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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在校大学生就业压力分析探究

●罗江波　罗平娟　王　宇　赵德富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以川渝地区计算机科学类专业学

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在校大学生就业压力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水平高

校学生的就业压力存在差异,专业匹配度高、实习经历丰富以及积极参与校园活动的学生,其就业压力相对

而言比较小.笔者提出学校为学生提供综合的职业规划和指导、增加学生的实习机会、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

咨询服务、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政策、学校加强与企业合作等措施,以帮助学生应对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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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以来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突破１０７６万名，同

比增加约１６７万人。 高校毕业生规模和增量创历史

新高，毕业生就业情况广受社会关注，大学生就业形势比较

严峻。 社会大环境对就业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一些企

业因为经营困难或者因为倒闭而导致大量员工失去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业压力成为大学生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本研究以川渝地区的计算机科学类专业学生为例，通过大数

据分析的方法，对学生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就业压力进行深

入研究。 川渝地区经济发达，计算机科学类专业学生比较

多，分析这些学生的就业情况对了解全国范围内大学生就业

压力的普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数据来源与大数据分析方法

(一)数据采集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随机抽取川渝地区的几所高校作为样本(１所

９８５、３所普通一本、４所普通二本)，再从这些学校中随机选

择计算机科学类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这样保证样本

的代表性，反映整个川渝地区计算机科学类专业学生的就业

情况。

(二)数据分析工具及技术

在数据分析工具及技术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多种先进的

大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 利用 Python、R等编程语言对原

始数据进行清洗和预处理，提高数据质量和一致性。 同

时，通过使用数据预处理工具如 Pandas、NumPy等，快速

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

本研究运用 Python的 ScikitＧlearn库和 TensorFlow 等

工具开展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任务。 这些工具提供了多种

算法，如回归算法、分类算法、聚类算法等，可用于分析大

学生就业压力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分析模型设计

在数据分析模型设计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来分析大学生就业压力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是一种统计方法，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来描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Y＝β０＋β１X１＋β２X２＋＋βnXn＋ε，其中，因变量 Y
表示就业压力，自变量 X１、X２…Xn表示各种影响因素，如

专业、学历、家庭背景等，β０、β１、β２βn为回归系数，ε表

示误差项。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和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出

各个自变量对就业压力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分析各个自变

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可以通过回归系数来判断某个

自变量对就业压力的影响是否明显，系数的正负可以表示自

变量与就业压力的正向或负向关系，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自

变量的影响程度。

大数据分析结果

(一)不同高校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分布情况

笔者根据对川渝地区１所９８５、３所普通一本、４所普通

二本中的计算机科学类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大数据分

析，表１是对不同水平高校学生就业压力的具体分布情况。

从表格１中可以看出，川渝地区计算机科学类学生在不

同水平高校的就业压力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说明不同

高校需要采取不同的就业策略，学生要确定不同的学习方

向，以有效应对不同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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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川渝地区不同水平高校计算机科学类学生的

就业压力分布情况

高校类型 高校名称
就业压力

较小(％)

就业压力

适中(％)

就业压力

较大(％)

９８５高校 高校 A ３０ ４０ ３０

普通一本 高校B ２０ ５０ ３０

普通一本 高校C ４０ ３５ ２５

普通一本 高校 D ２５ ４５ ３０

普通二本 高校E １５ ５５ ３０

普通二本 高校F ４０ ４０ ２０

普通二本 高校 G ３０ ５０ ２０

普通二本 高校 H １０ ６０ ３０

　　(二)就业压力与学生专业匹配度、实习经历和校园活动

的关系

表２　就业压力与学生专业匹配度、实习经历和

校园活动的关系

就业压力
专业匹配度

较高(％)

有实习经历

(％)

参加校园

活动(％)

就业压力较小 ７０ ７５ ６５

就业压力适中 ４０ ６０ ５０

就业压力较大 ２０ ３０ ４０

　　从表格２中可以看出，就业压力与学生的专业匹配度、

实习经历和校园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专业匹配度

高、实习经历丰富以及积极参与校园活动的学生，其就业压

力相对而言比较小。 就业压力较大的学生需要更加努力提

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并寻找合适的实习机会来应对就业压

力。 因此，学生在大学期间应注重选择与自身兴趣和能力

相符的专业，积极参与实习和校园活动，以提高自身就业竞

争力，从而降低自己的就业压力。

(三)就业压力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表３　就业压力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就业压力
心理健康

良好(％)

心理健康

一般(％)

心理健康

较差(％)

就业压力较小 ６０ ３０ １０

就业压力适中 ４０ ５０ １０

就业压力较大 ２０ ５０ ３０

　　从表格３中可以看出，就业压力与学生的心理健康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就业压力较大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

问题。

(四)数据的回归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大学生就业压力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

关系，本研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笔

者将就业压力作为因变量，将专业匹配度、实习经历、校园

活动、心理健康等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公式：Y＝β０＋β１X１＋β２X２＋β３X３

＋β４X４＋ε，其中，Y表示就业压力，X１、X２、X３、X４分别

表示专业匹配度、实习经历、校园活动、心理健康，β０、β１、

β２、β３、β４为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得到了表４中的结果。

表４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β０ ７．５２ １．２３ ６．１４ ０．００１

β１ －１．８７ ０．７１ －２．６５ ０．０１２

β２ １．８９ ０．６７ ２．９１ ０．００８

β３ －０．９８ ０．５１ －１．９２ ０．０５６

β４ －２．６７ ０．８８ －３．０８ ０．００２

　　根据表格４中的结果，可以得出大学生就业压力与各影

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论。

(１)β１、β３、β４系数为负，说明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实

习经历和心理健康对就业压力具有负向影响，即这些系数越

低，学生的就业压力越小。 而β２系数为正，说明校园活动

对就业压力具有正向影响，即学生的校园活动参与度越高，

学生就业压力越大。 这可能是因为过多的校园活动可能会

分散学生的精力，导致学生对就业准备不足，从而增加了其

就业压力。

(２)β０为７．５２，表示即使所有自变量均为０，平均每位

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为７．５２。 这说明大学生就业压力存在

一定的基线水平，即使在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也具有一定的就业压力。

(３)从t值和p值来看，除β３外的其他自变量对就业压

力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意味着在模型中考虑这些

自变量是合理的，它们对大学生就业压力具有一定的影响。

研究结果与缓解学生就业压力的建议

(一)研究结果

笔者根据对川渝地区计算机科学类专业学生的大数据分

析，得出当前社会背景下在校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主要结果。

(１)学生就业压力分布情况：经过对川渝地区计算机科

学类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就业压力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９８５高校中，３０％的学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小，４０％的学生

认为就业压力适中，３０％的学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大；而在普

通一本高校中，２０％的学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小，５０％的学生

认为就业压力适中，３０％的学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大；在普通

二本高校中，１５％的学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小，５５％的学生认

为就业压力适中，３０％的学生认为就业压力较大。 从数据

中可以看出，不同高校学生的就业压力存在明显的差异。

(２)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实习经历和校园活动对就业压

力的影响：结合调查数据显示，针对就业压力较小的学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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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７０％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匹配度较高，７５％的学生有

实习经历，６５％的学生参加过校园活动。 这表明专业匹配

度高、有实习经历和积极参与校园活动的学生，其就业压力

相对较小。 然而，针对就业压力较大的学生而言，只有

２０％的学生认为专业匹配度较高，３０％的学生有实习经历，

４０％的学生参加过校园活动。 这说明他们更需要努力提高

专业能力，积极寻找实习机会来应对就业压力。

(３)就业压力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结合大数据分析

发现，就业压力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就

业压力较小的学生中，６０％的学生心理健康良好，３０％的学

生心理健康一般，仅有１０％的学生心理健康较差。 然而，

就业压力较大的学生中，只有２０％的学生心理健康良好，

３０％的学生心理健康一般，有３０％的学生心理健康较差。

这提示就业压力的增加会导致学生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４)学生的专业匹配度、实习经历和心理健康对就业压

力具有负向影响，即这些系数越低，学生的就业压力越小。

校园活动对就业压力具有正向影响，即校园活动参与度越

高，就业压力越大。 大学生就业压力存在一定的基线水

平，即使在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学生也具有一

定的就业压力。

(二)缓解学生就业压力的建议

(１)为学生提供综合的职业规划和指导。 学校应为学生

提供更加全面的职业规划和指导服务，包括就业前景展望、

行业动态分析、职业技能培训等，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职业

市场，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２)增加学生的实习机会。 学校应积极推进与企业的合

作，增加学生的实习机会，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习，提高

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拓宽就业途径，减轻学生就业压力。

(３)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学校应为学生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帮助他们缓解就业压

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应对生活中的挫折。 这有助于学

生正确处理与就业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

(４)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政策。 相关管理部门和学校需要

根据不同地区、学历和专业的就业形势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政

策，为学生针对性地提供贴合学生实际情况的就业指导和帮

扶，以减轻学生的就业压力。

(５)加强校企合作。 学校应该与企业开展广泛深入的校

企合作，了解企业对毕业生的用人需求，为学生提供更精准

的就业信息，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缓解学生的就业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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