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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了解就业需求结构

的不断变化和新的趋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本文深入调查大学生的就业现状,把握大学生的就业需求结构及趋向,并从现被广泛使用的线上

求职平台的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呈现过于冗杂的现状中寻找突破口,搭建服务型动态职位信息城市维度分析平台,从而更好地为求职者提供基于

个人需求的职位分析结果及呈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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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业难”在近年众多社会问题中引得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毕业生人

数逐年增加,且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应届生期望薪资不断提高。此外,伴随

着新一线城市的放宽性落户政策、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的出台,2019年应届

生求职首选的地域为新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而青年人才及劳动人口对城

市的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近些年的“人才大战”中展露无疑,这种双向

吸引的趋势也将长期存在。 

此外,据了解,东、中、西部地区20个省份33所高校的毕业生对京津沪

地区就业的满意度最高,西部地区就业的满意度最低。就业满意度地区就

业情况饱和,势必造成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因此,关于职位在城

市维度方向的分析和体现对求职者也十分重要。 

同时,新形势下多元化的网络招聘、应聘之间存在矛盾。目前行业中

最大的痛点即应聘方和招聘方信息不对称,出现“就业难”与“用工荒”

并存的现象。因此,进一步了解现有招聘软件,有助于打造从求职者切实需

求出发,求职效率更高的线上求职平台。 

1 对象及处理方法 

本研究中,调查对象是全日制本科大学生。调查对象主要来自西安高

校,采用线上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共收集问卷102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995份。 

针对调查问卷,利用Excel汇总问卷调查结果,将实体调查问卷转化为

计算机可读格式并储存。选择合适的内置绘图工具分模块、分类别,更加

清晰地呈现初步数据特征。 

针对线上求职平台,利用爬虫程序通过拉勾网获取的大量职位信息,

利用Excel进行数据的综合汇总、清洗以及指标数据的筛选和处理。 

根据已有处理过的数据,运用数据库、MATLAB及Excel进行数据存储、

处理与分析,建立最优匹配模型,搭建初始Excel平台。后以初始Excel分析

平台为基础,将理论分析转化为操作实体,建立便于用户操作的小程序职

位分析平台。 

2 主要结果 

2.1大学生就业现状 

毕业生人数多,且逐年上涨。由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网络视频会议可知,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834万人,较上年

增加14万人,加上海归毕业生,将接近900万之众。 

招聘应聘信息不匹配。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各大网站所提供的

招聘信息更是层出不穷,这些网站发布的招聘信息看似待遇优厚,实则暗

藏玄机。在参差不齐的招聘信息中,求职者很难判断招聘信息的真假,同时

可能错过真实的招聘信息。 

地域对于起薪影响较大。毕业生就业地区、就业地点、所在行业性质

等就业状况是影响起薪的突出因素。在北上广地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

业的毕业生起薪显著更高
[1]
。 

2.2求职者对职位的需求结构和特点分析结果 

岳昌军等人在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实证研究中提出,由

于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我国结构性失业矛盾依然存

在
[2]
。大学生到西部地区就业的意愿只有21.4%,且国家关于就业扶贫政策

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够显著
[3]
。而正在迅速发展的新一线城市的“新经济”

岗位在快速提升,这是吸引当代青年人才的有力条件。 

根据调查结果,工作地域为求职者的首要需求,其次分别为薪资水平、

公司选择,以及职业方向,这是后续创建平台设定职位分析和筛选指标的

基础。而在BOSS直聘发布的2019应届生求职趋势报告中可以看出,2019年

全国面向应届生的岗位需求中,对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职位需求占比

达到了68.2%,在同等其他情况下,特定地域的职位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显著

增强,且城市的发展状况与职位薪资水平成正相关
[4]
。这也为我们致力于

搭建的以城市维度为主要分析和对比要素的线上平台提供了重要依据和

支持。 

 

图1  求职者需求结构分析统计图 

2.3线上职位分析平台的现状及需求分析结果 

2.3.1线上平台现状及问题 

惠及人群广泛,发展潜力巨大。“互联网+”风潮席卷,移动互联网为整

个招聘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网络正逐渐取代线下成为求职第一渠道；同

时,强大的招聘效果和偏低的招聘成本,也让越来越多企业选择通过网络

平台招聘。移动互联网手机招聘以其方便快捷、流程简单的优势迅速发展,

在线求职招聘市场规模一路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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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平台市场占有量高,新锐软件竞争激烈。数据显示,近八成求职者偏

好利用多个网络招聘平台来拓宽应聘渠道,但各个主流招聘平台呈现出差异

化发展趋势。根据运营模式与目标客户的不同,在线求职招聘行业可细分为

综合招聘、垂直招聘、社交招聘等。综合招聘平台依然是求职者的首选。 

多数软件存在匹配度低,界面信息繁杂以及过度追求利益而忽视用户

使用体验的问题。多数平台采取前期免费服务吸引用户体验,然后通过增

值模式获取利润。但这一模式会制约经营者的长期发展,如一些招聘平台

为了逐利牺牲用户体验,全面收费但为用户提供的价值未达预期、广告过

于冗杂、对招聘公司审查不足、内置恶意扣费代码等。因此,长期来看,

要想这种商业模式促进行业规范的形成,平台自身本质的服务及实用属性,

就必须切实满足用户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扩大经营范围,创造商业价值。 

2.3.2求职者对于线上平台的需求倾向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及手机招聘软件的三大部分功能
[5]
的分析,求职者更希

望招聘平台向服务于个人需求的方向发展——基于个性化需求的职位排

序、最佳职位推荐、职位比较和职位优先考虑。而不同城市的职位比较也

是在当前人才流入大城市的主要趋势下的新兴需求之一。 

2.4最优职位匹配模型的建立及职位分析平台的建立 

基于上文对于求职者需求结构的分析,得出工作地域、薪资水平、公

司选择,以及职业方向四个影响职位选择的因子,为提高职位信息的筛选

效率,建立以下多元0-1规划筛选模型,将职位信息进行基于求职者切实需

求的个性化筛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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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自变量分别代表薪资、公司、职位和城市,由以上约束,目标函

数最终有四个不同的可能值,共代表了15种不同的选择情况。 

此外,建立薪资量化模型。根据求职者的理想薪资与可接受的上下浮

动阈值,系统可在现有样本中,筛选出符合求职者可接受的薪资区间的职

位信息。 

2.5基于以上模型的小程序具体形式 

在此平台上,将城市信息作为输入层,公司名、职位信息及相关薪资水

平信息作为输出层,可针对个人需求进行条件性筛选,对不同意向职位在

不同城市不同公司的职位信息(职位数、薪资水平等)作出分析,得到最优

的方案比较,并根据最新发布的职位信息进行实时更新调整。解决了以城

市为维度的动态职位薪资情况比较以及有明显需求倾向的求职者的最优

职位匹配问题。 

此外,在页面中还加入招聘实时讯息、就业指导,以及专业技能培训

专栏等,让求职者多角度了解就业形势,在提升自我技能和面试相关技

巧等方面提供帮助,多方面、清晰化、人性化地呈现分析结果,无干扰和

无用信息。 

3 总结 

本文通过调查,对大学生的就业需求结构及趋向进行分析,从现有线

上求职平台的现状中寻找突破口,搭建服务型动态职位信息城市维度分析

平台,旨在更好地为求职者提供基于个人需求的职位分析结果及呈现形式,

为当前社会求职问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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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动态职位信息城市维度分析平台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