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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是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普遍下降,

更加剧了就业压力。城市就业是大学生的主要选择,城市发展人才是关键,大学生就业与城市发展既有相

长,又有供需矛盾存在,需要我们找准矛盾点,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本文从分析

影响大学毕业生留城就业的因素出发,援引先进地区的做法,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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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graduates are the precious human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employment is a major 

issue involving the whole situation, which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and other adverse 

factors,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absorb employment has generally declined, which has intensifie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Urban employment is the main choic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alents 

is the key.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are not only mutually compatible, but also 

hav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e need to find out the contradictions, constantly sum up 

experience, and constantly explor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 city, this paper cites the practice of advanced area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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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人才培养专业和水平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城市高

校比较集中,大学生数量较多,但专业设置普遍是长线传统专业,

办学水平不均衡,虽然国家进行“双一流”高校建设和“双高计

划”高职院校建设,但难以满足各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对高

水平人才的需求。 

1 影响毕业生留城就业的因素 

据有关部门调研,影响毕业生留城就业有诸多因素,但从高

校、企业、政府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或许能找到战略平衡点而更

利于决策。 

1.1高校层面 

一是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需求匹配度不够。近年来,

城市人才供求显现出典型的产业升级特征,但大部分高校的学

科专业设置不能很好的与城市重点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匹配,

学科群与地方经济的交叉融合不足,培养的毕业生技术能力与

社会需求脱节。 

二是高校对学生就业观念教育引导不够。随着就业压力加

大,毕业生就业期望由“能就业”转向“就好业”。根据教育部

学生中心的抽样调查,毕业生希望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等

体制内岗位的比例达到74.8%,首选民营企业的比例仅为14.8%,

而2021届毕业生中到民营企业就业的占比为52.1%。此外,由于

当前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不急于就业,毕业生

“慢就业”“缓就业”情况日趋严重。这种“一步到位”的择业

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对学生就业观念教育的不足。 

1.2企业层面 

一是招聘需求降低。当前,部分领域企业生产经营还未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就业市场岗位需求总体呈收紧态势。据教育部

学生中心6月组织的抽样调查,80.8%的高校反映,用人单位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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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同比减少,另据对100所就业布点监测高校的抽样调查,进

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岗位需求数同比减少约20%。业内人士分析,

目前受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不少企业仍旧处于“低谷期”,

招聘积极性受到明显影响,部分行业裁员意愿较强,这也影响到

就业市场上优质岗位的供需平衡。 

二是就业门槛提高。在就业岗位“僧多粥少”的现实条件

下,有些用人单位人为抬高就业门槛,设置性别、年龄、学历甚

至身高等限制条件,使不少大学生遭遇就业难。 

三是领军企业数量少。城市高水平的创新领军企业数量不

多、竞争力不强,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够。部分高层次人才引

进后没有相对应的专业和科研项目支撑,导致引进人才难以落

地发展,难以体现出人才价值。没有高端产业的聚集,较难形成

人才“虹吸效应”。 

1.3政府层面 

一是对就业扶持政策宣传不够。某市近期颁布的支持高校

毕业生就业政策,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微信圈广泛转

发。但其实是对近年来全市出台的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的整合,

火爆,一方面体现了相关政策制定合理,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该市前期对出台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对这些

政策不了解、不掌握。 

二是对就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够。在大学生就业管理方面,

涉及人社、教育、科技等部门多头管理,部门各有侧重、职能交

叉,降低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大学生就业难度。另一方面,主管部

门和用人单位对相关扶持政策落实不够,执行上打了折扣,从而

降低了政策的吸引力。 

三是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不够。疫情背景下,高校就业指导

服务也困难重重。针对高校毕业生的现场招聘活动同去年相比

大幅缩减,招聘形式以线上招聘为主,但线上招聘企业和学生的

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导致签约率降低。 

2 国内部分城市经验做法  

吸引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背后是城市间的竞争。现代城市无

论是发展产业、刺激消费,还是科技创新,都离不开人才和一定

规模人口的支撑。各个城市千方百计主动揽才,是中国城市竞争

活力的体现,对于促进就业、加快城镇化步伐,也有着积极作用。

智联招聘携手“泽平宏观”课题组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

排名：2022》显示,除北上广深外,杭州、成都、苏州、武汉已

经多次位列前十,这些城市的做法值得关注借鉴。 

3 对策建议 

一座城市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将直接影响城市的活力,决

定城市未来的高度和发展。当代大学毕业生对于职业发展的高

预期,应该被更多城市所正视。唯有此,才能让更多人才真正安

心留下来。年轻人在选择城市时,也更加注重城市的综合表现。

像房价水平、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居住质量等,都关系到对人

才的吸引力。这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同样不容忽视。结合城市

实际,从环境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政策留人等四个方面,

对促进高校毕业生城市就业提出如下建议。 

3.1环境留人 

3.1.1加快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形象 

一是规划利于青年人才健康成长的城市空间。以构建城市

发展新格局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深入挖掘城

市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

动力,推动城区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二是借助新媒体手段,加强

城市文化形象传播。中西部城市相对于东部沿海城市,经济总量

和人均GDP等总体来说处于劣势。但网红城市的出现,却对年轻

人产生了吸引力,特别是进入互联网和高铁时代以后,中西部城

市在地理空间上的劣势将逐步被抹平。要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内

涵,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青年喜爱的新媒体平台,打造“网

红城市”,对高校学生进行点对点传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三

是城市体育赛事及特色节庆活动是承载一座城市,鲜明个性和

时尚活力的载体,有助于城市形象的打造,是一座城市竞争力高

低的试金石。因此,积极创办和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以及电影节、

音乐节、电竞节等青年大学生喜爱的节庆活动,打造城市软实力

“新地标”,加强外宣,扩大国际影响力。 

3.1.2完善文化设施,打造青年空间 

长沙是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中高端人才净流入

率居全国前三。近年来,长沙以“长青树”青年人才培育为抓手,

着力打造“一库、一站、一品牌”。其中,长沙青年人才驿站开

站以来服务青年人才8504人次,就业率超40%。这就说明,加强面

向高校学子等青年人才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丰富青年

人才文化生活为目标,合理增设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剧场、

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引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导向,打造青

年人喜爱的优质共享空间,使每一位高校学子都能享受良好的

公共文化服务,满足青年人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3.1.3优化营商环境,拓宽就业渠道 

优化营商环境是“永不竣工的工程”,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对于吸引大学生落户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一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就业服务队伍,完善市、区、街

镇、社区就业服务工作网络,不断提升就业、劳动监察仲裁和社

保经办等服务水平。二是统筹用好市场吸纳、创业引领、基层

成长、见习推进等手段,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三是完善人

力资源服务平台,紧扣市属重点产业需求,开展人力资源信息采

集和企业用工调研,畅通产业需求与人才需求“双向对接”渠道,

常态化开展云端双选会,助力大学生精准就业。四是进一步推动

城市双创工作向纵深发展,坚定不移营造优质创新创业生态,聚

力打造高水平引领型国家创新型城市。 

3.2事业留人 

3.2.1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培养高素质产业人才 

一是引导高校围绕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发展,进行前沿学科、

交叉学科、产业关联学科的布局和建设,以技术发展逻辑体系构

建人才培养方案,以产业集群为导向构建专业集群,推进新工科

等“四新”学科建设全面深化。二是以育人为本、产业为要、

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为目标,打造一批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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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产业学院,

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和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

撑。三是深入推进大学生公共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扩大实习实训

和就业见习规模。通过建设“浸润式”产学研融合实践平台,

强化学生实践训练,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和

深度融合,培养符合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3.2.2培育一流产业集群,搭建大学生事业发展舞台 

产业是发展的第一支撑,产业高度决定了城市高度。要进一

步锚定“工业强市”目标,一手抓存量提质增效,紧紧围绕大数

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精品钢与先进材

料、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主导产业谋划推进链式发展。一手抓

增量招大引强,加快推进新兴战略产业导入,聚焦量子通信、空

天信息、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加强头部企业招引,全

力培育以新动能为硬核支撑的新增长极。以一流的产业集群催

生一流的人才集群,为高校优秀毕业生搭建更广阔的干事创业

舞台,形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产才融合发展的良好

格局。 

3.3感情留人 

3.3.1实施品牌战略打好感情牌 

建议借鉴南京市借力南京大学生毕业典礼打造“留住最想

留住的幸运”大学生留宁品牌,将城市的大学生毕业典礼打造包

装成在青年中穿透力极强的吸引大学生留城品牌。 

3.3.2深入开展大学生感知体验活动 

组织大学生走进城区代表性企业,增强对优质企业的多元

认知；走进科研单位,感知浓厚的创新氛围；走进各具特色的创

业基地,亲身体验创业浪潮；走进城区的山水城林,深入感受城

市发展、文化传承与自然风光。 

3.3.3做深做细政策服务保障 

常态化组织开展招聘服务、就业指导、政策宣讲、职业培

训上云端、进校园等活动,持续不断为学生送政策、送岗位、送

服务；合理增设青年人才驿站,为驻区高校或外地来市区择业的

应届毕业生发放免费住宿券,降低外地学子择业期的生活负担；

落实好政府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政策,相关单位主动靠前,

做深做细服务保障,让毕业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3.4政策留人 

3.4.1线上线下结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一是创新政策宣传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大政府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青年喜

爱的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政策宣传；通过公交、地铁公益广告,

组织驻济高校召开政策宣讲会等途径,推进线下政策宣传,确保

高校毕业生,用工单位对相关政策应知尽知。二是畅通政策解答

渠道。线上开放政策解答热线,邀请政策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透

明、公开地解答高校毕业生和用工单位关切的政策问题。线下

借鉴武汉市的做法设立人才政策咨询点,邀请政策责任单位相

关负责人员,深入高校、企业、社区,面对面现场解读政策内容,

让用人单位及毕业生切实感受欢迎高校学子留城就业的真诚和

热情。 

3.4.2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建设数字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平台 

建议借鉴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以数字技术整合各类

就业资源打造立足城市人才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综合服务平

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一站式”全时化

服务、不断线就业服务,缓解因疫情线下校园招聘受阻的影响,

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开展就业活动提供便捷的支撑保障。

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毕业生和岗位进行精准匹配,

利用推荐算法加强精准推送,进一步促进供需双方有效对接,提

高供需匹配效率。通过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分析人才成长规

律、学校学科专业布局、就业与产业的匹配情况,为城市出台针

对性强的就业支持提供政策支持。 

4 结论 

当前,部分用人单位单方面毁约、“萝卜招聘”、付费内推、

培训贷、招聘歧视等侵害毕业生就业权益的现象多发,也使得未

就业毕业生焦虑情绪加重。目前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扶持政策,

多侧重于供给,侧重于拓宽就业渠道,对消除就业歧视、规范就

业市场、加强就业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政策相对较少。通过专项

检查、举报投诉专查、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对企业非法用工,

非法解聘等一系列行为进行监察,进一步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劳

动权益的保护,让毕业生就业更加舒心和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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