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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6日 

宏观经济 

大学生就业：不是难，是期望过高 

——就业系列报告之三 
宏观深度 

要点 

 上半年经济增速稳中回落，但就业形势依然平稳，印证了我们年初认

为今年就业压力并不大的判断。市场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但仍然比较担

心结构性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今年高校毕业生可能逾 830

万人，再创新高。经济增速仍面临下行压力，那么，大学生就业到底难不

难？与别国相比，我国大学生就业情形有何不同? 

 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就业，其实没那么难。2018年全国大学生毕业

半年后的失业率为 8.5%，较 2017年的 8.1%有所上升。而未就业人群中除

了还在找工作的，准备考研和出国读研的占据了相当比例，分别为 37%和

7%。经验显示这部分未就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最终仍然可以找到工作。比

如，2015届本科毕业后半年后未就业人群来说，逾 70%的人三年后正在受

雇工作。对于研究生来说，2018年就业趋势有所好转。2019年的情况是，

截至 3 月，没有获得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占比为 24.2%，低于 2018 年的

25.6%，不过获得多于 5个 offer的占比下降。 

 但各个专业不同，金融类专业毕业生就可能承压。跟 2017年相比，2018

年全国应届本科生就业率下降幅度较大的是经济学、艺术学和文学。与2016

年相比，2018年本科生在金融业中的就业占比从 10%下降到了 8%，教育

专业就业占比上升了一个多百分点。本科各学科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为 71%，但农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匹配程度最低。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上升，民营企业就业比例上升。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应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的就业占比从 24%下降到了 21%，在新一线城

市的就业占比从 23%上升到了 26%。而且从本科毕业三年后情况看，离开

一线城市的比例逐年升高，离开新一线城市的比例则逐年下降。本科生就

业中民营企业占比上升，国有企业占比下降。 

 大学生就业似乎存在期望值过高的倾向。2019 年应届毕业生愿意去三

线城市的占比只有 5%，但实际签约率达 15%；想去民营企业的比例只有

21%，但实际签约率达 47%；期望在热门行业中就职的比较多，比如 IT占

比 21%，也期望获得较高收入，比如期望月工资在 6000元以上的占比 52%，

但实际的签约月薪在 6000 元以上的占比不足 30%，与期望值相差较大。

应届毕业生的离职率也居高不下，2018届毕业生截至 2019年 3月底的离

职率达到了 24.6%。大学生的工资溢价仍然存在，且有扩大的趋势。2018

年本科生起薪（5135元/月）比高职生起薪（4112元/月）高 25%，较 2017

年的 24%有所扩大。 

 与国外大学生就业的情况相比，中国并没有太大差异。2018年美国当

年毕业大学生的失业率为 12.9%，高于中国的 9%。美国大学生失业率在整

体人群中较低，在衰退时期普遍有所上升。大学学历相对于高中仍有较高

溢价。欧盟年轻人中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群就业率更高。面临严重人口老

龄化的日本大学生就职内定率较高。大学生毕业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

失业率有明显季节性，中国也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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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2019年 2月 22日深度报告《抽丝剥茧，就业压力并不大》中指

出，我国劳动市场正经历一场“大变局”。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

15-59岁人口从 2012年开始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2019、2020年将分别下

降 180万、300万左右。另一方面，服务业快速崛起，变成了吸收劳动力的

“大户”。2017、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 1351万、1361万。今

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稳中回落，二季度 GDP同比降至 6.2%，但就业形势总体

依然平稳，印证了我们年初的判断。 

总体就业形势比较稳定，但市场比较担心结构性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

毕业生就业。2019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834 万人，再创新高。未来

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下行，大学生就业到底难不难？与欧美相比，我国大学生

就业情形有何不同呢？ 

总体上没那么难 

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不断上升，2017、2018 年分别为 736 万、753

万，而且根据招生人数推断，未来仍将逐年上升（图 1）。从高等教育阶段

毕业生的类型上来看，本科生占多数，2017 年为 384 万，专科（高职）毕

业生为 351万，硕士、博士分别为 52万、6万（图 2）。 

图 1：普通高校毕业数和招生数  图 2：2017年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毕业生数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总体就业情况仍然比较稳定 

大学生就业状况总体稳定，无工作占比只是略有上升。根据麦可思研究

院历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1》，从大学生（包括本科和高职）毕业半年后

的去向上来看，受雇全职工作的占比趋势性下降，2018 年为 76.1%（2017

年为 77.1%），一个原因是大学生升学的占比趋势性提升（2018年为 11.5%，

2017年为 10.8%）。无工作的占比只是略有上升，2018年为 7.5%（2017

年为 7.2%）（图 3）。注意无工作跟失业不同, 失业率不包含无工作但不在

                                                        
1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的 2018 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

价，于 2019 年 3 月初完成，全国本科生样本为 15.2 万。覆盖了 1031 个专业，其中本科

专业为 378 个；覆盖了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覆盖了大学毕业生能够从事的 603

个职业，其中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职业 576 个；覆盖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 327 个行业。对

于样本中与实际比例的明显差异可能带来的统计误差，其采用权数加以修正（即对回收

的全国总样本，基于学历、地区、院校类型、专业的实际分布比例进行再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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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的人，计算失业率也不考虑考研、当兵的人。这种就业比例下降、升

学比例提升的趋势在对于“双一流”学校来说更为显著（图 4）。 

图 3：大学生（本科和高职）毕业半年后去向  图 4：2019年“双一流”与非“双一流“应届毕业生去

向 

 

 

 注：调查完成时间为次年 3月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
》 

 

2018年全国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失业率为 8.5%，较 2017年的 8.1%有

所上升，其中本科院校为 9%，高于高职高专院校的 8%（图 5）。未就业人

群中除了还在找工作的，准备考研和出国读研的占据了相当比例：对于本科

院校来说，两者占比分别为 37%、7%（图 6）。 

图 5：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失业率变化  图 6：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未就业人群分布 

 

 

 失业率＝未就业毕业生数/需就业的总毕业生数，需就业的总毕业

生数不包括国内外读研（本科毕业生）、读本科（高职高专毕业生）

的人数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而在待定族中，相当比例的人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对于 2018 届的本

科院校来说，占比为 48%（图 7）。根据过去的经验, 这部分未就业的大学

生绝大部分最终仍然能找到工作。比如，对于 2015 届本科毕业后半年后未

就业人群来说，70.8%的人三年后正在受雇工作，18.8%的人正在读研，只

有 3.2%的人没有工作且正在继续寻找工作（图 8）。 

                                                        
2《2019 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由智联招聘面向全国应届毕业生开展，共回收有效

问卷 881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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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待定族”规划  图 8：2015届本科毕业半年后未就业人群三年后的去向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因找不到工作被动读研和创业的占比较低。从读研和创业的动机上来看，

对 2018 届毕业生来说，只有 17%和 7%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是因为找不到工

作而被动选择了读研和创业（图 9-10）。 

图 9：2015、2018届本科毕业生读研主要动机  图 10：2015、2018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动机分布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对于研究生来说，2018 年就业趋势有所好转。根据我们整理的教育部

75 所直属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2018 届相比于 2017 届基本保持稳定，

其中本科生 2018年为 96.2%（2017年为 96.3%），硕士、博士 2018年分

别为 97.5%、96.7%（2017年为 96.1%、96.6%）（图 11）。 

从 2019年应届毕业生获得的 offer数量来看，没有获得 offer的毕业生

占比有所下降，为 24.2%（2018年为 25.6%）；而获得 5个及以上 offer的

毕业生占比也有所下降（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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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教育部 75所直属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图 12：2018和 2019应届毕业生获得 offer情况 

 

 

 注：各校调查时间不等，多为当年 10月至 12月 

资料来源：教育部 75所直属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光大

证券研究所整理 

 注：截至 2019年 3月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金融专业就业压力上升 

部分学科毕业生短期面临就业压力。全国应届本科生就业率从 2017 年

的 91.6%下降到了 2018年的 91%。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是经济学（从 91.5%

下降到了 90.6%）、艺术学（从 88.1%下降到了 87.3%）、文学（从 90.2%

下降到了 89.5%）（图 13）。从 2018年职位的发布情况来看，金融行业的

职位发布量增速是最低的，仅为 21.2%，而总体为 53.7%（图 14）。 

图 13：本科各学科门类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图 14：2018年各大行业发布职位数同比增长情况 

 

 

 注：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已就业本科毕业生数/需就业的本科毕

业生总数，已就业人数不包括国内外读研人数，需就业的总毕业

生数也不包括国内外读研的人数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猎聘《2019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告》 

 

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行业中，金融业的占比在近年来的下降幅度也是

最大的。2018 年相对于 2016 年，本科生在金融业中的就业占比从 10%下

降到了 8.1%。教育业的就业占比从 13.7%上升到了 14.9%（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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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占比变化（2018年相对于 2016年）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而所学的专业和当前经济环境下需要的工作不匹配的情况也存在。2018

年，本科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中，21%的人迫于现实先就业再

择业，14%的人是因为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10%的人是因为专业无关工作

收入更高（图 16）。本科各学科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1%，其中

农学（57%）、经济学（64%）、历史学（65%）等匹配程度较低（图 17）。 

图 16：本科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  图 17：本科各学科门类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本科生就业中民营企业占比上升，国有企业占比下降。从2016年到2018

年，应届本科生在民营企业的就业占比从 53%上升到了 54%；在国有企业

的就业占比从 22%下降到了 19%（图 18）。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上升 

虽然一线城市3对本科毕业生的吸引力仍然较高，但是新一线城市4在经

济环境和政策待遇方面都在奋力追赶，对于本科毕业生的吸引力快速提升。

                                                        
3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第一财经周刊》依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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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到 2018年，应届本科生在一线城市的就业占比从 24%下降到了 21%，

在新一线城市的就业占比从 23%上升到了 26%（图 19）。 

而且从本科毕业三年后离开比例来看，离开一线城市的比例逐年升高

（2013-2015届分别为 19%、22%、24%），离开新一线城市的比例逐年下

降（2013-2015 届分别为 26%、24%、23%）。从就业区域来看，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占比分别为 26.2%、20.9%、19.8%。 

图 18：本科毕业生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变化趋势  图 19：本科毕业生就业城市类型分布变化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期望值过高？ 

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搜寻与匹配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根据

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预期。而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是大学生感觉就业难的一

个重要原因。 

应届毕业生倾向于在大城市工作，但实际在大城市的就业比例则要低于

期望值。对于 2019届毕业生来说，有 44.2%的人期望在新一线城市就业，

但最终只有 35.2%的人得偿所愿；期望去三线及以下城市就业的人占比只有

5.1%，但最终有 14.9%的人去了三线城市就业（图 20）。 

民营企业的实际签约率远高于期望值。对于 2019 届毕业生来说，只有

21.2%的应届毕业生期望签约民营企业，但实际签约比例则高达 47.3%；有

11.4%的应届毕业生期望签约事业单位，但实际签约比例只有 3.5%（图 21）。 

 

 

 

 

 

 

 

                                                                                                                                    
和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每年评出 15 座新一线城市。2018 年评出的 15 座新一线城市依

次是：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

宁波、东莞和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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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019届毕业生院校所属地、期望就业地与实际

就业地对比 

 图 21：2019应届毕业生期望与实际签约的单位性质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期望从事销售的应届毕业生占比较低，但实际签约占比则较高。对于

2019届毕业生来说，只有 3.6%的人期望从事销售，但实际签约占比则高达

14.7%（图 22）。 

期望在热门行业中就职，但很难人人如愿。对于 2019 届毕业生来说，

期望从事 IT、文化传媒、金融的应届毕业生占比分别为 21.4%、11%、9.9%，

但实际签约占比则较低，分别为 18.5%、1.5%、7.6%。愿意在汽车制造业

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占比为 6.3%，而实际签约占比则为 15.5%（图 23）。 

图 22：2018、2019应届毕业生期望与实际就业岗  图 23：2018、2019应届毕业生期望与实际就业行业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对工资期望也偏高。对于 2019 届毕业生来说，期望获得月薪在 6000

元以上的占比为 51.7%，而实际签约月薪在 6000元以上的占比仅为 29%（图

24）。而工资不及期望值也是应届毕业生已获 offer 尚未签约的主要原因，

占比为 38.2%（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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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018、2019应届毕业生期望签约月薪与实际签

约月薪 

 图 25：2019应届毕业生已获 offer尚未签约的原因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资料来源：智联招聘《2019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018年应届生的签约率5仅为 49.8%，履约率6仅为 82.7%，重点院校的

签约率更低，仅为 31.9%（图 26）。应届毕业生的离职率也居高不下。对

于 2018届毕业生来说，截至 2019年 3月底的离职率达到了 24.6%，其中

传统服务、消费品、制造业的离职率较高，分别为 29.7%、28.1%、27.3%

（图 27）。 

图 26：2017、2018应届生签约率、履约率  图 27：不同行业 2018届毕业生离职率 

 

 

 资料来源：前程无忧《2019应届生调研报告》  注：截至 2019年 3月底 

资料来源：前程无忧《2019应届生调研报告》 

 

大学生的工资溢价仍然存在，且有扩大的趋势。大学生工资溢价是大学

生工资超出其他学历工资的比例。从这个比例来看，2018 年本科生起薪

（5135 元/月）要高出高职生起薪（4112 元/月）25%，较 2017 年的 24%

有所扩大；要高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3721元/月）38%（图 28）。更为重

要的是，本科生的工资涨幅更高，对 2015 届大学生来说，毕业三年后的月

收入相对于 2015年的涨幅为 84%，要高于高职生的涨幅（76%）（图 29）。 

 

                                                        
52018 届签订协议的应届生人数/2018 届发出录用意向(offer)的应届生人数*100%。 
62018 届到岗应届生人数/2018 届签订协议的应届生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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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大学生工资溢价  图 29：2015届大学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与涨幅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Wind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与美欧日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美国 

美国 2018年毕业大学生的失业率高于中国。2018年 10月美国当年取

得学位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72.3%，低于前文所述中国 2018年的大学

生就业率 78.8%。而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就业率（80.7%）更高，也与中国的

情况类似（图 30）。从失业率来看，美国 2018年 10月的当年取得学位的

本科生的失业率为 12.9%，高于中国 2018年 9%的本科生失业率（图 31）。 

图 30：美国各类型大学毕业生当年 10月的就业率  图 31：美国各类型大学毕业生当年 10月的失业率 

 

 

 注：毕业生为当年取得学位的学生，调查时间为当年 10月 

资料来源：BLS 

 注：毕业生为当年取得学位的学生，调查时间为当年 10月 

资料来源：BLS 

 

美国大学生失业率在整体人群中较低。对于美国各类就业人群来说，失

业率从高到底分别为年轻人、所有人、近期大学毕业生、大学学历人群（图

32），大学学历在表面上仍然能起到降低失业率的作用。美国大学生失业率

在衰退时期普遍有所上升。在 1990 年至今的三次衰退期间，大学生的失业

率都有所上升，而且大学生在低技能行业中的就业比例都有所上升，显示技

能错配现象（大学生委曲求全在不需要相关技能的行业中从业）有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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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现象似乎只在近期毕业的大学生中存在，对于工作相对稳定的全体大

学学历人群来说并不明显（图 33）。 

图 32：美国各类人群失业率  图 33：美国大学生在低技能行业中的就业比例 

 

 

 注：阴影部分为衰退时期 

资料来源：纽约联储，BLS，NBER 

 注：阴影部分为衰退时期 

资料来源：纽约联储，BLS，NBER 

 

用收入高低来区分工作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在衰退时期，近期大学毕

业生在高收入工作中的就业比例下降，在低收入工作中的就业比例上升。这

种现象同样对于大学毕业生整体来说并不明显（图 34）。美国近期毕业大学

生的工资要高于近期毕业高中生，而且在最近两次衰退中，近期毕业大学生

的工资有所上升，而近期毕业高中的工资则有所下降（图 35）。 

图 34：美国大学生在不同工作中的就业比例  图 35：美国近期毕业大学生和高中生的年收入中位数 

 

 

 注：阴影部分为衰退时期 

资料来源：纽约联储，BLS，NBER 

 注：阴影部分为衰退时期 

资料来源：纽约联储，BLS，NBER 

 

从大学生工资溢价（college premium）来看，整体上大学学历相对于高

中学历仍然有较高溢价，目前约为 83%，而且在衰退中，大学生工资溢价仍

然保持高位（图 36）。从历史长周期来看，美国大学生溢价从 20世纪初的

高位回落，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才重新上升至目前的高位（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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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美国大学学历溢价（2000Q1至 2019Q1）  图 37：美国教育溢价（1915年至 2005年） 

 

 

 注：为 25岁及以上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员工每周工资中位数高

出只有高中学历员工每周工资中位数的比例。阴影部分为 NBER

定义的衰退期间。 

资料来源：FRED 

 资料来源：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evolution of US 
educational wage differentials, 1890 to 2005. No. w1298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7. 

 

美国也有类似中国的大学生失业率的专业差异。2016-2017年大学生平

均失业率排名靠前的专业为大众传媒（7.8%）、文理学院（6.7%）、人类

学（6.6%）；排名靠后的专业为神学和宗教（1%）、医疗技术人员（1%）、

其他教育（1.2%）；经济金融相关专业失业率与总体相近（图 38）。对于

美国来说，一个专业失业率越高，其毕业生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比例也越高（图

39），专业与工作不对口、资源错配的可能性更大。 

图 38：美国大学生失业率较高和较低的专业  图 39：美国各专业失业率与低技能工作比例 

 

 

 资料来源：纽约联储，BLS，NBER  注：红点为总体均值 

资料来源：纽约联储，BLS，NBER 

 

欧盟 

欧盟年轻人中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群就业率更高。2018 年为 85.5%，

而高中及高职学历的人群就业率为 77%（图 40）。随着毕业年限的增加，

就业率逐渐升高，而职业教育的就业率要高于普通教育（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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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欧盟 21-30岁人群就业率  图 41：2018年欧盟 21-30岁人群毕业后各期的就业率 

 

 

 资料来源：Eurostat  资料来源：Eurostat 

 

对于英国来说，也存在学历越高，失业率越低的现象。而对于年轻的大

学生来说，其失业率（本科生为 4.0%）要高于大学生整体（本科生为 2.4%）

（图 42、43）。 

图 42：英国 21-30岁人群失业率  图 43：英国 16-64岁人群失业率 

 

 

 资料来源：英国教育部  资料来源：英国教育部 

 

日本 

面临严重人口老龄化的日本大学生就职内定率较高。对于 2019年 3月

毕业的日本大学生来说，在毕业时已经有 97.6%的人找到了工作，类似于中

国的在毕业前签订就业协议。这个比例略低于 2018年的 98%（图 44）。而

就职内定率的分母为希望就职的人数，其占整体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比例为希

望就职率，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逐年上升，2019年为 76%（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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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日本每年 3月毕业的大学生就职内定率  图 45：日本每年 3月毕业的大学生的希望就职率 

 

 

 注：截至 2019年，折线日期代表统计时点，其中 10月 1日、12

月 1日为上一年日期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 

 注：截至 2019年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 

 

日本本科毕业生就业率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在日本泡沫经济破

灭以后，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一路下滑，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有下滑，2011 年

后重新开始上升，2016 年为 74.7%，其中人文社科的就业率要高于自然科

学（图 46）。就业率靠前的专业为家政（88.6%）、社会科学（83.6%）、

教育（80.9%），就业率靠后的专业为科学（49.2%）、工程（57.6%）、

艺术（58.8%）（图 47）。 

图 46：日本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图 47：2016年日本本科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 

 

 

 资料来源：MEXT, School Basic Survey  资料来源：MEXT, School Basic Survey 

 

大学生毕业造成失业率季节性波动 

大学生毕业往往会造成失业率的季节性波动。我们将未季调的失业率减

去季调后的失业率，发现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说，都存在大学生集中毕业后的

月份失业率有季节性波动：美国是 6月（一季度因为天气寒冷，通常失业率

上升），对于日本是 3 月（图 48、49）。而中国由于失业率的时间序列太

短，还难以做季节性调整，因此只公布了未季调的失业率数据。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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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于大学生毕业，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造成失业率相对于 6月边际上

升 0.3个百分点。 

 

图 48：美国失业率的季节性效应  图 49：日本失业率的季节性效应 

 

 

 注：为未季调失业率与季调后失业率之差的 2000年至今均值 

资料来源：Wind，BLS 

 注：为未季调失业率与季调后失业率之差的 2000年至今均值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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