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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②

毕业生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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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研目的是了解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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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省会城市是毕业生的就业首选地；大学生对北
上广的青睐度在下降。

调研样本构成

2014应届毕业生最不愿从事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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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联招聘调查显示，2014年应
届生期望就业地中，41.3%希望到
北京、上海、广州就业，省会城市为
54.2%，其他城市为4.5%。从本届应
届生最终签约的城市来看，33.3%
的应届生签约工作的工作地点在北
京、上海、广州，低于期望值41.3%；
实际签约省会城市的比例为57.0%，
略高于期望值54.2%；实际签约于
其他城市的比例为9.7%，高于期望
值4.5%。从这一对比可以看出，大学
生对就业于北上广这类一线城市的
渴望仍然高于实际情况，很多大学
生希望就业于北上广的愿望最终落
空，只得选择其它城市就业。

从近两年大学毕业生对就业
于北上广的期望情况来看，2013
年希望到北上广就业的大学生比
例为42.8%，今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41.3%。这一数据再次印证了“逃
离北上广”这一趋势。“逃离北上
广”不仅仅是已工作的职场人士越
来越多的选择，这一选择也逐渐体
现到了新入职场的应届大学生人
群。智联招聘专家认为，这种现象
一方面可能缓和北上广地区日趋激
烈的竞争态势，另一方面也为其他
城市企业带来了更多优质大学生
资源，有利于大学生这一人才资源
的优化配置。

2、毕业生就业前三大行业：IT/互联网、制造业
/汽车、贸易/零售/快消/耐消。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毕业生期
望就业的前三大行业依次为IT/互
联网/通讯/电子、金融/银行/投资
/基金/证券/保险、政府/公共事业
/非盈利机构。

毕业生实际就业的前三大行
业依次为IT/互联网/通讯/电子、制
造业/汽车/仪表设备、贸易/零售/快
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

相比而言，落差最大的行业是
政府/公共事业/非盈利机构和制造

业/汽车/仪表设备。政府/公共事业
/非盈利机构属于期望值高于实际
值，说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仍然
是众多应届毕业生眼中的金饭碗；
而制造业/汽车/仪表设备行业虽然
应届毕业生对其期望值不高，但实
际就业率却相当高，说明制造业虽
然对应届毕业生的吸引力相对较
弱，但由于行业体量大，招聘人数
多，对于应届毕业生的吸纳能力仍
然较强。

3、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倍受大学生青睐，但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才是吸
纳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

智联招聘调查显示，国有企业
是毕业生就业时的首选，其次是三
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民营
企业。从实际签约单位情况来看，民
营企业占比最高，其次是三资企业、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

期望与实际就业单位性质差
别较大的主要在于国家机关和民
营企业。期望去国家机关工作的毕
业生比例明显高于实际就业于国家
机关的毕业生比例，而期望去民营
企业工作的比例远低于实际就业

比例。在“皇粮”思想依然存在的今
天，大学毕业生对国家机关的热情
暂时不会消减。而随着民营企业的
迅速发展，其规模与活力也不断彰
显，在吸纳大学生就业方面民营企
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4、大学生的期望月薪相比去年有所下降，而实际月薪则有所上升，为3945元。
智联招聘调查显示，2014年，

应届毕业生的期望月薪平均值为
4357元，而实际签约工作的月薪均
值为3945元。

相比2013年，2014年应届毕
业生的期望月薪有所下降，而最
终获得的实际月薪则有所上升。这
说明一方面在就业难的情势下，大

学生适当降低了对工资的期望值；
而实际上，随着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的上升，招聘大学生的职位的工资
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有所提升。

5、技术类岗位列居大学生就业岗位之首。
智联招聘调查发现，从应届

毕业生期望从事的岗位来看，期
望从事技术、行政/后勤/文秘、人
力资源这三大岗位的大学生比例
最高，这一现象与大学生中理工类
学生占比大，行政/后勤/文秘、人
力资源岗位对从业人员专业性要
求不高有较大关系。

从实际就业的岗位来看，技
术类岗位的应届毕业生占比遥遥
领先，远高于其后的研发、行政/后
勤/文秘。签约技术类岗位的比例
较高这一现象，一方面与理工类学
生占比高有关，另一方面与理工类

学生相比其他专业找工作较为容
易，签约较早，因此占比较高也有
一定关系。

从应届毕业生最不愿从事的
岗位来看，客服、销售、生产/加工
位居前三。客服类职位劳动强度
大，报酬较低，对从业人员的专业
性要求也不高，因此较难受大学
毕业班青睐；销售类职位长期以
来一直不受学生欢迎，而从职场
现状来看，销售类职位是供应量
最大且回报颇丰的岗位；生产/加
工类职位也因与大学生较多从事
办公室工作这一趋向不符，因此大

学生较少愿意从事这一岗位。
智联招聘专家认为，对于岗

位选择来说，一方面要看大学生
是否喜欢和擅长从事这一岗位，另
一方面也需要大学生对职场实际
状况有更多的了解。很多大学生在
择业前并不了解他们即将申请的
职位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和
工作状态，他们往往在不了解岗位
的情况下，来决定自己的第一份工
作。学校需引导学生通过各种途
径了解职场上各个岗位的真实情
况，消解刻板印象，帮助大学生找
到适合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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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生自身的体验来说，
他们认为就业难的首要原因在于
眼高手低，期望值与现实情况之
间落差太大，其次是大学所得与
工作所需之间不匹配，导致大学
生无法满足工作岗位的要求。

这一现象实际反映了“就业
不难择业难”这一困境。社会提

供的岗位很多，但满足大学生期
望的工作却不多，大学生并不想
因此而迁就。而对于自己期望的
工作，大学生却发现自己在大学
所学的知识并不能满足工作岗位
的要求，仅凭大学所学知识无法
争取到自己想要的职位。

智 联 招 聘人 力资源专家 建

议，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首先毕
业生需要自我分析，将理想与现
实相结合，明确个人优势与选择
方向。其次需依照市场价值，避
开人多拥挤的地区。在选择职业
和岗位上，发展自我优势，从基层
做起，踏踏实实地为自己的职业
道路打好基础。

大学生就业难的真相：就业不难择业难；大学生人才供需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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