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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大高校的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学生人数的增加就会出现一系列社会的问题，

大学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之下进行论述，根据现代大学

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略，比如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指引学生正确定位和不断完善经济市场

的环境等，以此帮助学生及时解决相应的问题。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大学生；就业问题 

DOI：10.33142/fme.v3i5.7109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Brief Analysis of Employment of Undergradu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Economics 

HU Aimin 

Xinjiang Bazhou Hejing Industrial Park, Bayingol, Xinjiang, 8413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society in China,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major universities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will appear, and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more sever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The article 

discu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economic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mployment of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of students, guiding students to correctly 

posi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economic market environment, so as to help students solve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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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高校的办学规模以及办学的形式不断扩大

发展，各大高校的招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便

是毕业生在进入劳动市场后不能更好的就业。毕业生人数

的不断增加会产生一系列就业难题，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造成相应的影响。大学生虽是高素质人才，可以为现代社

会贡献一份力量。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为了更好地

稳定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大学

生就业的相关问题。 

1 劳动经济学的概念 

从劳动经济学的层面，市场的要求是影响现代就业的

主要问题。由于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导致高校的毕

业生所从事的行业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就现代劳动市场

发展来说，每个高校开展的热门专业报名的人数也在不断

增多，而冷门专业的报名人数比较少，这就导致市场的需

求持续饱和，当人才多于需求时，就有部分毕业生在毕业

后面临一系列就业问题。从其他层面出发，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与人们的就业形式呈现正相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

于上升发展的时期，但是已经出现各大行业人才饱和的情

况。而这些人才饱和的情况仅仅出现于热门的职业，而冷

门的职业则有较大的空缺。这就导致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热

门行业联系较小，导致大部分高校的毕业生比较看重热门

行业的发展，而忽略了热门行业对人才市场的需求。 

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是第二行业，而高校的毕业生比

较看重第三行业的经济形式。从劳动经济学的层面出发，

第二行业是一个长期发展、稳定上升的形式。随着国家的

不断推动发展，制定较多的政策方针都在致力于第二行业

的发展。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就业的形式，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的危机，促进国家的进一

步发展。 

2 我国大学生就业的现状 

我国大学生的人才优势并不明显，最主要是我国大学

生的数量增加，但是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品质没有得到一定

的提升。从数量上来说，从 1999 年后高校的招生增加，

但是并没有为现代社会提供高品质的人才，随着现代经济

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比较明显。 

2.1 大学生的就业劳动市场供给大于需求 

从供给的层面出发，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毕业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毕业

生就业的压力。还有其他地方出现“毕业即失业”的情况。

同时，由于现代劳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发展，其

经济结构出现一定的矛盾，这就导致毕业生不能较好地找

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所以需要毕业生及时转换其就业的理

念。就目前的就业情况而言，我国就业的数量在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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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还处于毕业生的供给大于就业市场需求的现象，大学生

“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 

2.2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即劳动力市场和求职应聘者的个人能力、

职位不对等导致失业。即便空缺的职位数量多于失业的人

口，求职应聘者缺少一定的工作能力，或者不能到有需要

的地方开展相应的工作。最主要是区域结构性失业和专业

结构性失业。区域结构性失业，即因为不同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一样，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收入，就会有较多的

人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工作，而导致经济发展较为

落后的地区缺少更多专业的就业人才，不能进一步推动经

济发展落后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

的差距不断加大。不同地区给高校毕业生提供给的物质条

件以及经济条件都不一样，导致毕业生在毕业后大多选择

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工作，促使中西部地区出现较大的人

才空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成效。出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最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相同以及政

策层面的扶持力度的不同。即便在同一个区域中，也会出现

城乡不协调发展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经济社

会的发展，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才的就业
[2]
。 

专业性结构失业，即高校专业结构的调整比较慢，对

于行业的岗位需求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其培育的毕业生

不能较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促使专业的

供给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出现一定的矛盾。高校专业结构失

业表现在失业的数量最多的专业具有比较强的辐射性和

延长性，其辐射的范围比较广泛。在近年来，学科专业结

构的不同也会导致大学生的失业，不同的专业面临着不同

的就业情况，有的专业劳动市场需求比较大，而有的专业

则需求比较少，导致部分毕业生不能及时就业。 

3 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 

3.1 高校扩招具有盲目性 

现代大学生出现就业问题大多数与高校的盲目扩招

有关。就高校的发展来说，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其

就业市场的竞争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其办学的目标

最主要是通过合理扩大招生进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

是高校扩大招生没有一定的标准，促使高校的招生具有盲

目性的特点，同时其招生的品质不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招生的成效。高校扩招出现的后果便是毕业生人数不

断增加，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比较严峻。有大部分学生在扩

招其教学的品质以及教学的规模在不断下降。大部分高校

比较看重理论知识的教学，而忽略了培育学生动手实践的

能力，导致大学生有充足的知识储备，但是在现实的就业

中不会运用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开展相应的工作，最终促

使大学生缺少一定的动手实践技能，只会纸上谈兵，这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之

后发现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用处，与岗位对专业知识

的需求完全相反
[3]
。 

3.2 高校就业指导不到位 

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并不完整，我国大部分高校的

就业指导教学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有关人员及时解决。

高校的教育最主要是培育学生的专业技能层面的知识，面

对高校大学生的人生不断增加，各大高校并不看重对大学

生开展相应的就业指导工作，大部分高校只是以选修课的

形式开展就业指导课程，促使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较好的

了解和知晓相关就业的方式和就业的技巧。缺少比较专业

化的就业指导工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日后的就

业选择，同时也会促使大学生出现盲目就业的状况，影响

了毕业生的就业
[4]
。 

3.3 学生自身就业理念存在问题 

促使大学生在毕业后出现一定的就业难题的另一原

因便是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受到教育理念的影响，

大部分大学生心理出现优越心理，在选择职业时希望有一

份收入高、较为轻松的工作，而对于低收入的行业不愿意

接受，这就导致大学生在毕业后不能快速找到相应的工作，

甚至还有部分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导致毕业生就业问题

加大。大学生在初入职场时，缺少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职

场的认识。大学生的就业理念还存在一定问题，大部分大

学生毕业后倾向于到北上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业，这就

导致中西部的人才供给较少，阻碍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5]
。 

3.4 劳动力市场需求较小 

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我国

的现代经济市场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促使现代社会对于

人力资源的吸收和接纳程度变小。此外，国家在对公共服

务进行革新后，对于公务员的队伍也变得更加精明、简单，

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队伍也趋向饱和。所以大学生在毕业

后不能较好地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这对于大学生来说有

一定的就业压力。 

4 劳动经济学视角下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4.1 加强就业指导教学 

大学生在大学毕业后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就业，而

就业的具体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日后的发展，同

时对学生也有一定性的影响。高校开展就业指导课程教学

能够帮助学生顺利选择职业并且更加及时快速的就业。所

以加强高校有关就业指导的课程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大学生在毕业后面对的就业问题，不仅能够进一步

推动大学生的成长，同时也能帮助大学生解决相关问题，

顺利就业。在大一时期，高校需要开展相应的就业指导教

育，其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到自己所学专业在日后就

业的形式，从而让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教师在开展

课程教学时不仅需要与学生强调大学专业课程知识和技

能学习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在课堂上与学生强调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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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处，让大学生意识到就业指导课程学习的有效意义，

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听讲，以此学习和了解到相关就业知识，

帮助学生在日后的就业中能够运用相关知识选择适合的

职业，以此推动学生全方位发展。在大学生即将毕业之际，

各个高校可以对学生进行一定性的指引教学，让学生准确

有效的了解到目前就业形式的严峻性。高校还可以通过模

拟招聘现场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就业的方法，

最主要是教授学生如何应对面试中企业所要问的问题，运

用合理的语言进行回答，以此推动学生顺利就业。除此之

外，高校需要定期将国家最新的就业政策进行讲解，并且

根据就业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保证每一名毕业生对

国家的就业政策都有一定的了解
[6]
。 

4.2 鼓励学生自主创业 

要想更好地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最合理有效

的方式便是鼓励学生自主创业，这不仅需要大学生培育创

新意识，还需要学会运用自身的创新理念进行自主创业。

高校通过合理有效的创新教学的具体形式鼓励学生自主

创业，并且利用学分转换机制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给予

大学生相应的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政府部门还需要

为大学生的自主创业提供相应的帮助，比如说不断落实和

强化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大学

生自主创业的热情，以此缓解现代严峻的就业形式。大学

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其知识储备以及专业技能比较强，个

人的专业素质以及个人素养较强，在自主创业中占据优势。

比如说大学生可以积极主动投身科学技术的研发中，合理

有效地将专业理论知识与自主创业相融合，从而进一步促

进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和发展，加强现代社会的创新力。

这还需要社会给大学生提供较好的自主创业的分为，激发

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为大学生就业提供相应的帮助

和指引，让大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自主创业的形式

以及方向，提升大学生创业率
[7]
。 

4.3 转换大学生就业理念 

首先，大学生要想更好的在毕业后顺利就业，就需要

积极主动参加相关的就业教育，主动参加学校以及相关社

团的就业指导活动，丰富其业余时间，同时也能在相关活

动中了解到更多就业的知识，在毕业后能够运用相关就业

知识进行就业。大学生可以主动参加就业知识竞赛、模拟

面试竞赛等，通过参加相应的就业竞赛能够给大学生积累

相关就业经验，以此提升大学生的就业技能。其次，需要

大学生转换其就业的观念。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北上

广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就业机会比较多，就业的环境也比较

好，但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其就业的压力也比较大，对于

人才的淘汰率也比较高，所以毕业生需要意识到并不是经

济发达的城市才是就业的唯一选择。毕业生需要选择适合

自身就业的城市，这就需要毕业生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

作出适合现实实际就业的决定，不能将就业的形式以及就

业的内容限制于某一层面，需要扩大其就业的领域，以此

提升就业的效果。最后，需要大学生进一步提升其就业的

竞争力。在就业指导课程中，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引教学

中做好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刻苦钻

研学习，巩固自身的理论知识，强化其专业的动手实践能

力，以此提升自身职业的学习成效。同时大学生还需要积

极主动参加相关就业实践的活动，提升自身的交际技能、

组织协调技能，从而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更好地适应变化

多样的就业环境。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之下，对于我国大学

生的就业难题需要高校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及时解决，高校

需要积极主动开展就业教育，鼓励大学生自主就业，以此

促进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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