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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青年就业，怎样打开新空间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关乎千家万户，也是全国两会上热议的焦点问题。去年以来，青年调查失业率引发关

注，一些外媒和外国机构也借机唱衰中国经济。
如何看待当前青年面临的就业压力？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会否影响青年就业？职业发展有何新动向？全国两

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

上海市春季促进就业综合性大型招聘会近日举行。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如何正确看待
青年就业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上半
年，16至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
业率持续走高，由此引发一些担
忧。部分外媒抛出了“倒闭潮”

“失业潮”论调。
青年就业问题是否如一些

外媒所言在“持续恶化”？
“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

年初次进入市场找工作，有一个
工作搜寻与空缺职位的匹配过
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
究所所长曾湘泉说，每到毕业
季，年轻人集中进入劳动力市
场，青年失业率都会有所上升。
随着工作陆续确定，青年失业率
一般会在7月左右达到顶峰后逐
步回落。

那么，当前青年就业形势究
竟如何？

不可否认，就业存在压力是
中国的现实国情。

“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170 万人，要强化促进青年就
业政策举措，优化就业创业指导
服务。”政府工作报告直面问题，
亮出国家化解青年就业问题的
决心和信心。

“2024年新成长劳动力规模
仍然较大”“2024年经济运行风
险挑战增多、重点人群就业压力
较大”，计划报告点明设置今年
就业预期的基本动因。城镇新
增就业规模从去年“1200万人左
右”调整为今年“1200 万人以
上”，传递出更大力度稳就业、惠
民生的积极信号。

“随着经济回稳向好，当前
就业形势总体改善，但部分行业
以及中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不
少困难，求职的年轻人数量继续
增加，使得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
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分析。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企
业招聘持续向好，但招聘岗位数
量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
平。过去吸纳毕业生最多的互
联网、房地产、教培行业，招聘需
求恢复依然较慢。

“毕业生找工作时求优求
稳，用人单位也提高了招聘门
槛，这就导致部分青年‘就业难’
与部分岗位‘招聘难’并存的现
象更加凸显。”莫荣委员表示。

帮助青年就业，各级党委政
府都做了什么？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持
续强化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对
企业招收毕业生的，给予吸纳就
业补贴、扩岗补助、税收优惠等
扶持政策；稳定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引导鼓励毕
业生到基层就业。

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打
造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品牌，
持续开展大中城市联合招聘、百

日千万招聘、民营企业招聘月等
活动，为青年提供针对性的就业
岗位。

强化困难群体帮扶——对
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家庭等的困难毕业
生，离校前发放求职创业补贴；
离校后提供“一人一策”帮扶，优
先提供岗位信息……

去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
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作为
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有力
有效政策弥补市场不足，全力以
赴确保就业形势稳定。

今年计划报告进一步提出
“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实施好促进青年就业三年行
动”“优化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
政策性岗位招聘（录）安排”等一
系列针对性举措。

“期待政策给青年就业带来
更多利好。”广东海洋大学2023
届本科毕业生唐锦涛告诉记者，
去年一直没找到合适工作，今年
春节后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多场
招聘会，社区也不断推荐岗位。
自己逐渐增强信心，10天前成功
入职了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

“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但要
看到，确保就业大盘稳，出现了
很多积极因素。提升经济社会
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集成政策
对就业的牵引力，将为稳定就业
大盘特别是保障青年就业提供
强力支撑。”莫荣委员说。

数字化、智能化
会否影响青年就业？

近年来，随着技术迭代和产
业升级加速，无人工厂建设和人
工智能应用加快推进，一些人关
心，这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失业？

“无论是新产业、新模式、新
业态崛起，还是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都带来企业人才结构的深刻
调整。在部分岗位被替代的同
时，也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新机
会。而这种变化总体对高校毕
业生更有利，因为其数字化的特
点使得用人单位更加青睐熟悉
互联网、综合素质高的求职者。”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示。

重庆一家制造业企业负责
人告诉记者，企业转向智能制造
后，确实减少了一线普工数量，
但同时又产生了供应链管理、精
密模具制造成型等数百个新岗
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
高，亟待补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人才。

“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
动力供给趋紧、人工成本上升的
背景下，用机器替代流水线上的
简单重复劳动是大趋势。”曾湘
泉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天津理工
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劲松看来，
新一代求职者更加注重职业发

展、工作条件和自我价值实现。
关键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和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创
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的智力型、技
术技能型岗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
府工作任务的首位，并提出“推动
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
等新赛道”“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等一系列新举措。

计划报告提出，实施先进制
造业促就业行动，拓宽就业增长
点。

“一大批新岗位、新职业将
加快涌现，为广大青年提供更多
职业新选择、发展新空间。”王劲
松代表说。

也有人担心，现在的年轻人
是否愿意到制造业就业。

记者了解到，一些变化已经
悄然发生。不少毕业生将眼光
更多投向前沿领域和高科技行
业。部分制造业企业收到毕业
生简历数量明显增加，一些先进
制造业企业更是成了就业市场
的“香饽饽”。

这两年，电动汽车、新能源、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一批新兴
产业崭露头角，可观的薪资待遇
和职业前景，大大增强了其对年
轻人的吸引力。智能制造、电子
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成为
就业“新风口”。

青年就业能力
如何提高？

转型升级产生了岗位新供
给，同时也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

新需求。二者不匹配的矛盾如
何化解？

“适应先进制造、现代服务、
养老照护等领域人才需求，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公共实训
基地建设支持力度，加快促进产
训结合，开展百万青年职业技能
培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
计划报告提出一揽子新举措。

“加快调整高校学科专业布
局结构，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
与人才实际需求更加匹配”“提
高职业教育质量”……计划报告
中的新安排，释放了人才培养的
新信号。

四川九洲元亨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人资专员李静告诉
记者，公司在成都招聘视频拍摄
剪辑、新媒体运营等多个岗位，
大多只要求大专学历，月薪最高
到1万元。“看起来门槛不高、待
遇也不错，但这些岗位需要很强
的专业能力。有很多毕业生投
来简历，但符合条件的不多。”

“为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我
们学校从2020年开始，重点针对
就业难度相对较大专业进行调
整优化，将95个专业压减到了75
个；同时结合本校优势学科和办
学特色改进了各专业的课程设
置，增加了实践环节。”全国人大
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介
绍。

“能明显感觉到毕业生就业
面更宽、适应力更强，去向落实
率从 2020 年的 87.2%提高到了
2023年的 90.5%，2024年预计可
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吴德代
表说。

压力之下
青年自身如何调整？

在一些外媒关于中国青年

就业的报道中，“躺平”“摆烂”
成为高频词，有外媒称“全职子
女成为趋势”，甚至称中国有
1600 万 城 市 青 年 选 择“ 家 里
蹲”。

“‘躺平’‘摆烂’不是对我们
青年一代的真实描述。无论考
研还是找工作，大家都很努力，
都想早点‘上岸’。我和宿舍同
学一起求职时，大家每天都互相
交流招聘信息、面试技巧。”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24届本科
毕业生张翱聪说。

我国已有超2.18亿人具有
大学学历，每年毕业生规模已超
千万人。在如此庞大的就业群
体里，出现缓就业、慢就业的情
况不难理解。关键是不能以偏
概全，而要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就
业整体状况，辨明整体和局部，
分清主流和支流。

无论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
据，还是代表委员的一线调研，
抑或是记者的采访观察都显示，
绝大部分年轻人正在积极寻求
机会、想办法实现自身价值。面
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年轻人的观
念总体更加开放，求职路径也更
为多元。

越来越多大学生积极调整
发展路径，选择主动对接职场
所需，脚踏实地提升能力：招聘
会上，一些低年级大学生来提
前“热身”或寻找实习岗位；培
训机构中，自己花钱来学技能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下班后，到
夜校培训“充电”成为年轻人潮
流……

“相对于产业和技术的快速
变化，人的变化是一种渐进式变
量。但是一旦激发，就会产生巨
大力量。”莫荣委员说。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