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高校来说，毕业生的就业

去向及匹配情况是衡量一所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

高校社会贡献的衡量指标。本文通过分析我校近五年来的就

业数据，以我校工科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毕业生的就业

去向及匹配情况的问题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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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6 日，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 820 万人，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1]。大学生就

业难的问题不仅局限于是否能找到工作岗位，而是找到一个学

生本人认可、家长满意且学生能力和岗位需求之间达到有效匹

配的工作岗位，毕业生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将个人价值和能力最

大化发挥，这才是大学生就业匹配的最佳平衡点。
工科大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的是专业相关的生产和技术

领域工作，特别是要发展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研发、设计管理

工作中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和专业型人才。 这要求工科大学生

具备更专业的就业竞争实力， 如实践动手能力、 专业实操能

力、个人创新能力和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这些能力都将直接

影响工科大学生的就业去向和就业匹配情况。
一、以本校工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就业去向研究

（一）直接就业

本校作为全国重点工科类高校， 企业对学生的认可程度

比较高，校招企业呈现出：入校早、需求大、数量多等特点。 当

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深造， 在秋季招聘的过程

中参与度逐年降低， 给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带来了更优越的

条件———在相对竞争人数减少的情况下， 很多优秀的工科毕

业生通常在秋季招聘时获得多个用人单位的“offer”，可 以 自

主选择岗位。
从工作地域去向来看，五年来，我校工科毕业生就业地区

从主要集中在东北综合经济区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逐年发

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到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工作，
到大西北、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也有所增加。

从工作行业去向来看， 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计算

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工作的毕业生比例相对较高。 此外，到货

币金融业、房屋建筑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从工作单位性质去向来看， 我校工科毕业生到国有企业

工作的人数一直保 持 在 该 类 专 业 国 内 工 作 总 人 数 的 50%左

右，到民营企业的人数比例为 35%左右。
（二）继续读研，出国深造

随着社会对学历水平要求和家庭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专业硕士等研究生招生指标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需

要考虑毕业后生存养家的经济压力， 可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选择继续读研、出国深造，以期在更高的学历平台上寻求更好

的个人发展。
二、以本校工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就业匹配情况的

问题研究

通过调查问卷、 三级就业市场走访、 毕业校友座谈等方

式，以本校的工科大学生为例，在就业匹配情况中仍存在着以

下问题。
对于直接就业的学生， 一是学校教授的知识体系有待完

善更新， 运用于实际工作的知识架构亟待创新； 二是职业技

能、职业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缺乏影响工作能力的发挥，从学校

到工作岗位存在能力严重脱节现象； 三是学生自我认知存在

偏差，30%左右的学生在工作后存在对工作岗位不满意、对自

我估量过高的现象， 无法将自我价值的发挥和工作要求结合

起来， 甚至有 10%左右的学生会在入职后不久选择离职，忽

视对自我职业生涯的长远规划。
对于继续读研、出国深造的学生，一是学习目标不明确，

部分学生存在跟风考研读研的情况，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懈怠、
能力水平没有得到提升， 在研究生毕业阶段将面临更大的就

业压力；二是二战考研率逐年递增，也就是在毕业后第二次参

加考研的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 其中很多学生重新考研的主

要原因是逃避就业压力， 甚至有些学生放弃已有的工作机会

二战考研，这其中存在很大的失败风险，毕业后继续复习的学

习动力不足，心态不稳定，从而导致第二年考研失败，再次和

应届毕业生一起就业，压力和困难增大。
三、从高校辅导员角度探讨工科大学生就业去向及匹配

情况的问题对策

（一）分年级进行就业指导

将就业指导以四年为期进行长远规划，大一新生教育，提

升自我认知和个人综合能力； 大二进行专业了解和行业探索

教育；大三生产实习，提升实践职业技能；大四提升实操性就

业能力，如招聘信息收集整理能力、岗位匹配与决策能力、求

职履历表制作和面试能力等。
（二）分群体进行精准指导

根据不同的就业去向，对分保研、考研、就业、出国和创业

等不同人群进行分类指导，整合校园内外的优势人力资源，特

别是校友资源，举办各类专场讲座，让各类学生群体都能在前

辈的经验当中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就业去向， 明确自己的就业

去向，提升就业匹配满意度。

工科大学生就业去向及匹配情况的问题对策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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