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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的受访
者选择“支持，
能 够 比 较 好 利
用 毕 业 后 的 一
段 时 间 沉 淀 自
我规划未来”。

如何看待

“慢就业”
这一现象？

48%的受访者选
择“中立，有些茫然，
觉得‘慢就业’和直接
就业差别不大”。

14%的受访者
选择“反对，认为‘慢
就业’其实就是就业
形势困难下形成的
新‘唬人’概念”。

又到一年毕业季，高校毕

业生们或四处投简历参加招聘

会，或考公考研考编。不过近

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悄

然出现“慢就业”一族。他们毕

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

打算继续深造，而是暂时选择

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创

业考察。连日来，记者采访了

部分宁波高校应届毕业生，他

们的状态各不相同。

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现象调查

考研、游学、支教……你怎么看？
专家提醒：这段“空窗期”，要有目标更要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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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的考研复试分
数线还没出来，不过正在准备了。”
读新闻与传播专业的黄同学拿到了
研究生考试成绩，不确定自己能否

“撞线”成功。目前她每天按部就班
读书学习，为复试做准备。

身边的同学，实习的实习，找工
作的找工作，她也纠结过。不过，在
考研分数线没有出来之前，黄同学
只能沿着考研的“主线”往前推进。

“对照去年分数线，能否录取，一
半一半吧。”黄同学也和家人商量过，
这次考不上就下次再考。有了这个“小
目标”，黄同学的心态“稳了”。她并不

急着就业，而是想尝试更多可能性。
“想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到互联网大厂、新媒体平台实习，像
B站（哔哩哔哩）、小红书啊这些，去
感受下不同媒体的工作状态。”黄同
学也在投简历，但并不是“广撒网”，
她更像在选择某个“奇妙乐园”来一
场沉浸式体验。

“找不到心仪的实习单位，就到
外面走走看看，给自己放个假。”黄
同学说，父母的支持，让她有能力选
择“慢就业”，她觉得“慢就业不是逃
避就业，而是细细规划人生，找到兴
趣所在。”

故事一 目标考研，“上岸”前想尝试更多可能性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的陈老师，
长期从事学生工作。他发现，近两
年受疫情和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就
业压力增加，有学生“慢就业”“懒就
业”，做“啃老族”。

“江浙一带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高一些，很多学生的家庭条件比较
好，学生找工作的迫切性不那么高，
缺乏目标和动力的毕业生就在家
里，借口考公、考研，书也没怎么读，
工作也不找，说是‘慢就业’，其实是

‘懒就业’，逃避就业。”陈老师为此
专门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文，解析
这种想象。

“有的学生毕业在家一待就是
两年、三年；还有的，不停换工作，说
是找到喜欢的工作，其实有可能是
承受不了职场压力，逃避就业。”陈
老师说，高校最后一年，会给学生提
供实习岗位，也会留出时间让学生
自主选择升学，或是就业。“这其实
给到了学生思考未来人生方向的时
间，也有试错、重新规划职业方向的
时间，如果毕业之后较长时间里仍
然处于游离不定、目标不清晰的状
态，没有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家长就

要注意了。”
“对于有‘慢就业’经历的大学

生来应聘，我首先会在心里打个问
号。”张先生是我市一家中型企业的
人力资源部经理，他在招聘员工时
也曾遇到过“慢就业”的毕业生，他
直言不讳自己的感受。

他说：“我会问这个应聘者在这
段‘空窗期’里做了什么，具体了解
下他的这段日子经历。当然，只要
他说得清楚，这个问号也就打消
了。毕竟我们最看重的还是应聘者
的综合能力，只要能力强，有专业素
养，这样的人才我们是欢迎的。”

采访中，多位人力资源专家提
醒大学毕业生，一定要警惕“慢就
业”。

我市一所高校学工部负责人表
示：“国家鼓励为大学生解决就业问
题，大量政策及职位都是针对应届
毕业生的，比如，国考公务员九成以
上的岗位、省考公务员七八成的岗
位只针对应届毕业生进行招聘，一
旦成为往届生，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而且难度也更大。”
记者 李臻 王冬晓 实习生 项睿铖

提醒 在这段“空窗期”，要有目标更要有行动

不知从哪年开始，有些毕业生
毕业后不愿马上找工作，有的对工
作单位和岗位要求很高，对普通单
位普通岗位看不上眼。

近年来，“慢就业”人群不断增
加，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
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独生子女
在家庭中的地位决定了家长对此无
可奈何，经济上即使有压力，往往也
不至于立马强行硬逼着子女出去找
工作；另一方面，一些毕业生在校期
间自身并没有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甚至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工作。
此外，虽然如今的高等教育已经走向
了普及化，但高校毕业生仍然不太
愿意深入真正的一线岗位去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名大学
生毕业后不就业，表面上看，这只是
他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大学毕业
生应该就业也可以就业而选择不就
业，自愿进入“慢就业”生活方式，有
些甚至直接“躺平”，这既造成人力

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家庭和社会
带去了担忧，不应该成为新时代青
年一代的人生态度。

当“慢就业”成为一个群体现象
时，就更加值得引起社会的高度重
视了。高校要从专业建设和人才培
养方式上加大改革力度，面向经济
社会主战场培养人才，要引导帮助
学生尽早树立职业理想，明确职业
规划；学生和家长应理性看待今天
的“大学生”这一身份，要降低就业
期望值，学生毕业后即使不及时就
业，也应该积极投身社会、接触社
会，比如参加志愿服务、开展社会调
查、开展游学游历、做些临时性兼职
活动等，以增长见识、增加阅历，为
后续直接就业做些准备；政府和社
会要创造更多合适的就业机会和岗
位，营造更加友好的适合大学生创
业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期待，“慢就业”早日变成
“满就业”。

声音 期待“慢就业”早日变成“满就业”

朱美燕 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我拿到了澳大利亚的work-
ing holiday visa (打工旅行签
证），年底或将成行。”

胡燕超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物
流管理2014届毕业生。8年来，她
去坦桑尼亚做过志愿者，爬过乞
力马扎罗山，在青藏公路上捡拾
过垃圾，也在青海长江源看过斑
头雁……

2014年毕业季，身边同学都在
忙着考研、考公、找工作时，胡燕超
到厦门半工半游，住了一个月。“当
时挺迷茫的，喜欢做的，能力又不
够，感兴趣的方向，在实际工作中有
较大区别。”胡燕超走到了人生十字
路口。

到厦门一个月，她一边打工一
边游历当地风土人情。“在环海公路
上散步，吹着海风，我的心静了下

来。”一个月后，胡燕超回到宁波，找
了一份旅游相关的工作。

2016年，一家国际公益组织招
募非洲志愿者，年龄卡在24周岁。

“那年我恰好24岁，心里有个声音，
一定要去。”胡燕超辞职参加坦桑尼
亚的公益行动。

“父母不支持，认为我不务正
业。”胡燕超说，这一路走来，没向家
人要过钱，而是靠自己“半工半游”
实现了一个个心愿。

从非洲回来，胡燕超又成为绿
色江河“长江源驻站”项目志愿者，
在青海唐古拉山镇的长江源保护站
工作一个月，引导服务，做垃圾调
查、观察保护斑头雁等野生动物。

在参与志愿行动、服务社会中，
胡燕超不断成长，也把人生“小目
标”定在了“走出去看看大世界”。

故事二 也曾就业迷茫，在服务社会中不断成长

记者在宁波各大高校大学生中
发放关于“慢就业”话题的问卷调
查。在参与调查的近200人中，男
生占43%，女生占比57%。其中，
77%的受访者对自己所学专业感兴
趣，23%的受访者表示不大感兴趣；
至于是否考虑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
作时，83%的受访者回答“是”，17%
的受访者表示“否”。

在“毕业后，您对未来的打算？”
一栏显示，50%的受访者选择“升
学”，48%的受访者选择“应届就
业”，而2%选择“慢就业”。

如何看待“慢就业”这一现象？
38%的受访者选择“支持，能够比较

好利用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沉淀自我
规划未来”，48%的受访者选择“中
立，有些茫然，觉得‘慢就业’和直接
就业差别不大”，另有14%的受访
者选择“反对，认为‘慢就业’其实就
是就业形势困难下形成的新‘唬人’
概念”。

“如果您选择了‘慢就业’，当前
阶段您会怎么安排？（多选题）”对于
这个问题，选择“好好休息”的占
30%、选择“游学”的占30%、选择

“支教”的占17%、选择“在家陪父
母”的占31%、选择“进行创业考察”
的占37%、选择“备考研究生”的占
35%、选择“备考公务员”的占37%。

调查 甬城2%大学生未来有“慢就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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