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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就业现状及问题探析
——以山东交通学院为例

王荟春

（山东交通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摘要：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重要组成部分，在

就业过程中因受传统观念、社会分工以及用人单位对性别因素认

识偏差等影响，导致就业成为难题。本文以理工类高校山东交通

学院为例，通过分析近年来女大学生就业现状，总结形成就“就

业难”问题成因，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理工类

院校女大学生就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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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研究现当下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就业实际情况，笔者

将抽样调查与数据统计资料相结合，综合当下就业形势，对山东

交通学院 2016 之后的女大学生就业情况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分

析其近些年就业情况、总结问题，最终得出提升其就业有利对策。

一、2020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近况

（一）2020 年一季度大学生就业市场景气（CIER 指数）欠佳

根据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各用人单位计划招聘大学生人数

超过 1200 万，占全国招聘需求的 10.19%，现下已提出求职申请

人数超过 890 万，占全国供给的 10.56%。与 19 年第四季度招聘

数据比较，各单位对大学生需求明显减少，而求职人数却不断增

加（如表 1）。由此看出今年相较于往年大学生就业市场压力陡

然上升。

表 1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情况

季度
招聘需求人数（百万） 求职申请人数（百万） CIER 指数

全国 高校毕业生 全国 高校毕业生 全国 高校毕业生

2019Q1 156.92 14.86 93.60 5.28 1.68 2.82

2019Q4 169.74 16.24 78.01 7.50 2.18 2.17

2020Q1 121.44 12.37 84.82 8.96 1.43 1.38

（二）不同行业就业景气差距大，理工类专业就业前景压力

大

通过对已就业大学生所从事行业发展形势进行排列，发现不

同行业、专业之间毕业生就业景气存着明显悬殊（如表 2），2020

年相比于 2019 年各行业就业整体呈下滑趋势，其中 CIER 指数最

大差别倍数为 17 倍，单看就业景气值排列靠后的行业，理工类专

业对口行业所占比例超过 70%，由此而言 2020 年理工类专业对口

就业相较于其他专业来说形势较差，竞争压力更大。

表 2　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好和较差的行业

排名 就业景气较好的十个行业
CIER 指数

就业景气较差的十个行业
CIER 指数

2019Q1 2020Q1 变化 2019Q1 2020Q1 变化

1 中介服务 15.67 11.84 ↓ 网络游戏 1.2 0.34 ↓

2 教育 / 培训 / 院校 10.08 6.62 ↓ 印刷 / 包装 / 造纸 1.34 0.41 ↓

3 房地产 / 建筑 / 建材 / 工程 / 7.02 3.81 ↓ 交通 / 运输 1.53 0.44 ↓

4 互联网 / 电子商务 5.74 3.55 ↓ 电气 / 电力 / 水利 0.95 0.49 ↓

5
专业服务 / 咨询（财会、法律、

人力资源等）
3.57 1.95 ↓ 汽车 / 摩托车 2.49 0.68 ↓

6 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 3.02 1.94 ↓ 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 1.41 0.69 ↓

（三）我国高校男女比例差异，女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日益

严重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我国在男女享受平等教育权利方面取

得了惊人的成绩。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

统计显示，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毛入学率 2010 年为 26.5%，

到 2018 年快速升至 48.1%。同年，高校生中在读女研究生占比

49.6%，普通本专科女大学生占比 52.5%，至 2020 年高校中女性

占比升至 58.1%，全国 719 所高校中超过一半以上的高校女学生

比例超过 50%，“阴盛阳衰”的现象加上各用人单位对男大学生

的“偏爱”，这无疑更为女大学生就业道路增添沉重的负担。

二、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女大学生就业需求量不断攀升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显示（如表 3），2015-2019 年山东交通学

院女大学生所占毕业生比重持续上升。反观男大学生所占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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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则持续下降。2015 年学校男女毕业生中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

生 45 个百分点；到 2019 年男女毕业生中男生所占比例高于女生

34 个百分点。

表 3　2015-2019 年山东交通学院男女大学毕业生所占比重

（二）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低于男生，就业压力连年增加

根据有关研究表明，理工类高校女大学生简历投递次数高于

男生，而能够进入面试机会少于男生，性别因素影响了女大学生

就业的几率。根据 2016-2019 年对山东交通学院不同性别就业率

进行统计，女生就业率始终低于男生（如表 4）。可见女生在就

业市场处于弱势地位，须引起学校、社会的特别关注。

表 4　2016-2019 年山东交通学院不同性别就业率统计

（三）从女大学生升学率反观其就业形势

通过表 5 数据显示，我校本科毕业生升学率逐年提升，2019

年比 2018 年涨幅 3.41%。据国家统计显示，女大学生本科毕业后

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超过男生，升学率的不断增长也从侧面反映

出当下女性就业环境的严峻性，因此更多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本

科毕业后选择通过学历提升来获取更好的发展空间。

表 5　近四年本校毕业生升学率变化趋势（单位 %）



232021 年第 4 卷第 1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三、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一）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倒退明显，是影响女大学生

就业的时代背景因素

疫情增加大学生就业竞争压力，经济下滑，对国内中小企业

和留学市场等冲击严重，中小微企业为渡过难关选择裁员，而原

本有留学计划的学生或更改计划选择国内就业，或过后择机出国

等，这无形都增加了国内大学生就业压力。疫情压缩了找寻工作

时间，今年与往年相比，毕业生求职的时间缩短、途径有限、方

式单一，种种原因影响着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与就业率。

（二）就业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男女性别差异等因素，是

影响就业的经济文化因素

理工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对口单位主要多集中于生产、施工为

主的企业，其工作内容大多强度大、危险性高、工作时间长同时

可能需要经常出差外地，这些性质使得用人单位更加青睐选择男

生。此外，企业往往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女性的生理特性，无形

也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招聘男生会大大减少企业应付出的成

本。综上所述，对于利益至上的企业而言更青偏爱于男生。

（三）有关法律法规与执行力欠缺，是影响就业的政策因素

法律层面中国《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虽对

女性就业权益做出保障，对因性别歧视对女生就业带来的影响进

行矫正，但法律规定的多是理论原则性的，对有关内容限定不清，

缺少惩罚条件，实际应用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法律法规执

行力度欠缺，个别企业忽视法律法规的限制，私下缩减女大学生

就业几率，其最终并未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或多或少的纵容了性

别歧视现象。

（四）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不清晰综合能力欠缺，是影响

就业的主观原因

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对于就业目标比较明确，导致她们具有

强烈的“北上广情结”，更心仪于工作稳定或福利待遇优厚的国企、

央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单位，排斥去离家较远的、偏僻的、

不发达、待遇欠佳的地区或单位，这也大大限制了其就业机会。

理工类院校对口单位注重求职者的实操，但动手能力、对机械的

操纵能力逊色于男生，这些因素也成为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就业

的限制条件。

四、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就业对策建议

（一）立足当下挖掘新就业渠道，抓住新创业机遇

当下，减少接触的网络化方式快速替代线下方式，招聘方式

也由线下变为线上。理工类院校女大学生应抓住机遇，善用网络

方式收集招聘信息、发送个人简历、与人力资源总管对话等，利

用网络优势实现快速就业。与此同时，新生事物的不断发展，理

工类院校女大学生或可抓住商机，结合个人所学专业特色，以经

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痛点问题进行自主创业。

（二）高校要加强教学质量和大学生就业规划指导

高校要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设置有利于女大学生发展的

针对性教育内容，拓宽专业教育领域，将当前科学发展前沿与专

业知识相结合，扩大实践教育力度，推动专业知识学习与实践活

动有机结合。同时，将女大学生就业教育阵线前移，包括低年级

所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与高年级的就业教育相结合，充分利用

课堂教学为学生做有关就业观念和求职技巧等教育。

（三）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为女大学生就业提供保障

现有的《劳动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饭》对女性歧视问题

有一定涉及，但实用性不高。制定反歧视基本法，从中对歧视的

概念、反就业歧视的范围框架以及直接、间接的歧视行为等给出

明确规范，对违反法律的企业及个人对受害人造成损害的明确其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建立就业歧视诉讼制度，将歧视行为管理范

畴划分更加细致化、标准化，使女性就业者就业平等权益更加牢固，

减少就业歧视现象的发生。

（四）女大学生要调整心态，提高本领，不断增强就业竞争

力

女大学生要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就业心态。面对突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就业带来的困难，女大学生要积极调整心态，对自己

有正确评价，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骄傲自大，以免错失工作机会。

同时女大学生应更多的扩宽个人就业视角，结合当下环境和自身

特点，选择与自己相适应、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势，避免受传统观

念影响认为仅事业单位才算就业，同时树立创业意识，实现新时

代女大学生就业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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