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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outbreak in early 2020 and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people are further expanding.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problems of people in various aspects of employment 

when the epidemic occurs. This paper selects key counties and towns in Qingdao for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by using 

fou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observation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employment concept, various 

employment modes under the current epidemic,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under the epidemic,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enterprise recruitment and the national employment policy implemented in the epidemic, summarizes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system of Qingdao in the epidemic, and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employment 

concept and mode in the epidemic. This paper clearly points out the employment problem that people are eager to solve 

i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cedure and structural system of employment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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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人民就业问题进一步扩大，因此对于疫情下人民在就业时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

进行调查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调查问卷法四种调查研究方法，选取

青岛市重点县镇进行探讨研究。从人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当今疫情下多种就业方式、疫情下的就业形势、疫情

对于企业招聘工作的影响和疫情中实施的国家就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总结了疫情中青岛的就业结构

体系,并依此讨论了疫情中就业人民就业观念及方式的转变。文章明确指出了在疫情中人民急于解决的就业问

题,并提出了疫情下就业的程序与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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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新冠疫情之下，人民

就业问题牵动着十数亿中华儿女的心，给就业和劳动

力人才市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人民服务社会奉献社

会的宗旨也无法得到全面实现。疫情使人们无法正常

见面，人员不能正常流通，企业难以正常运转，资金

流通陷入半停顿状态。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尤其是运输乘务行业、服务行业、旅游行业，

就业岗位都大量减少。所以疫情中“失业易，就业难”

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就业与民生息息相关，

深入剖析新冠疫情对于就业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建议与对策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1]。 

1.1 研究背景 

随着 2015 年一带一路的开展，就业问题得到一

定解决，但是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已经缓和

的问题又一次变得严峻，宏观经济指标以及就业市场

各项指标走势均不理想，其中，GDP 下降 6.8%，城

镇调查失业率从 1月份的 5.3%陡升至 2月份的 6.2%，

3 月份仍维持在 5.9%的高位水平。从就业市场的需求

方面来看,用人单位受到疫情的直接影响。可见,在新

冠疫情影响下,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有所下降,人

民就业市场需求严重低于供给,人民面临的就业形势

十分严峻。[2] 

1.2 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的疫情总趋势趋于稳定，较完善的就业

体系使得疫情不会对就业产生过大的影响。基于 29

个典型城市在几大招聘网站的每日新增招聘岗位数

据，2020 年 1 月 28 日的招聘数量仅为 2019 年 12 月

6 日的 13%。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招聘数量持

续攀升，3 月 20 日当日样本招聘数量已达到了 2019

年 12 月 6 日的 93%0。虽然疫情对于就业的冲击已经

有了降低的趋势，不再产生更多有害影响，但是仍要

加强在疫情中对于就业体系的完善。 

2020 年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

会上指出“当前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

风险”。做好“六稳”，落实“六保”，首先就是要稳就业、

保就业。做好了就业工作，才能保民生，从而保障我

国经济安全运行 0。 

1.2.2国际研究现状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不断蔓延，其对就业的影

响也不断扩大，涉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发达经济体的

美国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的失业率为 25%，而在

非洲等一些欠发达地区，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

就业者的失业率远超 25%。日本的失业率在疫情暴发

后出现上升，但即使到 2020 年 10 月份失业率最高的

时候也只有 3.1%，只比 2019 年同期高了 0.7 个百分

点。韩国的失业率在疫情暴发后也出现上升，但到

2020 年 5 月份失业率最高时只有 4.5%[5]，之后失业

率就开始进入下降轨道。具体情况如图（见图 1）所

示。 

 
图 1 2019-2021 年日本与韩国失业率变化 

面对疫情下人民就业困难这一局面，美国提供就

业保障专项贷款，用以纾解中小微企业资金困难，美

国 中 小 企 业 管 理 局 (SBA) 创 设 薪 酬 保 障 计 划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以下简称 PPP)。PPP

贷款是面向中小微企业，主要用于员工薪资支持，并

可获得一定额度豁免的贷款。SBA 还针对中小企业实

施了贷款减免政策，即对疫情前发放、由 SBA 担保

的部分中小企业贷款，SBA 将自动代偿 6 个月本金、

利息和相关手续费 0。这一政策解决了疫情中失业人

员的生活问题，同时也给中小型企业一次在疫情中喘

息的机会，其精准的指向性使疫情下美国的就业并未

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短时工作制”作为德国应对 2008 年经济危机的

一项重要举措成为缓解就业压力、渡过危机的首选。

如今“短时工作制”也依然可以用来应对疫情环境下

的就业问题。该举措通过减少员工工作时间，并按照

员工实际的工作量支付少量工资，而不足原工资的部

分，由德国联邦劳工局补偿这部分工资（税后金额）

的 60%。“短时工作制”的实施不仅解决了企业在疫情

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较大程度上也解决了疫情中人民

就业的问题。 

2.新冠疫情防控下的就业情况 

2.1 新冠疫情防控下的就业形势 

新冠疫情防控下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受新冠疫

情影响，就业市场呈现出供过于求趋势，此次疫情的

爆发，使得企业停工停产增多，用工需求下降，就业

人数下降，失业率明显上升。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企

业招聘活动减少，市场就业机会不足，例如，大批应

届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处于暂时失业状态；一

部分人就业意愿下降，丧失工作能力或不愿工作，就

业率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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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国际疫情

持续蔓延以及国内疫情不确定因素，使我国进入后疫

情时代，经济下行压力和后疫情时代的双重叠加，无

疑对解决就业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真正扭转

就业形势严峻局面，需要政府、市场、企业、高校等

多方面做出努力，转“危”为“机”。 

2.2 新冠疫情防控下新型就业政策 

新冠疫情爆发后，迅速推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

6 号）、《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针对疫情中就业的就业政策，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就业困难的问题。如此深远而

又详细的民生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和党对人民就业的

重视程度之高。 

2.3 新冠疫情防控下就业模式 

新冠疫情的袭来，带来的不仅是就业形势的严峻，

更是就业模式的转变。随着疫情防控下就业形势的改

变，单纯依靠传统正规就业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的基本

国情，非正规就业将成为未来就业的必然选择，我国

就业模式将会经历一个由正规化向非正规化的转变。

例如疫情期间，涌现出了许多新兴的线上职业，将线

上就业与线下就业相结合，打破了传统的就业模式，

缓解了疫情防控下就业形势的紧张局面，提高了就业

率，提升了人民幸福生活指数。 

3．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对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的问卷调查和对青

岛市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型企业的实地调研，可窥探疫

情中当代人民对于就业观念的转变、就业方式的变换

以及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和招聘方式的改变。 

通过对疫情中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和方式变化

的分析，深度剖析疫情下我国的就业形势，通过对于

就业形势的解析，从更深处认识到疫情中人民在就业

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3.2 疫情中对于青岛市人民就业的分析 

3.2.1青岛市现实就业情况分析 

2020 年以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稳定

全市就业形势，截至 11 月底，新增就业 44.55 万人，

同 2019 年比增长 18.86%，城镇登记失业率 3.02%；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吸引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 3316 名,预计全年引进聚集各类人才 25

万人；为 2.5 万名劳动者追回各类经济损失 3.2 亿元，

12333 民生服务热线人工接听受理 84.3 万件。青岛市

荣获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市”和“促进就业城市”。 

实施政策落实行动、实施援企稳岗行动、实施创

业扶持行动、实施就业帮扶行动，这“四大行动”的实

施，不仅稳定扩大了青岛市就业，还确保就业形势的

稳定。并且针对于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改革创新便企

利民的“五项举措”，创新解决企业复工复产用工难问

题、创新人社政策“云课堂”宣讲品牌、创新打造智慧

社保经办服务体系、创新推动胶东五市人社服务一体

化、创新开展便捷高效的人社云服务，这“五项举措”

为人民在疫情中就业提供优质高效政务服务。 

3.2.2疫情中青岛市就业形势的变化 

我们对青岛市进行线上结合线下问卷调查，问卷

参与人数 600 人，调查问卷的有效率为 93%。各地区

大学生及社会人士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真实地反映了

自己对于疫情下就业形势的感受。 

（1）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大学生对自身当前专

业的就业前景的自我感觉分析 

 
图 2 大学生针对就业的不同心态占比 

根据图表（见图 2）显示，有 47.14%的大学生认

为专业前景比较乐观，28.57%的大学生认为很乐观，

顺利就业没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疫情之下，大部分

大学生对于自身的专业还是有较高的信任程度，不会

过于迷茫。 

（2）对于疫情下大学生的对于就业的态度研究 

 
图 3 大学生针对就业的态度占比 

根据图表（见图 3）显示，32.86%的大学生感觉

自己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并且积极准备，31.43%的

大学生就业态度不够积极。根据以上两条的结合，可

以看出疫情下的大学生对于自身的就业分为两种派

别，一种是积极奋斗，有较详细的未来规划，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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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能力有较高的肯定；另一种是安于现状，对于未来

的自我规划还没有构建。 

（3）对疫情下大学生对就业观的偏向的分析（多

选） 

 
图 4 大学生不同就业观占比 

根据上图（见图 4）可知，65.71%的大学生偏向

于侧重专业对口，55.71%的大学生偏向于踏实安稳，

传统观念，52.86%和 41.43%的大学生偏向于追求自

身梦想和追求创新。通过对于这些数据的研究不难发

现，大学生对于就业观偏向无非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传统意义上的较稳定的工作，俗称“铁饭碗”，另一种

则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各大高校都在大力支持的创新

创业。 

（4）对于后疫情时代大学生选择职业时会优先

考虑哪些因素的分析（多选） 

 
图 5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考虑就业因素占比 

由上表（见图 5）可知，大学生对于薪资待遇的

看重程度高达 70.97%，远超其余各项；位于第二阶梯

的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也均超过 50%。

由此可见，薪资待遇、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和发展

机会四点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 

（5）对于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对于就业地点的选

择的分析 

 
图 6 大学生倾向就业地点占比 

由上图（见图 6）可以看出，有 77.42%的大学生

选择在家乡附近就业，选择在沿海就业的有 12.9%，

而对于二、三线城市和西部地区的选择只占 8.06%和

1.61%。从十分鲜明的占比差距可以看出大学生偏重

于回家乡就业，而回家乡就业其实也就意味着想要获

得一份安定稳定的工作；而还有一部分大学生选择一

线城市，这一选择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一部分人想

要追求高薪优待工作的心理。 

（6）对疫情期之下社会人士偏向的工作种类进

行分析 

 
图 7 被调查人员对各种工作类型的选择情况 

由上图可以发现（见图 7），有 64.52%的社会人

士会选择适合自己一技之长的工作，有 32.26%的会

选择去机关单位从事相关工作，24.19%的会自主创业，

促进社会创新创业。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不难看出，在疫情之下

大部分社会人士还是比较在意是否可以在工作中将

自己的才华完全体现，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是自身价值

的体现；一部分人会选择较平稳的类似于机关单位的

工作岗位，虽然薪资不会太高，但是福利待遇好，也

是社会人士选择其的重要因素；还有一部分会加入国

家推广的大众创业。 

（7）对疫情之下社会人士偏向的就业观的分析 

 
图 8 被调查人员的就业观念 

对上图进行分析（见图 8），53.23%的社会人士偏

向于踏实安稳，认为传统观念较重要；35.48%侧重于

专业对口，学以致用；32.26%选择追求梦想，提升完

善自我的就业观。这一些数据的体现可以发现，在这

些社会人士当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追求自身的梦

想，不再是刻板的追求安稳，这说明在社会人士中，

就业观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但是总体和大学生的就业

观念偏向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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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青岛市就业形势发展规划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疫情影响下

我市人力资源市场新变化的研究探索》，据报告显示，

2020 年前三季度，我市人力资源市场发布的岗位需求

总数为 31.4 万，同比下降 1%，受到疫情形势变化影

响，总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V”形结构。其前期

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疫情的突然发生对就业市场产生

的不可避免的冲击，后期的上升则是因为国家和青岛

市政府对于疫情中就业有所重视，发布并实施有利于

疫情中人民就业的政策，以及企业招聘体质的改革和

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化。 

3.2.3.1政府政策支持 

青岛市为响应国家发布的有关于稳就业政策的

号召，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青岛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应对疫情稳就业政策实

施细则》，从“补、延、扩”三方面对稳就业政策进行细

化。 

除以上政策外，青岛市还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复工企业劳动用工

服务的通知》、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

门发布《关于转发人社部发〔2020〕8 号文件做好我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

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等有关疫情中稳就业的

政策。 

3.2.3.2企业招聘改革 

疫情中招聘准备阶段，企业努力筹备资金，在保

障企业可以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保证职员工工资可以

正常发放；增加就业方式，通过尽可能不接触的新招

聘方式进行招聘；在工位、人才功能设定上，进一步

细化，让求职者完全了解工作任务。 

在招聘实施阶段，努力满足求职者的需求，不怕

耗时耗力，选择真实可信的招聘平台，及时发布岗位

信息，线上认真筛查。通过“云”招聘等新招聘模式，

与求职者线上“面对面”的面试，使企业的招聘和求职

者的就业都可以得到顺利进行。 

3.2.3.3公共服务优化 

青岛市将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标准+”思维模

式，建成“互联网+就业创业”、“标准+就业创业”服务

体系，搭建灵活就业服务平台，支持灵活就业,方便群

众就近就业、灵活就业。完善“一网两库三平台”建设，

推进互联网办理深度，服务事项网上办结率达到 80%

以上。打造公共就业服务“标准+”青岛模式，实现同城

通办。 

 

 

4．疫情中就业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人民就业观念和就业

方式的深度剖析，进一步了解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形势，

来发现在疫情中就业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对策及建议。 

4.1 对策 

1.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缓解严峻就业形势； 

2.妥善安排失业人群，建立城镇就业“蓄水池”； 

3.提高就业、失业保险政策的精准度，强化失业

保险的保障生活功能； 

4.2 建议 

结合对人民对于就业政策的偏向、疫情发展的趋

势和就业市场的现状的观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议对受到疫情影响的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

定向政策扶持，减轻相关企业负担，增加其经营韧性； 

2.在疫情防控措施有效的前提下，希望允许相关

企业尽早复工增产，并探索新型的员工招聘和管理方

式； 

3.建议加大就业困难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和职

业培训，缓解相关群体初次和再就业难题，保障相关

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 

4.建议在本次疫情联防联控统一部署的基础上，

探索标准化而不失多样化的企业复工和人员流动管

控新机制。 

5.结语 

稳定的就业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是社会稳定

的重要推动力。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与每个人息

息相关，一个人就业，就可以安定，一个家庭就业就

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保住就业才能兜住民生底线，保

住就业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为促进疫情期间更好的

稳就业，保就业，政府给予特定的行业和企业相关政

策支持并开展新兴的员工招聘和管理方式对疫情下

经济快速增长至关重要。因此政府、企业、人民应共

同发力，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标准+”思维模式，共

同渡过疫情下这一短暂的经济增长压力。只有着手抓

好了就业，百姓生活得以保障了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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