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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女大学生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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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致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造成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女大学生自身的因素。  

  1、大学毕业生的供求不平衡是女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从1999年起，我国高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毕业生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空前增长，就业竞

争加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企减员增效，国家机关精减机构，加之世界经济不景气给外资企

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高校扩招，而企业却在裁员，这就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此

外，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学校只管培养，很少考虑社会需要，专业重复设置，课程教学与社会实践脱节也造成就

业的结构性矛盾。在供需不平衡和供需不相配的状态下，使得岗位竞争更加激烈，必将造成女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  

  2、用人单位从成本和效率出发，更喜欢用男性职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人力资源也是一样。女性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任，国家为了

维护妇女儿童的健康，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按此规定女职工产期休假最多可达五个半月，而且用人单位必须担负

起女性孕产期的补偿费用。然而这种对妇女权益保护的政策却成了女性就业的难题，因为女职工生育期的工资全部由用人

单位承担，而且生育会直接影响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精力。所以相对男性而言，选择女性职工将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成本负

担，用人单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自然不愿意选用女性职工。 

  3、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执行不到位，使女大学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对于保障女性就业，我国的《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有规定。如《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

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各单位在录用女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

女性职工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然而在实际求职中，面对用人单位或明或暗的性别歧视，这些法律法规却无法成为

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大学生保障自身权益的武器。原因在于这些法律条文原则性太强，在法律实践中可操作性较低，对用人

单位的性别歧视无法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4、女大学生自身心理和生理因素影响就业  

  男生和女生在心理、生理上的差别是确实存在的。在心理上，女性比较情绪化，情感比较脆弱，承受压力的能力比较

差，依赖性比较强；在生理上，女性在身体的强壮和力量上都比不上男性，这就使得女性不适宜从事一些对体力要求比较

高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减少了女性就业的机会。而且女性一般都会结婚生育，这不仅影响女性的身体，也会影响女性的心

理，因为女性对家庭和孩子的眷顾一般会比男性强很多。另外，在工作和生活方便程度上女生也有劣势。如单身女士外出

出差有一定的不安全性，没有男性安全方便。这些原因都使得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况。  

  5、女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影响就业  

  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上供给明显大于需求。但是，一些女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仍然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她

们的就业期望过高，把“国家公务员”、“银行、证券、保险”、“外资企业”等作为自己理想的工作单位，把“大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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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为理想的就业地区。有的女生还希望未来的工作单位，有“出国”、“培训”等机会。她们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不

切实际的幻想，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从眼前做起、从基层做起的心理准备。相对于女生较高的期望值，女生的创业

意识又比较低，在就业途径的选择上，选择自主创业的女生只占少数，许多女生对自己创业缺乏信心；在就业中，比较注

重的是稳定，在就业态度上缺乏主动性，消极被动地依赖父母、朋友，等待用人单位的录用，从而错过了很多的就业良

机。  

  二、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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