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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山东省，民办本科高校学

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为此，本文对山东省民办本科大学生的就业策略与职业观念进行调查研究，旨

在提出改善建议以缓解就业供需矛盾，促进大学生实现充分、高质量的就业。研究中，发放2151份问卷

并回收有效问卷1642份，构建了包含就业期望、就业认知和就业准备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采用SPSS软
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高校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对接提供依据，提升民办本科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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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a, the contra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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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specially in Shandong Province, where students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greater employment press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ployment strat-
egies and career concepts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iming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
mand of employment, and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to realize full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In the study, 2151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164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ntaining three dimensions of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employ-
ment perceptions and employment preparation was constructed. SPSS software was used to statis-
tically analyze the data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docking betwe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job market, and to enhanc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
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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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就业的供需矛盾越发突出，山东省作为中国排名第二的人

口大省，其民办高校的学生就业更加困难。为解决就业困难问题，需要用科学理性的就业观念缓解就业

的供需矛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针对大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策

略的调查研究，提出针对性的就业指导策略和建议，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制定个人职业规划、提升就业竞

争力，而且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建立科学理性的就业观念，提供有关专业设置、课程

设置、实习实训等方面的建议，以促进学校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对接。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学生就业策略与职业认知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Sara De Hauw 和 Ans 

De Vos [1]以美国 2006~2009 年的毕业生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其在不同经济环境中就

业期望、就业观念等进行研究，发现经济衰退会系统性降低毕业生薪酬预期与职业发展期待。刘学斌

[2]以石油类高校大四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采取以线上调查问卷为主，校园微博、公众号宣传为辅的方

法，得到大四毕业生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的相关数据，通过综合分析可知仅有 7.19%的大学生在毕业后

没有清晰规划，折射出新生代求职者较强的目标导向性。吴行健[3]以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为研

究对象，设计了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的调查问卷，对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所存在的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发现当今大学生普遍存在自我定位过高、看重专业对口、盲目择业、过分看重职业稳定等

问题。 
基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办本科大学生的就业策略与职业观念，提出改善建议，以缓解

就业供需矛盾，促进大学生充分、高质量就业，并为高校就业指导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山东

省民办本科高校在校生为研究样本，针对山东省民办本科大学生就业策略与职业观念现状进行研究，共

发放调查问卷 2151 份，回收 1785 份，其中有效问卷 1642 份，有效回收率为 76%。使用 SPSS 软件对不

同的维度进行分析，得到当今大学生的就业策略与职业观念及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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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策略与职业观念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毕业后就业落差 

在最开始就业时，往往会出现工作与期望不符的情景。由图 1 可得，出现这种情况时，有 54.9%的被

调查者会继续工作。有 24.4%的被调查者在继续工作的同时，随时准备跳槽。另外，有 10.7%的被调查者

选择暂不就业继续求学。有 9.9%的被调查者会直接离职。说明大学生就业观念与职业选择理论中的“现

实冲击”(Reality Shock)现象存在理论耦合，即个体在进入职业领域后，由于期望与现实的不符而产生的

心理冲突和困惑。 
 

 
Figure 1. Employment gap survey results 
图 1. 就业落差调查结果 

 
由此可见，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一定的韧性，也揭示了就业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而少

数人选择暂不就业继续求学或直接离职，则体现了他们在面对就业困境时，更加注重个人成长和职业发

展，愿意通过进一步学习或寻找更符合期望的工作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2.2. 大学生就业地区、单位期望情况 

图 2 显示，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地点时，对一线大城市、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的偏好呈现出相对

均衡的分布。这一现象表明，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已经不再单一地倾向于一线大城市的快节奏与繁华

生活，部分学生开始选择三四线城市，追求一种慢节奏、自给自足的安逸生活。在未来工作单位的期望

方面，45.73%的毕业生选择民营企业作为就业首选，其次是国营企业，占 16.5%；外资企业排名第三，

占 15.95%。结合职业发展理论中的“组织吸引力”(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概念，得出毕业生在

选择工作单位时呈现复合价值取向：除了考虑薪资和福利待遇外，还更加注重企业的成长潜力、文化

氛围和职业发展机会。 

2.3. 大学生就业薪资、待遇期望情况 

图 3 为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期望，毕业生的期望值主要集中在不低于 5000 元，占 45.8%；紧随其后的

是不低于 8000 元的期望，占 24.79%。表明大部分毕业生对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薪资有较高的期待。这

与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毕业生对自我价值的认知有关。但过高的薪资期望可

能会导致就业难度增加，影响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根据图 4 关于大学生毕业择业时看重的福利待遇的柱状图，可以观察到“薪酬福利待遇”这一因素

受到了最多的关注，共计 964 票，显著高于其他选项，说明薪资是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最看重的因素。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399


李瑶 等 
 

 

DOI: 10.12677/ae.2025.153399 281 教育进展 
 

其次，“单位性质”以 817 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工作稳定性”，累积 772 票。其他因素如“发展

空间”、“社会贡献”和“父母期望”分别得到了 713、614 和 502 票。综上，毕业生在择业时考虑的因

素多种多样，不仅关注薪资和工作稳定性，还注重发展空间、社会贡献和父母期望等。 
 

 
Figure 2.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employment area and unit expectations 
图 2. 就业地区、单位期望调查结果 
 

 
Figure 3. Employment salary survey results 
图 3. 就业薪资调查结果 
 

 
Figure 4. Results of survey on employment considerations 
图 4. 就业考虑因素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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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学生就业的认知情况 

就业认知状况调研深入分析大学生在就业筹备与职业规划方面的认知程度与实际情况，聚焦于他们

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掌握、竞争压力的认知、国内就业市场的洞察、所学专业的优劣评估以及扶持政策的

了解程度。 
图 5 显示，58.77%的大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非常了解，而“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分别为

11.02%和 9.07%。这表明，部分受访者在职业定位、发展目标及路径规划等方面依然存在认知空白，缺

乏明确的方向。 
 

 
Figure 5. Results of cognitive survey 
图 5. 认知情况调查结果 

 
在竞争压力的认知方面，调查显示 31.3%的被调查者非常了解，30.63%较为熟悉，18.64%为一般了

解态度，而 10.66%表示不太了解。这表明，受访者对竞争压力认知情况，为后续提升个体应对能力提供

了研究参考。 
针对国内就业形势，调研结果显示，仅有 34.77%的大学生展现出较高的认知水平，而 29.66%的学生

虽然有所了解，但缺乏深入分析与判断能力。这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对就业市场的变化、行业趋势及潜

在职业机会的把握还不够精准，难以做出明智的职业选择。 
在所学专业的优劣势认知上，29.42%的大学生表现出非常了解，28.75%较为了解，22.29%仅一般了

解，还有 19.55%了解不足。这表明，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优势与劣势认知存在差异，需加强专业认知教

育，以提升其职业规划能力。 
在扶持政策的了解方面，调研结果显示，仅有 27.75%的大学生对相关政策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反

映出大多数受访者对国家及地方政府提供的就业支持措施了解不足，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难以充分利

用这些宝贵资源，错失提升就业竞争力的良机。 

3. 影响就业策略与就业观念的因素分析 

3.1. 大学生就业主要考虑因素 

图 6 为就业主要考虑因素的调查结果，大学生在求职时最为关心的是五险一金，调查中有 1161 位被

调查者提及。其次，925 位被调查者重视食宿补助，而 902 位和 884 位被调查者分别关注带薪休假和奖

金。这些关注点突显了大学生对稳定福利、生活成本以及经济回报的重视。相比之下，他们对最低月薪

和培训提升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说明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更倾向于考虑长期福利和即时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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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treatment expectations 
图 6. 待遇期望调查结果 

3.2. 大学生就业信息获取 

图 7 显示，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多样，其中 56.4%利用在线招聘平台，54.3%依赖学校就业指

导中心，52.5%通过就业招聘会，而 44.6%则通过亲属介绍。这表明，线上线下资源及学校、家庭均为大

学生求职的重要助力。多样化信息渠道拓宽了就业视野，增强了就业选择的灵活性。 
 

 
Figure 7. Results of survey on access t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图 7. 就业信息获取途径调查结果 

3.3. 自身不足 

调研发现，大学生就业时面临多重挑战。由图 8 可以看出，58.0%认为学校就业指导不足，56.1%感

觉求职渠道了解有限，50.3%认为自己知识技能掌握不够，41.0%则认为实际工作经验匮乏。其中，对就

业指导的不足尤为突出，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因素。学校就业指导的不足可能源于就业指导理论

在实践中的深入应用不足。理论上，就业指导应通过个性化职业规划、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心理辅导等

方式，帮助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然而，实际中因资源有限、师资不足等原因，这些措施往往难以得到

全面落实。因此，学校加强就业指导对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提升其就业竞争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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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elf-deficiency survey results 
图 8. 自身不足调查结果 

4. 建议 

4.1. 拓宽就业信息来源 

在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就业市场中，由于信息分布的不

均衡，大学生往往难以获取全面、准确的就业信息。互联网作为当今时代重要信息渠道，在线招聘平台

成为大学生了解就业信息的重要工具。因此，高校应与企业合作，建立官方合作的在线招聘平台，定期

更新职位信息，并举办线上线下结合的就业指导活动。政府作为就业服务与指导提供者，也是大学生就

业的责任主体。应通过建设就业指导中心、举办招聘会等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建立

和完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招聘信息和就业指导信息，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市场动态。 

4.2. 做好职业规划教育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包括大学期间的学习规划、职业规划，职业生涯规划有无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求

职就业甚至未来职业生涯的成败。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的就业指导不足。因此，

高校应将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纳入必修体系，从大一阶段开展系统性教育。课程应包括职业规划理论、行

业趋势分析、职业技能提升等。同时，邀请企业 HR 和行业专家举办讲座，分享就业市场动态与职业发

展经验，帮助学生了解职业需求和市场趋势，提升职业竞争力。 

4.3. 政府和企业了解人才需求 

新时代青年的就业需求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已产生巨大变化。大学生已不再追求一线大

城市的繁华和事业单位的安稳，反而更多地倾向于二线城市和民营企业，并且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更注重

个人发展和工作生活的平衡。针对这一趋势，政府层面应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通过制定税收减免、资

金支持等优惠政策，吸引优质企业与项目落户二线城市，为大学生创造宽松有利的就业环境。同时，用

人单位需积极调整策略，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提供多样化培训、明确晋升通道和具有竞争力的薪

酬福利体系，以吸引并留住人才。 

4.4. 加强心理辅导 

调查可知，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恶劣，并且实际工作与预期工作会有一定的差距。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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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高校应针对当前就业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其树立

正确的职业观念。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就业指导课程、组织职业规划讲座等形式，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各行

业发展趋势，明确个人就业需求。同时，设立心理咨询中心，配备专业心理辅导老师，定期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以积极心态面对就业挑战，实现顺利就业与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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