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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下，大学生兼职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不影响自身专业课程学习的前提下，学生通过兼职即
可提升丰富自身的社会经验，也可赚取相应的资金来满足学习与生活的需求。基于此，文章对大学生兼职动机进行分析，指出大学
生兼职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大学生兼职推荐服务平台功能优化路径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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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多元化社会发展下，行业之间的竞争力逐渐加大，

但同时也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兼职平台的出现，则是
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良性产物，其即可满足行业自身的发展需求，
还为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提供过渡平台。对于大学生来
讲，在校园生活体系下，逐渐接收社会工作的教育模式，不仅
可积累丰富的社会经验，还可赚取相应的服务费用，来提升学
习质量、生活质量等。但目前兼职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仍面临
着相应的问题，如权益保障制度不明显、兼职时间与学习时间
发生冲突、兼职中介违法收取服务费用等，严重降低兼职平台
的影响力。为此，应针对此类问题来制定合理的解决对策，并
进一步优化平台运营体系，以提升平台整体的运营效率。 

一、大学生兼职动机分析 
在教育事业的普及化发展下，大学生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

趋势，如大学生基数高于行业领域的发展需求时，将令行业领
域产生盈余式发展态势，进而加大“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范
围。从高校教育形式来看，其属于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在开放
化、多元化的办学体系下，可令学生对自身进行正确定位。部
分学生在业余时间选择兼职工作，以提升自身的社会经验，为
日后岗位工作竞争打下良好基础。目前，大学生兼职工作获取
途径一般以宣传单、兼职平台、合作代理、中介结构等为主，
在此类服务平台的使用下，学生通过对自身的发展特性来选取
相对口的工作，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但部分服务平台在经
济利益的驱使下，利用学生经验不足的特性，对学生的工资进
行克扣，甚至出现拖欠工资、恶意诈骗的现象，令学生对兼职
平台形成一种抵抗心理，并潜意识里将兼职平台纳入到诈骗企
业一类。 

但从兼职本身角度来看，其社会职能将拓宽学生自身的学
习思维，令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工作，来积累相应的工作经验。
鉴于不良市场竞争为兼职平台带来的负面影响，需对整体运行
机制进行转变，并对学生进行思维意识的引导，积极调动起学
生的参与热情，以达到净化兼职服务市场的目的。 

大学生兼职中存在的问题 
兼职服务平台为学生提供的工作岗位大多以服务类为主，

学生在应聘过程中，很难找到与自身专业相对口的工作岗位，
此种岗位错接现象，将不利于学生的专业化发展。同时大部分
兼职平台存在虚假信息发布的现象，学生在应聘、工作、工资
结算过程中，难以为学生提供合法的保障权益，令“同工同酬”
制度过于表面化。此外，大学生兼职信息也未能形成统一，由
于学生本身缺乏对真假信息的辨别能力，挖掘价值信息的效率
较为缓慢，严重影响平台整体的运行质量。 

二、大学生兼职推荐服务平台功能优化路径 
兼职推荐服务平台建立的理念，是令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来

丰富自身的社会经验，并为行业领域提供人力资源储备，以保
证市场经济的问题发展。为进一步规范兼职服务平台，令其发
挥最大效用，应严格采取实名认证的形式。在对企业进行资质

认证时，应对责任人信息、岗位工作信息等进行查证，确保信
息发布的正确性。在对学生进行认证时，则应将学生的注册信
息进行实名制，并与对应的学籍进行捆绑，以依据学生的专业
特性来为学生推送专业岗位对接服务。 

面向大学生的兼职平台，在运行过程中，如想做到专业化、
规范化等，应为学校与企业建立对接平台，沿用校企合作的形
式，并将平台自身作为一种监管体系，以实现学生的短期、长
期的兼职行为。在此种形式下，可有效减少企业的人力资源管
控成本，同时在专业对口的岗位需求下，可增强学生的专业化
能力，以推动学校实践教育工作的开展。此外，兼职平台应具
备数据信息定向筛选功能，当学生完整信息注册时，内部信息
模块应对资源进行正确分类，并为学生及时推送兼职方案，将
企业的运营资质显示到主界面中，并为学生自动规划好行走路
线、预期收入等。在对服务类依据专业属性要求不高的岗位来
讲，应分为专业与非专业两种，并依据实际工作模式来为学生
制定正确的工作计划，如兼职时间、薪资待遇、工作属性等，
在规范化的岗位需求中，可令学生快速找到符合自身特性的岗
位。 

兼职服务平台还应建立劳动权益保护模块，将学生、企业
的反馈信息进行整合，在内部管理人员的信息确认下，对平台
体系内每一项工作行为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以及时了解
学生工作需求、企业用人需求等。然后管理人员在依据信息，
制定优化方案，令整体管理形式趋于规范化，令学生对兼职服
务平台形成潜意识里的认可，为平台后续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综合所述，兼职服务平台的出现，可为企业与学校之间建

立对接渠道，令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岗位实习工作，在解
决自身需求时，可有效缓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同时，在灵活性、
机动性的兼职模式下，可为学生建立正确的思维导向，令学生
通过实践活动与专业教育环节进行精准对接。期待在未来发展
过程中，兼职平台可拓展自身的运营范围，依托于法律制度来
建立更为规范化的运行体系，以此来为学生的兼职工作提供基
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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