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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影响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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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摘 要：新冠疫情爆发后，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了热点话题，在毕业人数持续增加、岗位缩招、国际形势改变、小微企业发展

艰难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改变成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

现大学毕业生收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主要来自就业总体趋势和规模的变化、时间滞后性以及行业就业的变化，并总结和提出对

该影响的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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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已经开始变得越来

越严峻，而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极大加剧了我国面临的就业

问题。从历年毕业生人数的数据来看，大学毕业生人数从

2011年的 660万人增加至 2020年的 874万人，随着国家教育

政策的持续推动，这种增长趋势将会保持下去，未来的毕业生

人数将会持续创出新高。

图1 2011—2020年毕业人数

新冠疫情爆发后，社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是

企业用人的变化，由于人们消费大幅下降，企业不能预测新冠

疫情何时结束，生产条件受限，对市场的预期下降，也可能因

为破产的因素，导致企业用人减少，从而让工作岗位的数量更

加紧张。尽管就业总量与以往相比减少，但并不是所有行业

都会减少用人，而是存在着结构化差异，比如公共卫生服务行

业中与疫情相关的工作岗位反而因为抗疫的需要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是招聘方式的变化，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普遍采

用的是线下招聘，招聘者与应聘者能够在线下面对面交流，而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许多企业招聘不得不采用线上招聘的方

式对应聘者进行面试，相比之下线上面试的效果无疑会大打

折扣，这给企业的用人选人造成了困难。[1]

（二）研究的意义

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在新冠

疫情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影响下，大学毕业生的总体就业情

况究竟如何，他们的就业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心理预

期如何变化，以及国家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帮助大学毕

业生就业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将通过调查搜集

新冠疫情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与以往的就业数据进行

对比，分析出新冠疫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为以后的大

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式、就业载体等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也对

国家出台的就业政策提供一些帮助。

二、调查方法

为了解新冠疫情后大学生的就业情况，面对新冠疫情还

没有完全结束这一情况，我们在符合当前防疫政策和防疫要

求的情况下，采用了线上调查和线下访问的方式。线上调查

采用的是问卷形式，此次线上问卷调查设计了 16道题目，题

目类型主要为单选和多选，内容涵盖了毕业去向、求职渠道、

就业单位、工作地点、新冠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等

多个方面，主要调查对象为各高校 2020届毕业生，总共得到

了122份问卷，问卷有效性达100%。线下调查主要采用的是

面访形势，总共采访了 64位毕业生，采访对象主要为西华大

学西华学院2020届的毕业生，访问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冠疫情

带来的具体影响、是否了解国家出台的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

政策、毕业去向、就业渠道、就业单位、工作所属行业、工作地

点等等。[2]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毕业生就业总体趋势和规模的变化

由客观数据知，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800万，

达 820万，2019年达 834万，2020年继续升至 874万。据不完

全统计，2021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将预计909万人，同比增加

35万。可见，毕业生逐年增多，再加之疫情影响使原本可以出

国学习的学生选择留在国内，自然竞争逐年增大。

在线下调查中，我们收集的学院部分2020届毕业生的数

据来看，就业的占比47%，继续读研的占比41%，在家待业（包

括准备考试、未找到心仪工作）的占比 9%，出国的占比 3%。

对比往年数据可知就业总量在下降。但在结构性的却有所上

升，尤其选择公共医疗业的同比在上升，除此之外选择第三产

业，即服务业包括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等岗位的人居

多，占60.87%。可见尽管疫情后第三产业遭受到很强的冲击，

但大部分毕业生对其前景依然保持乐观。

在影响就业选择因素的问题当中，分别有78.26%的毕业

生和 73.91%的毕业生认为工作地点和薪资水平是首要的考

虑因素，如图2所示。因此，疫情影响下大家对于地域的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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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大大降低，这也直接导致就业质量的下滑。

图2 问卷调查结果

另外线上调查中，就业单位里民营企业占 41.3%，国营企

业占 23.91%，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占 17.39%，三资企业占

13.04%。关于工作地点的选择，新一线城市的居多，占

63.04%。对比往年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人数有所下降，

第一是由于企业自身的缩招，第二则是毕业生对工作单位的

谨慎考量结果。

（二）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具有滞后性

线上调查结果表明在涉及选择升学原因时，提升学历占

74.36%，受新冠疫情形势的影响和就业压力普遍过大的影响

分别占48.72%、56.41%。故在选择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学生中

可以看出他们对就业形势的预测也是不乐观的。除此之外，

对就业时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69.67%的毕业生未在和往

届同样的时间内找到心仪的工作，由于各种考试和面试的推

迟以及企业的缩招，大部分毕业生在临近毕业期处于比以往

毕业生更为焦虑的状态，有大约73.77%的毕业生表示在疫情

发生后计划被打乱，居家隔离给他们找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

由此可见毕业生就业总体具有滞后性。[3]

（三）整体就业行业的变化

线上调查显示，四川省多数2020级的毕业学生认为新冠

疫情带来的工作方面的影响包括招聘岗位需求数量的改变

（占比54.1%）、岗位薪资待遇的改变（占比42.62%）、招聘渠道

的变化（占比 55.74%）和招聘时间的变化（41.8%）。再根据

BOSS直聘发布的《2020春招就业市场追踪报告》，报告显示春

节后第三周，面向2020年应届生的岗位需求环比增长16%，但

同比仍然下降 44%，百人以下小微企业的应届生需求相比

2019年收缩了 52%，整个社会和不同行业间的近期劳动市场

需求率较低。故在 2020年高校毕业生供给规模的大幅度增

加以及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势必加剧就业的

难度。

四、调查结论与建议

（一）增强政府的部署引导

在线上调查中我们发现知道疫情爆发后国家出台的毕业

生就业创业相关通知的毕业生仅占68.85%，且在问到应届生

是否享受到相关政策带来的福利优惠时，接近 81%的人表示

并未享受到此福利。可见政府出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

响程度并不高，应当加强政府给予中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和

财政补贴政策，另外应加强对毕业大学生的创业补贴，指挥引

导就业工作还应进一步完善。[4]

（二）增强高校的帮扶引导

据了解，在临近毕业季进行了专门的毕业生就业培训教

育的高校不足 20%，可见高校对就业指导的系统性指导重视

程度还不足。在线上和线下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未找到心仪

工作，在家待业的应届生有一半是因为还未找到心仪工作，即

主观因素偏多，所以高校对应届生的就业选择和职业规划指

导是很有必要的。除此之外，高校还应该和企业保持紧密联

系，为毕业生的招聘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在 2020年毕业生

的求职渠道调查中，我们发现接近36.96%的人选择通过互联

网进行云招聘。但目前的线上招聘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

无法控制应聘者的数量、筛选压力过大等等，导致直接影响应

聘进度或面试质量，偏文字和语音的沟通会直接影响招聘效

果。所以重视招聘环节能对就业质量的提升起到关键性作

用。[5-6]

（三）加强家庭的鼓励及自身的调整

无论是在毕业去向的选择上，还是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

都需要对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合理的评估，了解自己的

特长和局限，而不是一味好高骛远或是随大流。尤其在总体

就业形势下滑的阶段应当自己降低预期，同时家庭不应该施

压，应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就业问题。其次，在对内做

好工作后，对外就应该通过各方面渠道了解、分析有关的企业

或岗位，除了官方数据外，还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人员的实际情

况调研，所得结果会更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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