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家发布《2020 中国大学生职住观报告》：去大城市奋斗仍是主流  对买房置业很乐观 

每一年，都会有数百万大学生从校园走向职场，开始人生新篇章的同时，也会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做为 95 后的新青年一代，他们怎么看待职业，

怎么看待家和居住，都是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话题。近日，国民品牌链家发布了《2020中国大学生职住观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对全国千余所

高校的近三万名大学生的问卷调研，全面呈现了他们对择业、租房、买房三件大事的期望和认知，勾勒出了当代大学生的“求职”和“居住”图鉴。 

勇于打拼的一代  大城床 KO小城房 

这届大学生依然是勇于打拼的一代，与“逃离北上广”等热闹舆论相背离的是，去大城市租房打拼仍然是大学生择业观的主旋律。 

报告显示，北上广深仍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城市，成为大学生期望打拼城市的前四名，其中深圳最具吸引力，上海次之，新一线城市杭州、成都位列

第五和第六位。 

对择业城市的倾向性，也进而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居住观，在大城床与小城房的 PK 中，前者完胜后者。报告显示，超过 60%的大学生更愿意考虑去大

城市租间房奋斗，而不是去到中小城市买套房生活。也许在他们的眼中，大城市的多元、包容和机会，更容易成就自我价值。 

勇于打拼的奋斗主题，也显著地反映在了薪资和工作强度的跷跷板上。面对备受争议的 996话题，54.74%的大学生依然选择了高薪 996，超过了选择

朝九晚五兼顾生活的 45.1%。 



 



 



 

当代大学生择业独立意识强  新型职业中自媒体最被看好 

这是自主意识更显独立的一代大学生，报告显示，选择工作时，超过 80%的大学生相信自己的选择，并不依靠亲友长辈的建议。 

在行业的选择上，金融、互联网、教育行业位列前三，其中 16.94%的大学生倾向从事金融行业，互联网和教育行业分别是 14.44%、12.3%。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的当下，这届大学生对于职业价值的定位展现出更加多元和创新的气象，对新型职业的选择有更大的接纳度。其



中，自媒体成为最被大学生看好的新职业，占比为 43.09%。互联网营销师、网红主播、电竞运营等新兴职业也被普遍认可。 

 

 



 

 



 

可能受疫情影响的毕业选择 稳定务实成求职主旋律 

从调研的数据来看，受访大学生求职最关注的要素是薪资收入。也可能是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今年的职场节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届大

学生的求职观，态度务实、追求稳定成为大家的共识。 

兴趣为高薪让路。报告显示，求职时面对“高薪不喜欢”和“低薪很喜欢”两个选项，有 67.35%的大学生选择了前者，远远超过选择后者的 32.65%。 



追求稳定的趋势也体现在，倾向于在国企就业的比例远远高于民企及外企。报告显示，高达 65.82%的大学生选择了国企，远高于选择民企的 19.39%，

以及选择外企的 14.79%。同时，69.7%的人在面对工作机会时，选择拿到 offer先试试再说，不再保持观望、精挑细选。 

受访大学生选择工作时，位列第一的考量因素是工资福利，选择占比 34.78%；而对公司所有福利最看重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住房补贴，选择占

比达 53.59%。 

 



 

 



 

 



 

近半数大学生希望租金为收入比例的 20% 

对于即将步入职场的大学生而言，毕业租房是大多数人要面对的一道重要社会命题。 

什么样的房子最受大学生的青睐？报告显示：室内设施完善、离工作地点近、租金性价比高位列大学生租房最看重的因素前三名。 

有超过 60%的受访者在毕业租房时会选择合租，并且有超过 65%的人希望和熟人一起合租。在对房租的承受预期上，49.83%的大学生只愿意支付 20%



收入的比例去租房。但从整体市场情况来看，这个预期与现实可能会有不小的落差。 

 

 



 

首套房要买大面积  大学生对于购房较为乐观 

相对于在职业选择上的求稳和保守，在面对未来的买房安家问题上，受访的大学生总体显得比较乐观。 

报告显示，高于半数的大学生认为结婚必须要有房子才有安全感，房子仍然是生活必需品。47.67%的大学生认为拥有首套住房在 25岁-28岁，30.58%

大学生认为在 30 岁-35岁。 



在新房和二手房的选择上，这届大学生更倾向于买新房，选择占比达 45.11%，也有 39.94%的大学生认为新房二手房都可以，而只选择二手房的比例

仅为 14.96%。关于首套房的面积，近一半大学生期望购买的首套住房面积在 90-120平之间，占 46.35%，期望在 69-90平的排列第二。在选择买房首付来

源时，超过 60%的大学生希望全部或部分由家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