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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就业”现象加剧，要高薪但更爱学习

智联招聘 2019 年大学生就业心态调查
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也是社会各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高达 834 万，与 2018 年相比增加了 14 万，再创历

史新高。大学生求职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而日趋激烈的竞争也让大学生的求职心态持续发生变化。
智联招聘根据春季招聘旺季的在线招聘大数据，结合 88150 名应届生的调研数据，呈现了今年应届生就业的就业心态。 

1、就业难度感知略有上升
根据调研结果，2019 应届毕业生

对就 业 难度形势的感知较去年更加
凸显，认同就业形势有难度的比例为
88.10%，较去年同期上升 5.30 个百分
点。 具 体 来 看，39.56% 认 为“ 很 难，
就业形势严峻”，48.54% 认为“有难度，
但还可以接受”，7.41% 表示就业难度

“一般”，认为就业“一点也不难”的占
比仅为 1.54%，2.95% 表示“不清楚”。

在参与本次调研的 2019 应届毕业生当中，80.22% 的大学生选
择毕业后直接就业，同比 2018 年基本持平；8.00% 的大学生选择
慢就业，较去年同期上升 1.01 个百分点；7.11% 的大学生选择国内

继续学习，较去年同期上升 2.13 个百分点。虽然绝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积
极主动地投入到求职大军当中，但选择逃避就业压力的毕业生占比也在
缓慢上升。

此外选择创业的大学生占比为 2.40%，较去年同期下降 2.38 个百分点；
1.05% 的大学生选择出国继续学习，较去年同期下降 1.58 个

百分点。可见高校毕业生们对于未来的职
业规划更加趋于谨慎，就业
仍是 2019 应届毕业生的首选。

2、“慢就业”现象加剧，部分应届生逃避就业挑战

从不同学校类型的数据来看，非双一流院校毕业生的就
业意愿要明显高于双一流院校 ，双一流院校毕业生选择就业
的占比为 75.97%，而非双一流院校的就业占比高达 82.33%，
双一流院校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去向的
选择上也更加多元，双一流院校毕业生选择国内继续学习的
占比为 8.96%，出国继续学习的占比为 3.49%，创业的占比为
2.95%，均高于非双一流院校的数据。

创业公司一直被认为辛苦且
工作压力大，但调研结果显示，
45.24% 的应届毕业生表示会接
受创业公司的 offer，43.28% 的高
校毕业生持观望态度，并表示要
看创业公司的行业 / 领域而定。

在选择接受创业公司的人群
中，30.27% 是因为创业公司能锻
炼人，7.82% 是因为目前没有别
的合适机会，7.15% 是因为喜欢
创业公司的企业文化。而拒绝创
业公司的主要原因在于觉得创业
公司经营风险系数高。

3、小平台也能有大作为，近半应届生认可创业公司

数据显示，大学生在求职时最关注的
因素是“能够学习新东西”，占比 54.01%；
其 次 才 是“ 待 遇 好， 能 挣 钱 ”， 占 比
47.31%。这与社招群体有所不同，社招群
体在跳槽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薪酬。除此
之外，追求“工作和生活平衡”、“企业氛
围 / 人际关系和谐”的工作体验也是他们
看重的重要因素。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日益加剧，
95 后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也能结合自
身的短板追求快速成长，并非把物质回报
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加期待个人能力的提
升，实现对自我价值的长期投资回报。

4、要现在也要未来，大学生求职要高薪更爱学习
2019 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最看重哪些因素

调研数据显示，在 2019 应
届毕业生中，大二和大三开始
关注求职的学生占比 54.49%，
大 四 开 始 关 注 求 职 的 占 比
31.49%。对比 2018 年，从大二
和大三开始关注求职的学生比
例略有上升；从大四才开始关
注求职的学生比例稍有下降。

5、求职关注时间有所提前，
求职态度更加积极主动

6、“海投”人数明显下降，95后求职目标更加精确
在参与调研的 2019 应届毕业生中，55.08% 投递简历数为 1-10 份，占比最高；

其次为 11-30 份，占比 25.86%；投递 31-50 份的占比 6.47%；51 份以上的占比
7.15%；一份简历都未投递的占比 5.44%。

总体来看，2019 年参与求职的应届毕业生当中，投递简历数 11 份及以上的
合计占比 39.4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9.58%。大学生在求职时选择“海投”
行为的人数下降，主要和 95 后的求职特性有关，相对于为了提升面试几率的“海
投”行为，大部分 95 后更加关注自己真正喜欢的岗位。

7、超半数毕业生接受过择业培训，满意度有待提升

当前大学生择业培训的课 程内
容主要集中在简历制作、面试经验、
职场礼仪、心态调整、职业生涯规
划等方面。其中职业生涯规划占比
82.57%，简历制作占比 80.19%，面
试经验占比 62.93%，职场礼仪占比
59.56%，心态调整占比 44.16%，基
本都是实用类干货，属于可以快速得
到应用的技能。

虽然这类课程内容丰富，但质量还
有待提升，仅 50.45% 的大学生对此类
课程内容设计表 示满意，45.97% 的大
学生并不满意于择业相关培训或课程的
设计，3.58% 的大学生则希望丰富大学
生择业相关培训或课程的内容。

8、近八成毕业生拥有实习经历

参与调研的 2019 应届毕业生
中，78.22% 有过实习经历。实习
可帮助大学生加深对公司的了解，
确认喜欢或擅长的行业，稳固提
升专业技能，为以后的就业做好
铺垫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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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接受，我觉得创业公司上升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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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好，挣钱最重要

工作和生活平衡

企业氛围 /人际关系和谐

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

行业 / 公司有潜力

兴趣至上

岗位和专业的高度匹配

平等和尊重

考公务员 / 事业单位

其他

2019 应届毕业生首次
开始关注求职的时间

2019 应届毕业生简历投资数量

对于刚进入职场的大学生而言，择业
培训是为他们指明方向的必要辅导。据
本次调研数据，在 2019 应届毕业生中，
有 55.18% 的毕业生接受过与择业相关的
培训或课程，38.60% 的毕业生表示没有
接受过培训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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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应届毕业生接受择业相关培训或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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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应届毕业生对
择业培训的满意度

根据 2019 应届毕业生“实习经历对
毕业找工作是否有帮助”的调研结果，
近乎全票通过，94.62% 的应届毕业生认
为实习经历对毕业找工作是有帮助的。

2019 应届毕业生的实习经历对就业是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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