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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重庆市高校本科学生就业意向调查分析

——以重庆大学为例 

葛 鑫 邓 丽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400044;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400044) 

【摘 要】在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建设,也使得我国原本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升

级。本文通过对重庆大学 200名本科学生的调查发现,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期望,但是这毕竟

不是一个大学生能否成功就业的问题所在。实际上,大学生个体的差别对其顺利就业有很大的影响。解决大学生就

业难问题,需从政府政策、学生自身、学校三个角度入手共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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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背景分析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具的 2009 年《经济蓝皮书》中显示,截止到 2008

年底,中国尚有 100万大学生没有就业,再加上 2009年的 611万应届毕业生,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正式进入了 30年来最大的危机

时刻。短期之内,毕业生就业难不可避免,甚至有越演越烈的倾向。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从供给量角度看,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供给量

不断加大。从 2000 年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迅速,2000 年为 107 万;2003 年迎来了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当年毕业生人数

212万,首次超过 200万。接下来几年,毕业生人数一路飙升,2005年为 338 万,2006年 413 万,2007年 495 万,至 2008年高达 532

万,2009年突破 600万大关,达到 611万,加上历年未就业的毕业生,2010年需要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高达 700万。本文以重庆大学

的学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采取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的访谈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问卷调查主要是以重庆大学 A、B 校区的同学

为调查范围。在调研中共抽取了 200 个样本,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问卷 191 份,回收率 95.5%,回收有效问卷 181 份,有效回收率

为 90.5%。其中男生 118人,占 65.19%;女生 63人,占 34.80%。 

二、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就业意向的基本描述与分析 

(一)大学生的就业信心不容乐观 

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认识的调查统计中发现,有 70.04%的同学认为就业形势较严峻、比较苦难,18.56%的同学认为就业

形势很严峻、很困难,8.02%的同学认为形势较好,压力不大,只有 3.38%的同学认为没有压力;而对自己的就业前景,55.70%的同学

感到迷茫、没有信心,38.82%的同学比较乐观,有信心,5.48%的同学很有信心。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同学都认识到了现阶段严峻的

就业形势,但是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将近一半的同学感到迷茫没有信心,三分之一的同学比较乐观有信心。因此,学校在就业

指导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职业能力及特长的指导,从而增强学生就业信心。 

(二)大学生就业选择以“稳定”为导向,自主创业苗头出现 

在调查中发现,有近 50%的学生在最期望单位性质的选择上仍以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主,选择三资企业和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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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不足 10%。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学生本人受家庭、社会压力及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依然侧重于选择工作、收入相对稳定的职

业,因为国有企业或多或少还遗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工作稳定性和归属感相对强于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具有天生的“弱质

性”,数量少、规模不大且生命周期也较短,这些都是大学生就业时的顾虑因素。在自主创业的方面上,学生表现出良好的态度,

选择自主创业的学生比例不小,占到 30%。这表现出自主创业已被大学生接受,大学生承受压力和勇于挑战的心理素质正在逐渐形

成。 

(三)大学生就业选择地区“西移” 

调查中发现,受当前形势影响,大学生在毕业时就业地区的选择不再扎堆于东部沿海城市或者“京津唐”等经济好的地区,趋

向于中部及西部地区。受访者中选择中西部的学生占到 49.77%,选择到沿海工作的虽然仍有 29.28%,但与金融危机前则下滑很多。

这说明,虽然经济发达地区更能为就业者提供继续学习提高的机会,但是在金融危机下,经济发达地区已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竞

争过大在大学生看来远不如一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选择西部地区就业的学生趋近于 1/2的比例,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和重庆市出

台的一系列的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工作的各种优惠政策和文件,除此之外,西部地区在国家整体的战略规划中的地位逐渐体现并

占有很大的分量也使得大学生认识到西部的潜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大学生就业政

策得到了响应。 

(四)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 

1、从就业信息渠道来源看,在就业信息来源渠道的选择上,49.24%的学生趋向于选择高校的就业信息平台、21.10%的学生选

择校外互联网的推介、不足两成的学生选择亲戚朋友或者人才市场的宣传。这表明,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方面起到的信息

渠道作用很大,学院应进一步完善就业工作奖惩及考核机制,充分调动院系一级的工作主动性,切实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另外也说

明学生能开拓多种渠道求职,网上求职的方式也开始为学生所接受并开始流行。但是过多选择网络媒介,存在单一化的趋向,以选

择网络为主要就业信息源,有利有弊。 

2、从个人因素分析上来看,70%左右的学生认为“个人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就业的因素。其次是“时间”,“自尊、金钱”

的付出,所占比例约为 10%。说明毕业生能认识到社会活动能力、以及除专业知识以外的社会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并能意识到自己

学习成绩、个人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对于自身现状的认识基本客观,这一点对于能否顺利就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3、从外在因素分析上来看,45.35%的学生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主要因素,其次是政府就业政策,占到 38.69%,而高校就

业信息的指导对学生就业帮助的认同不足两成,说明毕业生已经认识到了当前的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也肯定了政府政策实施的重

要性,但是对学校的就业帮助持否定态度。 

(五)就业意向的个体差异 

1、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对就业地域的选择有明显不同 

大多数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不会选择去西部地区或者中部地区,而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也不会想去沿海发达地区,这表明,不

同生源地的学生在今后的择业选择上还是会考虑到自己的出身与家庭背景,会考虑到以后的发展趋势。毕竟现如今去那些经济较

发到的地区发展还是需要很好的家庭背景和实力的。正因如此,学校在指导毕业生进行就业工作时要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进行

就业观念的改变,不要盲目自信或者不自信,要依自己的能力而行,抛开地域观念上的不同,这才是最主要的。 

2、专业不同对就业所期望薪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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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时所期望的薪水是不一样的,毕竟专业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工作领域,不同的工作领域也决定了不

同的薪水。除了理工科学生在薪水期望上明显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外,其他大部分的同学都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估价。说明了,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自己就业薪水的期望趋向于一个理性的选择范围。不会再把自己当做天之骄子那样不可一世,“挑肥拣瘦”了,

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符合现实规律。 

3、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对就业期望薪水也有显著不同 

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就业薪水上表现出明显显著性,进行事后检查,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对期望薪水的水平明显高于来自于乡

村的学生。这也是有些学生在就业选择时迟迟不签单位,不去理会一些低薪水但是很有前景的工作的原因,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他

们选择工作时的高标准。 

三、对策研究 

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学校以及学生本人,齐心协力,多管齐下,方

能奏效。 

1、大学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努力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就大学毕业生自身而言,要端正思想、尽早规划、努力培养自己的就业竞争能力。其一,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点

对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进行准确定位和全面规划,要养成做事有计划、办事有方法、工作有效率的好习惯;其二,在学好专业知识

的同时也要注重提高自己其它方面的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要采取全方位、多视角、广积累的原则来审视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

一个复合型人才。同时还要多参加各项实践活动,一方面是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三是在正式求职期间,不要存有相互攀比、好高骛远的心态,应积极主动地搜寻一切可能的信息和机会

来使自己就业。 

2、改变学校培养机制,完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 

首先,加强就业指导的多样性,合理规划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学校应该不仅要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给学生开设就业指

导课,让他们全方位地掌握择业的技巧和方法。其次,改变学校教学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第三,建

立完善的就业信息渠道,通过对网络系统资源的调整与整合,开发高效的就业信息网络媒介,切实保障学生就业信息的完备。 

3、加强政府对高校毕业本科生就业的宏观调控 

首先,要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推行新时代符合大学生就业标准的具体措施,实现大学生多渠道就业。其二,进行社会宣传与

政策改革,消除大学生对不同性质单位的不同看法,要让大学毕业生觉得无论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都是有发展前途的。其三,

结合现实需要推行有针对性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对大学生就业予以帮持。 

参考文献 

[1]任军立,徐军,鞠湘泓.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2). 

[2]赵鹏飞,原刃锋,李正桥.湖北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与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8,(04). 



 

4 

[3]杨德广,刘岚.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3,(08). 

[4]沈律明.大学本科优秀学生群体就业意向分析[J].内江科技,2008,(04). 

[5]李华红 .金融危机下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J].山东科技大学学

报,Vol.11No.3.2009,9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