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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智联招聘发布《就业困难大
学生群体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称在考虑升学、出国以及
后续公共岗位落实等因素后，今年全
国约有590万大学应届毕业生需要在
市场化机构就业。

《报告》将6月仍在求职的应届大
学生识别为“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
并指出大学生就业市场需求下降7.1%，
求职上升35.2%，就业重点地区的岗位
需求增长疲弱，大专学历就业最为困
难，女大学生就业难度高于男大学生。

就业重点地区岗位需求
增长疲弱

《报告》指出，2019年7月至2020年
6月这一年中，智联招聘平台上针对应
届大学生发布的岗位数同比下降7.1%，
而投递简历的大学生同比上升35.2%。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2—6月，智联招
聘平台新发布大学生岗位数同比下降
15.5%，而投递简历的应届大学生同比上
升62.7%，供需对比相当明显。

今年6月，仍有26.3%的2020届应
届生在求职。国企岗位需求近期逆势
增长，但未能抵消民企和外企需求的
下滑。今年2月至6月，民企发布的岗
位需求同比下滑了10.7%。同期外资企
业岗位需求同比下降36%，国企岗位
需求下降幅度也达20%。虽然国企5
月和6月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出现反
弹，但由于其比重较小，未能使二季度
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转负为正。

就业重点地区的岗位需求也增长

疲弱，2—6月，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岗
位需求同比下降19%，其中长三角城市
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岗位需求分别同
比下降27.3%、26%；人口较为密集的
中部地区岗位需求同比下降26.3%；就
业机会比较密集的一线和新一线城
市，岗位需求同比降幅也很大，分别下
降了25%和20.8%，远高于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

女大学生就业难度
高于男大学生

在6月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生群体
中，本科生的比重最高，为65.6%，大专
生次之，为26.2%，硕士和博士的比重分
别为8%和0.14%。用“某类学历6月仍
在求职的人数÷该类学历过去一年求
职的人数”来计算不同学历的就业难度
系数，得出大专学历就业难度系数最
高，达到30%，本科学历就业难度系数
次之，为27.9%，前两者就业难度约为硕
士（15.9%）和博士（11.2%）学历的两倍。

女大学生就业难度高于男大学
生，6月仍在智联招聘平台求职的应届
大学生中，女大学生的比重比男大学
生高出17个百分点。虽然学历越高的
女大学生就业难度系数会更小，但女
硕士的就业难度系数仍比男硕士高出
6.7个百分点。

在6月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中，户
籍地在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的大
学生比重超过了七成，构成了仍在求
职的大学生的主体。从高校所在地来
看，区域难度差异不太明显，中部和东

部高校分别仍有29.2%和27.6%的大学
生未就业，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6.3%，东北和西部高校未就业大学生
比重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6月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中，一
般学院和非重点大学的合计比重超过
九成。从就业难度系数看，即使是重
点大学，也有14.7%的学生仍在求职，而
非重点大学和一般学院的就业难度约
为前者的两倍。

东部地区大学生就业市场
竞争激烈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还存在区域
机会和流动意向错配、用人单位岗位
需求和大学生能力与期望错配、学历
要求与学历结构错配、能力要求与专
业背景错配、企业性质与就业偏好错
配、行业需求与求职热度错配、岗位缺
口和职业选择错配等情况。

当前，东部地区为大学毕业生提供
了51.3%的就业岗位需求，而6月大学生
往东部地区投递简历的比重达到57%，
供给比需求高出5.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
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中部地区提
供了22.6%的大学生就业岗位需求，但6
月只有18%的大学生简历投递到中部地
区，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岗位需求和求
职者意愿基本保持平衡。

从城市维度观察，新一线城市和
四、五线城市分别提供了37.5%和11.1%
的大学生岗位需求，但在6月收到的大
学生简历比重只为35.9%和9.8%，是吸
收大学毕业生的洼地。北上广深这四

个一线城市为大学生提供了21.4%的工
作岗位，但拥有这四个城市户口的大
学生比重仅占3.5%，特别是前往北京
和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将面临严峻的
落户难问题。

企业最需要理工类专业的大学毕业
生，其岗位比重达43.1%，但从仍在找工
作的大学生专业结构看，理工科毕业生
比重只占38.7%。此外，由于岗位的学历
要求和职业薪酬挂钩，当前大多数就业
岗位对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吸引力
不足，增加了高学历者的就业难度。

政府应提供更多公共岗位

《报告》指出，大学生已成为我国
规模最大的首次就业群体，应结合补
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目标，为今明
两年应届大学生提供“大规模人力资
本密集型公共岗位”，比如在社区、医
院、高校、科研机构等基层机构，设置
流行病调查员、社群健康助理员、科研
助理、老年健康评估师等公共岗位，并
通过持续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智慧
医疗、社区管理、康养产业等领域，从
而形成可持续的就业机制。

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对
稳定我国就业市场起着重要支撑作
用，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着
力点。高校可以探索以新经济为导向
的“大学生后教育体系”，联合各领域
的头部企业，在专升本教育、第二学士
学位教育以及未就业毕业生后续教育
中，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和
就业创业指导。 （本报综合）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黄兴）记者
从重庆市人社局获悉，自 2020 年至
2021年，重庆将实施十万青年职业技
能培训计划，即面向以高校毕业生为
重点的广大青年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10万人次以上，以提高青年就业率
和创业成功率，稳定和扩大青年就业。

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述计划将面向14至35周岁有就业创
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各类青年劳
动者，以“十万青年长技能、促进就业
见行动”为主题，并细化为六大专项培
训计划。

具体来看，青年学徒培养计划，拟
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模式，由企
业与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等共同培
养学徒；青年以工代训计划，支持中小
微企业吸纳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开展以工代训，支持受疫情影响
出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组织青年职工开展以工代训。

青年技能研修计划中，重庆鼓励
有条件的区县建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支持技工院
校、职业院校针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开设最长3个月中长期技能训
练班或进行非全日制弹性学习；青年
创业培训计划，拟开展有针对性的创
业培训，并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
税费减免、优质创业项目免除反担保
要求等扶持政策。

新华社伦敦电（记者 张代蕾）
第三届中英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10
月31日在线上启动，来自国内外的40
余家企业与机构共提供就业岗位
2000余个。

作为大会主办方，英中人才发展
协会介绍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本届大会首次改为线上举办，但规模
和质量不输往届，就业岗位涉及金
融、高科技、快消、教育、生物医药、健

康等领域，工作地点既有北京、上海
等国内城市，也有伦敦、剑桥等英国
城市及欧洲大陆，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了丰富选择。

据介绍，大会当天还在南京江宁
开发区同步举办产业创新人才线下招
聘活动，并举行了英国落户科技人才
等项目的签约仪式。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中国
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斯蒂芬·佩里为

大会致辞说，人才交流合作是一个国
家发展能力的体现，优秀人才将更好
推动中国的高速发展，帮助中国在下
一个五年达到世界先进创新水平。

本届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以“云
聚英才、智领未来”为主题，由中国驻
英大使馆教育处指导、英中人才发展
协会主办、全英学生学者联谊会特邀
协办。据悉，交流大会启动后，与会各
方将在线上进行为期15天的交流。

11月4日，在重庆市
北碚区职业教育中心商
品拍摄实训室，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练习商品拍
摄技巧。

为对接电商产业的
人才需求，重庆市北碚区
职业教育中心近年来加
大了电商技术人员的培
训力度，学校设置了包含
网络营销、快递物流、商
品拍摄、直播带货、电商
客服等方面的实训教室，
并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
战运营培训、教学商一体
化实战培训等，让学生们
切实体会电商企业的工
作环境，为今后就业打下
基础。

新华社发 秦廷富 摄

《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出炉

大学生求职难在哪儿？

重庆实施十万青年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中英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在线上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