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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就业、慢就业”情况不在少数

“今年的就业市场十分不景气，想找

一份薪资待遇不错、体面的工作很难，”今

年将从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的郑同学告诉

记者，“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工作，是真的

没有岗位”。

美术院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趋势呈

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同时，“缓就

业、慢就业”情况不在少数。慢就业是指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的“暂时性不就

业”状态,具体表现为部分毕业生选择游

学、考研考公或者创业等方式来延缓就

业。这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也

不是中国特有的。

据智联招聘的问卷调研显示，应届生慢

就业的比重从去年的18.9%增长到今年的

19.1%。就中国美术学院而言，“慢就业、缓

就业”的人数也占毕业生的10%以上。

具体原因也不难看出，如就业形势不

明朗、职业规划不清晰、就业期待值过高、

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个人想继续

深造等。据了解，在不就业、缓就业的学

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备战二次考研或申

海外院校。

“一方面，许多毕业生对于就业岗位

期待值偏高，对于自我定位与职业规划并

不明晰，中小企业又难于成为备选项，以

至于错过了不少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中

国社会的不断发展，部分家庭的财富积累

使毕业生父母能够持续地给孩子提供生

活来源，可以接受孩子缓就业、慢就业，甚

至不就业。”韩亮表示，艺术生的家庭从小

培养孩子艺术学习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

等于说完成一定程度的筛选，相当一部分

家庭对子女缓就业、慢就业有较高的接受

度。“当然，我们也在尽力做学生的工作，

让他们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抓住机

会先就业。”

“我们也提出了‘先就业，后择业’，”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晓琳也表示，

找工作当然一步到位最好，但面对目前的

就业形势，希望美院的学生在没有找到最

理想的工作岗位前，也能自食其力。

学校各出其招，助力就业

就业一直以来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话

题之一。

面对不容乐观的就业环境，教育部印

发《关于做好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26条举措，要

求各地各高校实施“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全力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

我们看到，各地各高校把高校毕业生

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纳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也使出

了浑身解数，通过多种形式的措施尽可能

地为毕业生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就业岗

位。总的来看，主要措施可以分为“引进

来、走出去”两种途径：“引进来”主要针对

企业。日常由校方层面做好与企业的关

系维护，毕业季时学校增加招聘会频次，

引进更多企业进入学校开展招聘会、宣讲

会，让毕业生有更多岗位选择；鼓励校友

企业回校招生等。“走出去”则是侧重于让

学校走出去、让作品走出去。

4月26日，西安美术学院举办2024届

陕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艺术类联盟春季

招聘会，双选会分为两个会场，主会场位

于弘美广场，招聘岗位多样，分会场位于

特殊教育艺术学院，主要针对学院特殊教

育毕业生，专业需求以工艺美术为主，两

个会场共有 200 家用人单位现场参会招

聘，提供岗位6000余个，吸引了3000余名

毕业生到场应聘。

5 月 10 日，中央美术学院举办 2024
年“院长带看毕业展”活动，邀请相关行

业用人单位代表到校，由学校及各院系

领导带队观看 2024 届研究生毕业作品

展，向用人单位推介毕业生。110 余家文

化艺术行业企事业单位的 200 余位代表

到校开展深入交流。当天下午，学校各

二级院系与来访用人单位开展“访企拓

岗”交流活动，通过参观院系、工作室、座

谈等形式，向用人单位介绍本院系的专

业特色、人才培养目标、历年毕业就业情

况等。用人单位对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发展趋势、招聘需求等进行了说明。“各

个院系给今年的毕业生召开专题会议，

建立一人一档，辅导员和专门负责就业

的老师一一落实。”王晓琳表示，学校还

发动了工作室老师、研究生导师和专业

老师等，共同为毕业生搭建平台，提供更

多更好岗位。与此同时，学校也在不断

推动创新创业活动，把创业变成就业“前

奏”，让学生具备创业能力，以便在求职

时可以更好地展示自己优势。

韩亮告诉记者，在就业方面，学校主

要有三方面动作，一是升级就业管理服务

政策体系，二是压实教学单位的主体责

任，三是适应灵活就业的大趋势，推动艺

术作品向产品甚至向商品的转化。“现在

就业不仅仅是思政线的事，学校层面校领

导主抓，二级学院层面书记、院长们主抓，

往年一直在做的招聘会，从去年以来频次

开始加密，今年还组织了首次美院校友企

业的招聘会，”韩亮介绍到，今年以来，学

校层面共接洽了 27家知名企业开展进校

招聘宣讲，院系自行联系对接的也有不

少。他们还积极主动地走企访岗，上门去

听取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与建议，建立

了就业吸纳量大的“金名单”，维护好重点

企业，拓宽企业招聘的渠道。

此外，和其他很多专业的同学不一

样，艺术院校的学生往往都有作品产出，

学校通过搭建多样化的平台，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宣传，由学校为

学生背书，促进作品的成果转化，既符合

市场需求，也符合学生意愿。据了解，其

中包括申报奖项、申报专利、作品售卖等

多种形式。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 2024‘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下的创业培育，设置创

新培育奖，即将来临的毕业展是推动就业

工作的重要契机，强化毕业创作作品的成

果转化力度，全员动员共促就业。”此外，

韩亮还告诉记者，学校今年将首次尝试在

毕业展期间，组织拍卖公司来进行拍卖，

既能让学生获得收入，同时能进一步带动

毕业创作向产品商品转化。

企业与学校齐发力，努力让毕业生有

归处、过“寒冬”。面对严酷的就业环境，

毕业生更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和就业趋

势，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实现更

好的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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