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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①

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1、地域分布
此次调研对象覆盖了全国

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
行政区，各区域应届毕业生样本
的分布情况详见下图。

2、性别分布
样本中男生占41.4%；女生

占58.6%。

3、院校分布
国家重点985院校的毕业生

占20.5%，211院校（非985）毕业
生占18.4%，其他普通院校毕业
生占比为60.4%，国外高校占比
0.6%。

4、学历分布
被访者中以本科生居多，

其所占比例为70.2%。此外，大
专生占19.6%，硕士研 究生占
9.9%，博士生仅占0.4%。

5、专业分布
样本中工科类毕业生所占

比例最高，比例为30.2%，其次是
管理学类，占18.9%，再次为理学
类，占比为16.4%。  ( 待续)

研究背景
智联招聘作为国内网络招聘的

领导者，始终关注大学生就业及职
业发展状况，致力于为企业、高校和
学生提供就业平台与沟通桥梁。为
了帮助社会、企业与高校更深入地了
解当代大学生的求职意愿与求职行
为，特进行此次“2014年应届毕业生

求职力”调研。此次调研仅面向2014
年应届毕业大学生，旨在全面把握、
了解当代大学生求职行为、心态，籍
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供关
于大学生求职方面的洞察，并为高校
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依据。

研究目标
本次调研目的在于了解以下信息：
（1）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2）应届毕业生的求职行为与

态度；

（3）应届毕业生的实习及找工
作渠道；

（4）应届毕业生对大学生就业
的态度。

研究设计

本次调研活动依据调研方案中
有关调研目的、研究内容等要求设计
整个调研过程，项目的实施过程谨遵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科学规范，并以
客观、公正作为整个调研活动的核心
价值取向。

根据调研设计思路，本次问卷调
研的对象为全国2014年应届高校毕业

生，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应届
毕业生，覆盖各地各级高校的各专业
学生。最终回收有效样本52461个。

本次问卷调研的定量数据收集
采用在线问卷调研的方式。通过随
机抽样邀请全国各地高校应届毕业
生参与问卷调查，经过逻辑查错形成
最终数据库。

一、90后毕业生直面就业，不再“迷信”高学历

2014年，更多的毕业生选择就
业而非继续深造；大学生对待高学
历的态度渐趋理性，选择继续深造
的学生比例在降低。

参与调查的2014届应届毕业生
中，毕业后选择就业的比例为76.3%，
14.5%的人选择在国内继续学习，
5.4%的人选择出国继续学习，选择创

业的比例为3.2%。
 与2012年、2013年相比，2014年

更多的学生选择就业，比例由2012年
的68.5%上升至2014年的76.3%，而选
择继续学习深造的学生比例则有所
下降，尤其是选择国内继续学习的比
例由17.5%下降至14.5%。智联招聘专
家认为，这说明当前大学生对待高学
历的态度渐趋理性，越来越多的学生
不再盲目地寻求高学历，而选择步入
职场积累工作经验。此外，选择创业
的学生比例也有所下降，比例由2012
年的5.8%下降为2014年的3.2%。

综合来看，2014年，选择继续深
造和创业的学生比例均呈下降趋势，
由此造成进入就业市场的应届大学
生比例上升。在今年应届大学生数量
由2013年的699万上升至727万的大背
景下，今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应届大学
生数量将创历史新高，今年的应届大
学生就业相比往年竞争会更激烈，情
势更加严峻。

二、毕业生积极投身职场，盲目投递简历签约率低
1、2014年应届生求职较往届

更积极，高峰集中在春节后的2月。
2014届毕业生开始进入求职环

节的时间相比往届有一些差异。首
先，年前开始找工作的比例与往年基
本一致，9月、10月是一个小高峰。差
异在于，2014年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高
峰出现在春节后的2月，这一时间段与
职场跳槽人士找工作的高峰重叠。

此外，截止2月，尚未开始求职
的学生比例，2014年是11.3%，相比
2012、2013年有大幅下降，说明今年
的大学生比往届大学生在找工作上
更积极。

2、大专生和本科生倾向于春节
后2月开始找工作，硕士则集中于9
月开学时期开始求职。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对比2013年
不同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开始求职的
时间，可以发现，2014年不同学历学
生的求职时间有较大差异。大专生倾
向于春节后毕业当年开始找工作，而
硕士则集中于年前的9月、10月开学
时期，本科生的求职时间介于大专生
和硕士生之间，更类似大专生，春节
后的2月是本科生开始求职的高峰。 

平均每人投递简历27.7份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在2014年

的毕业生中，37.5%投递的简历数在
10-30份之间，所占比例最高；其次，
23.4%的毕业生投递的简历数在10份
以下；再次，22.1%的学生投递的简历
数超过了50份；投递简历在30-50份
之间的占比为17.0%。总体来看，在参
与调查的应届毕业生中，平均每人投
出27.7份简历。 
◎平均每人获得面试机会5.3个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14届应
届毕业生中，94.8%均获得过面试机
会。其中，获得3-5次面试机会的占
35.7%，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获得
5-10次面试机会的毕业生，占比为
25.8%，再次是获得1-3次面试机会的
毕业生，占比为20.1%。截止2014年2
月底，5.2%的应届毕业生尚未获得任
何面试机会。总体来看，参与调查的
应届毕业生平均每人获得5.3次面试
机会。 
◎平均每人拥有offer 1.7个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截止2014
年2月底，31.8%的应届毕业生尚未拿
到任何offer，约六成学生拥有1-3个

offer。总体来看，平均每个应届
毕业生拥有1.7个offer。 

3、2014年投递简历数增
加，但获得面试和offer数量在
下降。

综合比较2012、2013、2014
年应届毕业生投递简历、获得
面试机会、获得offer的数量可以
发现，2014年应届毕业生投递
简历平均27.7份，高于2012年和
2013年；2014年应届毕业生平均
获得5.3个面试机会，低于2013
年的5.6个面试机会；2014年应
届毕业生平均获得1.7个offer，低
于2012年和2013年。总体来看，
2014年应届毕业生相比2012年
和2013年应届毕业生投递了更
多的简历，但获得的面试机会和
offer数量却不及往年，今年的应
届生的求职难度在增加。

4、25到29份简历，平均
只差4份简历就可以得到一个
offer。

通过对比未拿到offer与拿
到offer的应届毕业生投递简历的
数量，可以发现，拿到offer的学
生平均投递简历量为29份，高于

未拿到offer的学生的平均简历投
递量25份。智联招聘专家认为，
所谓“天道酬勤”，大学生在找
工作上需要更加积极努力，通过
各种渠道投递更多的职位，就会
有更高的几率拿到offer。 

5、相关实习经历和明确的
求职目标助力成功获得offer。

2 0 14 年 应 届 毕业 生获 得
offer的原因，主要归功于有相关
的实习经历，这一原因的占比达
到22.5%。可见，实习经历对于
应届生获得offer有着非常重要
的促进作用。很多高校要求学
生必须要有实习经历才能毕业
的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学生成功获得工作机会。

其次，求职目标明确也是
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的一大重
要原因。大学生在求职之前，需
要对自己的求职目标有明确的
规划，这样才会更加有针对性
地开展找工作的行动。

再次，专业就业前景好也有
助于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选择专业
的重要性，大学生在选择专业

时需要提前对各专业的就业情
况有一定了解，结合自己的兴趣
爱好，选择合适的专业就学。

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成绩、
名校毕业对于毕业生成功获得
offer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现象
与企业选拔应届毕业生时的标
准有关。企业在选拔人才时更
加关注学生是否有与岗位相关
的工作经验，而不再将专业成
绩、学校等级作为选择人才的硬
性规定。

6、大学生说：我们达不到
企业要求是求职最大难题。

反观2014年应届毕业生未
获得offer的原因，未满足用人单
位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占比达
45.7%。企业在选拔人才时更倾
向于雇佣有相关经验的人，有相
关的工作经验也是大学生成功
获得offer的最主要原因。智联招
聘专家认为，对于大学生来说，
在找工作前仅仅拥有学校学习
到的相关知识是不够的，大学
生需要进入职场，经受相关的
工作训练，掌握工作的基本要
求，将有助于成功获得offer。

三、毕业生数量创历史新高，90后就业“亚历山大”

2014年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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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为
727万，相比2013年的699万大学
毕业生增加了28万，大学生人才
市场供给不断增长的势头给大
学生就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
力。同时，大学生对待高学历的
态度日趋理性，越来越多的大
学生选择就业，而非继续深造。
实际进入职场的大学生数量再
次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形

势日益严峻。
事实上，应届大学毕业生

在找工作中的自我认知上，认
为自己不符合企业要求与自我
迷茫是造成他们就业难的两座
大山。一方面高校以知识和应
试教育为主，大学生不可能一
蹴而就适应企业。解决大学生
人岗匹配的困难，是需要校方
和企业共同努力的事情。一方

面企业要能够在职位上和人才
培养上更加开放性地接受毕业
生，另一方面则是高校教育制
度更加市场化地为企业和社会
提供人才。就毕业生本身而言，
智联招聘建议，在目前的这个
阶段，应更早地接触到实际的
职场，尽早进入企业进行实习
获取经验。

调研样本构成

2014应届毕业生未获得Offer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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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足用人单位要求

太迷茫，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获得的面试机会太少

对找工作重视不够，没有积极找工作，投递量太少

经济形势不好，工作机会太少

没有满足我要求的工作

期望值过高，错失了很多机会

待实习期结束，通过评估才能拿到OFFER

其他

就业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