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新西部·　　　　 ·2024年第12期

社会·社区丨Society & CommunityＳ

（一）中小企业的人才需求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的人才

需求结构也在变化。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从人才类型来

看，中小企业目前最紧缺的人才为高端技术研发型、中

端生产操作及应用型、高端生产操作及应用型、高端经

营管理型，选择的企业占比分别为41.18%、41.18%、

40.69%、34.31%，而选择低端经营管理型、低端技术

研发型、低端服务型的企业占比较低，分别为3.92%、

7.84%、11.76%。从学历水平来看，64.71%的中小企业

更倾向于招聘本科生，占比最高，其次为技校大专生，

占比为14.71%，可见，中小企业对高端人才和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二）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引导

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我

国就业的主渠道。 [4]但是，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

示，35.64%的大学生最青睐的就业单位是大型国有企

业，占比最高，选择政府机关的占比为27.39%，选择外

资企业的占比为18.48%，而选择自主创业、中小民营

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占比很低，分别为8.91%、6.93%和

2.64%。这说明大学生的择业观念和就业市场的现实是存

在偏差的。而且，在调查大学生是否制定过职业生涯规

划时，60.07%的大学生表示制定过职业生涯规划，但不

是很理想；19.8%的大学生没制定过，但认为制定职业发

展规划很有意义；2.97%的大学生没制定过，感觉意义不

大；仅有17.16%的大学生制定过规划且设定得很好。因

此，校方等力量需要对大学生的择业观念进行引导，指导

其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调

查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职位是否有兴趣时，有67.99%的

大学生选择“某些情况下会考虑中小型民营企业就业”，

占比最高，这又说明大学生对中小企业的就业机会并非

完全的直接拒绝，而是缺乏更多深入了解的机会。

（三）中小企业与就业者存在信息不对称

根 据 对 中 小 企 业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认 为 信 息 不

对 称 是 影 响 人 才 招 聘 最 主 要 因 素 的 企 业 占 比 最 高 ， 达

62.25%。而导致企业和就业者双方无法精准对接的主要

原因是中小企业的招聘宣传不足、渠道有限。

从企业宣传情况来看，有7.84%的企业未进行任何招

聘宣传。而且绝大部分企业主要侧重于对岗位需求、工

资待遇和企业基本情况的浅层宣传，占比均达72%以上。

只有56.86%的企业宣传了企业文化，45.1%的企业宣传了

企业人才培育规划和职业发展前景，41.18%的企业宣传

了企业发展战略。然而，从对大学生调查的情况来看，

66.34%的大学生因“晋升机会或职业前景不佳”而不愿

应聘中小企业，44.55%的大学生因“没有良好的企业文

化和工作环境”而不愿应聘中小企业，35.64%的大学生

因“提供的职位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而不愿应聘中

小企业。因此，要打破大学生对于中小企业固有的负面

印象，就需要中小企业加大宣传的力度和深度，把自身

在企业发展、人才培养、企业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告诉就

业者，让就业者对招聘岗位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增加

进入中小企业就业的可能性。

从 招 聘 渠 道 来 看 ， 8 2 . 3 5 % 的 中 小 企 业 选 择 网 络 招

聘渠道，占比最高。57.84%的企业选择内部招聘、亲朋

推荐的方式，56.37%的企业通过发布线下招聘广告进行

招聘，46.57%的企业选择劳务市场、劳务派遣或委托招

聘等方式，而选择校园招聘方式的仅有35.29%，占比最

低。然而，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87.79%的大

学生选择通过校园招聘会了解招聘信息，72.61%的学生

选择通过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了解信息，65.68%的学生通

过专业招聘网站了解信息，而通过海报、横幅、商业广

告了解招聘信息的占比最少，仅为28.05%。因此，中小

企业与校园的链接渠道未打开，无法有效与大学生建立

广泛、直接的联系，招聘信息无法精准直达。

图2 大学生关于就业的政策诉求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资源和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