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就业情况问题 大学生就业问题调
查报告(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学生就业情况问题篇一

20xx年有毕业生727万，被称作史上更难就业季，20xx年即将
毕业的大学生如何面对当前的就业压力呢？很多人感觉很迷
茫，那接下来，阳光大学生网就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分析一
下，希望对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定的帮助。

1.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四种压力影响：

第一种影响：受到欧美经济放缓影响。

第二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或到了拐点。

第三种影响：人口红利率的下降。

第四种影响：多年来结构性矛盾的充分暴露。

2.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亚洲开发银行(adb)20xx年10
月2日公布20xx和20xx年最新经济展望报告，中国今明两年经
济增速料分别为7.6%和7.4%，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gdp增长
估计7.5%，保8难以持续。

3.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分析近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
来源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俗称“三驾马车”）。



a、20xx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为38.6%，投资对经济的拉动
为37.7%，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为23.7%。

b、20xx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为37.3%，投资对经济的拉动
为54.8%，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为7.9%。

首先，受欧美经济低迷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将放缓。
其次，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20xx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成为
大概率事件。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财政债务和生态环
境恶化等多种压力，使得政府下决心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不再以gdp增速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等措施。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的减速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受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转型的影响，20xx年预计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回落，出口增长乏力，致使大量的企
业减员或倒闭，加上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攀升，就业形势更
加严峻。据有关统计，中国gdp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减少
就业岗位100-200万人。出口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有30万
至50万人失业。

１、“十二五”期间的就业形势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依然用了“严峻”二字。“一方面，就业
总量压力依然很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未改变。”

２、近两年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状况20xx年人社部和教育部组
织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大调研。调研显示，近两年绝
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是在中小企业就业，去中西部就业的毕业
生比重逐步提高。从学历上看，研究生初次就业率最高，本
科初次就业率略低，高职高专初次就业率最低。从专业看，
工科毕业生就业率较高，理科和文史哲类毕业生就业率较低。
从毕业院校看，重点大学就业率较高，普通本科和独立学院



就业率较低。值得关注的是，已就业者中，部分毕业生流动
性较高。

３、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心理一些高校毕业生宁可成为大城市
中的“漂族”和“蚁族”，也不愿意到二三线城市和基层就
业。多数高校毕业生仍然希望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
业，希望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生活和就业，到中西部
地区、城乡基层、中小企业就业的积极性不高。

４、大学生扎堆大城市

一是我国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且短时间之内难以
改变。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业机会也越多，发展空间越大，
导致高校毕业生倾向于在城市、在高收入行业求职就业。

二是制度上存在障碍。现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户籍制度、
干部人事制度与市场就业机制还不完全适应。以干部身份和
户籍为基础的管理方式与社会劳动力资源的统筹管理不协调，
导致就业机会不均等，就业政策不平衡，毕业生在地区之间、
企业与机关事业之间流动仍然存在障碍，毕业生身份转换困
难，就业渠道不畅通，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矛盾。

三是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需要大量毕业生，但工资待遇
相对较低、发展空间较小，部分企业用工不规范，对毕业生
吸引力有限；基层教育、医疗、农技等部门急需人才，但由
于编制限制等原因，吸纳毕业生能力有限。

5、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一、我国中小企业太少，就业容量不大。

二、专门人才素质未达标，造成岗位难得其人。

三、人才供求信息不畅，造成职位浪费。



四、结构失衡是就业难的主要因素

a、时间结构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的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

b、区域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间与城乡间差异，经济
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很难对大学生形成有效需求，而
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地区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都将难以
改变。

综上情况所述，阳光大学生网给20xx年大学生毕业生提出以
下建议：

1、关于职业生涯规划：

现在职业规划当中，很多时候会对学生有一种误导，就是给
学生们过早的制定了一个职业点，比如根据你的个性、特征
等来评定你就适合做什么，过早的给学生定了一个框框，告
诉学生就这个职业最适合他，这就对学生造成了束缚。其实
我们的学生不明白，人的这种个性的东西是不断的变化的，
比如讲我的兴趣、我的能力，甚至我的价值取向，它是随着
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和自己的学习，自己的体会，是在不断调
整的。

2.转变观念是实现顺利就业的关键：

大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作出个性化的职业选择，
不把求职的目光盯在传统的“集中”的区域、行业、单位，
拓宽求职的视野。改变“短期求职”为“较长期求职”在选
择工作时，大学生不能太理想化，一个人可能要经过3至4次
的选择，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对第一份工作不要
太挑剔了。



大学生就业情况问题篇二

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存在
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毕业生就工作具体措施，努力提高
毕业生就业率，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开展本项调
研工作。

为确保本次毕业生就业调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人文学院
毕业生就业调研工作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毕业生就业调研工作是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环节，本次调
研将为下一步开展就业工作提供依据。

了解我院就业工作的现状、毕业生对学院的要求，提出就业
对策措施，适当提高就业率。

（一）今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总的形势是十分严峻。

2、期间，需要就业岗位163万，只能提供就业岗位100万；

3、今年地方乡镇合并，到国家机关就业难度较大；

4、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不可能吸纳太多的大学生就业；

7、研究生就业率出现下降的趋势；

8、近年来待就业毕业生有增加的趋势；

9、社会的有效需求赶不上高校毕业生的快速增长；



10、农大的优势就业专业是农科类，人文社科处于不利地位。

（二）毕业生就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就业形势很严峻外，学生的就业
观念是影响学生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正在进行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减员增效，不可能提供
太多的岗位，然而，我院20xx届毕业生73%的选择国家机
关，76%的'选择事业单位，62.5%选择国有企业。这种供需状
况的不平衡，是影响就业率的主要原因，为转变学生的就业
观念，学院目前正在开展就业讲座，但是56%的学生在校外实
习，也有的学生忙于找工作，因此，听讲座的学生较少。毕
业生就业工作档案管理较为混乱。毕业生就业工作材料报送
不及时。

（三）毕业生签约状况。20xx年我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为57.63%，年终就业率为86.2%。20xx年我院的毕业生96人，
其中社会工作40人，森林保护专业56人，可能找到工作的
有12人（其中，森林保护专业9人，考取研究生2人，社会工
作1人），目前的就业率为12.5%。

（四）学生的要求。扩大专业介绍（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
增加宣传力度，提供就业信息，联系用人单位，开展就业辅
导讲座，提供实习和实践锻炼机会，帮助社会工作专业的学
生解决不能报考公务员的问题。

（五）工作对策。

5、加强毕业生就业档案管理，理顺毕业生就业的各项工作；

7、开展就业援助计划。为贷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特别推荐
就业岗位。



大学生就业情况问题篇三

高校扩招后本科毕业生的第一年，毕业人数比上一年增加
了44.6%；20xx年毕业生280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2.1%；20xx
年毕业生达到了338万人；而20xx年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到五百多万人；20xx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人，“十二
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

(1)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就业率有所差别。研究型大学
（“211”高校）毕业生的半年后就业率为94%，毕业时就业
率为88%，半年后就业率比毕业初始就业率高6个百分点。非
研究型本科大学（非211普通高校）的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为90%，毕业时就业率为59%，约三分之一的就业是在毕业后
半年内实现的。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生的半年后就业率为84%，
毕业时的就业率为43%，近一半的毕业生是在毕业半年后才找
到工作。

从学校的专业类型来看，外语、外贸类的高校就业率较高。
比如，在被调查的2113所院校中，就业能力指数排名最高10
所院校分别为：外交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北京语言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易大学、深圳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上海杉达学院、上海海事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东北财经大
学等。

(2)就业率最高的本科专业前10名为：机械电子工程（100%）、
医学检验（99.1%）、医学影像学（99%）、注册会计师
（98.4%）、物流工程（98.3%）、勘查技术与工程（98.2%）、
建筑学（97.9%）、车辆工程（97.7%）、信息安全（97.2%）、
过程装备控制工程（96.8%）。从中可见，这些专业的就业率，
最高的达到100%，最低的也有96.8%。在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中，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专业性很强，其他专业毕业生不易进入，
这些专业所就业的领域是中国增长较快的行业或职业，如医
学仪器、建筑业、运输业、注册会计师等。这表明，对专业



训练要求较高的专业其就业率处于最高行列。另外，在就业
率最高的10个本科专业中，月薪在2500元以上的有8个，2500
元以下的只有两个。总体而言，就业率最高的本科专业，薪
资也较高。

就业率最低的本科专业前10名为：音乐表演（72.1%）、运动
训练（73.9%）、中医学（77%）美术学（79.5%）、音乐学
（83.9%）、生物技术（84.2%）、体育教育（84.3%）、生物
工程（84.3%）、农学（84.6%）、应用心理学（85%）。就业
率最低的专业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专业，一个大类是艺术类专
业，包括美术、音乐和音乐表演专业；另一个大类是生命科
学类专业，包括医学、生物学和农学专业。就业率最低的本
科专业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都在85%以下（含85%）；绝大多
数月薪都在2000元以下，只有三个专业刚刚超过2000元，大
大低于本科应届的2483元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就业率最低
的本科专业，“薪情”也不乐观。

(3)最热门本科专业（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的供应量和就
业量。这10个热门专业的半年后的失业人数达6.7万，占本科
总失业人数的32.9%。其中三个专业的毕业生在半年以后失业
人数在万人以上，另外，这10个热门专业的半年后就业率分
别为9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91%（英语）、95%（会计
学）、91%（国际经济与贸易）、91%（工商管理）、86%（法
学）、92%（电子信息工程）、96%（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
化）、89%（汉语言文字）、90%（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另外，由于上述这10个热门专业的毕业生数量庞大，虽然失
业率并非最高，但实际的失业人数很大，这10个专业中有九
个列位于失业人数最多的十个本科专业中，仅有“机械设计
制造与自动化”这个专业之外。热门专业失业严重，十个最
热门专业占了本科半年后失业总人群的32.9%，对各高校、地
区和全国的失业总体水平影响最大。对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的招生人数采取宏观控制，消除供给结构性失业，才能有效
降低失业总水平。



调查显示的最冷门的10个本科专业（就业人数最少的专业）
分别为水产养殖学、医学影像学、编辑出版学、审计学、勘
查技术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运动训练、医
学检验和德语，这10个专业的就业需求量都超过毕业生的供
给量。冷门本科专业的就业量少，供应量也少，因而就业率
相对较高，其中的10个最冷门的专业名列就业率最高的专业。

高职/专科的月薪期待值底线比毕业半年后的实际月薪少
了419元，相差幅度为24.2%。这说明，应届大学毕业生对薪
资的期待底线值与实际薪资有一定差距。

本科毕业生的月薪水平明显高于高职/专科毕业生。另外，在
本科高校毕业生中，不同类型学校的毕业生薪资水平也有所
不同。研究型大学（“211”高校）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
月薪为2949元，而普通本科高校（非“211”高校）毕业生半
年后的平均月薪为2282元，研究型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
薪高出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34.1%。

(2)薪资的地域差异和企业类型差异大学毕业生薪资水平的地
域差异。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毕业生的月薪越高。在直辖
市就业的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几乎高出地级城市毕业生的三分
之一，收入分配的地区差异在毕业生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外合资/独资企业的毕业生月薪远高于其它类型企业，月薪
水平排在第二位的是国有企业。反映出了在不同类型用人单
位的毕业生的月薪差异。

(3)薪资水平的专业差异。数据显示，毕业生半年后月薪最高
的10专业是法语（4783元）、石油工程（3550元）、注册会计
（3494元）、德语（3473元）、微电子学（3447元）、建筑学
（3427元）、软件工程（3384元）、信息安全（3293元）、
保险（3102元）和日语（3096元）。这10个专业的月薪，都
超过了本科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2483元。月薪最高的是法
语专业，达到了4783元，约是本科平均月薪的2倍。本科专业
高薪前10名中，小语种专业占据了3名，分别是月薪最高的法



语专业，排名第4的德语专业和排名第10的日语专业。此外，
电子信息类专业也在高薪前10名中占据了3名，分别是第5名
的微电子学，第7名的软件工程和第8名的信息安全。这说明，
小语种和电子信息类本科专业处于我国大学毕业生薪资结构
的塔尖。月薪最低的10个专业分别是：临床医学（1540元）、
小学教育（1588元）、中医学（1676元）、教育学（1744
元）、美术学（1745元）、医学影像学（1774元）、林学
（1833元）、历史学（1837元）、体育教育（1845元）和音
乐学（1853元）。这10个专业的月薪，都在1500元到1900元
之间，远低于毕业生月薪的平均水平。令人感到意外的
是，10个月薪最底的专业中，医学类专业占了四个，其工作
与专业相关度非常高，这些工作要求的在职培训时间长，毕
业生短期内薪资偏低。另外几个低月薪专业的毕业生有可能
是大多从事教育工作，初期就业的收入较低。

(4)薪资水平的行业差异调查数据显示，毕业生半年后月薪最
高的5个行业是：证券业（3501元）、控股及其他金融投资机构
（3354元）、航空运输业（3314元）、银行业及信用合作社
（3289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3232元）。本科行业高薪
前5名，实际上就是金融证券、航空以及石油天然气这三大行
业。这也是社会上公认的高薪行业。

月薪最低的5个行业是教育业（1832元）、农业生产作物类
（1878元）、林业（1901元）、各级党政机关（1914元）、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和宗教组织（1922元）。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刚毕
业之时的就业率较低，但毕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就业率明显
提高。这意味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促进工作不应该只针对
在校的将要毕业的大学生，高校、政府相关部门和就业促进
机构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工作应该延续至大学生离开校院之后，
这样的话，大学生的就业还将会进一步提高。其次的一个发
现是，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失业人数有所不同，以及
各类专业毕业生从事不符合本专业的工作的比例和数量也有



所不同，这说明，目前我国高校各类专业的招生人数与市场
人才实际需求有所差距，如果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的确定更
多考虑市场需要，可以更有效地降低大学生失业人数和非本
专业就业的可能性，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还有一个发现是，
目前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其薪资水平预期已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低于他们实际获得的平均工资水平。这说明，大学生期待过
高工资而导致他们不能顺利就业的说法不完全成立，目前这
一因素已不是导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最后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得现象，从事不同职业的毕业生薪资水平
差距很大，金融服务业及相关行业和其它一些新兴技术行业
的新就业者收入较高，而一些传统的、同时又极为重要的社
会公共服务行业的新就业者的收入则偏低。比如，在基础教
育行业和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行业的新就业者的薪资明显低
于毕业生平均工资水平，而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并不
低，较资深的教师和医生可称得上是中高收入者，对新进入
者采取低工资的策略，有可能会降低这类行业未来的人才素
质。

大学生就业情况问题篇四

"90后"的大学生如何让将自身所学充分运用于实践，以便更
好的就业，充分展现自我价值已引起充分关注。为了了解在
校大学生的就业希望，自身素质的评价，学校的就业指导，
对就业的形势的看法，只在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对大学生
的形象，通过对其调查，更好的调节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
的供需的关系，为当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做一个新
的描述，帮助大学生尽快认识自我，学校为学生提供就业引
导，使学生能谋取理想的职业，为同学在今后的求职就业过
程中提供参考。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我们展开了关于大学生
就业问题的调查问卷。

于20xx年3月至4月，随机抽取广州地区14所大学（包括本科
学校和专科学校四个年级）的705位学生进行调查，其中男生
占8%，女生占2%。调查问卷回收率100%，有效问卷668张，有



效率98%。使用spss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图表用excel来
绘制。

广州市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满意程度、对自我的认识程度、
对就业前景的关注程度、职业期望状况四个方面。调查结果
如下：

学生对本专业的满意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择己所爱，该专业
能否在将来帮助自己找到好的又喜欢的工作。调查发现，
有0%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较满意，有66%的大学生不清楚，
有0%的大学生比较不满意，有4%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
不满意，各专业的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对专业不满意的直接表现是对本专业的学习动力不足或毕业
后不愿从事与专业相关的行业。高考填报志愿时对专业的了
解与自身了解的缺乏，可能是导致只有21%的学生对所学专业
持满意态度的原因之一。因为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对五花八
门的专业的不了解，抱有神秘感，从而选了一个自己以后不
喜欢的专业。另外，个人兴趣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可能
是原因之一。比如，某个同学对考古学很有兴趣，但社会需
求相对比较少，此时可能会产生心理冲突，也许选了一个自
己并不感兴趣的但赚钱的专业，梦想与现实出现落差，从而
对所学专业不满意。而专业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职业取向，
如果对本专业不满意或态度模糊，势必会影响自身潜能的开
发，以及今后的择业。

自我认识包括个人的兴趣与特长、个人的性格与价值观、个
人所选定的目标与需求、个人的情商、个人的工作经验、个
人的学历与能力、个人的生理情况等七个方面，是职业生涯
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调查中发现，只有7%的被调查者对
自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而52.3%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各面能
力，兴趣等持含糊态度，41.0%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自己；
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对自我认识没有显著性差异。这
说明较多的大学生未能很好地关注自身特点，发现自身问题，



促进自身发展。那么，这里便牵涉到了大学生就业生涯目标
的问题。

职业生涯目标是指可预想到的、有一定实现可能的目标。而
职业目标的选择并无定式可言，关键是要依据自我实际，这
就要求我们要对自己有所了解。通过个人分析认识自己，估
计自己的能力，确认自己的性格，发现自己的兴趣，明确自
己的优势，衡量自己的差距，并以此来开发自己塑造自己，
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调查表明，大部分大学
生对自己的能力、兴趣、职业倾向都缺乏深度了解，自然对
职业生涯目标是模糊的。

对就业情景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了对为所选职业所做的准
备程度和将来职业所带来的成就高低。在调查中发现，只
有14.5％的被调查者对当前的就业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就业前景的关注程度没显著性差异，而不
同专业的学生对就业前景的关注程度就有显著性差异，冷门
专业的学生比热门专业的学生更加关注就业前景。在调查中
了解，大学生对就业信息的关注还是比较少，只有很少的一
部分表示一直关注就业信息，而大部分则都是偶尔关注一下，
在看到是留意一下而对就业情景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了对所
选职业所作的准备程度和将来职业所带来的成就高低，同学
们大都表示对未来工作的担心实际生活中却缺少这种基本的
努力，典型的眼高手低表现。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校园
里，舒适、闲逸的生活和父母的绝对经济支持，使很多大学
生忘却或暂时忘却了就业压力带来的紧张感，很少去接触外
面的世界。有些学生的确是每天都只是读书，缺乏对就业的
准确和认识。另一方面，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不够。调查中，
发现有73.5%的学生认为目前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不够，需要
更详细具体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影响职业期望因素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声望地位稳定性因素



（城市位置与社会地位），内在价值因素（发展空间和兴趣
爱好），外在价值因素（薪水高低）。在调查中，被调查者
将薪水高低、发展空间、城市位置、兴趣爱好、社会地位按
自身在选择工作时所起作用从大到小排序。其中在职业选择
中考虑的首要因素的选择情况（见下图），发展空间、兴趣
爱好成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首选，接下来依次才是薪水高低、
城市位置、社会地位，男女生没有显著的。差异。在调查中
还发现被调查者中有83.3%的被试认为"前途"比"钱途"更为重
要，60.3%的被试愿意充当"鸡头"也不愿意当"凤尾"。以上结
果表明，多数大学生更注重工作的内在价值。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表明广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呈现一
下特点：

（一）多数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较低；

（四）广州市大学生的职业期望更注重发展空间和兴趣爱好。
因此，我们认为，根据上述特点，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的职
业生涯规划的指导，大学生应该及早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
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

从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对就业的态度表现为：

1、对就业形势的关注比较少，

2、个人能力存在缺陷，自我认识不足，缺少实战经验是致命
因素，没有准确的目标，

3、大学生的职业棋王还是表较高。

1、学校要切实做好学生的就业工作，尽快完善就业指导体系。

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工作同等重要，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
体系属于就业匹配的促进措施，其核心在解决用人单位和毕



业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向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并
根据这些信息接受职业指导，帮助他们进行有效的职业政策，
这就需要建立职业指导机构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

2、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

首先大学毕业生要认清就业形势，转变就业观念，当前全社
会就业形势比较严峻，除了表现就业需求于劳动力供给的矛
盾外，城镇和农村就业问题同时出现，新生劳动力就业和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这位大学生就业增加了困难，
因此大学生要消除"眼高手低，有业不就"的思想。要树立科
学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就业观，调整自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想
法，到基层去谋求发展，到艰苦的地方去创业，其次，转变
到灵活就业，先就业，后择业的动态就业上来，转变到行行
出状元"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的敬业观念上来（www.），
最后认清自身的素质和条件，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不盲目
攀比，寻找与自身条件相互适应的，适合自己的用人单位，
毕业应当给自己做出正确的评价，自我评价要全面，客观，
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又要看到自己的短处，既要对某一方
面的特殊素质进行具体的评价，又要对其他各个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既要考虑全面的整体素质，又要考虑其中占主导地
位的重要因素。

3、大学生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在校期间也可以多参加一些社
会活动，如学校安排的社会实践，社团的下乡活动，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招聘会，也可以在不影响自己学业的前提下去
找一份兼职，提前适应社会生活，了解现在社会需要什么样
的人才，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丰富自己的阅历，这些都是将
来找工作的资本，会使自己的人生更顺利。

大学生就业情况问题篇五

当前的社会，市场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
但在这些好的前景面前，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经过我初步了



解，我知道主要有以下的三个方面：

1.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

2.工厂缺少很多有技术的工人，

3.大量的印染工厂污染了环境。

1.大学生就业难。现在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有几千万。而真
正能就业的不是之夸之一，原因在于20xx年来了一场大型的
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长达3到6年，会让人民收集了苦头，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势力倒退，然后播散到世界各地，使我
国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那是因为有些人很笨，公司为了让
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下去就不把那些很笨得人不管他了，
然他讨饭去……等许多事，就转收有学问的人，让这些人在
公司为他（她）干活，好让自己生活下去！

2.工厂缺少很多有技术的工人，是因为：有些人在少年时很
贪玩，不管做什么都做不好（出去穿鞋、穿身上的东西、刷
牙洗脸，手上的活都做不来），考进了不好的高中和初中，
现在就业的学生十分的困难（我是说那些学洗不好的同学），
相反那些好的同学一个个被入取了，而那些不好的同学只好
讨饭、讨钱……！有些人在家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是说
那些学洗不好的同学），使公司不要让他（她）们做工人说
以工厂里面技术的人愈来愈少了，造成了工厂缺少很多有技
术的工人！希望大家刻苦学习。

3.大量的印染工厂污染了环境。是因为工厂的废弃物太多了、
塑料纸太多和排出黑色的雾气，我们先来了解废弃物和塑料
纸是怎样污染河水？印染工厂把大量的'废弃物和塑料纸一天
一天的扔进河里，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小河里的鱼
渐渐变少了，河水也变得浑浊不清，最后河里的水渐渐的变
少了，最后没了！雾气污染是工厂里排出黑色的雾气不断的
上升，污染了大气层，还会臭氧气层破裂！人们多闻了会的



黑死病！可能的事就都会发生！一旦发生防不可防，会死去
很多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