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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727万人。相比

2013年699万毕业生增长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被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在经
济充满挑战的大环境下，每年都在增加的毕业生人数，使得“就业难”被毕业生、家长
以及媒体广泛关注。作为招聘行业的领军者，智联招聘结合百度数据针对2014年高校毕
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了全盘分析与解读。

从整体需求来看，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14年面向毕业生的职位发布量相比去年增
长10.14%，毕业生就业竞争指数有所下降。智联招聘认为，随着民营企业、第三产业等
对大学生的吸收能力和欢迎程度有增无减；二、三线城市快速扩张对拓展市场的需求日
益增强，都为毕业生带来了职业发展的机会。智联招聘认为，“就业难”并不是难在岗位
的缺乏，而是难在毕业生对未来方向、社会需求的认知错位及自我缺乏了解产生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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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人力发展不断趋
向成熟，在人才成本管理上更
精细，招聘“性价比”高的毕业
生并培养成为企业后备力量已
成为趋势。然而对于“90后”自
由、独立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了解欠缺，未能及时调整管理
策略，仍然沿用对于“70后”、
“80后”传统的集体管理模式，
忽视个性化管理。通过解构我
们发现，“80后”的父母大多为
60年代出生人群，这部分父母
集体主义强，对社会缺乏安全
感，艰苦奋斗。被他们教育出来
的“80后”人才，大多继承通过
自己奋斗提高生活品质的精神。

而作为“90后”父母的70年代生
人，享受过经济改革的各种红
利，生活水平得到跨越式提高。
“90后”毕业生往往没有生活
压力，不为金钱工作，更看重工
作的趣味性和个人喜好。企业传
统的“高薪留人”、“高压管理”
思路遭到新生代职场人反感和
抵抗，出现频繁的跳槽和裸辞
的现象，让企业大为头疼。

智联招聘调查发现，新生
代毕业生对雇主的期望排在前
五的分别是：公平公正的用人
原则、对员工的尊重、提升个人
核心能力的机会、完善的福利待
遇以及和谐的内部人际关系。

1、调整就业心态，转变就业
观念，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认识自
我，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建议，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毕业生首先
需要自我分析，将兴趣与职业相结
合，明确个人优势与选择方向。先
明白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再去
计划怎么干。

其次，自我定位还需依照市场
价值，发展自我优势，避开人多拥
挤，寻找另一片广阔天地。

第三，不必存在过分自卑心理，
求职路上磕磕绊绊实属常事，“尺有
所短，寸有所长”，经营好自己的长
处，积极面对，主动推销自己。

2、多种渠道了解企业，规划
好职场道路。

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太多的选择，往往就是没有选择。
实习是了解职场最有效 途 径。社
交、校招活动、网络多渠道了解市
场走向，主动了解企业、行业及岗
位职责，通过实践培养职业素养，
为自己规划好职场道路。

企业应向毕业生打开大门，提
供更多实习机会，建立沟通的桥梁。

3、行动当下，放眼未来。
毕业生应放下“精英”身段，

不畏难、不退缩。智联招聘人力资
源专家认为，选择基层岗位做起，
并不意味着止步基层，踏踏实实地
为自己的职 业道路 打好 基础。同
时也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放眼未
来，对过热行业的竞争产生意识，
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4、高校广开渠道，企业转变
管理方式。

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呼吁：
毕业生就业问题需要国家、高校与
企业合力解决，国家层面，要建立
一系列能够激励大学生到中小城
市、到基层、到中小企业就业的政
策和机制，继续大力实施政策性
就业项目，建立不同地域之间的就
业联动和支援机制。高校需要在专
业、课程、技能、推荐渠道等方面
更加“接地气”，企业也要创新人
才管理方式，进一步了解新生代毕
业生思维方式及诉求，用合适的方
式吸引、培养人才。

三、总结
投与不投，职位就在那里。未来

很美好，毕业生与家长不应过度担心
增加负担，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
就业观念，勇敢面对当前就业形势，
跨出职场第一步，开放积极的态度面
对就业，727万真心不难！

二、转变观念：
 “就业难”或将成为
 “新机遇”！

一、“更难就业季”，难在哪里？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毕业生对
一线城市的“围剿”，被近几年不断
升温的二线明星城市所打破，毕业
生选择一线城市就业的趋势有所下
降,“逃离北上广”的流行口号正逐
渐成为现实。随着三星、阿里巴巴等
企业知名度提升，加上近几年“人才
回流”的热潮，毕业生转而关注如杭
州、西安、天津、苏州等二线明星城
市。与此同时，“逃回”北上广的现象
依旧存在，即北上广本地求职者逃

离到二线明星城市，而外地求职者
依旧向往一线城市。“围城”效应造
成北上广与二线明星城市双双“就
业难”。反观其他二、三线城市，就
业缺口仍然存在。

随 着 近 几 年无 锡、合 肥、重
庆、青岛等二线城市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众多大型企业入驻，对
人才需求量暴增，具有平台高、晋
升机会大、生活成本低等优势，就
业前景良好。

从智联招聘应届生招聘数据
库的数据显示来看，毕业生仍然扎
堆财务、人力、贸易、高级管理等看
上去“轻松”且“高大上”的职位。而
忽视需求不断增加的服务类、销售
类岗位。原因在于，一是对服务类、
销售类岗位的误解，认为此类职位
门槛低、工作压力大、职责不规范。
二是对职位的发展前景缺乏了解。
职能性岗位往往上升通道短，有一
定职位“天花板”；而看似低端的业
务类、销售类岗位能够提供较高的
绩效提成，增加收入，职位发展通
道也相对宽广。智联招聘调查也显
示，67%的企业高管由销售、业务岗

位晋升，服务、销售等岗位能够帮助
个人综合能力快速提高。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传统“精
英”企业如国企、外企、上市公司、明
星企业的竞争力居高不下。而市场需
求量大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鲜有人
问津。长期以来毕业生对民营企业存
在薪酬福利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发
展空间小等错误认知。事实上，经过
多年发展，多数民营企业已经走过创
业阶段，资本积累和业务基础都在
不断的提高。面对人才荒的瓶颈，也
在不断提升自身管理组织水平及薪
酬福利待遇。“大众化”的民营企业
对大学毕业生的渴求有增无减。

1、“围城北上广”，二线明星城市成同样就业难！ 

2、毕业生自我认知与社会观念错位，“精英情节”导致就业方向狭隘。

3、朝阳产业竞争力暴涨，传统行业受冷落

从智联招聘数据来看，毕业
生简历扎堆在IT、环保、能源、信
息产业等朝阳产业，传统医药、
制造、加工行业遇冷。从百度指
数2013年12月毕业生搜索最热
门公司来看，TOP20大多集中在
互联网、金融两大行业。腾讯、
华为、百度等成为校园招聘最受
关注的公司。而招聘上升最快的
企业当中，汽车、科技、制造成
为校园招聘潜力行业。

资格证书的热度间接反映
了对应职位的热度。房地产行
业、金融行业的繁荣，刺激了对
应资格证书考试的热度。

资格证书从近两年的搜索
热度来看，建造师、会计、司法考
试是最热门的三类资格/职称考
试，但是，人才市场上对初级人才
的需求逐渐饱和，会计从业资格

和初级会计证的热度相比2012年
9月-2013年8月，有大幅下降。

 智联招聘认为，以往以高
薪、高职、明星人物频出为优势
的IT、信息、电子等行业，近年
来受到广大求职者追捧。“人才
热”现象导致朝阳产业人才局
部饱和。“程序猿”、“IT民工”、
“码农”等网络名词的出现，也
体现了这些行业人才过剩、职
位低、压力大等特点。

从2010年至2014年的薪酬
趋势来看，朝阳行业的高薪优
势明显丧失，而企业淘汰率高、
人员流动过快等不安定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发展。反
观医药、制造、加工等传统行业
出现技术、生产人才巨大缺口，
近年来薪酬增长速度惊人，正
成为高薪人才的“摇篮”。

4、信息缺乏，信心缺失，毕业生或选择逃避就业

智联招聘调查普遍发现，校
园招聘活动中常见的宣讲会、介
绍会、就业指导等很难让毕业生
深入了解企业制度、文化、职位
定位和自我职场规划。毕业生对
职场信息的缺乏，导致自我职业
道路迷茫。加上来自社会及家庭
等各方面的压力，毕业生在受到
求职打击、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很
容易陷入迷茫、焦灼的状态，掉
落悲观的情绪中失去方向。从而
失去信心，不敢投递简历或选择

逃避就业。通过百度指数的数据
可以看出，大家对于专业的就业
前景其实并不了解，只能通过网
络搜索的方式了解，而这方面的
信息获得往往是不系统的。

智联招聘首席人力资源专
家认为，对于职业规划方面的
培训缺失，让大学生求职者就
业的时候也更加迷茫，但真正的
职业规划只能真正从企业里实
习开始，任何纸上谈兵的职业
规划意义并不大。

5、价值观、需求偏离，企业与毕业生产生代沟

随着我国三十多年来的高等教
育改革，本科生入学比例从1977年
的4.8%逐年升高至2010年的69%。
研究生规模也“跨越式发展”，招
生人数从1994年的4.2 万人激增到
2012年的51.7 万人。高等教育已经
从精英化全面走向大众化。

事实上，多年教育体制的改变
并没有给毕业生及家长的认知带来
变化。这些从小被家长期望成为“天

之骄子”的孩子们，一路被灌输“精
英”式定位，过分强调自身价值而忽
视社会需要，不良就业心态和择业
观念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吻合。
多数家长仍然认为，蓝领技工、第三
产业等又苦又累，报酬相对较低的工
作不适合手握大学文凭的毕业生；
多数毕业生简历投放仍然瞄准政府
部门、国企、外企等中端职位，而这些
单位招收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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