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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021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突破 900 万人，创历史新高，毕业生求职就业状况备受各

界瞩目。智联招聘发起 2021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聚焦就业去向、就业期待、求职心态、求

职进展等方面，从学历、毕业院校、专业等维度，全面呈现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现状。本

次调研时间截至 4 月中旬。 

 

【核心发现】 

 

 就业去向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心态显“佛系”，单位就业比例不足 6 成 

 专科生、本科生提升学历意愿强烈，自由职业拓宽就业路径 

 超 2 成双一流院校毕业生决心深造，比例明显高于普本 

 家庭收入左右事业方向，中高收入家庭毕业生自雇佣倾向更高 

 

 就业期待 

 

 过半毕业生就业期望受疫情影响，23.9%降低期望薪酬 

 高学历人才对疫情影响和竞争压力感知更强烈 

 应届生期望薪资较去年提高，但仍低于疫情前，主要聚集 4000-6000 元区间内 

 求稳心态加剧，大学生对国企和国家机关热衷度提高 

 毕业生期待雇主发展潜力与稳定性兼备，中型企业最受青睐 

 心怀“大厂梦”，大学生最期待进入互联网企业 

 理工科毕业生首选技术岗，文科生则偏好职能岗 

 

 求职心态与行为 

 

 本届毕业生求职更注重现实，薪资、稳定、落户等因素权重提高 

 55%应届生求职受到疫情影响，招聘减少及求职周期延长为主要表现 

 疫情下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减少，医学生实习比例高 

 招聘网站为主流求职方式，直播面试渗透率达 64.6% 

 线上面试提高面试普及率，9 成求职毕业生已参与面试 

 

 求职进展 

 

 截至 4 月中旬，62.8%求职毕业生已收获 Offer，18.3%已签约 

 男生求职积极性更高，签约率是女生二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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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生录取与签约率均最高，“上岸”专科生不足一成 

 近 4 成双一流院校求职毕业生已签约，就业进展好于普本 

 毕业生成绩越优秀，择业越慎重 

 工学毕业生录取率接近 7 成，语言类垫底 

 名校毕业生求职有光环加持，专科生受益于专业与经验 

 迷茫成为未获 Offer 主因，农村毕业生因机会少而更加被动 

 8 成签约毕业生工作与专业对口，84.7%认为符合预期 

 民营企业仍是促就业主力，吸纳超 4 成签约毕业生 

 37%签约男生落定技术岗，女生更偏离核心职能 

 

 

（一） 就业去向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心态显“佛系”，单位就业比例不足 6 成 

 在参与本次调研的 2021 应届毕业生当中，56.9%的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加入就业大军，

较去年收缩 18.9 个百分点；15.8%选择自由职业，同比上升 8.1 个百分点；12.8%选择慢

就业，同比上升 6.6 个百分点。另外，毕业后在国内继续学习的应届生占比 9.5%，较去年

的 6.6%也有明显提升。 

随着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及对人才要求提高，大学生群体也在调整发展路径，越来越多人

选择继续深造，或拥抱当下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等多元的就业形态，拓宽自己的未来选择。 

 
 

专科生、本科生提升学历意愿强烈，自由职业拓宽就业路径 

75.8%

7.7% 6.2% 6.6%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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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2.8%

9.5%

1.9% 1.4%

单位就业 自由职业 慢就业 国内继续学习 出国继续学习 创业

应届毕业生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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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不同学历的毕业生去向，学历越高，选择单位就业的比例越高。硕士生毕业后“单

位就业”占比达到 72.1%，远高于本科与专科学历人才。同时，选择“出国继续学习”的

比例也与学历成正比，5%的硕士毕业生打算出国继续深造。 

对于专科生来说，作为应用型人才，在市场中的需求量较大，找工作这一传统规划并不

是唯一出路。依托于专业技能和新就业形态的加持，专科生在自由职业、慢就业以及创业上

的选择均要高于其他学历毕业生。 

 
 

从另一角度来看，超过 1 成的专科生表示将在“国内继续学习”，9.5%的本科生也选择

了该选项，高于硕士生（4.3%）。结合此前智联招聘平台数据分析，学历依然是企业筛选人

才的重要指标，企业招聘应届生的学历门槛逐年提高，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位数占比

2019 年第一季度的 17.6%，接连上升至 2021 年第一季度的 29.8%。加在许多雇主的认知

中，硕士学历也在成为“标配”，因此专科与本科生为自己升学镀金的意向也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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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2 成双一流院校毕业生决心深造，比例明显高于普本 

 毕业院校等级方面，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在单位就业、自由职业、慢就业上的意愿均要

高于双一流院校。而在双一流院校毕业生中，18.9%决心在国内继续学习，还有 3.6%选择

出国深造，分别高出普通本科院校 12.6、2.3 个百分点。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环境中，受益于

优质教育资源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对继续深耕抱有更高期待，以通过“厚积薄发”增加未来

择业资本。 

 
 

家庭收入左右事业方向，中高收入家庭毕业生自雇佣倾向更高 

24.2%

47.8%

16.7%

0.9%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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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1.6%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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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岗位学历要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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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教育背景外，家庭收入对应届毕业生的职业规划也有影响。首先，家庭收入“中上”

与“高”等级的应届毕业生选择找工作的占比低于其他收入群体，而“慢就业”的比例则与

家庭收入成反比关系。同时，中高收入家庭的毕业生对投身多元就业类型的热情高涨，在高

收入家庭毕业生中，25%选择自由职业，6.3%进入创业潮，领先于其他收入等级，该群体

选择国内或出国深造的比例也更为亮眼。 

 总结而言，家庭收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应届生就业的选择边界，中高收入家庭的应届生

拥有更多试错成本与教育资源，因此他们更倾向尝试新型雇佣关系和继续学习。而在中低收

入家庭中，未打算找工作的毕业生则多放慢节奏，在窗口期不断摸索、观望。 

 
 

（二） 就业期待 

 

过半毕业生就业期望受疫情影响，23.9%降低期望薪酬 

2020 年新冠疫情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延续至今，2021 届毕业生中，过半数都表示自

身的就业期待有所改变，其中表示“期望薪酬下降”、“期望行业变化”分别占比 23.9%、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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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就业 自由职业 慢就业 国内继续学习 出国继续学习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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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人才对疫情影响和竞争压力感知更强烈 

 从学历角度来看，就业期待所受到的影响与学历成正比关系，硕士学历人才中 58.1%

认为受到影响。 

 
  

 对就业形势的感知也是硕士生认为最激烈。61.4%的硕士受访者表示竞争非常激烈，高

于本科生（55.1%）和专科生（51.9%）。硕士毕业生进入求职环节的占比整体较高，并且

对求职难度与就业质量上都怀有更高期待，因此所感受到的落差也更明显。 

47.1%

23.9%

18.4%

17.0%

15.7%

15.3%

12.9%

没有影响

期望薪酬下降

期望行业变化

期望工作地点改变

期望岗位变化

期望企业性质改变

期望企业规模变化

新冠疫情对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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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期望薪资较去年提高，但仍低于疫情前，主要聚集 4000-6000 元区间内 

 2021 应届毕业生的期望薪资同比有所上升，但不及 2019 年。应届毕业生期望薪资分

布聚焦在 4000-6000 元区间内，同比来看相差不大。反观 2019 年，3000 元以下的低薪

区间占比超 1 成，但应届生薪资期望在 6000-8000 元区间达到高峰，可见 2021 应届毕业

生整体薪资期望仍未突破疫情前。 

 

51.9%

35.8%

10.8%

1.5%

55.1%

33.6%

8.9%

2.5%

61.4%

26.4%

10.0%

2.1%

竞争非常激烈 竞争较为激烈 一般 竞争较小

应届毕业生对今年整体就业形势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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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稳心态加剧，大学生对国企和国家机关热衷度提高 

 对于偏好的就业企业类型，国企仍是毕业生首选，占比 42.5%，同比上有亮眼增长；

选择“国家机关”的占比则较去年翻倍，可以看出后疫情时代毕业生求稳心态更强。 

 
 

毕业生期待雇主发展潜力与稳定性兼备，中型企业最受青睐 

 本届毕业生中，有 44%青睐规模在 500-9999 人的中型企业，占比最高。稳定和职业

发展是大学生找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中型企业则能较好的满足这两个诉求，求职难度

相对大型企业来说更低，因此成为大学生求职首选。 

  

36.0%

25.1%

14.0%

5.6%

16.0%

42.5%

19.0%

13.2%
11.4% 11.2%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事业单位 国家机关 三资企业

应届毕业生期待就业企业类型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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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大厂梦”，大学生最期待进入互联网企业 

 IT/通信/电子/互联网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择占比成为毕业生最期待从事的行业，排在

其后的是房地产/建筑业（10.9%）、文化/传媒/娱乐/体育（8.7%）、金融业（7.2%）。新一

代求职者作为“信息时代原住民”，对互联网行业自带热情，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层出

不穷的互联网明星企业，也激发毕业生的浓厚兴趣。 

 
 

1.8%

28.7%

44.0%

25.5%

应届毕业生期待就业的企业规模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www.zhaopin.com）

Copyright©2021 zhaopin all rights reserved

25.4%

10.9%

8.7%

7.2%

7.0%

6.9%

6.4%

6.4%

4.5%

4.4%

4.3%

2.3%

1.7%

IT/通信/电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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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毕业生首选技术岗，文科生则偏好职能岗 

 毕业生的期待岗位与所学专业高度关联。29.8%的理学毕业生与 39.5%的工学毕业生

倾向技术岗，理工属性强的岗位还有研发一职，吸引 12%的理科生与 16.6%的工科生，而

其他专业人才寥寥。相比之下，行政/后勤/文秘、运营为文科生的重点选择，共吸引超 6 成

的人文学科毕业生，而经管类人才则首选财务/审计/税务，占比 36.4%。 

 综上而言，应届生专业与岗位的对口程度高，但同时凸显出不同专业的就业力落差。当

下，技术与研发等核心岗位竞争壁垒高、高端人才缺口大，理工科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上具有

一定优势。而行政/后勤/文秘、财务/审计/税务等岗位存量人才本就庞大，且竞争激烈，这

也成为文科与商科毕业生的就业隐患。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各专业人才高质量就业，应加强

不同学科深度融合、推进专业制度改革与创新。 

 
注：选取主要专业及主要岗位展示。 

 

（三） 求职心态与行为 

 

本届毕业生求职更注重现实，薪资、稳定、落户等因素权重提高 

 对本届毕业生来说，薪酬福利仍是求职时的重点，且比例同比扩张 7.7 个百分点后达到

68.5%，表示“大环境不好，稳定最重要”、以及看中“落户、补贴等人才政策”的占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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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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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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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期待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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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www.zhaopin.com）

Copyright©2021 zhaopin all rights reserved



【智联招聘】2021 大学生就业力报告 

均比去年上升，体现出后疫情时代毕业生对未来规划更具现实主义色彩，发展稳定性与实际

利益至上。 

 此外，求职时看中“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占比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且绝对占比排在

整体第二位。年轻求职者在追求成长的同时，也不愿被工作挤压自我生活空间，因此也更青

睐人性化的雇主与合理的工作制度。 

 
 

55%应届生求职受到疫情影响，招聘减少及求职周期延长为主要表现 

 调研中，55%有就业计划的毕业生表示，过去一年新冠疫情对求职有所影响。其中，

由于疫情防控措施与用人需求波动，60.7%受访者表示招聘会变少了，54.1%则表示企业针

对大学生的招聘变少了。在此情形下，处于求职期的大学生对线上求职渠道更为依赖，占比

34.4%，还有 31.9%则拉长了求职周期。 

60.8%

30.5%

45.5%

18.1%

30.9%

29.3%

11.7%

20.0%

14.0%

12.7%

12.0%

68.5%

34.0%

31.8%

29.8%

23.9%

22.4%

20.9%

19.4%

14.1%

14.0%

7.7%

薪酬福利

工作和生活平衡

能够学习新东西

大环境不好，稳定最重要

有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

行业/公司前景好

落户、补贴等人才政策

专业对口，岗位匹配度高

平等和尊重

兴趣至上

企业文化与价值观一致

应届生求职看中的因素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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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减少，医学生实习比例高 

 2021 年，57.9%毕业生在校期间有实习经历，比去年下降 16.1 个百分点。但实习对大

学生来说仍非常重要，9 成毕业生认为实习经历对找工作有利。 

 
 

 从不同专业来看，医学专业由于注重实践能力，实习基本为必选项，其毕业生有实习经

验的占比最高，达 73.8%。排在其后的是人文学科（68.4%）与经管类专业（64.5%），应

届生多通过实习经历来弥合专业设置与职场应用之间的鸿沟，并为自己简历增色。 

60.7%

54.1%

34.4%

31.9%

31.7%

17.6%

14.6%

8.6%

招聘会变少了

企业针对大学生的招聘变少了

求职渠道更依赖线上

求职周期延长

进入体制内意愿加大

国内升学意愿加大

求职准备提前

出国意愿降低

新冠疫情对应届毕业生求职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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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网站为主流求职方式，直播面试渗透率达 64.6% 

 在求职过程中，招聘网站是应届毕业生最主要的渠道，86.5%的受访者都使用了在线招

聘的方式，企业官网（44.1%）、招聘会（42.7%）排在其后。 

 
 

 依托于招聘网站平台，在线求职不断向高效、便捷的方式迭代，而视频与通信技术的成

熟更是让线上招聘会、直播招聘、视频面试等可视化手段成为日常。本次调研中，64.6%的

受访者都表示使用过可视化求职等新形式。 

73.8%

68.4%

64.5%

52.7%

51.1%

50.8%

50.0%

医学

人文学科

经管类

工学

理学

语言类

农学

不同专业大学生有实习经历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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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44.1%

42.7%

30.1%

22.6%

10.8%

招聘网站

企业官网

招聘会

宣讲会

HR邮箱

内部推荐

应届生投递简历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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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面试提高面试普及率，9 成求职毕业生已参与面试 

 截至 4 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超 9 成已经参与过面试，其中 6 成以

上参与 1-5 场、占比最高，且与去年基本持平；参与 6-10 场的占 17.2%，还有 1 成面试了

11 场以上。这应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线上面试的普及。 

 
 

（四） 求职进展 

 

截至 4 月中旬，62.8%求职毕业生已收获 Offer，18.3%已签约 

64.6%

35.4%

是否参加过线上招聘会/直播招聘/视频面试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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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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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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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10.3%

没有 1-5场 6-10场 11场以上

应届毕业生参加面试的次数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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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4 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62.8%已收获 Offer，其中，获得 1-3

个 Offer 的占比近半。18.3%有求职计划的毕业生已签约。 

 
 

男生求职积极性更高，签约率是女生二倍有余 

 从求职结果来看，男性应届毕业生收获 Offer 与签约占比分别较女性高出 8.1、13.2 个

百分点。结合求职行动，男生参加 3 场以上宣讲会的比例为 43.7%，比女生高 10 个百分点，

男生参加面试的次数整体也多于女生，也因而斩获更多机会。 

 
 

37.2%

19.3%

17.9%

11.7%

4.7%

3.6%

2.0%

3.7%

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的情况

没有获得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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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录取与签约率均最高，“上岸”专科生不足一成 

 截至 4 月中旬，在所有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73%的硕士毕业生收获 Offer，33.9%

已与企业签约，占比均高于其他学历。 

 另外，专科生获 Offer 占 69.7%，本科生为 60.6%，但从专科毕业生签约率却不足 1

成，可推测其因海投而收获“无效 Offer”的可能性更高。同时呈现出专科人才供需的结构

性矛盾，即企业虽招聘需求旺盛，但引才力尚不足，专科毕业生落实就业也颇具难度。 

 
 

近 4 成双一流院校求职毕业生已签约，就业进展好于普本 

 调研数据显示，72.4%的双一流院校求职毕业生获得 Offer，且 38.3%已经签约，均高

于普通本科院校。名校光环与人才资质都成为企业发放 Offer 的重要原因，而双一流院校毕

业生找工作针对性强，获得机会后牢牢把握。 

69.7%

60.6%

73.0%

9.8%

18.6%

33.9%

专科 本科 硕士

不同学历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与签约情况

获得offer 已经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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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成绩越优秀，对择业越慎重 

 从成绩角度来看，在校期间成绩排名越高，对初职场的选择越审慎和严格。智联招聘调

研数据显示，在校期间成绩排在前 20%与前 20%-40%的毕业生中分别有 64.3%、64.8%

获得 Offer，明显高于成绩处于中下游的毕业生。然而，头部 20%毕业生签约率不足 13.6%，

这一比例随成绩排名区间靠后而上升。 

 
 

工学毕业生录取率接近 7 成，语言类垫底 

72.4%

59.2%

38.3%

15.6%

双一流院校 普通本科院校

不同院校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与签约情况

获得offer 已经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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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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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绩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与签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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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专业方面，工学毕业生收获 Offer 占比最高，达 67.8%，其次是经管类（62.3%）。

结合上文所分析，工科生的专业背景与就业期望更侧重技术、研发等人才需求大的核心岗位，

落实就业较其他专业更轻松。相反，语言类专业收获 Offer 的占比为 54%，在整体专业中

垫底。 

 
 

名校毕业生求职有光环加持，专科生受益于专业与经验 

 双一流院校毕业生主要将获得 Offer 归因于名校光环，占比 68.8%，且选择“学习成

绩”、“学生干部经历”作为原因的占比也要更高于其它类院校毕业生。相对而言，专科生认

为实习经历、社会经验、专业就业前景、求职目标明确、人脉等因素是被企业选择的因素。 

 

67.8%
62.3% 62.1%

55.7% 54.8% 54.0%

工学 经管类 理学 人文学科 医学 语言类

不同专业应届毕业生收获Offer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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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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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27.5%

24.9%

5.8%

48.1%

33.5% 34.3%
33.2% 31.2%

23.5% 23.4%
20.8%

9.2%

48.4%

20.1%

42.9%

36.4% 37.5%

16.3%
12.0% 13.6%

11.4%

不同学历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的原因

双一流院校 普通本科院校 专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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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成为未获 Offer 主因，农村毕业生因机会少而更加被动 

 针对没有获得 Offer 的原因，43.6%的应届毕业生归因于自身太迷茫，不知道应该选择

什么工作。从户口类型来看，由于“没有满足我要求的工作”、“简历投递太少”等主观性而

延长求职周期的城市户口毕业生占比更高，而“获取工作机会渠道少（39.9%）”、“未满

足用人单位要求（38.9%）”、“获得面试机会太少（34.5%）“等外部障碍则让农村户口毕业

生处于求职被动一方。 

 
 

8 成签约毕业生工作与专业对口，84.7%认为符合预期 

 当已经签约的应届毕业生被问及工作与专业是否对口时，78.9%给予了肯定答复，整体

对口情况较好。 

43.2%

36.9%

35.6%

31.5%

30.2%

29.3%

17.6%

6.3%

2.7%

43.7%

33.6%

38.9%

34.5%

22.9%

39.9%

20.0%

9.7%

6.3%

太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没有满足我要求的工作

未满足用人单位要求

获得的面试机会太少

简历投递太少

获取工作机会渠道少

对找工作重视不够，没有积极找工作

肺炎疫情影响了我找工作的节奏

待实习期结束通过评估才能拿到offer

不同户口应届毕业生未获得Offer的原因

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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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期望管理方面，84.7%签约者认为工作与预期相符，其中 20.8%表示“非常符合”。

而选择“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的分别占 14.7%、0.6%。虽然截至 4 月中旬，应届毕

业生签约率不高，但进行签约的毕业生对工作机会整体满意，年轻一代求职者对工作的选择

更加注重自我喜好，“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有所转变。 

 
  

民营企业仍是促就业主力，吸纳超 4 成签约毕业生 

 对比已签约毕业生的期望与实际签约情况，43.5%的签约毕业生都流向民营企业，远高

出期望占比的 21.4%。国有企业因体量大、用人需求高，在签约情况上以 35.5%排在第二，

78.9%

21.1%

应届毕业生签约工作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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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符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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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期望占比一成左右。此外，成功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占比均与期望值有所落差，

虽然近年来国考与公考热度不断攀升，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人数限制也加大了人才筛选力度。 

 
  

37%签约男生落定技术岗，女生更偏离核心职能 

 应届毕业生签约的岗位类型体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就业结构上偏离核心岗位

的现象仍存。具体来看，在已签约的男女毕业生签约岗位中，技术占比均为最高，但男性却

几乎较女性高出一倍；还有 12.8%的男性毕业生签约研发一职，女性则占比 7.8%。而对女

性来说，财务/审计/税务与人力资源共同以 11.8%的占比排在第二，远超男性毕业生；运营、

公关等岗位的女性签约率也更高。 

21.4%

45.4%

13.7%
11.8%

6.4%

43.5%

35.5%

12.8%

4.8% 3.2%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应届毕业生期望就业与实际签约企业类型

期望 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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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严峻的就业形势促使 2021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心态略显“佛系”，

进行找工作的规模同期收缩，而在年轻一代更丰富多元的就业观念下，进入自由职业、慢就

业、学习镀金的占比均有扩张。针对有找工作计划的毕业生群体，他们的求稳心态也体现在

了就业期待与企业选择中，并且更加注重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喜好，寻求理想工作。 

 虽然年轻准职场人面对就业更加从容，但毕业生也应该避免“眼高手低”和佛系等待，

积极通过技能提升、实习、求职准备等行动，争取斩获更多机遇。 

 

37.0%

12.8%

5.7%

4.7%

7.1%

3.8%

4.3%

5.2%

1.9%

2.8%

3.3%

2.4%

0.5%

1.4%

18.6%

7.8%

11.8%

11.8%

4.9%

9.8%

5.9%

2.9%

6.9%

2.0%

1.0%

1.0%

2.0%

0.0%

技术

研发

财务/审计/税务

人力资源

销售

运营

行政/后勤/文秘

生产/加工

市场/公关

采购/贸易

设计

产品

法务

客服

不同性别应届毕业生签约岗位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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