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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 南京地 区 18 届毕业 生 的 就 业 观 调 查，
调查主要涉及大学生的基本情况，求职过

程中的一些选择与疑惑，对于工作的基本

薪 酬期望、地点选择 等，从毕业 生的角度

思考现今的就业形势、学校的学业训练和

用人 单位对 学生的专 业技能要 求之 间 差

距等相关的问题，围绕大学生应该如何树

立正确的就业观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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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 着各高校 的扩 招，毕 业 生

从 2002 年的 133 万到 2018 年的 820 万，
增长了 6.18 倍。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 的就

业环境，大学生自身所持有的择业观影响

着就业行为。择业观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变

化而改变，研究高校毕业生择业观的情况

对 社会、高校、企业以及 大学生自 身都 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择业观的影响因素

影响和制 约大学生 择 业 观 有 多 种 因

素，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自身因素。 来

自家族、高校、社会因素即为外部环境因素，
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因素为内部自身因素。

（一）外部因素

一是社会 因 素。 大 学 生 思 维 敏 捷 ，
善 于 改 革 创 新 ， 择 业 观 反 映 出 社 会 经

济 的 诸 多 状 况 ， 同 时 择 业 观 被 社 会 上

流 行 的 社 会 舆 论 、价 值 观 等 影 响 ，随 着

市 场 经 济 的 发 展 而 变 化 。 二 是 高 校 因

素 。 扩 招 造 成 毕 业 生 择 业 带 来 很 大 的

压 力 ， 进 而 影 响 着 大 学 生 就 业 心 理 状

态 ，由 于 心 理 自 我 调 节 能 力 欠 缺 ，从 而

形 成 就 业 恐 惧 心 理 ， 就 业 指 导 多 偏 重

政 策 教 育 和 思 想 教 育 ， 对 的 择 业 能 力

的 培 养 训 练 、 健 康 心 理 的 教 育 等 方 面

不 能 满 足 大 学 生 的 择 业 需 要 。 三 是 家

族 因 素 。 家 族 对 大 学 生 择 业 观 的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有 三 种 形 式 ， 一 是 家 族 中 所

有 亲 友 的 经 验 教 训 或 多 或 少 的 影 响 着

大 学 生 的 择 业 观 ； 二 是 家 族 中 所 有 成

员 都 参 与 大 学 生 的 择 业 过 程 ； 三 是 依

赖 性 很 强 的 大 学 生 ，缺 乏 主 见 ，选 择 上

接 受 父 母 亲 友 的 选 择 和 安 排 。
（二）内部自身因素

人力资本是影响择业的内部因素。随

着市场经济深入的发展，社会对大学生的

职业 素质和职 业技能等 相关的人 力 资 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由于只是注重

基本知识的培养和训练，而忽略职业素质

和职业技能的训练,从而导致必备的职业

能力和职业素质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自

我定位和自我认知缺少客观的检验，专业

倾向 和个人兴 趣等与所 学的专业 的 不 对

称 ,这 些 都 影 响 择 业 观 的 形 成 ，进 而 影 响

着就业行为。
二、现大学生择业观存在的问题

（一）就业单位的选择

就业单位选择上多追求去事业单位、
国企和外资企业，这些工作部门具有较高

的工资待遇、安稳的工作和良好的工作环

境；而一些民营小型企业则仅有少部分人

选择，仅因为中小型企业工作环境和薪酬

保障上不大稳定。
（二）择业期望值偏高

经济的发 展影响人 力 资 源 供 给 和 需

求，大学生 择业市场 越来越完 善，展现出

大学生择业理想化、 务实化择业观趋势。
约 60%的同学选择大中型城市，选择经济

收入高 的、 个人 发展空间 大的 单 位 和 职

业。择业目标理想化的现象与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偏差，加深了大学生人

力资源市场供给与需要均衡的矛盾。
（三）诚信理念教育欠缺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经

济社会转型使诚实守意识受到了冲击。大

学生择业 诚信理念 淡薄是不 容忽 视 的 重

要问 题，具体表 现为：一是 弄虚作假 编 制

求 职简历，吸 引用人单 位青睐，增 加了 招

聘成本。 二是随意毁约或违约。

（四）缺少积极健康择业心理

大学生择 业由于 不 适 应 和 恐 惧 心 态

会形成不健康择业心理。 一是职业自卑，
市场所 需职业技 能与所学 所知 有 一 定 的

偏差,要有一段适应和磨合的过程,由于择

业时缺少心理预期,求职挫折后容易表现

出失望和焦虑的情绪； 二是自负心理，对

自己估计过高，难以合理的定位。 三是盲

从心理，在求职过 程中缺乏 主见，盲 目 从

众或攀比。 四是职业焦虑，适度的职业焦

虑是认识到知识和技能的差距 ,会促使进

步与提高，但过度职业焦虑会诱发心理和

生理疾病，影响其就业的积极性。
三、问卷设计及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问卷设计及调查

问卷有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受访者

的基本情况；二是大学生择业观的具体问

题，主要调查大学生在择业时所持有的一

些态度；三是学校的学业训练和用人单位

对学 生的专业 技能要求 之间差距 等 相 关

的问题。
（二）基础问题调查结果

1. 自我基本 能力评价。 首先是 受 访

者选出两项自己认为比较突出的优势，其

次， 受访者 选出两项 自己目前 欠 缺 的 素

质，调查结果显示相关工作经验是大部分

大学生所欠缺的素质。在就业单位的选择

方面，大多 数选择的 是事业单 位、国 企 和

外企， 选择比例最小的就是私营企业，约

有 49.38%的同学有着清晰的规划。
2. 在择业过程中，大学生的不同心理

过程。 面对未来的职场，75.31%的同学有

着足够的信心应对各种挑战，在就业地区

的 选择方 面， 超半数 的会选择 大 中 型 城

市，约有 25.93%的 大学生 会选择生 源地，
而对于竞争激烈的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仅

有6.17%的同学选择其就业地区， 这是逃

离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择业过程中所考虑

的主要因素，受访者选出两个最主要的因

素，67.90%的大学生更为注重公司的发展

大学生择业观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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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61.7%的较为看重薪资待遇，各 20%
左右的大 学生认 为工作环 境和个 人 的 兴

趣爱好也比较重要，仅 8.64%的大学生 更

加重视职业的稳定性。
（三）学校的 学业训练 和 用 人 单 位 对

专业技能要求之间的差距

45.7%的大学生希望学校提供更多的

社会实践平台， 能够更好的把所学到的知

识应用到现实工作当中；34.6%的大学生希

望 学 校 帮 助 提 高 职 业 能 力 等 综 合 素 质 ；
19.6%的大学生想增加专业技术的培训。 有

超过 60%的大学生认为职业素养培训更加

有帮助。对于企业而言，他们可能更加注重

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四）性别对大学生择业观的影响

1. 男 生 女 生 就 业 理 念 的 对 比 分 析 。
男生选择先择业的人数过半（52.58%），比

女生多了 16.22%。 男生 在就业的 选择上

更为重视第一份工作，快速的找准自己的

位置，为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2. 男生女生 对就业地 区选择的 对比

分析。大中型城市是共同首要选择的就业

地区， 选择 大中型城 市的男生 比 女 生 多

14.3%， 而选择小型城市的女生比男生多

了 15%，大中型城市比小城市的发展机会

相 对多一点，就业压 力也会大 很多，男生

相对善于 闯荡，抗 压能力强，女生则是 更

加适合于慢一点节奏的生活工作状态。
3. 男生、女生的择业影响因素的对比

分析。男生和女生都把工资福利和未来发

展作为自己择业的主要考虑因素。女生更

为 注 重 工 作 环 境（31.31%）和 职 业 的 稳 定

性 ； 男 生 则 看 重 工 作 于 个 人 兴 趣 爱 好

（27.84%）的契合程度。 差异的原因是女性

感性色彩较为浓重，男生比较注重自己兴

趣的发展，愿意接受更多的挑战。
4. 男生、女生选择就业单位的对比分

析。就业单位中，事业单位和外企外，男生

比较倾向于自主创业，女生比较喜欢外资

企业，导致这个的原因是在外资企业可以

更好的与外界接触，工作环境相比会好一

些，日 常活动多 一些；而男 生选择自 主 创

业， 自主创业对自己的挑战性大一点，对

于自己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
5. 男生、女生对于期望薪酬的对比分

析 。 男 生 超 八 成 的 期 望 自 己 的 工 资 在

3500 元 以上，女 生则选择 3500 元的约占

半数。 男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心底

里有养家的生活重担，对于的期望薪资就

会高出女生一些。 男生选择挑战性大、发

展前景好、薪酬高 工作；女生 相是一种 寻

求职业稳定性高、工作环境好的工作。

四、构建科学正确的择业观

（一）政府层面

1. 加强中小城市经济建设，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 加快中小城市经济增长，优化

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创造人力资本投资优

惠条件吸引各类的人才，为大学生创造更

多的发 展平台和 提供良好 的人力 资 源 环

境，加强地方 与高校人 力资本对 接，增加

择业机会， 拓宽大学 生择业市 场 流 动 渠

道，吸引大学生积极择业的兴趣。
2. 政策有保障，措施要到位。 地方政

府出台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措施，对到边远

地区、欠发达区域和基层就业进行引导和

鼓 励 , 对 自 主 创 业 的 毕 业 生 给 予 生 活 补

贴，对有 创业意愿 的参加创 业培训，给 予

职业培训补贴。
3. 加大就业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就

业市场。大学生就业市场与普通的就业市

场不同， 是一个独特的人力资源市场，可

以实现人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导入竞争机

制，优化择业环境，拓宽择业渠道，构建公

平、公正、公开的人力资源市场。
4. 优化社会 舆论环境。 优化社会 舆

论环境， 用正确 的主流舆 论引 导 大 众 传

媒，通 过媒体 的宣传，高 校要开展 针对 国

家 出台的大 学生择 业方针政 策宣传 和 解

读， 使每 个大学 生都熟悉 国家 对 边 远 地

区、欠发达区域和基层优惠政策。
（二）高校层面

1. 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端正大学生

择业观。一是加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教育。能正确化解各种利益之间的

矛盾，增强事情辩识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引导大学生不断增强自己的

使命感和诚信意识。二是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在择业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危机、挫败

和焦虑等消极情绪，因此高校应进行心理

教育，强化择业 心理辅导，对危机意 识 和

竞争意识有正确认识。
2. 深化教学改革,增强大学生的专业

素质。一是优化专业结构，突出优势。专业

设置与市 场需求不 匹配就业 难的 主 要 原

因之一。 针对当前的形势，调整专业的设

置、优化学科结构。二是提高教学质量，突

出人才素质优势，提高其择业时的社会竞

争力是高校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
3. 加大就业指导，强化大学生的择业

技能训练。强化大学生的择业技能训练是

优化大学生择业重要措施 。 一是建立系

统、完善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二是强化

择业技能训练。高校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

技能培训，就业指导 课程和讲 座外，还 应

强会职业 技能训练，多样化、多 元化 训 练

是职业匹配必要职业素质。
（三）大学生自身层面

1. 树立远大 职业理想。 职业理 想 是

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将来职业的一

种奋斗目标和远期愿景，引导大学生的职

业价值 观和择 业行为。 树 立 远 大 职 业 理

想，对大学生正确处理择业心理问题和对

待整个职业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提升综合职业技能，在决定人力资

源市场中 人才匹配 的成功与 否 的 影 响 因

素中，用人单位最注重求职者的知识运用

与综合职 业素养。 提 前做好 职 业 生 涯 规

划，把大学学习和技能的提高与未来择业

理想紧密联系起来。
3. 找准自身 定位。 树立 正确的 择 业

新观念，自我认知，合理定位，客观地认知

自我是成功择业的关键因素。 俗话说“金

无 赤足，人无 完人”，要 全面、正确 的 进 行

自我剖析。
4. 增强职业 心理素质。 择业期 间 如

出现不 好的择 业心理， 进 而 影 响 择 业 行

为，造成择业失败，择业不理想，难免会影

响职业及环境适应性，更难在事业有所成

就。 增强职业心理素质，规划准备充分并

能自我心理适应性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五、结论

大学生择 业观对 大 学 生 的 择 业 实 践

行为具有推动作用。正确的择业观可以指

导大学生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选择

科学 的职业道 路， 促进大 学 生 的 成 功 就

业。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目标是寻找

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职业机会，实现大学

生与职业的优化匹配，实现大学生自我价

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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