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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招聘在线数据显示，二季

度应届生就业景气最好的行业为

中介服务业，此外，教育/培训/院

校、娱乐/体育/休闲、房地产/建

筑/建材/工程、保险等行业的就业

形势也相对较好。值得注意的是，

娱乐/体育/休闲业表现出较好就

业形势。

就业景气指数最低的行业为

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业。办公用

品及设备、网络游戏、旅游/度假、

交通/运输等行业就业形势也相对

较差，应届生就业竞争较为激烈。

记者采访发现，网络游戏是众

多应届生就业青睐的行业之一，但

目前而言该行业已相对饱和，应届

生应理性择业。此外，由于疫情防

控的需要，对旅游/度假、交通/运

输业也带来一定影响，同比需求降

幅均超过了100%。

二季度应届生就业景气较好

的职业为房地产开发/经纪/中介、

销售业务、技工/操作工、教育/培

训、销售管理等。其中，地产中介、

销售、技工/操作工等职业的工作

性质或内容较单一，技术含量不

高，薪酬待遇对于应届生求职者的

吸引力较小，因此出现了较大的供

给缺口。

张晓锦介绍说，对于教育/培

训职业，随着近年来考研、考公务

员、出国，以及中小学课外辅导的

需求增多，特别是线上教育的爆

发，使得该职业得以迅速发展，应

届生就业形势也相对较好。此外，

二季度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的需求

也较高，疫情期间，随着以社区为

单位的防控需要，带动了该职业的

岗位需求，招聘人数同比、环比分

别增加了528%和374%，使得该职

业表现出较好的就业形势。

与此相对，在应届生就业形

势较差的职业中，IT管理/项目协

调、硬件开发、IT质量管理/测试/

配置管理、高级管理、广告/会展

等职业竞争较为激烈。此外，在

应届生群体中，财务/审计/税务、

律师/法务/合规职业的同比申请

人数增幅均超过 100%，就业形势

相对较差。

教育/培训职业
就业较好

特殊毕业季，你就业了吗？
毕业生就业季缓缓来临 京津冀毕业生压力仍较大

受疫情影响，高校应届毕业生以往春季

求职“黄金期”相应推迟，由于求职的叠加，

第二季度应届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出于

疫情防控需要，应届生线下的校园招聘转为

线上求职面试，本季度在线求职申请人数明

显上升。不过，从月度数据来看，大学就业

景气指数随着疫情防控的持续向好、国家政

策的大力扶持在逐渐回升。

“今年年初我给几家旅行社投过简历，当

时得到了回应，原本准备去面试，没想到疫情

来了，联系好的面试也只能暂时搁浅，之后再

联系，人家也只让等着。”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

毕业生，疫情之前，小王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

就业问题。小王说，自己大学期间曾到旅行社

实习，经验还算丰富，而且学校的成绩也很不

错，还拿过奖学金。“旅游市场一直算得上火

热，我目标岗位的相关招聘也不少，所以我认

为自己找一份工作应该不算太难。”可小王投

了十几份简历，却连一个录用通知都还没收

到。看来在疫情的冲击下，一切都有了变数。

进入7月以后，旅游业逐步复苏，但是小

王依然不太乐观，“和我一样被积压的学生太

多了。”正如小王所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

研究所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2020 年第二

季度应届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20年

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对应届生求职造成较

大影响。与去年相比，2020 年一二季度的应

届生就业相对紧张。不过，与2020年一季度

相比，二季度企业招聘需求和应届生求职投递

均有所回升，但由于求职申请人数增幅较多，

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张晓锦介绍说，一

方面，受年初疫情影响，应届生以往春季求职

“黄金期”相应推迟；另一方面，由于疫情防控

需要，应届生线下的校园招聘转为线上求职面

试，二季度在线求职申请人数明显上升。

就业季来临，竞争压力犹在

在线数据显示，与全国变

化一致，京津冀地区应届生就

业形势相对较差，长三角和珠

三角地区应届生就业形势相

对较好。

环比来看，与上季度相

比，二季度各经济圈应届生的

招聘需求人数均有所增加，但

低于申请人数的增幅。

从同比来看，在招聘需求

端，二季度京津冀地区同比上

升了8.6%，但长三角和珠三角

地 区 分 别 下 降 了 25.6% 和

24.9%；在求职供给端，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分别

增加了17.6%、56.3%和55.9%，

因此，导致京津冀地区应届生

就业景气指数同比降幅相对

小，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降幅

相对大。

不过，分企业规模和性质

来看，大型企业就业形势较

好，中小微型企业就业形势较

差；民营企业就业形势较好，

国有、合资企业就业竞争激

烈。尽管二季度大型企业招

聘需求增加了 47.5%，但求职

申请增加了121.0%，求职人数

的增幅远大于需求变动。

“其实，疫情期间，同学们

或安静等待复工，或为考研复

试努力，或调整求职方向，或

利用网络投递简历，或在家中

学习提升自己，虽有迷茫、压

力但并不需要害怕。”张晓锦

介绍说，疫情或许阻碍了就业

的脚步，但不能使他们停步。

从月度数据来看，大学就业景

气指数随着国内疫情防控的

持续向好、国家政策的大力扶

持也在逐渐回升。

因此，选择“专业对口”的

同学可以利用在线数据先去

搜集调查所学专业在不同城

市、不同岗位上的选择，再根

据 自 身 追 求 去 确 定 职 业 方

向。而决定跨专业就业的同

学也可以利用数据分析，根据

自身喜好去选择工作领域，有

热情才会有干劲，“当然薪酬

也很重要，但一个良好的发展

平台更为关键。”

京津冀就业压力
仍然较大

和小王的感受不同，小魏是河北大学播音

主持专业的学生，如今她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

习阶段。“从6月份开始，我选择了在一家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实习，在这里我正式接触到了直

播带货，也因此喜欢上了这个职业。”小魏说，

自己之前也从事过类似的工作，不过当时是兼

职做主播。虽然直播带货这种形式她是第一

次尝试，但小魏却深深喜欢上了这个职业，并

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想法。为了能安

心地在现在的公司实习，小魏退了已经报名缴

费的考研班。尽管父母对于自己放弃考研的

做法不理解，但在小魏看来，有机会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真的很重要。

“我们公司举办了一个‘我为带货狂 百

万主播带货大赛’，我负责管理这些选手，不过

只要有机会我也会上场尝试一下当带货主

播。”通过两个多月的实习，“真没想到，想要做

好直播带货需要学习的东西居然这么多。”小

魏说自己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她想

留在现在的公司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张晓锦介绍说，随着疫情期间“直播经济”

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营销师”等新职业的

正规化，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加入，二季度

该行业对于应届生的招聘需求同比、环比分别

增加了349%和300%。此外，以5G、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成为国家重点

投入的发展领域，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就业规

模。本季度互联网/电子商务、通信/电信/网

络设备、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等行业也

表现出较好的就业形势。

新职业、新基建人才缺口大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杨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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