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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

是当前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从侧面体现出当

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偏差。受信息化大环境的影响，当代大

学生的就业价值也显现多样化趋势。因此，本文对我国大学生的就业价

值进行调查，并由高校层面、家庭层面、政府层面等提出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就业价值观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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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 XX 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向大学生发放问卷，

实际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问题 190 份，回收率 95%，有效问
题 185 份，有效率为 92.5%，将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1 当代大学生就业取向调查 
对大学生对就业取向调查，见表 1。 

表 1  大学生就业去向调查统计表 n=185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升学 56 30.27% 

自主创业 4 2.16% 
到企业就业 69 37.3% 

村官、大西北计划等 8 4.32% 
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26 14.05% 

当兵 2 1.08% 
出国 27 14.59%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被调查的 185 位学生当中，选择到企业
就业的学生有 96 人，占总人数的 37.3%，排在了第一位，选择
升学的学生有 56 人，占了总人数的 30.27%，此项选择排在第二
位；排在第三位的是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有 26 人选择，占总
人数的 14.05%；其中有 27 人选择出国，占了总人数的 14.59%，
而选择当兵的和村官、大西北计划的学生较少，分别是 2 人和 8
人。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选择升学的比例是 高的，这也体
现出大学生更愿意利用更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从而为未来的就
业打下更牢固的基础。虽然企业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但优厚的薪
酬是吸引大学生选择企业的一个因素。而选择出国的学生也不
少，但选择当兵、村官、大西北计划的人数较少，从这方面能够
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念过于物质利益化，缺乏无私的
奉献精神。 

1.2 当代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调查 
以下是对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的调查，见表 2。 

表 2  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调查统计表 n=185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省会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 91 49.19%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42 22.70% 

家乡中小城市 35 18.92% 
基层城镇或农村 17 9.19% 

由上表可以看到，对于就业地域的选择，有 91 人选择省会
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这也是选择比例 高的一个，占了总人数
的 49.19%；选择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学生有 42 人，占了总
人数的 22.7%，排在了第二位；选择家乡中小城市的，有 35 人，
占总人数的 18.92%，而只有 17 人选择基层城镇或农村，占了总
人数的 9.19%。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存
在物质化与利益化倾向。 

2.当代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育的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的四大目标中，充分就业是其中的重要目标。

充分就业的重要工作，是不断寻找更多的有效途径去解决当前大
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各行各业共同携手，包
括学校、家庭、企业、政府以及大学生自身的相互配合。 

2.1 政府层面 

各地区地方政府应积极落实各项就业政策，为大学生创造一
个良好、公平的就业环境。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行扶助，支持和
鼓励一部分大学生进入到经济落后的地区进行实践，一方面能够
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发达地区的就业
压力。鼓励大学生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在融资与税
收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2.2 用人单位层面 
用人单位要和高校共同携手，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让企业

进进校园，为在校大学生进行针对性、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与
职业路径规划指导。让大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以及职业
素养。对本企业对口的专业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点对点的提前培
训，不仅填补企业未来的职位空缺，同时还为学生增加了工作能
力培养的机会，实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2.3 学校层面 
学校方面，应积极为学生开展职业规划的培训，使学生能够

更好地对自己职业生涯进行规划。学生在进入校园之际，就应该
引导其对自已未来的就业方向进行认识，并帮助他们进行就业规
划。教师结合自身丰富的职场经验以及对专业需求的认识，为学
生开展就业教育，使学生尽早地认识未来的就业，让学生对就业
能够有具体的了解，而不只是停留在想象与部分说词之中。另外，
高校还需要建立模拟实习平台，让学生在较为真实的工作场景中
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和自信，从而实现校园与工作岗位接轨。 

2.4 家庭层面 
作为家长，更需要认识到当前社会就业的形势，引导子女形

成正确的就业价值观。在就业方面，家长避免对孩子施加压力，
引导孩子理性地看待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培养子女不怕吃苦、无
私奉献、勇于挑战的精神。消除子女攀比思想，引导子女对就业
能够正确认识，而不只是一味向钱看，不只是追求国有企业和事
业单位，要重视未来长远的发展，鼓励孩子进入贫困地区，为社
会付出一份力量，同时也实现提升自己、锻炼自己的目的。 

2.5 个人方面 
做为现代大学生，首先要有积极上进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已

的专业技能水平，增强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水平。同时，还需要
持续关注当前的就业形势，适当调整自己对就业的期望值。对就
业能够理性看待，明确就业发展方面，对自身的就业进行合理规
划，积极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择就业地区
和就业薪酬，扩大求职范围，选择能够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发
展自己的职位。 

结语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问题

的背后，除了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外，较大程度上也受大学生的
就业价值观的影响。在调查中发现，当前大学生的就业价值观存
在一定的物质化与利益化倾向，这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道
而驰，因此，需要学校方面、政府方面、家庭方面以及大学生共
同配合，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价值观，这对于解决大学就
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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