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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学生就业是大学生个人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过程，双方在选择过程中会根据一定的标准进

行筛选。本文从大学生个人和用人单位两方面对影响大学生就业决策的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大学生在就业决

策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供参考。  

  一、大学生就业形势  

  我国自2003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上涨，初次就业率和供需比例也日趋下降。据教育部

统计，我国2009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将达到610万，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尚未消除，因此

整体就业形势依旧非常严峻。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引发了社会各届的普遍关注，如果解决不当，会对我国经济

发展和人力资本的配置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决策个人因素分析  

  (一)地区因素  

  地区因素是大学生就业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体来讲，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沿

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是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首要选择，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偏远山区则少人问津。据刘锋亮等人

调查显示，仅北京、广东、上海这三个省市吸引了将近70%的跨籍(毕业生非本地生源)毕业生，而其他一些

中部地区和[摘 要]大学生就业是大学生个人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过程，双方在选择过程中会根据一定的

标准进行筛选。本文从大学生个人和用人单位两方面对影响大学生就业决策的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大学生在

就业决策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供参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除了很

难吸引到优秀毕业生外，其原籍毕业生也不愿回去工作。  

  (二)单位因素  

  (1)单位性质。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

营企业等。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报考国家公务员人数都呈上涨趋势，2009更是达到90多万，而其中有将

近六七成为应届生。而对大学生的随机调查也显示，有近80%的毕业生选择报考公务员，倾向于到国家机关

工作。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大学毕业生热衷的用人单位，将国有企业作为其考虑的重点。由此可以看出，毕业

生在就业选择时对单位性质是非常看重的。  

  (2)行业和领域。就业单位所处的行业也是大学生进行就业决策时考虑的一个因素。根据麦可思对毕业

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毕业生求职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信和电子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文化

教育和娱乐业，建筑业和制造业。  

  (三)经济因素  

  (1)薪资待遇。薪资待遇水平是大学生进行就业决策时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对于大学毕业

生来讲，作为初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其薪资水平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会对职业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  

  (2)社会福利。此处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指用人单位所提供的保险，也就是我们通常的所说的三险一金或

五险一金。  



  (四)个人发展因素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决策时会考虑诸多与自身发展相关的因素，如：该工作今后的晋升空间如何；单位是

否提供继续深造、培训的机会，本人能否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在该工作岗位能否发挥自身的特点；该工作

和自身所学专业的相关度如何。有调查显示，近些年毕业生选择注重员工个人发展的用人单位。  

  (五)心理因素  

  大学毕业生就业决策时考虑的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家人的期望和意愿：大学生在进行就业决

策时，会和家人进行相关事宜的讨论，家人的建议会对其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相关方面资深人员(如求职

辅导机构，成功人事)的建议；工作环境；工作压力；本人性格和兴趣爱好等。  

  三、大学生就业决策外界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会有不同的人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就业决策。

如：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第三产业人员需求数量增加，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

行业如电子、计算机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呈现上升趋势；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对人员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

现阶段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人才需求呈

现多元化和综合化趋势。  

  (二)政策因素。政策因素在大学生就业决策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在进行就业决策，一定

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考量。政策因素主要是指国家根据大学生就业现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

状况所提出的各项利于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如国家制定的就业政策，地区吸引人才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制定

能够使得人力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对大学生就业起到导向和调控的作用。例如，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

《关于印发三年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8号)，决定自2009年至2011年，拓

展和规范一批用人单位作为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用3年时间组织100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

习；国家还鼓励大学毕业生积极创业，同时为创业人员提供各项优惠措施。  

  四、大学生就业决策中的问题  

  (1)对有关就业政策缺乏了解。据文书锋对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调查情况显示，仅有16%的毕业

生对相关政策非常了解，而有将近40%的学生对就业不了解，这必然会造成毕业生在就业决策时出现问题，

同时也会错过国家提供的就业优惠政策。(2)就业期望值过高。就业期望值过高体现在地区、单位和薪资的

选择上，大部分毕业生在择业时还是以一线城市、高层次单位和高薪资水平作为选择标准，缺乏到中小城市

和西部地区工作的意识。(3)对用人单位人才要求缺乏了解。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越来越青睐于综合

素质能力较高的人员，而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进行择业时，对用人单位的用人趋势缺乏了解，导致在择业的

双向选择过程中处于劣势。(4)自身定位不明确。由于各个毕业生自身能力、性格、毕业院校、专业之间的

差异，其职业选择也会相应地有不同的适应范围，而许多毕业生在择业时未曾认真分析自身特点，盲目求

职，造成职业选择的错位。  

  五、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对策  

  (1)学校加大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将相关的就业政策即时传递给学生，同时高校应进一步完善就

业服务体系，为毕业生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2)学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当调整专业设置，注重培养学

生的就业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企业提供优秀的人才。(3)大学生自身要未雨绸缪，做好择业前的

准备工作。首先毕业生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注意培养沟通、实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增强就业资本。其次毕业生还要做好职业定位，选择好自己适合的岗位，同时积极参加校园宣讲会、招聘

会，并利用网络和社会关系积极寻找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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