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后”走向职场，求职心态更多元
从为生存找工作到为生活找工作，十年间人们的就业观有了很大转变

记者 王小涵

“80后”注重家庭责任
“00后”发挥价值底气

“‘80后’奋斗，‘90后偷闲’，‘00后’整
顿职场”，近年来，这种说法甚嚣尘上，虽有
失偏颇，却反映了不同阶段年轻人在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求职底气。

对“80后”的李先生来说，今年是他研
究生毕业后工作的第15个年头。“2008年毕
业时，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都比较好找工
作，我手头专业对口且有正式编制的岗位
就有不低于两个待选，经过考虑，选择了目
前就职的济南公司。”他坦言：“这家公司起
步薪酬为4000元/月，当时济南的房价约为
4000元/平方米，只要努努力，就能买房安
家，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技术创
业协会双创委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就业促
进会副秘书长朱海鹏介绍，2003年左右，上
完大学不再“包分配”，很多高校毕业生陷
入恐慌期，但与之相对的，那段时间就业岗
位多，就业压力小，很多“80后”求职核心是
为家庭找工作，先实现小家富裕。

与“80后”积极就业相对的，是“00”后
的“佛系”心态。智联招聘此前发布的《2021
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2021届毕业生就
业心态显“佛系”，单位就业比例不足6成。
同时，随着“00后”步入职场，他们对诸如

“996”工作制、职场PUA等让打工人有苦
难言的问题“勇敢发言”“不惯着”，被打上
了“整顿职场”的标签。

山东就业大数据分析师吴强对20年来
的职业形态之变有亲身经历。在他看来，“80
后”到“00后”的就业观念，发生了从生存到发
展的转变，从关注当下养家赚钱，到关注未
来个人职业生涯前景，是20年逐渐演变的过
程，没有“基因突变”的标志时间点。“80后”至

“90后”大学生就业的这十年，社会处于经济
高速发展阶段，带来非常多的就业和创业机
会，而“90后”至“00后”这一代，物质极大丰富
化，“生存”显然不是大部分新生代面对的首
要问题，他们相对更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
渴望被尊重，并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高学历、自由职业人
在新生代中受青睐

随着就业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对人才要
求的提高，大学生群体也在调整发展路径，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深造，或拥抱当下
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等多元的就业形态，拓
宽自己的未来选择。

从齐鲁人才网5月份发布的调查数据
来看，山东2022届毕业生已经签约就业的
占比为57 . 2 8%；18 . 5 3%选择慢就业，
13 . 59%选择升学深造，10 . 18%选择自由
职业。总体来看，签约就业毕业生比例下
降，慢就业、升学深造、自由职业比例上升。

1993年出生的秦迎（化名）本科、研究
生均毕业于国内985高校，学习材料化学相
关专业，前不久，他正式入职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刚入职，对未来还没有具
体规划，但公司有在职博士计划，我想边工
作边争取一下。”秦迎说。可以看到，随着就
业市场竞争加剧，专科生本科生继续深造

意愿明显增强。“考研热”正逐渐渗透到“考
博热”，不少大学生更倾向于把高学历当作
入职优质企业的敲门砖。

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背景
下，大学生成为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中的一
支生力军。李倩（化名）还未踏出校园已经
开始接触灵活就业，大学期间一直从事与
翻译相关的兼职工作。现在，李倩所有的工
作订单都是自己通过互联网找到的。她表
示：“现在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即使你是一
个个体、一个很小的工作室，只要具有协调
整合的能力，也能在平台上获取大量资源；
另外，我选择自由职业也是想逃避朝九晚
五的生活，现在收入稳定、时间自由，为什
么一定要每天去一个固定的地点上班呢？”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很
多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员工工资或多或少
地受到影响，多数高校毕业生不求找到理想
工作，反而“求稳”心态凸显，更偏好体制内
就业方向，热衷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国
家机关。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的毕业生小张认
为：“与其猜测未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不如去考编，这是最安稳的出路。”

创业项目质量提升
科技性项目越来越多

就业与创业相互依存，创业能带动更
多的就业，而就业能催生更好的创业。吴强
介绍，创业需要积极去尝试，能否成功与个
人能力以及当前所处的机会和环境有关，
但最终成功的只会是少数人。

2000年出生的李瑞云，是济南大学自
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学生，大学期间，包括
她在内的8人团队成功开发了“人工智能辅
助的早期癌症筛查和预警平台”。该项目首
创“一筛二访三联四诊五治六评价”精准服
务机制，完善细化了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技术方案，通过研究可疑阳性人群
的监测数据分布规律，提出了“专家知识+
AI算法”早期恶性肿瘤智能辅助诊断方

法，实现了恶性肿瘤高风险人群预测和预
警。该平台目前已在济南高新区部分社区
医疗机构开展了应用试点，同时与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取得合作，在多
家医院获得推广。今年6月20日，李瑞云注
册成立了济南嘉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与其做“打工人”，敢闯敢创的李瑞云
显然更倾向于创业，做大做强自己的公司。

“我们班一共35人，大学期间还有三位同学
也在创业，有做自媒体的，有投资教育的，
项目都落地了且效益不错。”

作为教育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多届评委、多届评审组组长，朱海鹏极力推
荐大学生大学期间学习创业相关知识。“枣
庄学院有学生做数据标注项目，大二期间年
入3000万元；山东大学有学生在校期间做‘编
程猫’，专注于少儿编程，目前融资已超10亿
元；山东师范大学‘90后’学生创立‘乐旋乒
乓’，现全国连锁店有2000多家……”

朱海鹏坦言，从全国来看，整体的创业
成功率2%左右，但这并不代表创业项目和
创业资源变少，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创业
项目数量逐年增多，创业项目质量越来越
高。举个例子，早先可能是服务业项目比较
多，那么未来科技性项目会越来越多。

与“80后”“90后”相比，接受了更多信
息的“00后”的确是最注重创新和维权的一
代。从近几年各高校知识产权申报数量来
看，专利申请越多，高校创新力则越强，出
现了“00后”扎堆申请知识产权和专利的现
象，这表明他们对未来更有人生布局，规划
更清晰，更会为自己打算。

“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从企业用工角
度来讲，企业家大多是‘60后’‘70后’‘80
后’，他们对于‘90后’‘00后’的理解可能是
不够吃苦耐劳，追求更多物质和精神。”朱
海鹏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对
于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和未来预期与从前
大相径庭，这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虽然当
时被误解，但是能经得住考验，敢于突破，
一旦融入职场，爆发力也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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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00后”毕业踏入职场，与曾经反复被讨论的“80后”“90后”相比，这届新生代显得个性十足，除了拒绝“躺平”的
就业理念，自由职业成了他们追捧的新潮流。

从“被挑选”到与企业“双向奔赴”，现阶段的新型择业观是如何形成的？近日，记者针对处于不同就业、创业阶段的的“80
后”“90后”“00后”，围绕职业心态与行为等进行了多维度采访。

记者 王皇 通讯员 曲兴隆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截
至8月底，全省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892个、68 . 02万户，按户数计占年度目标
任务的101 . 3%，任务量、开工量均居全国
首位。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位）6561个，新
增地面普通停车位41061个。

今年以来，山东省将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作为稳经济、扩消费、惠民生的重要举
措，系统谋划、创新思路、协同推进，取得
积极成效。全省计划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3889个、67 . 13万户，截至8月底，已开工改

造老旧小区3892个、68 . 02万户，完成投资
91 . 93亿元，开工率达到101 . 3%，任务量、
开工量均居全国首位，提前超额完成全年
开工任务。其中，济南市获评国务院“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成效明显”督查激励城市。

在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开工任务的同
时，围绕解决老旧小区居民“急难愁盼”问
题，山东的老旧小区改造更加注重引导小
区群众积极参与，在实现基础类改造内容
应改尽改的基础上，完善类改造内容能改
则改，提升类改造内容尽量改造，加快解
决“一老一小”难题，构建社区生活圈。

各地结合实际推广“完整社区”带动、区
域化推进等新型改造模式，改造标准稳步提
升。全省改造提升和规整水电气热信等各类
管线184 .64万米，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位）
6561个，新增地面普通停车位41061个，新增
电动汽车充电桩2081个，加装电梯665部，增
设养老托育等各类服务设施59个。

老旧小区改造的出资上，截至8月底，社
会资本和居民出资8 . 2亿元，同比增长
28.1%，其中，供水、供热、电力等专营单位共
出资4 . 6亿元，同比增长100%。这个100%增
长得益于省政府办公厅2020年印发的《山东
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

该方案明确强化专营设施协同改造。入户端
口以外需要改造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通信、有线电视等专业经营设施，产权属于
专营单位的，由专营单位负责改造。产权不
属于专营单位的，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等方
式，支持专营单位出资改造，与老旧小区改
造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山东今年已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68 . 02万户
提前完成年度开工任务，任务量、开工量均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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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城镇新增就业持续保
持在110万人以上

◎2021年平均城镇调查失业
率5 . 2%，回落至疫情前水平

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全省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稳定在90%以上

◎设立653个零工市场，日均
服务12万人次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2021年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26亿元，总量全国第一

◎建设国家级创业城市5个、
省级创业型城市40个、省级创业
创新示范综合体20家、省级创业
孵化基地(园区)156家

大力引进青年人才

◎去年引进海外留学人才超
5000人，招收博士后1508人，均创
历史新高

◎累计发放“山东惠才卡”
7403张，提供交通出行、住房保
障、配偶就业等服务

数说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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