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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 1000 万人大关；2023年，高校毕业生人

数再创历史新高，达 1158万。大学扩招造成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而延迟

毕业部分缓解了当期就业压力，但由此带来的滞后就业压力在今年开始显现。

根据 58同城招聘大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受到疫情反复和宏观经济下行

影响，企业招聘需求的同比增速逐渐低于毕业生求职供给的同比增速，职场供需

矛盾突出，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58同城发布了 2022中国大学生就业调研报告，针对 2021、2022及 2023 届

毕业生，围绕毕业去向、岗位选择、跨专业及异地就业、求职心态、未来展望等

维度，展现出不同院校、学历、专业、地域的毕业生就业现状及未来趋势。

调研中发现，虽然普遍存在毕业生岗位缩编的情况，但机关单位和央国企在

整体招聘和毕业生招聘中均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另外，政策对于中小企业

的扶持，创新创业驱动下，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也在积极增加编制，逆势招聘大

学毕业生储备企业人才。

大学生求职心态也在发生积极变化。跨专业就业、异地就业的占比逐年提升，

对待薪资待遇更加务实，对于低薪资的“接受度”显著提高。选择慢就业的毕业

生人群则通过更换地域、参加培训、积累实习经验、继续深造等来提升就业能力。

作为招聘行业的领导者，58同城旗下包含赶集直招、58同城、58 魔方和新

华英才共四大招聘品牌。我们通过矩阵式招聘平台为国内超过数千万家企业和上

亿求职者，包括数百万中高职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用科技驱动和产品创新支

持和助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其中，新华英才是新华网与 58 同城、中华英才网

共同打造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云平台，链接就业服务生态中企业、高校、地方政府

等关键力量，为促进更为健康、更加高效就业生态的构建而不断努力。

青年兴则国兴，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行业共同的使命，让我们持之

以恒，勤耕厚积。

58同城企业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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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

根据 58同城 2022中国大学生就业调研发现：

招聘需求

 毕业生岗位缩编占比明显高于整体招聘

 机关单位和央国企在毕业生招聘中凸显韧性

 商业服务、金融和医疗制药三大行业对于应届生的吸纳能力有所提升

就业现状

 相比 22届，21届毕业生未就业率更高

 跨专业就业的占比逐年提升

 中部地区毕业生的异地就业占比最高

求职偏好

 23届毕业生更加务实，对于低薪资的“接受度”显著提高

 23届毕业生更青睐机关单位和央国企的岗位

 慢就业人群希望通过更换地域、参加培训、继续深造来提升就业能力

 专科院校的实习经验显著低于其他院校群体

 毕业生求职信心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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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

自 2019年以来，中高职贯通、专升本的扩招及高校延迟毕业部分缓解了当

期就业压力，但由此带来的滞后就业压力在今年开始显现。今年以来，高校毕业

生的求职规模持续同比上升，尤其春招（二季度）的应届生求职规模更是达历史

高峰，同比增长超过 60％，求职需求旺盛。

同时，总体招聘规模持续低位运行，2022 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的招聘规模平

均同比下降约 20%左右，二季度同比降幅最大，达到 24.3％。另外，据 58 同城

对企业的招聘调研发现：受访企业不论是蓝领或白领岗位，岗位均是呈现缩编趋

势，因而促使企业的计划招聘岗位减少，相比于去年三季度，今年三季度近 6
成企业没有白领岗位的招聘需求，近 4成企业没有蓝领岗位的招聘需求，导致吸

纳应届生就业的职位供给不足。

综上，随着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持续火热，企业的招聘需求持续低迷，今年供

需同比增速的剪刀差有扩大趋势，二季度达到高峰，剪刀差扩大至 85％以上。

进入三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企业纾困政策的帮扶作用下，招聘需

求略有增加，求职需求回落至到平稳区间，但毕业生的整体就业压力仍是高位运

行。

图表 1 2020年以来需求和供给同比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58 同城招聘大数据平台

1.1 毕业去向变化

1.1.1 21届高校毕业生未就业占比更高，期待通过更换城市、或者继续深造提升

就业能力；22届毕业生求职积极性更高，灵活就业比例进一步提升

相比 22届，21 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大，未就业占比达到 23.8%，高出 22
届 7.8 个百分点。在两届的未就业人群的未来规划中，可以看出 22 届相对更加

务实，继续求职及灵活就业的人群占比分别比 21 届高出 20.3、1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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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择继续深造的人群占比较 21届下降 6.6%，表明 22届毕业生更加注重“就
业”，而非继续等待。

图表 2 2021-2022届毕业生去向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3 2021-2022 届未就业毕业生打算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1.1.2 22届毕业 3 个月内就业率情况明显好转；名校毕业生更受欢迎，普本毕业

生就业率提升明显

从毕业 3个月内就业率对比来看，22届整体优于 21 届。从不同类型院校来

看，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提升较为显著，22届高于 21 届 12.7%，也同样体

现出了 22届毕业生更加坚定的“就业”决心及行动。22届中毕业 3 个月内就业率

最高的院校群体为 211/985/双一流院校，可以看出，来自更加优秀院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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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招聘市场更具吸引力，同样对于“就业”的行动也更加积极。

图表 4 2021-2022 届毕业 3 个月内就业率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1.2 招聘需求变化

1.2.1 毕业生招聘编制缩减更加严重，机关单位和央国企在毕业生招聘中起到了

“稳定器”的作用

今年受到疫情反复多地多点爆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影响，有 33.8%的企业

表示存在对于整体招聘编制缩减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在针对毕业生的校园招聘中

更加明显，有 38.0%的企业表示收缩了毕业生的编制名额。即使有扩编计划的企

业，针对毕业生的扩编占比也低于整体招聘 7.6个百分点，毕业生招聘需求收缩

较为明显。

从企业类型来看，机关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整体招聘和毕业生招聘中均起到了

“稳定器的作用”，在增加编制中的占比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部分小微企业也在积极增加编制，

扩充团队。

图表 5 企业 2022年整体及毕业生招聘编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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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6 不同类型企业今年总体招聘需求变化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7 不同类型企业今年毕业生招聘需求变化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1.2.2 业务发展受限，外部环境不明朗是限制企业扩招应届生的关键因素

影响企业增加毕业生招聘编制的最主要原因为：业务发展不明朗（20.6%），
市场环境不好（20.3%）。因此，想要根本的解决毕业生就业压力，提升招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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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解决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积极给出企业“信号”，让企业更有生产经营

的信心，以增加有效招聘需求。

图表 8 企业减少应届生招聘的主要原因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1.2.3 商业服务、金融业及医疗制药行业应届生编制增加力度较大，增强了吸纳

就业能力

从行业来看，商业服务、金融业及医疗制药行业对于应届生编制的增加力度

较大，增加编制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37%、37%、30%。其中，商业服务业主要得

益于目前企业向数字化转型阶段的各类需求较多，金融业得益于从房地产退出的

资金重回资本市场，而医疗制药行业主要由疫情防控拉动了需求。另一方面，贸

易零售、非盈利机构、文娱和制造业则对于应届生的编制缩减占比较高。主要由

于，商贸零售受到线下疫情冲击，非盈利机构迫于经济下行的压力，文娱行业则

主要受限于政策方面的管控，而制造业受制于此前的贸易战中制造业转移和回流

影响。

图表 9 不同行业今年应届生招聘编制变化



11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1.3 跨专业就业/异地就业趋势

1.3.1 跨专业求职的比例逐年增加，专科院校毕业生为主力群体

从总体来看，近三届毕业生跨专业求职的比例逐年增加，从院校类别来看，

专科院校是跨专业就业的主要群体，占比均显著高于其他院校群体。其次，普通

本科院校跨专业就业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经济下行，岗

位编制收缩，部分对口岗位较少的毕业生被迫“转型”；另一方面，毕业生求职心

态发生转变，对于跨专业择业的接受度在增加。

图表 10 21-23届毕业生跨专业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11 21-23届不同类型院校毕业生跨专业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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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1.3.2 中部地区毕业生异地就业的占比最高，而东部的异地就业占比逐年提高

中部地区为高校毕业生异地就业最高的区域，异地就业占比 81.5%；而在所

有高校毕业生群体中，海外院校的留学生选择家乡就业的比例最高，占比为

41.8%。拆分来看，东部地区在近三年高校毕业生中异地就业的占比逐年提升，

主要受到部分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以及沿海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生活成本

过高影响。

图表 12 不同区域院校毕业后异地就业占比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13 21-23届不同区域院校毕业后异地就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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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心态变化

2.1 23 届毕业生对较低薪资区间包容度增加

从期望薪资来看，近 3 届毕业生的变化差异不大，占比最高的区间均是

5001-8000 元，但 23 届毕业生更加务实，该群体在 2000-5000 元的区间占比为

11.1%，相比前两届增加了 3.4 个百分点。从实际毕业起薪来看，虽然占比最高

区间仍为 5001-8000 元，但 8001 元及以上部分的占比均在逐年增高，说明企业

对于毕业生的起薪也是逐年增加。

图表 14 21-23届毕业生起薪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15 21-23届毕业生期望薪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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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2.2 毕业生“求稳”，对机关单位、央国企青睐度持续上升

就就业偏好来看，央国企仍是超过三成高校毕业生首选的企业类型。在每一

届中的占比均为最高，且逐年增大，23 届占比高达 42%，高于 22 届的占比 40%。
占比第二高的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同样占比也在逐年增大，23 届占比已到

达 37%，高于 22 届的 25%。相反的是，私营企业和外企的占比在逐年缩小。疫

情冲击叠加经济下行，私企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相较央国企更弱，毕业生求职

心态愈加倾向于“求稳”。

图表 16 21-23届毕业期待进入的企业类型变化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2.3 毕业生求职首要考量工作内容和提升空间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自己是否有兴趣，并且能从工作中学习提

升自己的能力是更重要的。对于工作内容是否感兴趣，占到了 19.0%，成为“最
看重的因素”。工作内容是否能进步学习，占比 17.6%，排在第二。而薪资是否

符合预期占比为 15.7%，排在第三。

图表 17 毕业生选择第一份工作最看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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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准备与渠道

3.1 教育、实习、专业为招聘首要因素已成企业及毕业生共识

学历教育程度、实习经验、专业是否对口是招聘时所看重的前三大要素，已

成为企业雇主及毕业生的共识；此外，毕业生相比企业雇主更加看重双一流名校

背景，而企业雇主相比毕业生又更加看重吃苦耐劳的品质，以及校园社团运营所

展现出的领导力。

图表 18 毕业生及企业认为在招聘时所看重的要素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3.2 专科毕业生实习经验显著较低

从院校类型来看，海外院校及双一流院校有实习经历的占比最高，两类院校

中无实习经验的人群占比低至仅 2%及 3%。然而，专科院校毕业生实习经验则最

少，无实习经验的人群占比高达 22%。实习经历的缺乏或也加剧了专科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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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难度，应当加强专科院校的校企合作，提升“实战”能力。以助力毕业生尽快

适应职场生活。

图表 19 各类院校毕业生实习经验情况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3.3 求职渠道大而散，网络招聘平台仍为主要渠道

高校毕业生求职渠道呈现出大而散的特征，网招平台依然是占比最高的渠道，

其次为企业校园宣讲会，均在 20%左右。另一方面，官方渠道的占比在逐渐提升，

例如企业官网、校企合作订单班的比例也在逐年提升。这与国家重视高校毕业生

就业问题，积极敦促各方搭建平台，开展各项促进招聘求职对接活动有关。

图表 20 21-23届毕业生招聘渠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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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期待

4.1 毕业生就业信心亟待提升，机关单位和国企更为乐观

23届毕业生整体对于当下就业环境的态度尚可，37%的求职者认为一般，但

对就业环境抱有信心的人群占比极大减少，认为非常好的仅为 4.9%，认为还可

以的为 14.2%，相比 21、22届大幅减少。

企业端来看，机关单位和国企对于当下的就业环境信心最高，认为非常好的

分别占比 24.2%、20.4%。而小微企业、以及个体户中抱有信心的人群占比最少，

仅为 10%。

图表 21 21-23届毕业生对当下就业环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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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图表 22 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当下就业环境的看法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4.2 东部地区企业对于明年毕业生招聘需求增加的预期最高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是预计明年增加应届生招聘需求最高的区域，有

46.1%的企业表示预计增加应届生编制。中部地区位列第二，有 35.5%的企业预

计会增加应届生编制。相反，东北地区的企业预期则是最差的，高达 85.7%的企

业认为仅会维持不变。

图表 23 不同区域企业明年毕业生招聘需求预期

数据来源：58 同城 2022 高校毕业生就业力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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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望与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进毕业生的就业，促进青年群体的就业与发展，根据问卷调研

的数据与分析，我们针对几点突出问题与矛盾，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引导企业拓宽应届生招聘年限限制，并积极引导受疫情影响的毕业生转变就

业观念：经过调研发现，疫情爆发初期的毕业生受到的影响或更大，由于择业观

念和思维还停留在疫情前的模式，导致错过了最佳的就业时间，增加了就业难度。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鼓励企业拓宽应届生招聘年限，取消年限“歧视”，让往届的

毕业生有更多的求职机会。同时，积极引导毕业生转变择业观念，推行“先就业，

再择业”以及各类工作平等的观念，而非持续的“等待”。

机关单位及国企发挥好“稳定器”作用，同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及线下实体发

展，稳定增加市场招聘需求：在招聘需求上，机关单位和国企应当发挥好带头稳

定的作用，积极吸纳毕业生，推动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问题。同时，持续大力扶持

中小企业及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实体的复工复产，提升企业经营活力，增强

企业扩大生产预期，为社会增加应届生招聘需求。

鼓励企业拓宽招聘思路，让更多优秀的毕业生能实现跨专业就业：在整体就

业环境严峻的形势下，更应该鼓励企业打破以往的招聘思维，拓宽人才筛选标准，

给予同样优秀的跨专业人才更多机会，这样不仅能为毕业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

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人才。

推进专科院校的校企合作，深化合作方式，完善合作机制，为专科生提升就

业能力：从各类院校毕业生的实习经历数据来看，专科院校学生经历显著低于其

他院校。因此，应当积极牵头推进专科院校与企业的校企合作，打通实习机制，

完善合作流程，让更多的专科毕业生拥有“实战”经验，以提升他/她们的就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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