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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答

《论衡·累害》中有云：“人才高下，
不能钧同。”人才是社会的稀有产品，
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更是
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就业岗位总体减少，
让广大人才稳定就业是当前的头等大
事，是赢得新一轮发展机遇的关键举
措，必须积极作为、有所作为。

推动就业推荐“零距离”。关注
人才就业问题，重点是关注高校毕
业生就业问题。今年全国将有 800
多万高校毕业生走入社会，面对在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就业形势总
体不容乐观，高校毕业生普遍感到
就业压力巨大。同时，其他各类社
会人才也面临极大的就业问题。这
些人才都是社会精英，是提高地方

经济实力的关键引擎，各地必须高
度重视他们的就业问题。要积极行
动，把就业推荐前移到校园，积极在
企业等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之间
搭建更多平台载体，增强他们双向
交流互动的频次，努力碰撞出火花，
进而实现双向择业就业。

推动创业环境“零温差”。创业
也是各类人才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
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极大
的推动作用。各地应当积极鼓励各
类人才创业，这就涉及政府扶持、环
境营造等方面的要求。比如，过去人
才总是大量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国际化大都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一大批国家中心城市如雨后
春笋般壮大起来，他们对人才的吸附

作用开始上升，得益于这些地方积极
出台各类人才政策，在衣食住行、就
业、教育等各方面，给予人才最佳的
选择，可以说是在人才争夺战中“下
了血本”。实践证明，其效果也是明
显的，这些国家中心城市能够在竞争
中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各
类人才的大量吸纳。

在全球经济萎缩、国内经济下
行的情况下，缺少了人才的支撑，地
方经济必将失去活力，无论曾经多
么辉煌，都会在新一轮竞争中日趋
式微，终将被时代所抛弃。各地要
牢牢把人才吸附在自己身上，以人
才的大量集聚，推动创新要素的大
量累积，求得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的转型发展。

大学生就业为啥难？难在哪？

这份调查报告告诉你答案

让更多人才在就业风口“落地”
■ 旭日东升

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智联招聘相关专
家组成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
组发布了《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研究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眼下，
2020届毕业季已经过去，2021届秋招
又将到来。《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
份，仍有26.3%的2020届应届生在求
职。这意味着，大学生就业面临“双届
叠加”局面。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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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需
要在市场化机构就业。《报告》提出了
应对今明两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双届
叠加”局面的举措。

哪类大学生就业难

《报告》从学历、性别、地域、院校、
专业等角度对“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
进行了画像分析。

大专学历就业最为困难。在6月
份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生群体中，本
科生的比重最高（65.6%），大专生次之
（26.2%），硕士和博士的比重分别为
8.0%和0.14%。

女大学生就业难度高于男大学
生。6月份仍在智联招聘平台求职的
应届大学生中，女大学生的比重
（58.5%）比男大学生（41.5%）高出17个
百分点。截至今年6月份，过去一年
在智联招聘投递过简历的应届大学生
中，仍有27.7%的女大学生处于求职
状态，其就业难度系数要比男大学生
（25.5%）高出2.2个百分点。

学历较低的热门专业毕业生就业
困难。从6月份就业困难大学生的专
业分布来看，会计专业仍在求职的大
学生规模最大，占比达到11.8%，其次
是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8.1%）、计算
机科学（7.0%）专业，法律专

业的占比也达到了1.7%。这些专业本
属于“热门”专业，但大专学历和一般
院校背景的毕业生占这四个专业就业
困难群体的近六成，其在专业质量上
没有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

大学生就业为何难

“除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
总量供需矛盾之外，用人单位岗位需
求与大学生能力和期望之间的结构性
错配，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
因。”课题组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说。

据介绍，大学生就业结构性错配
主要体现在区域机会和流动意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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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方面。

“从区域机会和流动意向看，当前
东部地区为毕业生提供了51.3%的就
业岗位需求，而6月份大学生往东部
地区投递简历的比重达57.0%，高出
前者5.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供了
22.6%的大学生就业岗位需求，但只有
18.0%的大学生把简历投递到中部地
区。”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说。

对不同性质企业有很大的就业偏
好差异，是大学生就业市场上最大的
一类供需错配。李强举例说，当前民
营企业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65.8%的

岗位需求，但6月份只有27.8%的大学
生简历投递到民营企业。相反，国企、
外企和上市公司分别只提供了5.4%、
5.2%和6.8%的大学生岗位需求，但投
递到这3类企业的大学生简历比重竟
分别达到13.8%、16.3%和11.3%。

如何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针对上述“错配”现象，《报告》指
出，大学生就业即将面临更为严峻的

“双届叠加”局面，必须以超常规的政
策“组合拳”，对冲周期性因素，缓解结
构性因素，降低摩擦性因素。

首先，以大规模人力资本密集型
公共岗位对冲周期性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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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贤说。

其次，以新经济导向的“大学生后
教育体系”缓解结构性因素。卓贤建
议，高校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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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以提高“云端招聘”的质量
和渗透率，降低摩擦性因素。通过发

挥云端平台的功能和优势，企业
可更多开展“云端双选会”“云端
宣讲会”“空中笔试”和“空中面
试”等活动，借助视频、语音、文

字乃至 VR 场景模拟
等方式，对大学生求
职者开展多维度评

价，提高线上招
聘的渗透率、匹
配度和成功率。

（本报综合）

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空
白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答：用人单位与新入职的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发现合同中
存在空白条款，没有填写工作内容、工
作条件、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劳动报
酬等事项，事后用人单位未经劳动者
确认自行填补内容，这种情形严重损
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时，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
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
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
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
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
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所以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
“空白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
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
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问：作为劳动者，遇到“空白劳动
合同”时，该如何应对呢？

答：作为劳动者在面对这样一份
空白合同的时候，首先应当清楚如果
签署了这份“空白合同”，将会有什么
样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如果劳动者
在签订“空白合同”后，想要主张劳动
合同无效，那么劳动者需要能够举证
证明用人单位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
或者乘人之危，使自己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
的。一般这种情况，对劳动者来说，举
证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签订这份

“空白合同”时，劳动者还应该慎重考
虑，是否要入职这样的单位。同时，也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提出疑问，并要
求用人单位协商、补全合同中的空白
条款，再签名捺印，尽量避免签署空白
合同。

问：如果已经签订了“空白劳动
合同”，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已经签订了“空白劳动
合同”，应当要求用人单位将填写好
的完整劳动合同发给自己，并且核对
用人单位填写的内容，是否自己的待
遇一致，如果不一致，应要求用人单
位立刻补正、更改。同时，劳动者还
可以通过拍照、录音等方式来保护自
己，在与用人单位沟通时，主动询问：

“为什么要签这样一个空白的劳动合
同？”并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除了拍
照、录音的方式，劳动者还可以申请
对空白合同进行笔记鉴定，鉴定是否
为同一人笔迹以及原空白位置处所
填写字迹的时间是否与最初签订合
同的时间为同一时间。

如果与用人单位协商不成的，劳
动者可以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要求用人单位补正合同内容或者直接
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劳动合同无效。
（作者：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温霏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