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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高校的毕业生作为初入职场的新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权益如何得到有

效保护面临着众多挑战。但究其根本，背后原因在于法律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执法和监管的不足以及高

校毕业生法律意识的薄弱。本文分析了现状及成因，并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从完善立法、加强执法

监管、提升法律意识及规范企业用工等方面，力求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不仅关注就业权

益的法律保护，也从社会和政策层面探讨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性。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为高校毕

业生权益保障政策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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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graduat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new-
comers to the job market, are a special group in society whose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faced with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how they can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reason behind this lies 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he insu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the weak legal awareness of college graduate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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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It seek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legal protection for college graduates in terms of improv-
ing legislation,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enhancing legal awareness and reg-
ulating the employment of enterprises. It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graduates from the social and policy level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olicy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graduates. 

 
Keywords 
Labour Law, Graduates, Employment Protec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毕业生的就业权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毕业生作为职场新人，常常在就业权益上受到侵害，

尽管我国的劳动法已经提供了基本框架保护劳动者权益，但是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本文在对当下就业情

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提出改进措施，从而更好地为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保护。 

2. 理论基础 

2.1. 劳动法的提出和保护对象 

劳动权利是人一项重要的经济权力也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

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各项权利，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平等就业的权利、选择职业的权利、获得劳动报

酬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获得培训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1]。劳动法的制定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规范劳动关系，并促进社会的

公平与稳定。其主要内容涉及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保障、工作时间、休息制度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为

劳动者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框架。然而，劳动法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群

体，使得高校毕业生这一特殊群体在职场过渡期内的权益保护存在法律空白。劳动法的保护对象是劳动

法规定的劳动人民，一般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劳动保护的对象是从事劳动的所有职工。只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与用人单位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或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都是

劳动保护的对象。所以，其针对的对象是属于从事劳动的所有职工，劳动者必须是要从事劳动。 
高校毕业生在进入职场前通常会经历实习或见习阶段，这一期间的用工关系往往被用人单位界定为

非正式劳动关系。这种身份模糊导致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中规避正式劳动关系的建立，通过不签订劳动

合同或签订不规范的短期合同来降低用工成本，从而不提供应有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劳动保障。 

2.2. 高校毕业生作为特殊劳动者的特征 

高校毕业生身为职场中的特殊劳动者，具备一系列与其他职场人不同的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他

们在职场中面临较为特殊的处境。首先，时期特殊性。高校毕业生处于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阶段，他们

并不被法律视作正式劳动者。特别是在毕业季到来之时，毕业生急于寻找实习机会，用人单位趁此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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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并不与毕业生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而是通过短期协议降低用工成本。其次，缺乏工作经验。高校毕

业生在求职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在劳动合同条款上与用人单位进行有效的谈判。这种弱势地位使

得他们更易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此外，高校毕业生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除了法学生之外，绝大多数的

学生对于劳动法的基本内容都缺乏了解，从而导致在遇到侵权行为时，他们囿于自身的法律困境，只能

选择忍耐继续工作或离职，而不是用法律工具维权。 

3. 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就业歧视问题，法律制度不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中就指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这就表明所

有的劳动者也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在实际的就业情况中，规避就业歧视已经成为了高校毕业生在找工

作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最明显的歧视体现在性别歧视上，在就业过程中，大学生往往会遇到一些歧视

和压力，尤其是女大学生由于性别原因而面临不公平的就业挑战。由于女性在生理和生育方面的特殊性，

社会在用人时往往将女性与男性区别对待，认为女性的用工成本相对更高。因此，一些职位在招聘时会

直接偏向男性，甚至通过隐蔽的手段只选择男性求职者。相比之下，企业通常更愿意降低女性求职者的

福利待遇，进一步加剧了女大学生在求职中的不平等处境。而隐形的就业歧视包括身体和地域等方面的

歧视，一些企业在招聘时对求职者的身高和健康状况设定了隐性或显性的限制，尽管国家在努力减少此

类歧视，但身高要求依然存在。这种规定对身体有缺陷或对自身外貌不自信的求职者而言显得非常不公

平。此外，地域歧视也在就业市场中屡见不鲜，一些城市，尤其是北上广等大城市，往往在招聘时对毕

业生的生源地或户口加以限制，导致部分求职者因户籍或出生地原因被拒之门外，无法享有平等的就业

机会。地域歧视会使人才招聘会上无法对市场资源进行合理的配制，这也使社会的就业压力无法得到解

决[2]。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劳动者和劳动关系进行规定和保护的法律较多，规定得也比较具体细致，然而，

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已经签订合同的劳资双方之间的法律权利义务，不能完全适用于大学生就业保护

[3]。当前的劳动法虽已基本涵盖了劳动合同、工资待遇、工时等方面的内容，但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保

护方面仍存在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劳动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是正式的劳动者，而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在实

习、见习阶段的学生群体，其法律地位尚未被明确界定。这导致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尤其是初入

职场的过渡期内，难以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例如，高校毕业生在见习或实习阶段的工作性质往往不被

视作正式劳动关系，从而使他们无法享受完整的劳动者权益另外，由于当今社会上各种灵活、自由的用

工形式，使相对滞后的劳动立法无法应对适应，从而导致协调毕业生就业时遇到问题就捉襟见肘[4]。随

着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增加，一些用人单位通过非传统用工形式，规避对高校毕业生的正式劳动关系认定。

这种灵活用工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但也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劳动权益难以受到

有效保护。 

3.2. 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毕业生法律意识淡薄 

劳动合同作为一种协议，代表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据调查

显示，约 30%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到 50%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上海市职工社会保

险[5]。在实践中，许多用人单位利用高校毕业生初入职场、社会经验不足的弱势地位，签订不平等的劳

动合同，甚至存在不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通过口头约定来规避应有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在工资、福利

待遇和工作时间等方面，合同内容模糊，使得毕业生维权困难。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以

书面形式签订，合同内容应包括工资、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等具体条款，但一些用人单位在实际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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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导致高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高职院校毕业生在签订劳动

合同时常面临合同条款不公平、无法修改合同内容等问题，很多单位通过预先制定的格式合同，迫使毕

业生接受不合理的工作条件，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这种不规范现象的背后原因在于劳动监察和

法律保障的不足，以及高校毕业生法律意识的薄弱。用人单位在执行劳动法时缺乏自觉性，加上行政监

管不到位，导致毕业生在劳动合同签订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部分企业甚至在毕业生尚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情况下即安排他们开始工作，且在遇到纠纷时，由于缺乏正式合同，毕业生的权益难以得到保

障。一方面，用人单位应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不得限制高校毕业生的劳动权利，如工资、

工作时间、休假等；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还应尊重高校毕业生的人格尊严，不得作出性别歧视、年龄歧

视、地域歧视等行为[6]。毕业生自身也要避免签订不公平的劳动合同。 
针对目前就业市场普遍存在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实现劳资和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的

张力，仍然需要劳动者借助法律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针对目前就业市场普遍存在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

全实现劳资和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仍然需要劳动者借助法律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7]。
首先，高校学生法律知识普及不足。当前的高校课程多注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对学生的法律教育则相对

忽视。大部分高校并未开设专门的劳动法课程，导致毕业生对职场法律环境缺乏系统认知，无法在遇到

侵权行为时有效应对。高校如果能在毕业前系统地教授劳动法知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合同签订、工

资保障、社保缴纳等知识点，将有助于提升毕业生的法律防护能力。除此之外，当高校毕业生遇到问题

时，法律意识薄弱。很多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缺乏劳动法和劳动合同的基础知识，进入职场后，对自己

的权利和义务不甚了解。当遇到用人单位的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常常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应对就业歧视、工资拖欠等问题时，毕业生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往往选择妥协或放弃，而不是通过

合法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 

3.3. 工资待遇和试用期滥用，法律监管不足 

高校毕业生是面临着就业压力的人群，他们希望在找到理想的工作后，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待遇和

劳动法保护。因此，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保障工资收入是最重要的就业问题之一[8]。工资待遇是高校

毕业生在职场中的一大困境。一些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不按规定支付工资或延长试用期，借此降低用工

成本。这种现象尤其在中小企业和一些灵活用工单位中较为普遍。部分用人单位会以实习、见习的名义

聘用毕业生，支付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并通过延长试用期来压低劳动成本，从而规避正式聘用的法律

义务。通过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却不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实际报酬与劳动付出极不

匹配，严重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与此同时，一些用人单位还以规避法律责任为目的，不为毕业生缴纳

“五险一金”，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和职业安全感。此外，试用期滥用也是毕业生就业过

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劳动合同法》第 19 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 3 个月以上不满 1 年的，试用期不得

超过 1 个月；1 年以上不满 3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2 个月；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试用期

不得超过 6 个月[9]。试用期本应是企业和新员工互相适应的阶段，但许多用人单位利用这一阶段，设置

过长的试用期限或者以“见习期”“实习期”之名规避试用期的法律要求。一些企业故意将试用期延长，

以减低工资标准或者完全不支付工资，利用毕业生在法律意识方面的不足和急于找到工作的心理，获取

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即将结束时，经常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从而避免支付正式员

工的薪资和福利待遇。这种情况不仅使毕业生丧失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也使他们在试用期内承受巨大的

心理压力和经济不确定性。 
劳动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严格的执法与监督。然而，当前的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资源相对有限，难

以全面覆盖和监管大量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由于人力和资源的限制，劳动监察部门难以对每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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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状况进行实时跟踪和监管。与此同时，劳动仲裁机构处理案件的效率和范围也面临挑战，导致许多

高校毕业生在遭遇劳动纠纷时得不到及时的救济。由于法律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高，用人单位在

考虑成本和收益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成本较低的违法操作。这种现象在一些小型私营企业

和初创公司中尤为明显。 

4. 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保护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立法，加强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法律保护 

首先，由于法律具有其独特的规范性，因此完善立法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权利保护的第一步。社会实

习是高校毕业生离开社会之后最先接触的工作。但是目前道德劳动法在就业保护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制定相关的保护机制。其次，除了针对学生的法律之外，还应该针对社会中的企业做

出具体要求，针对招聘前的准备或者招聘过程中，对各个企业做出具体规定，进一步细化劳动合同中的

细则，或者对签订过程提出更高要求，使得高校毕业生的特殊需求得到完善，在填补现有法律空白的同

时也能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4.2. 加强执法和监督力度 

法律的实行需要受到监督。法律的监督是确保法律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维护法治秩序的重要环节。

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大对不签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不依法支付工资、强制

加班或未缴纳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施加严格的经济处罚。同时还需完善劳动仲裁体系。劳动仲裁是解

决劳动争议的主要途径，但当前劳动仲裁效率较低，且部分地区存在仲裁资源不足的问题。建议增设专

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劳动仲裁通道，为毕业生提供便捷的维权途径，以确保他们在遭遇劳动纠纷时能够

迅速获得帮助和救济。《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申请劳

动仲裁，正是劳动者在遭遇职场不公、合法权益受损时，依法寻求救济的正当手段。它体现了法律对弱

势一方的保护，彰显了社会公平正义。 

4.3. 提升高校毕业生的法律意识 

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也要重视高校毕业生的法律意识提高。之所以会出现此类现象，有一

部分原因就是高校毕业生在进入社会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缺乏对于法律的了解，从而导致他们不明白

如何通过法律正式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高校有必要开展劳动法的教育和普及宣传活动。同时，高校

还应该建立相对应的就业法律援助平台，为毕业生提供义务的法律咨询和支持，避免因不熟悉法律而出

现被误导或欺骗。高校法律援助平台可以有效帮助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为他们提

供切实的支持。这一举措不仅能提高毕业生的法律意识，也能为他们的就业权益提供后盾。 

5. 结语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权益保护作为维护劳动市场秩序的重要环节。通过采取完善劳动法、加强执法和

监督等方式为毕业生的就业权益提供更加有序的保障。毕业生是劳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维护毕

业生的权益，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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