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场：2024 毕业生就业和薪酬报告分析以及三个破局思维 

       

  2024 年高考成绩已经出来，很快陆陆续续就会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十年窗下

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初入大学的学生还好，毕

竟还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准备择业和就业。 

        但是对于正在毕业的 1000 多万大学生，包括硕博研究生、本科生乃至大专

生，可能正是最焦虑，最煎熬的时刻。 

        就在昨天还刷到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博生下班后摆摊卖烤肠的新闻，声称“以

前老失眠，现在躺下 10 分钟就能睡着”。这说明学哲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和

安全感。其实很多毕业生的命运在入学选专业时就开始区别了，所以本文的报告对

于刚迈入大学的学生也是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最近分析了三份关于大学生薪酬、就业、招聘的报告，分别是： 

• 外企德科的《2024 全国毕业生起薪点薪酬报告》 

• 猎聘的《2024 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 

• 脉脉的《高聘：高薪职业和人才洞察(2024 春招)》 

 

 

现状：毕业生今年找就业很难，未来更难 

        1、未来十年，人口就业高峰尚未到来，如果高校不停止扩招，那么每年高校毕业

生仍会持续增加：2024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 1179 万，按照过去 10 年的

复合增长率是 4.64%,也就是未来每年至少还会净增 50 万。2022 年出现的人口拐点对就

业的影响至少要十年后才会出现。 



 

        2、 在 AI 以及数字化技术趋势下，未来十年企事业单位低端岗位招聘需求仍会持续

下降，各行各样企业招聘需求都有 10-20%的萎缩。在人才供给不断增加和人才招聘需求

不断缩减趋势下，毕业即失业的毕业生将会持续增加。据有分析报告显示，正规就业比例

越来低，灵活就业和升学比例持续走高。在就业数量方面，从毕业去向来看，高校毕业生

的正规就业比例从 2015 年开始下降到 40% 以下，现在已经低到取消相关数据统计了。 

 

图中仅为保守估算数据，具体数据以官方为准。 



 

分析：毕业生就业薪酬报告分析 

        1、 院校选择：从宏观起薪数据来看，985 和 211 差别不明显，专业和个人素质方

面的的影响更大一些。但 985/211 与双非院校（既不是 985，也不是 211）差别拉大。 

 

        2、 学历：当前就业率比较好的是硕士，其次是大专，本科就业率最低，有点搞不

成低不就。起薪方面，学历越高，起薪越高、增长越快。硕博起薪明显高于本科生，本科

生起薪略高于大专生，但无明显差距。近五成毕业生起薪低于期望，只有不到 25%的毕

业生起薪高于期望。 

 

        3、 单位类型：从薪酬上看，外企或合资企业工资最高，其次是国企和民企，因国

企的隐性福利相对有竞争优势，特别是本科及以下人员优势明显。从就业占比上看，民营

企业就业占比最大，30%以上；国有企业位居第二在 20%左右；外资或合资企业数量最



少，不到 10%。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比例逐渐下滑，学校就业比例下降明显，科研

单位就业比例始终处于低位。 

        4、  行业方向：从就业行业来看，教育、制造、IT 和金融业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

业最主要的行业选择。其中， 教育行业就业比例于 2019 年实现超越，跃升为毕业生的首

选，可能是因为性价比高，很多清华北大等非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涌向大城市的中小学教育

体系；制造业和 IT 业是老牌热门行业，每年的就业比例均超过 10%，位居前列；金融业

的热度则昙花一现，就业比例的位次和数值均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薪酬视角，高科技、金融、汽车等行业是热门行业。超过四成以上毕业生的工作

方向与专业不对口。 

 

        5、  专业方向：从专业方向视角，土建、医学、外语方向相对薪酬占有优势明显。

综合来看理工科以及外语、法学等实用类专业在就业机会和岗位方面确实占有优势。若非

真正兴趣爱好或家里有就业资源支撑，尽量避免文史哲教育以及农业等专业。前段时间在

抖音上刷到中山大学哲学摆摊卖烧烤的新闻，也从侧面印证了该数据的可信度，若非生活

所迫，谁会愿意脱下长衫？此处本人并非歧视文史哲专业，事实上本人工作之后特别喜爱

文史哲，读书也多以文史哲为主。但是这些专业除了少数走学术路线，确实不能作为广大

学生们的谋生饭碗。 



 

        6、 职位和岗位方向：从职位方面看，研发、市场、生产相对薪酬占有优势明显，

说明求职岗位与价值创造主流程相匹配。初入职场，若无专业限制，建议先优先从此类岗

位开始做起，积累底层经验，再横向发展，转向综合职能或管理类岗位发展更好。 

 

        7、 企业需求视角：调研结果显示，在选拔毕业生时，企业考察评价毕业生的因素

较多。其中毕业生相关实习经历和社会实践是首要因素，其次毕业生的专业与岗位直接相

关，第三是毕业生未来的潜力和可塑性。名校出身只排在第六位。 



 

破局：三个破局思维 

        1、底线思维：先自立，再自强，先想方设法自己养活自己，避免毕业即失业，断

工即断粮。哪怕是摆地摊、送外卖、开滴滴也是可以的，一时的困境和人生低谷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很多大腕明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只要你不忘记自己的理想，不断拼搏，面

包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切记不要慌不择路突破法律底线，我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在困顿

的时候，急于求成而走了上不归路。 

        2、成长性思维：既要“向钱看”，更要“向前看”，莫欺少年穷。开放进取，持续学

习成长，开启不设限的人生。起点低没关系，专业不对口没关系，工作不满意没关系，这

些不如意都可以在前进中不断地优化调整。人最怕的是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然后就不再努

力和尝试了。过去和现在的你，不代表未来，与时偕行，保持成长，保持更新，让自己在

自己工作的领域成为稀缺，那么机会自然就会出现。 



        3、实践思维：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切勿好高骛远，高不成低不就，有

工作先干起来，避免失业久了，找工作也成为了一份摆脱不了的“工作”。实践也是检验能

力与实力的唯一标准，只要把事做成，金钱、荣誉、权力、地位自然而来。当然也要在实

践中能够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百折不挠的坚持、坚韧不拔的毅力、别具一格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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