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理念　　Qianwei Linian

３２　　　　　 前卫 　２０２４．１７

高校毕业生 “慢就业”的原因及解困机制研究

●梁自珍

　　

[摘要]近年来,“慢就业”已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时的突出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桂林信

息科技学院学生的“慢就业”现象和成因开展了问卷调查,发现“慢就业”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就业期望

过高、缺乏就业指导、家庭因素、社会环境等.针对这些原因,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困措施,包括调整就业期

望、加强就业指导、家庭支持等,推动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进而提高就业质量.

[关键词]慢就业;高校毕业生;成因;解困机制

“
慢就业”一词最早出现在２０１５年，是一种大学生暂

缓就业的行为。“慢就业”群体不单指代就业困难人

群，还涵盖在毕业年度内未落实毕业去向的应届本科生，与

“非慢就业”群体相比，他们在行为意向、态度观念等方面

都有着较大的不同。 另外，“慢就业”还可分为“积极的慢

就业”和“消极的慢就业”两类，其中“消极的慢就业”由

于逃避就业，最终会质变为“懒就业”。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就业形势的变化，“慢就业”现象越来越普遍。 因此，

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成因及解困机制进行研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成因调查

笔者以桂林信息科技学院２０２０级～２０２３级学生为调查

对象，调查范围为全校普升本和专升本学生。 通过制作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成因调查问卷”，问卷一共包含１７
道题目，问卷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对“慢就业”

现象的认知、影响因素等。 共回收调查问卷６６１份，均为

有效问卷。

(一)受访者基本情况分析

从受访者的专业类型分布来看，工科类学生占比最高，

达到了６８．２３％；其次是艺术类学生，占比为１７．７％；接着是

经管类学生，占比为９．２３％；最后是外语类学生，占比为

４．８４％。 在年级分布上，非毕业学生占比较大，为６０．９７％，

而应 届 毕 业 生 占 比 则 为 ３８．２８％， 往 届 毕 业 生 占 比 为

０．７６％。

(二)受访者对“慢就业”现象的认知情况分析

根据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对 于 “您 是 否 了 解 过 ‘慢 就

业’？”这一问题，有５５．８２％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了解过“慢

就业”，而另外４４．１８％的受访者则表示他们不了解“慢就

业”。 对于“您周围是否有大学生选择‘慢就业’？”这一

问题，４７．０５％的学生表示周围有大学生选择“慢就业”，

６．３５％的学生表示周围没有大学生选择“慢就业”，４６．６％
的学生表示不清楚。 对于“您或者您身边的‘慢就业’毕

业生在此期间的选择是什么？”这一问题，有７３．３７％的学生

表示其本人或身边的人“慢就业”的原因，是为准备技能证

书考试或继续求职、二战考研、创业、支教、备考公务员或

事业单位等，还有２６．６３％的学生表示在此期间无计划，或

选择外出旅游、在家陪父母。 在回答“您对就业有清晰的

规划吗？”这一问题时，１４．８３％的学生表示他们拥有非常明

确的职业规划，而７２．１６％的学生表示虽然有过规划，但不

够清晰。 另外，有１３．０１％的学生表示他们对职业规划并不

清晰。 对于“您认为当前就业形势如何？”的问题，有

９０．７７％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困难。 相比之下，

还有４．９９％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正常，０．９１％的学生认为就

业形势较好，就业容易。 还有３．３３％的学生表示他们对就

业形势并不了解。 在谈及“您对‘慢就业’现象的态度”

时，有５７．３４％的学生表示支持“慢就业”，认为这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思考人生和慎重选择的机会。 然而，也有１７．７％
的学生反对“慢就业”，他们认为毕业后即失业，是对教育

资源和个人时间的浪费。 在回答“您本人是否可以接受毕

业后仍未就业或者主动选择‘慢就业’？”这一问题时，有

４８．２６％的学生表示他们可以接受毕业后仍未就业或选择

‘慢就业’。 还有３４．９５％的学生则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情

况，而有１６．７９％的学生对此持无所谓态度。 对于“您毕业

所选择的方向”这一问题，有５５．５２％的学生表示毕业后选

择直接就业，有３５．０９％的学生表示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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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考其他资格证书、创业考察、支教或

志愿者服务游学，增长见识等，还有５．１４％的学生表示在家

休整(放松身心、思考未来)。 关于“您对‘慢就业’这一社

会现象的态度”的问题，有５４．７７％的学生认为“慢就业”

是一种不仓促的就业选择，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去了

解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定位自己的职业生涯。 有１４．０７％
的学生则担忧“慢就业”可能导致学生拖延找工作，甚至有

可能发展为“啃老一族”。 还有１７．４％的学生认为“慢就

业”是大学生为了暂时逃避现实而采取的行为，这在他们看

来是一种有失稳妥的做法。 同时，也有１３．７７％的学生持正

面看法，他们认为“慢就业”可以帮助学生储备更多的专业

知识，从而提高就业质量。

可见，近５０％的学生对“慢就业”现象不了解，近８５％
的学生职业规划不清晰，９０％以上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严

峻，近６０％的学生支持“慢就业”。

(三)受访者对“慢就业”影响因素的认知情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您选择‘慢就业’状态的原因是什

么？”(多选题)，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竞争太激烈，找不到

满意的工作，故延迟就业时间(占比７０．２％)；做喜欢的事

(如创业、旅游或支教等)，想缓一段时间，还没做好就业的

准备，对未来感到迷茫，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 (占比

６０．６７％)；继续深造提高自身学历(如考研升学或出国留学

等)(占比 ４６．９％)；家中条件优越，不急于找工作(占比

１３．６２％)。 在回答“关于求职就业，您优先考虑的因素是什

么？”的多选题时，各选项的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岗位薪

资(占比８６．０８％)，显示出求职者对薪酬的高度重视；单位

发展前景(占比７３．０７％)，表明大多数求职者期望在具有成

长 潜 力 的 单 位 或 公 司 工 作； 工 作 与 生 活 的 平 衡 (占 比

６７．６２％)，反映出求职者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追求；就业地

区企业氛围、人际关系(占比６３．８４％)，显示出地区和企业

文化对求职者选择的影响；可以学习提高个人能力(占比

６２．６３％)，表明求职者重视个人成长和提升的机会；岗位与

专业匹配度(占比３９．９４％)，这一比例虽然相对较低，但仍

有一部分求职者看重专业与岗位的匹配度；兴趣至上(占比

３９．３３％)，显示出部分求职者会将兴趣作为职业选择的重要

考量；最后，只考虑事业单位或公务员(占比９．６８％)，这一

比例最低，说明仅有少数求职者将事业单位或公务员作为唯

一选择。“您认为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给个人带来的影

响”(多选题)，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相对于应届的毕业生，

求职时存在劣势，可能会错过一些到好公司就职的机会(占

比７６．５５％)；有利于确定更加清晰的职业规划和定位(占比

５１．２９％)；更多提升自我能力的时间(占比４２．６６％)；如果创

业失败，会让自己觉得就业更加难(占比３５．７％)。“下列教

育因素中，您的‘慢就业’倾向主要源于哪些？”(多选

题)，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迷茫(占比７２．１６％)，经济环境影

响(占比６６．４１％)，个人计划因素(占比６３．５４％)，个人能力

不足(占比５５．９８％)，家长影响(占比１８％)。

可见，７０％的学生对就业形势把握不准，对岗位了解不

充分，自信心不足。 近１５％的学生选择“慢就业”的原因

为家庭条件优越，不急于找工作，属于“躺平”状态。 近

８０％的学生认为“慢就业”给个人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

近８０％的学生选择“慢就业”的原因，为个人目标迷茫、个

人计划不清晰、个人能力不足等。 近７０％的学生表示选择

“慢就业”的原因为经济环境。 近２０％的学生则表示选择

“慢就业”是因为受家长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原因

通过调研，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将“慢就业”成因分为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学校层面、

社会层面四个方面。

从个人层面来看，许多毕业生对自身定位过高，就业期

望值过高，这导致他们在就业市场上难以找到符合自己期望

的岗位，从而选择“慢就业”。 一些毕业生缺乏职业规划，

这导致他们在毕业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和尝试。

一些毕业生自身能力不足，专业技能暂时无法满足用人单位

的需求，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以适应市

场需求。 有些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焦虑、自卑等心理

问题，这会影响他们的就业选择和决策，导致他们选择“慢

就业”。 一些毕业生则想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对于未来的

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望，希望通过“慢就业”来积累更多的

经验和资源。

从家庭层面来看，许多家长对子女的期望较高，有些父

母更倾向于子女在本地或特定地区就业，这种家庭期望和价

值观念可能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导致他们选择“慢就

业”。 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毕业生不急于就业，更愿意

花时间去旅游、学习或创业，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毕业

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需要尽快就业以减轻家庭

负担。 家庭的教育背景也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如果

家庭成员中有从事特定职业的，毕业生可能会受到其影响，

更倾向于选择与家庭成员相同的职业领域。

从学校层面来看，一些高校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不够

充分和系统，这导致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指导和帮

助。 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未能与市场需求保持同步，导致

培养出的人才不符合社会需求，这使得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

缺乏竞争力，从而选择“慢就业”。 一些高校在教育过程中

未能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导致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专业

技能不足，这使得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

需求，进而选择“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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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对于

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然而，由于市场人才供需的失

衡，许多毕业生难以找到符合自身期望和需求的工作，从而

选择“慢就业”。 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许多新型职业和创

业机会应运而生，这为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同

时，也使得一些毕业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和尝试

不同的职业道路，追求兴趣和梦想，从而选择“慢就业”。

目前，我国的就业政策还待完善，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扶持和

引导力度还不够充分，这使得一部分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

临困难和挑战，从而选择“慢就业”。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解困机制

“慢就业”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必然要面对

的问题。 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要缓解“慢就业”现象，

需要结合当前大学生的就业观特点，从多种诱发因素的作用

点出发，使社会、学校、企业与家庭间联动配合。

(一)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教育

高校应致力于建立健全的就业服务体系，给学生提供丰

富的就业信息和资源，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就业政策和招聘

流程，具体做法有：建立就业信息平台、定期举办招聘会、

提供面试技巧培训等服务。 此外，高校还应提供系统的就

业指导和职业规划教育，使他们能够明确自身的职业定位和

发展目标，从而做出明智的就业选择。

(二)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

高校应加强与企业和社会的联系，了解市场需求，及时

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社会适应

性。 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和实习，增强实际操作

能力和专业技能。

(三)强化心理辅导支持

针对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高校应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 这包括开设心理辅导课程、

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帮助学生调整心态，增强其求职

自信心。

(四)鼓励创业和灵活就业

对于那些不愿意或无法从事传统就业的毕业生，高校应

鼓励他们发挥创新精神，尝试创业或选择灵活就业。 为

此，高校可以提供创业培训、启动资金支持和创业导师指

导等。

(五)加强家校的沟通和协同

家长应该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摒除传统所谓

的“铁饭碗”“金饭碗”、稳定、体面等陈旧观念。 同时，

家长应与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子女的在校表现和就业

情况，配合学校做好子女的教育工作，共同为子女的就业做

好准备。

(六)加强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

有关部门和社会应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的支持力度，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扶持政策。 例如，制定优惠的税收

政策、提供创业贷款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招聘应届毕业

生等。

(七)倡导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社会应倡导正确的就业观念，鼓励毕业生积极投身社会

建设，发挥自身价值。 同时，消除对“慢就业”的偏见和误

解，理解毕业生在职业选择上的多元化需求。

(八)建立完善的跟踪反馈机制

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高校应建立完善的跟踪反馈机

制，了解他们的就业情况和发展动态。 这有助于高校及时

发现问题，调整解困措施，并提供必要的后续支持。

总之，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解决高校毕业生的“慢

就业”问题，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提供

有效的支持和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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