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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成因及其消解路径的社会学分析
徐红伟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重庆市合川区 401520

摘要：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学多维视角，深度剖析了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的复杂成因，并探索了多元化、前瞻

性的消解路径。通过融合教育社会学、劳动市场理论及社会文化分析等视角，揭示了教育资源错配、就业市场结

构固化、社会期望压力等根源问题。进而，提出构建动态平衡的教育生态系统、推动就业市场多元化与灵活性、

重塑社会价值导向以及增强个体自我认知与成长能力的综合策略，以期打破内卷化桎梏，促进大学生健康就业与

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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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相互交错的当代社会中，大学生

就业内卷化问题犹如一股暗流正悄悄地侵蚀教育公平

和社会活力。与传统视角下的单一分析不同，本研究试

图在一个新颖而多维的社会学框架下对这一现象进行

再考察。内卷化这一起源于农业社会而又广泛传播于现

代社会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今形容大学生就业领域竞争

过度和资源低效配置现象的同义词。本研究旨在发掘这

一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个体行为动因

等，探讨超越传统框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期为减

轻大学生就业压力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

新的视角和思路。

1.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成因

1.1 教育资源错配，制约社会流动的瓶颈

教育资源错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一个主

要原因，而这种内卷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资源的不

均衡和不合理的配置。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通常集中于

少数几所名校及热门专业中，它们以其良好的社会声誉

及就业前景吸引着大批学子争相追捧。但这一集中化的

倾向又加重了教育资源稀缺的程度，使多数学生很难获

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而只能从激烈的竞争中求得有限
[1]
。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地域分布差异明显，部分区域受

历史和经济原因影响教育资源较为缺乏，使得本地学生

很难享受优质教育。这种教育资源地域性不匹配既制约

着本地学生个人发展又加剧社会流动瓶颈。社会的流动

障碍进一步加重了由教育资源不合理分配引发的各种

问题，教育被认为是当下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方式。

但由于教育资源错配等原因，很多学生很难靠教育改变

命运和向上流动。这一社会流动瓶颈在影响学生个人发

展的同时，还加剧着社会不平等和分化。与此同时，社

会流动瓶颈也造成一种“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

者越弱。本来就具备优质教育资源的人更有可能成功参

与竞争，资源匮乏的人更难走出困境。这一恶性循环，

使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更加严重。

1.2 就业市场的结构固化，需求错位

就业市场结构固化，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又

一主要原因。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部分传统行业和大

型企业占主导地位，这类行业和企业在进行招聘时通常

会比较喜欢挑选有名校背景或者实习经验丰富的毕业

生参加。这一招聘偏好造成就业市场结构固化，使从非

名校毕业或者实习经验不足的毕业生找工作时承受着

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在科技不断进步、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一些新兴领域和中小企业也逐渐兴

起，但是由于知名度较低或者发展初期不稳定等原因，

这类领域通常很难引起大学生们的重视。就业市场需求

错位，也是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方面是一些热门行业和职位的争夺，求职者多但职位

有限，使得用人单位对招聘的门槛及要求越来越高。另

一方面，部分新兴领域和中小企业却面临着人才短缺窘

境，这类领域由于宣传和指导不到位，常常很难让大学

生认识。这种需求错位使大学生找工作时常常很难找到

与其专业背景、个人兴趣匹配的工作，加剧内卷化。

1.3 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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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期望压力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在大学生就业内

卷化问题上不容忽视。目前社会上流行一种“成功学”

的思想，认为高薪和高职位是取得成功的惟一准则。这

一思想既影响着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又渗透着大学生自

我认知。很多大学生找工作时，常常会被这一社会期望

压力所左右，以谋求高薪和高职位为主要目的。但在就

业竞争剧烈的情况下，这一目标通常很难实现，因而对

大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与挫败感。

个体的价值认同问题实际上是由社会期望压力引

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寻求社会认同时，很多大学生

都忽略了对自我价值多元化的探究，把个人价值简单地

界定为职业成功和物质财富。这一单一价值观既制约着

大学生个体全面发展，又加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盲目性

和从众性。大学生找工作受挫后，往往很难在自我价值

层面上寻求支持和慰藉，因而陷入更深层次的窘境，这

一个体价值认同困境既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和职业发

展，又加剧大学生就业内卷化。

2.大学生就业内卷化问题消解的社会学方法

2.1 建设动态平衡教育生态系统

建构动态平衡的教育生态系统是消除大学生就业

内卷化的基本方法之一，这条道路的核心是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双重提高，以破除教育资

源错配和社会流动瓶颈
[2]
。

第一，政府要增加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农村、边远

地区和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投资，以保障每一个儿童享

有基本和高质量教育资源。其中包括完善教学设施，提

高教师待遇和强化师资培训，从而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

之间教育差距。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教育，形成

多元化教育供给体系，以适应不同人群教育需求。

第二，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传统教育评价体系通常将考试成绩作为惟一

标准，而忽略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此，

要构建更全面，更科学，更多元的评价体系来关注学生

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综合素质。与此

同时，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高等教育和产业

需求密切衔接，培养出更加适应市场需要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

第三，要推动教育资源流动和共享，建立开放协同

教育生态系统。其中包括促进校际合作，区域合作甚至

国际合作等，以达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通

过构建教育云平台和普及在线教育，突破时间和空间限

制，为更多群众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同时鼓励师生间的

沟通和协作，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

其今后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促进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和弹性发展

促进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和灵活性是消除大学生就

业内卷化的重要手段，这条道路旨在突破传统就业市场

结构固化和需求错位的困境，给大学生带来更加多元化

和更加灵活的就业机会和就业选择
[3]
。

政府要加强就业市场宏观调控和指导，促进就业市

场多元化，其中有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给大学生带

来更具创新性、挑战性就业岗位；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和

发展，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特殊功能；同时加

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改造力度，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

和吸引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突破行业壁垒和职位固

化，使大学生就业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同时，强化就

业市场信息化建设和透明度建设，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就

业信息平台，公布权威就业数据和报告，增强就业市场

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有利于大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市场需

求和趋势，制定出合理的职业规划和求职策略。同时鼓

励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双向交流互动，降低信息不对称。

在互联网普及和科技发达的今天，灵活就业和创业创新

已经成了更多人的首选。政府应对灵活就业和创业创新

加大政策支持和保障，主要包括给予创业资金，税收减

免和技能培训方面的扶持，同时强化创业孵化器和其他

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对创业者进行全方面扶持和服务。

通过这些举措，能够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和创新能力，

给大学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2.3 重塑社会的价值导向

重塑社会价值导向，是消除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的重

要社会心理支撑。这条道路以引导社会确立正确价值观

和就业观为目标，降低大学生过多的期待和压力，从而

促进大学生健康全面地成长。

一是加大社会舆论引导和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和网

络等渠道广泛传播正确价值观和就业观，并着重指出职

业成功不是唯一的标准，要从多方面体现个人价值。与

此同时，塑造一批杰出的青年，从而引导大学生行程，

彰显了其在各方面，各岗位的业绩和贡献，从而引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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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形成了正确的职业观和人生观。

二是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和扶持。家庭作为大学生发

展的最主要环境，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和就业观

有着重要的影响。家长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成才观

念、尊重子女的兴趣和专长、鼓励子女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同时增进和孩子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所惑所想，并

给予必要的帮助。

三是要强化对学校教育的指导和培训。学校作为对

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一个主要场所，对于引导大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要强

化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正确引导学生形成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化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服务，协助学生认清市场需求和趋势，制订合理职业规

划和求职策略。

2.4 加强个人自我认知和成长能力的培养

消解当前大学生就业内卷化问题时，加强个体自我

认知和成长能力的培养是关键工作。这不只是涉及到大

学生在职业生涯中的远景规划，更是他们在面对社会的

竞争和追求个人价值时的核心策略。

自我认知是一个人成长和壮大的基石，大学生要通

过自我反思、心理测评和职业咨询等多种手段，对自身

兴趣、个性、能力和价值观等特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并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长处和短处。这一深刻的自我认

知帮助其对自我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进而在职业道路选

择和职业规划上更具有理性和科学性。同时自我认知的

提高也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解决就业压力和挫折，使

其保持积极态度和情感，从而为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牢

固的心理基础。

提高成长能力是大学生职业目标达成的一个重要

保证，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下，要求大学生必须具有

不断学习、适应变化和解决问题等能力，这就需要其既

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有创新思维、批判性思

维和团队协作能力的综合素质。所以，大学生要积极参

加各种实践活动、社团组织和志愿服务，在实践锻炼中

促进自身综合素质和成长。与此同时，也要关注行业动

态和前沿技术，对新知识和新技能保持敏感和好奇，不

断增强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加强个体自我认知和成长能力，需要社会各方面的

努力和支持，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要重视大学

生成长和发展的需要，并对其给予必要支持和帮助。政

府可出台鼓励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的有关

政策和举措，学校可通过强化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服务等方式来帮助学生确定职业方向和目标，家庭要给

孩子更多的爱和支持，促使孩子去追求理想和利益，社

会的各个领域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习机会和

就业资源，从而为他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营造一个更为

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结束语

总之，当前大学生就业内卷化是个复杂且深层次的

社会问题，它产生的原因涉及到教育资源分配，就业市

场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诸多方面。面对这一挑战，有必

要用创新思维、前瞻视角探寻多元化消解路径。通过建

立动态平衡的教育生态系统，促进就业市场多元化和灵

活性，重塑社会价值导向，强化个体自我认知和成长能

力等，它能逐渐突破内卷化束缚，给大学生营造更公平、

更开放、更宽容的就业环境。

参考文献

[1]田朋飞,何姿霏,郭春涛,单丽娟,王毓阳.高校内卷

化调查及治理路径——以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地科系为

例[J].山西青年,2024(13):1-5.

[2]刘琛,方建斌.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加剧的历史

唯物主义审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4,21(03):26-30.

[3]李贺.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与路径分析[J].

就业与保障,2023(12):118-120.


	大学生就业内卷化现象成因及其消解路径的社会学分析徐红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