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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准确地了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为教育决策和毕业生就业提

供更丰富有效的信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

题组继 2003 年 6 月、2005 年 6 月、2007 年 6 月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

况进行了问卷调查之后，于 2009年 6月又进行了第四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本期简报对 2009年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统计描述。 

1. 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包括东、中、西部地区 14个省份的 28所高校，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

江、山西、河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和新疆。其中“211”重点高校

9 所、一般本科院校 14 所、专科及高职院校 5 所，每所高校根据毕业生学

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500-1000份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1753

份。在有效样本中，专科和高职毕业生占 26.3%，本科毕业生占 61.9%，硕

士毕业生占 11.2%，博士毕业生占 0.6%；男、女毕业生比例分别为 53.6%

和 46.4%。 

 

2. 毕业生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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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具体、准确地反映毕业生毕业时的状况，本次调查将毕业生被调查

时的状况分为 10类，每一类毕业生所占的比例如表 1所示。 

表 1  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专科生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全部 

（1）已确定单位 34.8 31.6 49.0 51.9 34.5 

（2）升学（国内） 9.6 23.8 9.1 6.8 18.3 

（3）出国、出境 1.7 3.6 3.6 8.3 3.2 

（4）自由职业 6.6 2.2 1.4 3.0 3.3 

（5）自主创业 4.1 1.8 1.8 2.3 2.4 

（6）其他灵活就业 9.5 4.2 2.7 1.5 5.4 

（7）待就业 27.8 25.5 29.0 21.1 26.4 

（8）不就业拟升学 2.3 3.8 1.2 0.8 3.1 

（9）其他暂不就业 2.1 2.3 1.6 2.3 2.2 

（10）其他（请说明） 1.5 1.2 0.7 2.3 1.2 

落实率（第 1～6项） 66.3 67.2 67.6 73.8 67.1 

 

从被调查的毕业生总体统计来看，毕业生毕业时“已确定单位”的比例

为 34.5%，“升学”与“出国/出境”的比例合计为 21.5%。如果将表 1中第

1～6项均视为“确定去向”的话，则毕业生毕业时的“落实率”达到了 67.1%。 

从学历层次的比较来看，就业状况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学历层次越高

落实状况越好：博士生的落实率最高，为 73.8%；其次是硕士生，为 67.6%；

第三是本科生，为 67.2%；专科生的落实率最低，为 66.3%。第二，各学历

层次之间落实率的差距并不大，最高值与最低值相比仅相差 7.5个百分点。

特别是专科生、本科生与硕士生之间的差距很小。第三，如果不考虑“升

学”和“出国出境”，只考虑“已经确定单位”、“自由职业”、“自主创业”

和“其他灵活就业”的话，则本科生的就业情况最差。 

从性别之间的比较来看：男性落实率显著高于女性，男性比例为 71.7%，

女性为 61.7%，两者相差 10个百分点。性别差距主要体现在“已确定单位”

一项上，男性为 38.7%，而女性仅为 29.8%。 

从学校类型的比较来看：“211”重点大学的落实率最高，为 77.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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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高职大专院校，落实率为 72.7%；普通本科院校的情况最差，落实率只

有 58.8%。 

从学校所在地的比较来看：东、中、西部地区高校之间的落实率不存在

显著的差异。东、中、西部落实率分别为 66.8%、67.9%、68.4%。 

 

3. 起薪比较 

收入是反映就业状况的关键指标之一。在本次调查中，由已经确定就业

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进行了估计。为了排除奇异值，我们只统计了

月起薪在 300-20000 元之间的观测值。统计结果显示，2009 年高校毕业生

月起薪的算术平均值为 2331元，比 2007年有显著的提高。 

毕业生的起薪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学历越高起薪越多。从算术平均值看，专科生为 1510元，比 2007

年的 1410 元增加了 100 元；本科毕业生为 2276 元，比 2007 年的 1788 元

增加了 488元；硕士为 3637元，比 2007年的 3469元增加了 168元；博士

为 3757元，比 2007年的 3252元增加了 505元。 

第二，性别之间存在差异：从算术平均值看，男性为 2459 元，女性为

2144 元，两者相差 315 元。同 2007 年的算术平均值比较，2009 年男性和

女性的月起薪分别增加了 588元和 448元，性别差异进一步拉大。 

第三，学校类型之间存在差异：从算术平均值看，“211”重点大学为 3081

元，普通本科院校为 1981元，高职大专院校为 1517元。 

第四，就业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从算术平均值看，东部地区为 2444元，

中部地区为 2073 元，西部地区为 2071 元。中西部之间基本一样，差距主

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之间。 

第五，就业地点之间存在差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平均收入最高，为

2635 元；地级市的平均收入为 2022 元；县级市或县城的收入平均为 1830

元；乡镇和农村的收入分别为 1566元和 1895元。 

第六，工作单位性质之间存在差异：科研单位、部队、三资企业的平均

月起薪较高，分别为 3201 元、2921 元和 2855 元；高等教育单位、国有企

业和国家机关居中，分别为 2662 元、2577 元和 2576 元；医疗卫生单位、

中初教育单位、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最低，分别为 2207元、2151元、1812



 4 

元和 1489元。 

第七，工作类型之间存在差异：专业技术工作、行政管理工作、企业管

理工作的收入位居前三甲，分别为 2545 元、2438 元和 2282 元；技术辅助

工作、服务工作居中，分别为 2158 元和 1902 元；最低的是一线生产工人

和农业从业人员，收入分别只有 1632元和 1620元。 

第八，行业之间存在差异：19个行业按照平均起薪有高到低的排列顺序

依次为：（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为 2885元；（2）金融业为 2787

元；（3）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 2787元；（4）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地质勘查为 2759 元；（5）文化体育娱乐为 2599 元；（6）公共

管理与社会组织为 2486元；（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为 2384元；（8）

教育为 2321元；（9）采矿业为 2248元；（10）建筑业为 2113元；（11）

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为 2088 元；（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 2088 元；

（13）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为 2084元；（14）制造业为 2041元；（15）

房地产为 1833元；（16）农林牧渔为 1649元；（17）居民服务为 1646元；

（18）批发零售为 1524元；（19）住宿餐饮为 1386元。 

 

4. 就业分布 

根据已经确定就业单位者的回答，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状况如

下： 

第一，按就业地点分划分：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工作的毕业生占 54.0%，

在地级市的占 29.7%，在县级市或县城的占 12.1%，在乡镇的占 3.4%，在农

村的为 0.8%。与 2007年相比，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工作的毕业生所占的比

例显著增加，上升了 8.8 个百分点，而在其他地方就业的比例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 

第二，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国家机关是毕业生最

主要的就业单位，分别占 34.5%、31.0%和 10.9%，三者合计达 76.4%；科研

单位、高等教育单位、中初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分别

占 1.7%、3.4%、2.6%、1.4%和 2.6%，事业单位合计为合计 11.7%；三资企

业占 6.8%。 

与 2007年相比，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显著上升，增加了 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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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毕业生就业的最主要单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

所占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其中私营企业减少了 3.2 个百分点，由原来的第

一位降为第二位；三资企业减少了 2.7 个百分点，所占比例由 9.5%下降到

6.8%。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占的比例略为下降，分别减少了 1.8 个百分

点和 2.0 个百分点。综合而言，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影响最直接的单位是

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三者合计上升了 7.2个百分点。 

第三，按工作类型划分：各类专业技术工作（如工程师、会计师、教师、

医生、律师等）依然一支独秀，占 43.4%；其次是各类行政管理工作（包括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行政管理工作），占 14.1%；各类企业管理

工作（如经理、部门经理等）占 13.6%；各类技术辅助工作（如技术员、护

士、秘书、出纳等）占 8.7%；各类服务工作（如保安、餐饮服务、销售服

务、市场营销等）占 9.6%；各类一线工业和农业生产工作的分别占 3.3%和

0.8%；其他占 6.6%。与 2007年相比，各类专业技术工作所占的比例显著上

升，增加了 9.1个百分点。 

第四，按行业划分：在 19 个行业中按比例由高到低排在前 8 位的行业

是：（1）制造业为 18.2%；（2）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为 10.5%；

（3）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 9.5%；（4）教育为 8.0%；（5）建

筑业为 6.9%；（6）金融业为 6.3%；（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为

5.8%；（8）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为 5.0%。 

以上八个行业分别属于以下四种类型：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新兴

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金融业）、“垄断行业”（电力、

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国家机关和科教。 

 

5. 就业影响因素 

毕业生就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应该从用

人单位和毕业生供给和需求两种角度综合考虑，但是本次问卷调查对象只

包含毕业生，因此统计结果只是毕业生的看法。问卷包含的影响就业的各

种因素共有 22种，调查统计结果中按照影响程度从重到轻的排列顺序，这

18种影响因素分别为：1、工作能力强；2、有相关实习和工作经历；3、了

解自己,所长避短；4、应聘技巧好；5、学校名气、地位高；6、学历层次



 6 

高；7、目标的执行能力；8、学习成绩好；9、了解职业要求及特点；10、

就业信息和机会多；11、目标选取的恰当与适时调整；12、热门专业；13、

形象气质好；14、老师的推荐；15、亲戚的帮助；16、朋友的帮助；17、

拥有就业地户口；18、为学生干部；19、往届毕业生的声誉好；20、为党

员；21、性别状况为男性；22、送礼买人情。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比较规范，就业竞争力

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识和能力方面，而性别因素和送礼买人情等因素的影

响较小。从学校类型、学历层次和专业的比较看，毕业生认为名校和高学

历比热门专业更重要。 

 

6. 择业意向 

就业对每一位毕业生都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择业过程中，毕业生们

普遍重视的是哪些因素？本次调查共涉及 14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从重到

轻的顺序排列如下：1、发展前景好；2、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3、符合自

己的兴趣爱好；4、工作单位的声誉好；5、福利待遇好；6、工作稳定；7、

经济收入高；8、对社会的贡献；9、工作自由；10、工作单位在大城市；

11、工作单位的规模大；12、工作舒适劳动强度低；13、易（能）获得权

力和社会资源；14、可兼顾亲友关系。 

上面的排序显示，高校毕业生把施展个人才华、体现人生价值看得很重。

与 2007 年相比，“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工作单位的声誉好”两个选

项的排序前移，而“福利待遇好”和“经济收入高”两个选项的排序后移。 

 

7. 择业过程与结果 

（1）求职信息。毕业生求职与用人单位聘用毕业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毕业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就业信息，并需要通过一定的

途径向有关单位发出求职信息。已确定单位者的择业渠道被选的比例由高

到低依次排列为：1、学校（包括院系）就业指导机构发布的需求信息 37.8%；

2、网络招聘信息 18.3%；3、父母、亲戚介绍的信息 12.5%；4、朋友或熟

人介绍的信息 9.3%；5、在人才洽谈会获得的信息 6.9%；6、实习单位提供

的信息 5.4%；7、从企业得到的书面招聘广告 3.7%；8、从职业介绍机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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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信息 2.6%；9、专门性的人才招聘信息刊物 2.2%；10、新闻媒介的零

散招聘广告 1.3%。 

与 2007 年相比，学校（包括院系）就业指导机构发布的需求信息尽管

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毕业生最重要的求职渠道；网络招聘信息的比例

显著上升，增加了 5.8 个百分点，排序上升到第二位；父母、亲戚介绍的

信息以及朋友或熟人介绍的信息比例基本没变；实习单位提供的信息和从

职业介绍机构获得的信息比例都有所上升，表明实习单位和职业介绍机构

的作用在加强；而在人才洽谈会获得的信息、从企业得到的书面招聘广告、

专门性的人才招聘信息刊物、新闻媒介的零散招聘广告等比例都有所下降，

表明普通的就业广告对毕业生求职的影响还很有限。总体而言，学校、亲

朋好友、网络仍是毕业生求职信息的主要来源。 

（2）学校就业信息有用度。从毕业生对从学校获得的就业信息的帮助

程度看，有 35.4%的毕业生认为就业信息帮助很大，有 36.9%的毕业生认为

帮助较大，有 20.5%的毕业生认为帮助一般，有 4.9%的毕业生认为帮助较

小，有 2.3%的毕业生认为没有帮助。统计显示，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已经

获得 72.3%的毕业生的积极肯定，说明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方面已经取得

了非常大的进步，这一比例比 2007年大幅增加了 29.3个百分点。 

（3）求职数量。在需要求职的毕业生中，在择业过程中毕业生递交过

求职简历的单位数平均为 10.9个，接受过面试的单位数平均为 4.2个，曾

表示愿意接收的单位数平均为 2.2 个。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求职单位的数

量与求职成功率并没有显著相关性，“已经确定单位”的毕业生平均求职单

位数为 11.1 个，“待就业”者为 10.6 个；“已经确定单位”的毕业生参加

面试的单位数为 4.5 个，“待就业”者为 3.7 个；“已经确定单位”的毕业

生获得接受的单位数为 2.4个，“待就业”者为 1.7个。统计数据也显示出

“待就业”者仍然存在“有业不就”的现象。 

（4）求职费用。排除求职总费用在 0 元以下和 10000 元以上的奇异值

后，2009年高校毕业生为求职而花费的相关费用人均为 1159元。其中，求

职简历的制作 75元；交通费 331元；招聘会门票 57元；通讯费用 134元；

购置服装费 317 元；人情、礼品费用 229 元；其他相关费用 233 元。“已

确定单位”者在总求职费用和除购置服装外的分项费用上支出均低于“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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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者，说明求职结果与求职经费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求职过程

中过分地增加支出并不会显著提高求职的成功率。 

与 2007 年相比，高校毕业生为求职成本没有显著的增加，两者只差 27

元。其中，交通费用增加了 41元；购置服装费几乎没有变化；而求职简历

的制作、招聘会门票、通讯费用、人情、礼品费用均有所减少。 

（5）工作满意度。由于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有充分的选择权，因此毕业

生对自己所找到工作的满意程度较高。在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中，

有 16.4%的毕业生对找到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43.1%的毕业生感到满意；

34.3%的毕业生感到一般；5.5%的毕业生感到不太满意；只有 0.8%的毕业生

很不满意自己的工作。 

与 2007年相比，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对找到的工

作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的比例由 2007年的 53.3%上升到 2009年的 59.4%，

而对找到的工作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则由2007年的6.9%下降到

2009年的 6.3%。 

 

（注：本期简报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题组

的分析结果。课题负责人为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和丁小浩教授，主要成员

有文东茅教授、岳昌君教授和杨钋博士等。本简报由岳昌君教授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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