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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广大大学毕业生的切身利益。

2018，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91.0%，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

仅为 92.0%。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874 万人，比 2019 年

增加了 40 万人，达到了历史新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可谓雪上加霜，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积极探讨新冠肺炎

疫情下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有效途径，是高校当前一项极为

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对严峻疫情下促进大学生就业有着重要

的意义。

1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的问题

1.1 就业人数增加，岗位竞争激烈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高达874 万，再创历史新高，就业人

数本已十分庞大。同时，还有大量未就业的往届生、跳槽的往

届生以及留学归来的大学生也纷纷加入到竞争就业的队伍。随着

疫情的国际化，国外疫情越来越严重，数以万计的海外华人陆

续返回国内，他们与国内高校毕业生共同加入到竞争就业的队伍

中，将进一步加剧就业竞争和就业压力。

1.2企业压力增大，缩减岗位需求

为了防控疫情，国家采取了闭城、封路、停工、停学、闭市

等一系列举措，学校无法上课、单位不能正常上班，企业复工复

产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中国引擎”熄火，企业损失巨大。特别

是接收应届毕业生较多的教育、通讯、娱乐、运输、餐饮、教育

培训、旅游等行业更是“重灾区”，企业纷纷削减用人需求，甚至

濒临破产。企业不能正常复工、复产，将造成用工的需求减少，给

就业带来了严峻的影响。

1.3招聘模式调整，线上求职受限

随着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人社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要求暂

停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场招聘活动，积极采取互联网对接供需，

实行网络发布信息、网络投送简历，开展远程面试、网上签约、网

上报到。此项措施有利于疫情的防控，但利弊同存。就企业而言，

原来线上招聘作为一种辅助的形式存在，现在变成了“唯一”的

方式，打破了招聘常规，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导致招聘进度缓

慢。就高校而言，由于事发突然，原来计划好的现场招聘会无法

举行，线上招聘又出现人员不到位，设备不足，经验缺乏等情况，

就业服务跟不上。就大学生而言，他们一心想多参加几次现场招

聘会就可以解决就业，现在却不能参加招聘会，就业受阻。有的

同学处于网络信号不佳的地区，与外界联系不畅，无法进行有效

的网络面试；有的同学缺少电脑、荣誉证书不在身边等原因，难

以制作完整、精美的简历，就业推荐书迟迟投不出去。

1.4疫情加剧压力，心理问题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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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心理是影响就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以其传染性强、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特

点，犹如洪水猛兽，给大学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心理。首先，疫

情带来恐慌感。由于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大学生害怕

就业后受到感染，因此选择暂缓就业。其二，疫情带来忧虑感。

部分毕业生通过线上招聘暂定了就业单位。但是那毕竟是“纸

上谈兵”，无法实地了解单位的实际情况，内心忧虑重重。第三、

疫情带来压抑感。一方面，看不到“休止符”的疫情，让毕业生

们成为“笼中鸟”“池中鱼”，无法出去“觅食”。另一方面，迟

迟不能返校查阅文献、做实验，延迟了论文的进度，只能优先论

文而就业次之。总之，一切美好的愿景都被疫情粉碎，压抑之情

油然而生。

2  新冠肺炎疫情下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思考

疫情突发，但是毕业在即。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

业、就业的关键时期，但也是疫情防控关键期。大学生就业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学生和家庭打好促进大

学生就业工作“组合拳”，为促进大学生就业保驾护航。

2.1政府层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加大就业扶持力度

国务院在《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

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非常时期应采用非常规政策。在严峻疫情下，各级政府部门

更要出台新政策、新举措，“真金白银”稳就业，用实招、硬招落

实就业优先战略，加大就业扶持力度，让企业面对困难更有韧性，

防止破烂、停工，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为求职者提供良好的就业

环境。

2.1.1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就业

复工复产是就业的基础。首先，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分区分

级精准防控的原则，主动作为，主动服务，提高企业复工复产服

务便利度，科学把控，取消不合理审批，积极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其次，要精准施策，在企业的复工复产、用工招聘、原材料供应

和资金周转上，理顺关系，牵线搭桥，打通“堵点”、补上“断点”，

保障企业尽快“转”起来，不断提高复工复产效率。第三，把握

重点，抓住关键，全力以赴推动重点行业和低风险地区就业，稳

定和扩大就业市场，为大学生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2.1.2加大企业减负稳岗力度，扩大就业

稳企业是稳就业的一个关键环节。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企

业举步维艰，濒临破产。各级政府要尽快制定税费减免，政府担

保贷款，财政贴息，就业补贴，阶段性减免和缓缴社会保险等减

负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千方百计稳定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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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力，积极引导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合理扩大

有效投资，通过“三大马车”拓展就业空间，开发更多就业

岗位。

2.1.3提升投资带动就业的能力

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之一。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

资力度，适时上马新的项目，扩大就业需求。另一方面，要

优先投资门槛低，速度开，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产业，拓宽就业

空间。

2.1.4扩大政府项目就业规模

公家单位福利好，有保证，有平台，极容易吸引大学生。

另外这些基层单位也容易招到高素质人才。要通过舆论宣传和政

策引导，适时适度扩大“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西

部计划志愿者、招生入伍等政府项目的就业规模，拉动大学生

就业。

2.2 企业方面：创新招聘录用方式，积极吸纳新员工

企业是就业的主体。疫情之下，企业走出困境，既需要政

府帮扶纾困，也要企业自身努力。企业要针对疫情下的各种问

题对症下药，科学布局，苦练内功，创新工作方式，做到防

控与复工两不误，从而转危为机。

2.2.1 在用工方式上，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远

程办公方式等方式，灵活进行工作时间的安排，减少人员的聚

集。在薪资待遇方面，采取调整薪酬、延期支付薪酬等方式，

减轻资金周转压力等等。稳定工作岗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尽量少裁员、不裁员。

2.2.2 在招聘录用上，各用人企业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

采用以“云招聘”为主要特点的网络招聘模式。根据用人计

划，通过网络及时发布需要信息，接收电子简历，开展网络笔

试、面试和签约。有必要时，主动与高校联系，争取无缝对

接，精准服务，满足用人需求。

2.3 高校方面：优化就业服务，创造就业有利环境

高校就业管理部门承担着就业信息的收集、发布和培训就业

技能等作用，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疫情新形

势下，高校要优化就业服务，做到“就业指导有人管、求职

服务不断线”，从而为就业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2.3.1 强化组织建设，落实就业责任

就业是学生的根本利益所在。就业工作是学校的“一把手

工程”。各高校要成立就业工作领导机构，形成分工合理，职

权明确，责任清楚，奖惩分明，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全员

参与的就业工作长效机制，推动就业工作，促进大学生就业。

2.3.2 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

针对无法进行线下招聘的特殊情况，各高校要创新服务方

式，开通就业专线，主动联系就业单位，及时收集就业信息，

积极开展线上招聘活动，视频招聘，远程面试，精准撮合，

“一对一”联系，“点对点”解决学生就业困难，以在线优

质、精准服务，确保大学生顺利就业。

2.3.3 开展就业指导，引导学生就业

首先，思想是行动的先到。要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念。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切忌好高骛远，要树立先

就业再择业理念，尽快落实工作。其次，要通过“空中课堂”

指导学生掌握网络应聘的方式方法和技巧，适应“云双选”新

模式。第三，要指导学生克服不良心理。既要充分认识到疫情

的严重性，切实做好防护，也不能谈“疫”色变，过度紧张、

恐惧。必要时开通心理咨询热线，搭建释放压力的平台和拓宽

释放压力的渠道，缓解焦虑情绪，降低心理压力，让学生以良

好的状态参加应聘。

2.4 学生方面：适应就业新常态，积极参加招聘

2.4.1 转变角色，适应新常态

毕业生已是准员工，要适应新常态，尽快从学生的身份转

变到职场新人。一方面，要摆脱学生时代拖延症、依赖性心

理，主动“觅食”，主动出击，寻得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要学习掌握职场规则、职业礼仪、职场语言、公文写作等，树

立职场形象，尽快进入职场。

2.4.2 做好规划，尽快就业

虽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但是，即使最成

功的计划,也需要与时俱进。针对禁足、隔离和取消现场招聘等

诸多不利条件，同学们要适时调整计划，不能“坐”失良机。

不能只抱着论文不放，顾此失彼，要一边写论文一边找工作，

做到论文与就业两不误。不能因为防控疫情就裹足不前，不知

所措，要做到疫情防控与就业双兼顾。

2 . 4 . 3 掌握“云招聘”，积极应聘

新的技术，需要学习和熟悉。面对线上招聘，同学们要主

动学习，熟悉掌握“云招聘”的招聘流程、方式方法，精心

准备，有的放矢，运用新技术打开求职之门。

2.5 家长方面：做好就业参谋，发挥家庭促就业作用

家长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就业的指导老

师。家长有丰富的就业经验，对自己小孩的成长经历、兴趣爱

好、职业倾向有清楚的认识，在指导学生就业方面有着天然的

优势。一方面，家长要积极发挥参谋指导的作用，为孩子就业

把脉定向，精准施策，提高应聘成功率。另一方面，要积极

挖掘就业创业资源，为孩子的就业提供更多有效的选择，促进

大学生就业。

总之，就业事关每个大学毕业生的切身利益，也事关社会

稳定大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必须充分凝聚政府、企业、学

校、学生、家庭合力，打好组合拳，打好大会战，从而使特

殊时期的大学生就业工作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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