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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拟取消应届生身份限制的消
息一经传出，引起了热议。一部分观点认
为，放宽应届生身份认定限制给了毕业生更
多的选择机会，可以使年轻人更顺利地进入
职场。而另有观点认为，应届生身份就像是

“新手保护期”，没有了保护，竞争会越来越
激烈。

数据显示，2025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
人。也就是说，高校毕业人数或将连续4年
超过1000万人。

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毕业生规模，加之考
公、考编的岗位招聘不断向应届生倾斜，让
许多毕业生为保住身份选择“慢就业”。这
也导致近两年来不断出现取消应届生身份的
声音。

据统计，除了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的四
川，2024 年以来，已有上海、湖南、贵
州、广西等8省份的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
届生身份的认定标准。调整范围主要聚焦在
两个方面：一是将应届毕业生年限放宽为
2～3 年；二是不再审核其是否有工作经历
和缴纳社保的情况。

求职求职““筹码筹码””

什么是应届生？招聘简章所定义的应
届毕业生包含两种分类，当年应届毕业
生和择业期的应届毕业生。当年应届，
指在该毕业年份，即将毕业或者已经毕
业的大学生。择业期应届则是指已经拿
到毕业证，但拿到毕业证的时间在择业期
内的学生。

根据相关政策，择业期一般为 2 年
内，超过择业期，就成了往届生。同时，
择业期的应届毕业生通常还要满足以下条
件：持有毕业证书；在规定择业期内没有
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形式的正式劳动合
同、无缴纳社保记录；户口、人事档案等
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生源地人才市场。应
届 毕 业 生 享 有 诸 多 政 策 优 势 ， 例 如 国
考、省考等公务员招聘考试。统计数据显
示，2025 年国考共计划招录 3.97 万人，其
中有 2.67 万个计划专招应届生，占比高
达 6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
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在
接受采访时说道，除公务员考试外，央企、
国企还有不少公司的校招也专门面向应届毕
业生。而这些组织的岗位在当前大学生的求
职范围中，又都属于就业质量较高、职业前
景较好的岗位。

除此之外，一些城市为了引进人才，
也会给予应届生直接落户等政策优惠。例
如在上海，应届博士、“双一流”应届硕士
生、六所学校 （清华、北大、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 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
可直接落户。

由此可见，在就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求职者普遍追求稳定职位的背景下，应届毕
业生的身份显得尤为珍贵。

不过，这种优势也滋生出了另一种现
象：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有不少学生不敢
轻易就业，主动暂缓就业甚至主动延迟毕
业。

“现在很多的社招都喜欢招有经验的，
好点的公司要求都比较高，大学毕业后
只有实习经历，哪来的工作经历，校招
时候拿到的 offer 又不及预期，怕干了一段
时间不适合还丢失了应届生身份，不如暂
缓就业，给自己多些机会考虑和选择。”陈
凯说道。

2023 年，陈凯毕业于广东某大学金融
专业，他告诉记者，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上，
应届生的身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会有更多
的选择机会。即便争取到一些工作机会，也
有不少人不愿意在择业期内签订劳动合同或
缴纳社保。

智联招聘 2024 年发布的 《大学生就业
力调研报告》显示，应届生“慢就业”的比
重已从 2023 年的 18.9%增长到 19.1%。随着
高校研究生招生持续扩招，应届生在国内继
续学习的比例提高到6.5%，增长了1.6个百
分点。

对于这种现象，张成刚认为，随着应届
生身份和落户、就业等重要问题挂钩，应届

生和非应届生之间的差异也被人为扩大，尤
其是用人单位对应届生身份的看重，无形中
更增大了就业压力。

这意味着，松绑应届生身份认定标准，
有利于缓解“慢就业”现象。可以帮助毕业
生有更多的时间适应劳动力市场，他们可以
先尝试短期工作或自我提升，然后在未来合
适的时间进入更稳定的岗位。

有何利弊有何利弊？？

2024 年以来，已有上海、云南、山
东、湖南、贵州、广西、福建和浙江 8 个
省份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届生身份的
认定标准，四川也已于日前发文，就取

消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限制征求意
见。

从调整内容来看，主要聚焦在两个方
面。一是将应届毕业生择业年限放宽为2～
3年；二是不再审核其是否有工作经历和缴
纳社保的情况。不过，各省份对应届生身份
的调整范围有所不同。

例如，山东、湖南、广西仅在事业单位
中有相关表述，福建、贵州的范围则扩大到
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值得注意
的是，四川在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取消
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限制，调整机关公
招年龄上限。”

记者还注意到，调整应届毕业生标准的

省份中，除了上海、浙江、贵州在 2023 年
常住人口呈现增长的态势，其余6个省份的
常住人口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其中，山东
的人口下降了近40万。

对此，张成刚称，多个省份放宽应届生
认定标准，核心在于缓解大学生就业市场压
力，也有吸引优秀人才在本地就业的意愿。
这些省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普遍面临较
大压力，也面临一定的高学历人才外流的问
题。吸引和留住人才、支持经济发展等，也
是出台该政策的考量。

由此可见，取消或调整应届毕业生身份
的限制后，更多毕业生（包括非应届生）可
以平等竞争岗位，增加了求职者的选择范
围，同时也是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口的方
式之一。

展望未来，应届毕业生调整范围是否会
扩大其他地区？

张成刚认为，一线城市拥有较为发达
的经济和丰富的就业资源，这些地区的
政策更倾向于吸引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
才，放宽应届生认定标准并非其核心需
求。“并且，一线城市的市场竞争激烈，
即便放宽应届生认定标准，也难以显著缓
解就业压力，反而可能加剧部分普通岗位
的竞争。”

实际上，不仅限于一线城市，对于部
分有编制的岗位而言，竞争会更加激烈。
张成刚称，从短期看，一定会导致毕业生
的就业竞争压力加大。往届生可以参与考
公或考编的比例加大，导致毕业生的录取
难度增加，部分人可能选择“慢就业”备
考，这会加剧暂缓就业。（应采访对象要
求，陈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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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黄牛”乱象频发，他
们频频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捷足先登”，致
使普通消费者常常陷入“一票难求”的境
地。日前，江苏镇江警方公布一起刚刚侦
破的利用黑客手段抢购、倒卖各类演出门
票的特大案件，全链条打掉这个利用“外
挂”软件在互联网上实施抢票的犯罪团
伙。

2024 年 4 月，镇江警方在工作中发
现，多名网友反映即将在镇江举办的一场
演唱会门票异常紧俏。官方购票渠道虽
已售罄，但一些电商平台上仍有门票在加
价售卖，并且多数卖家声称能够成功出
票。

网友邓先生说道：“我一直在官方渠
道抢票，但总是秒没。结果我在网上一
搜，发现好多‘黄牛’在加价卖票，还都说
能保证出票。”

针对消费者反映的情况，镇江警方迅
速展开深入调查。很快，一个名为“女友
的代拍小店”的网店进入了民警的视野。
这家网店对外声称，能轻松抢到各类热门
演出的门票。

经查，这家网店的实际控制人是位于
陕西咸阳的陈某和张某，并且发现了一个
利用“外挂”软件在互联网上实施抢票的
犯罪团伙。随着侦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镇江警方在上海、四川、广东、浙江、广西
等多地展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45
名，查获作案“外挂”软件17款。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副局长罗海
波表示，深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以
陈某、张某为首的特大“黄牛”倒票团伙，
非法售卖全国450场演唱会的3万多张门
票。目前，团伙 45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揭秘“黄牛”抢票软件的“开挂秘笈”

全国范围内450场演唱会的3万多张
门票都是用这 17 款“外挂”软件抢得的，
这些抢票的“外挂”软件，到底有什么“开
挂秘笈”？警方也进行了揭秘。

犯罪团伙针对不同的平台，开发出不
同“外挂”软件，具有强大的抢票功能。它
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自动刷新购票页面，快

速提交订单，从而大大提高购票成功率。
最快时，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完成抢票流
程，让普通消费者难以购票。警方专门成
立了专案组，对该“外挂”软件的抢票原理
进行了深入调查。

原来，用户在票务平台正常购票时，
需要通过官方 App 或网站按照可视化流
程进行操作，且是用户唯一访问售票系统
的媒介，用户在购票操作过程中向售票系
统发送、接收各类数据，上述数据通过售
票系统内部的各个接口进行传输并通过
加密算法进行校验。

而这些抢票“外挂”软件在未经官方
授权的情况下，采用非法手段破解票务平
台的防护机制，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从而实现“抢
票”的目的，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
统数据罪。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网安大队民
警郭英杰表示，该犯罪团伙通过注册大量
票务平台账号，将消费者的身份信息绑定
在这些账号上，然后使用“外挂”软件，在
未经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非
法破解加密算法、获取相关接口，进行自
动抢票。这就好比，上百个人在帮一个人
抢票，极大地提高成功率。

“黄牛”抢票的背后 一面“手机墙”令
人震惊

警方提到了一面“手机墙”，一列列架
子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一部部的手机，
这样的场面令人震惊，而架子上的每部手
机都对应一个账号，警方形容“这就好比
上百个人在帮一个人抢票”。随着犯罪嫌
疑人的陆续到案，警方发现该团伙组织架
构清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而购票者向

“黄牛”提供的个人信息，也面临巨大泄露
风险。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网安大队民
警朱澄宇说道：“该团伙分为软件作者、抢
手、‘黄牛’三个层级。其中杨某、王某等
人作为软件作者，负责分析大麦、猫眼、票
星球等各大票务平台漏洞，并开发抢票软
件；赵某、周某等人作为抢手，直接使用抢
票软件帮助‘黄牛’抢购演出票；陈某、张

某等人作为‘黄牛’，通过淘宝、闲鱼、微
信、抖音等互联网平台发布广告，收集抢
票客户信息。”

警方介绍，在实名制购票要求下，购
票者需要向“黄牛”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等
个人身份信息用于抢票，大量精准的公民
个人信息在层层汇聚的过程中，加剧公民
信息泄露风险。

部分票务平台“饥饿营销”导致“黄
牛”产生

警方在复盘该案件时发现，票务信息
不透明、审核机制不健全、平台防控不到
位等因素叠加，是网络“黄牛”屡禁不止的
主要原因。

警方介绍，审核机制不健全引发“黄
牛”服务多样化。随着“实名制”要求的出
台，“黄牛”抢票需要提前录入观演人信
息，致使“黄牛”从“售票”服务升级为“代
抢”服务，但观演人进场时只需核验身份，
无需核验票源。此外，每场演出均有一定
比例的不公开售卖门票，此类票源没有明
确的流向追踪及监管机制，内部人员往往
为了牟利与“黄牛”勾连倒卖。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网安大队大
队长周强表示，平台防控不到位致使“黄
牛”滥用技术手段。当前大量“外挂”软件
都是利用伪装官方请求、绕过人机验证识
别机制等技术实现抢票，反映出售票系统
存在大量漏洞且封堵滞后。修复技术漏
洞、确保真人购票，需要增加成本投入，票
务平台或对相关漏洞“视而不见”，致使

“黄牛”滥用技术手段。
行业监管不严格促使“黄牛”产业发

展壮大。在搜索引擎、电商平台、社交媒
体中搜索“演唱会”“代抢”等关键词，都能
找到大量提供抢票服务的“黄牛”店铺及
人员。专家表示，网络“黄牛”之所以屡禁
不止，是因为“供需关系紧张”和“利益链
条紧密”。越热门的网络资源，越容易产
生网络“黄牛”非法牟利的市场空间。特
别是一旦与内部员工相勾结，使得“黄牛”
具有通过非正常方式获取网络资源的可
能性，会诱使网络“黄牛”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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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份调整“应届生”身份对谁有益？

警方揭秘“黄牛”抢票软件的“开挂秘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