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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申请延期毕业（以下简称“延毕”）后，研

二的姜芸在社交平台上写道：“这一次，我从未

如此清晰地知道自己每一天的目的：继续读书、

回归生活、愉悦自己。”她所在的专业为两年

制，前一年半，她做了 3份实习。“实习占用了

我很多精力，我没有好好学习，也没怎么出去

逛。”姜芸觉得很可惜，在充分查阅资料后，她

选择了延毕。

姜芸的朋友牛莉，同样选择了延毕。“我可

能有点理想主义吧，希望一毕业就能做自己喜欢

的事。”牛莉想要从事媒体行业或成为配音演

员，虽然她在研究生阶段选了新闻与传播专业，

但是本科英语师范专业的她，在目标行业的实习

经验并不多，“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累积，以达到

我的目标”。

浙江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副主任、讲师车淼洁

的论文 《本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透视与解析》，

调研了某省 4所不同类型高校，记录了这些高校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间本科生的延毕情

况。数据显示，某省城“双一流”高校延毕率约

为 12.5%，两所省城普通高校的延毕率分别约为

6%和 7%，某非省城普通高校延毕率约为 7%。

在很多人的眼中，延毕是一个贬义词。不论

是主动申请还是被动延毕，它常常和家庭变故、

生理疾病，以及挂科、毕业设计不合格等学业问

题画上等号。一旦延毕，学生很容易被人以有色

眼镜看待，背负的压力倍增。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学生选择主

动延毕。他们为何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延毕后，

他们的感受如何？

就业压力成为重要原因

在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前，吉安正在教室改

论文，为即将到来的毕业论文盲审作准备。时间

拨回到一年前，她正是在这时提交的延毕申请，

工作被毁约是主要原因。被毁约后，吉安重新开

始投简历，也得到了一些工作机会，但它们和被

毁约的工作相比，不论是工资待遇还是平台，都

相差甚远。

“我心里有落差吧，再加上后来拿到的 offer
所在行业和自己的预期不符，如果勉强接受，感

觉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就被打乱了。”吉安说，

而且由于自己读的专硕是两年制，再多读一年貌

似也不错，便有了延毕的想法。

今年 2月，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吴林结束了休

学期，重新回到新加坡留学。她坦言，自己申请

延毕主要是出于就业的考量。“当时学校不允许

学生离开新加坡，但国内很多金融公司都要求应

聘者参加线下面试或实习。”她回忆，自己也曾

通过线上面试得到一些工作机会，但由于录取的

公司不承认新加坡的体检报告，应聘只能不了了

之。吴林在第一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于是决

定申请延毕，回国实习面试。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教授王栋梁分析，学业问题、创业需要以

及健康问题、家庭突发的紧急情况等，都是大学

生申请延毕的主要原因。有些学生到了大四还有

多门课不及格，研三了毕业论文还没有开题，他

们就需要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学业。据教

育部数据，2023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达 1158万人，同比增加 82万人。持续增长的

就业压力，也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延毕的

重要原因。

走在自己的社会时钟上

申请延毕不过是前行路上的第一步，在未来

的日子里，经济的压力、父母的意见、用人单位

的质疑等，都可能让人感到困扰。

王栋梁坦言，延毕意味着学生需要在校内多

待一段时间，导致时间和经济成本增加。由于延

毕的学生毕业时间比同龄人晚，可能会因此面临

更大的就业压力。此外，延毕可能导致学生失去在

正常毕业前求职的机会，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于这一切，牛莉早有准备，“我有一些存

款，加上兼职所得，可以负担这一年的费用”。但

让她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全力支持。“收到妈妈

的转款后，我在图书馆哭了。”直到今天，她依然清

晰地记得母亲对自己说的话：“我可以省吃俭用一

些，你才是最要紧的。”最近，本来反对自己延毕的

爸爸也转变了态度，这让她很开心。

吉安的选择得到了老师和家长支持，她唯一

担心的便是和同龄人存在脱节的可能。“同届的小

伙伴中，只有你延毕了。回到学校后，你不但要更

换新宿舍，连熟悉的人都没有了。”幸好，吉安的担

忧并没有发生，她收获了新舍友与新友谊。

今年开学后，吉安和原宿舍的朋友们聚会。

她发现，是否延毕并不是一个影响未来的绝对因

素。“有一个刚入职一个月，就可能被辞退；还

有一个毕业后坚持脱产考公，却一直没考上。”

吉安说，“当然也有工作顺利的。顺利与否，与

是否延毕无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生命轨迹。”王栋

梁说，有些人可能比同龄人早步入社会，有些人

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成长和探索未来，“我们不

应该盲目追随社会时钟，而是应该遵照自己的方

式去探索、追求目标与理想。”他同时表示，我

们要尊重和理解他人的选择和决定，不要因生活

轨迹不同而对他人进行不必要的评价。

如今申请延毕已近一年，吉安找到了一个各

方面都较为符合预期的工作。对于这个结果，她

较为满意，但从个人投入的角度来说，她觉得自

己很亏，“我比别人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得到的

工作却和去年的差不多”。

在应聘过程中，吉安没有觉得自己因为延毕

受到太大影响。“企业毁约不是我的问题，我是因

为坚持职业规划，而非论文盲审不过而延期的。”

她认为，只要你能利用好这一年，且不是因为暴露

缺陷的大问题而延毕，对工作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吴林也没有因延毕而被质疑：“我的绩点排

名一直都比较靠前，成绩单可以证明，我不是因

为无法毕业才延期的。”

延毕不是困难的挡箭牌

回顾这一年，吴林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选

择，她不会延毕，“延毕是在和自己打赌”。虽然

她已经获得了一家公司的留用机会并提前入职，

实现了延毕的目标，但她认为，今年的就业形势

没有去年好，而延毕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吴林建

议，尽量不要延毕，“早上岸早安心”。

和吴林相反，吉安不后悔延毕的选择，但她

也建议，不要轻易选择延毕。“延毕不是挡箭

牌，而应该是先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好，实在没办

法后，再去选择。”去年被毁约后，吉安做了很

多努力：不仅找了很多前辈争取，还尝试转部

门，同时持续投递简历。

吉安的选择让学弟学妹们发现了一条人生发

展的新路。最近不少人找到她，询问对于延毕的

看法。有的学生离论文盲审还有两个月，就觉得

自己写不完了，想要延毕。“仅仅因为逃避就选

择延毕是不可取的。”吉安说。

“当就业和择业发生冲突，应该根据具体情

况来考虑选择。”王栋梁认为，在有明确的职业

规划、且能够较好执行的情况下，如果延毕能够

帮助你实现规划，再考虑不迟。王栋梁建议，选

择延毕与否，学生需要考虑个人情况、学业状

况、就业状况、学校政策以及未来规划等多方面

因素，权衡利弊，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

“现在自己每天都想早早醒来，感觉未来的

一年特别明媚。”多读书、发表论文、申请博

士、旅游……对于延毕后多出来的一年，姜芸有

许多计划。

“电影”和“实习”，是牛莉现在生活的两大

主题。她每天都会看一部电影，平时还会去跑

步、练配音，看书、找选题。她希望在这段时间

内创作出很多好作品，积累经验。

申请延期毕业后，学生应该如何度过多出来

的时光？王栋梁建议，学生首先要直面问题、解决

困难，争取顺利毕业；其次，学生要利用时间实习

或者兼职、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参加志愿活动，积

极规划自己的未来，为职业发展打好基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王栋梁外，其余人
名均为化名）

那些年轻人为什么主动延期毕业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距离毕业季还有一个月，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岔路

口，学生们作着各自的准备：有的选择读研，继续深造；

有的走向工作岗位，开启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变；有

的则申请延期毕业，为自己的人生进度按下暂停键。

对于主动延毕的学生，各个学校的要求不同。据了

解，有的学校不同意学生以非身体原因外的任何理由申请

延毕；有的学校规定，主动延毕的学生必须参加论文盲

审，而非根据抽签决定；还有的学校，主动延毕的学生将

失去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的资格。

延毕，一个常常和能力不足、身体不好等负面因素挂

钩的被动选项，如今却成为一些学生的主动选择。那么，

主动延毕对个人发展有什么影响？有过主动延毕经历的学

生、高校以及用人单位，他们怎么看？

牛莉（在研究生二年级时申请延毕）：和
业界前辈聊一聊

如果你延毕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那么最好和
业界的前辈老师们聊一聊，了解目标行业的就业形势、职
场发展路径和目前自己的能力位置。最重要的是，要衡量
自己是否有能力顶着经济和心理压力，在这一年内努力往
上够一够目标，并且能承担失败后摔落的风险。

如果是为了躺平，为了多体验一年学生生活，为了逃避就
业，为了跟风，实际上却没有什么计划，那就没有必要延毕。

姜芸（在研究生二年级时申请延毕）：接
受延毕可能带来的后果

延毕只是一个选择方向，归根结底是要清楚自己想干
吗、要干吗。但是，这对年轻人来说，反而是最难解的问
题之一。借助外界的力量，也许可以帮助自己作出选择。
比如，如果担心申请延毕对来年就业有影响，学生可以找
就业指导老师询问，也可以在网络上咨询负责企业招聘的
相关人士。

延毕后多出来的时间里，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但不
确定性也随之而来。在申请延毕之前，大家要想清楚自己
能否接受延毕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否能够坚持初心、充分
利用时间来实现目标。

来半分（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工商
与人力资源管理系教师）：能不延毕最好不
延毕

学生申请延毕，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延毕是
否会对学位证和毕业证产生影响？申请能否得到学校的批
准？在延毕期间，如果出现合适的工作机会，但由于还未拿到
学位证和毕业证只能错过，你是否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

我觉得学生能不延毕最好还是不要延毕。对于目前大
部分的学生，尤其是实习经验少的学生来说，想做什么和
能做什么，可能存在偏差。在未尝试的情况下，学生对于
工作合适与否的判断或许并不准确。更何况，6月是毕业
季，秋招9月就开始了。为了参加几个月后的招聘而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真的有必要吗？

王栋梁（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考虑多方面因素

选择延毕与否，学生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这其中包
括个人情况，例如身体健康、家庭状况、个人发展计划等；
学业状况，包括学习进度、学习成绩、论文进度等；就业状
况，例如就业市场、个人就业规划、职业发展；学校政策，包
括延期毕业的政策、申请流程、申请截止时间等。

此外，延期毕业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未来规划，例如是否
会影响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发展，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李可（工作20年的某公司HR）：延毕仍
可能是减分项

不论是主动申请还是被动选择，延毕在很多用人单位
眼中都是减分项。有人延毕可能是想积累更多的实习经
验，为日后获得更好的工作作准备，但在一些用人单位眼
中，这是规划能力不足的表现；有人延毕是想给自己一个
喘息的时间，但用人单位很可能认为你的抗压性不足。

在面试时，应聘者还有机会说明延毕不是因为能力不
足的被动选择。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很多有过延毕经历
的应聘者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刷掉了，是主动还是被动，
根本没有机会解释。当前，确实有些公司在招聘时不太在
意应聘者是否延毕。然而，如果两个候选者条件相近，一
个主动延毕，一个正常毕业，多数公司会更倾向于后者。

张静（某公司资深HR）：先找一份适合
且能承担的工作

主动延毕很可能是一种逃避，他们不想或不敢面对社
会。有的学生觉得知识不够要再学，实习不够要再攒，可
是知识和能力永远没有封顶。学多少知识才能匹配想去的
岗位？多一段实习难道就能有更多应聘优势？如果目标行
业看重实习经验，那么对于因为实习经历基本为零而选择
延毕的学生，我只能说他们看似主动延毕，实则被迫。

在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学生要先找到一份适合自己且
能够承担的工作，学会自食其力。如果面对目标岗位知识
或能力不足，学生可以先在该岗位或类似的岗位上学习。
去不了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可以先去一个平台没有那么
好的公司，掌握技能。此外，先进入到与能力匹配的岗位，在
经验积累足够后再申请调岗，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来半分、王栋梁外，其余人
名均为化名）

主动延毕，
学生、学校和用人单位怎么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孙丽萍

出于不同的人生规划和考量，当下一些大学

生选择延期毕业 （以下简称“延毕”）。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
juan.com），对 2001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73.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有选择延毕的

同学。没有修完学分或没完成学位论文是大学生

延毕的首因，其次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

受访大学生中，本科一二年级的占 17.8%，

本科三四年级的占 67.7%，硕博非应届在读的占

10.2%，硕博应届毕业生占 4.3%。

假如找工作不顺利，13.6%受
访大学生会选择延毕

上海大学 2023 届本科毕业生赵佳本应在

2022 年 6 月毕业，目前申请了延毕一年。“2021
年 9月是我的秋招季，当时也拿到了比较满意的

offer （入职通知），签了三方。但寒假的时候，

企业先是通知我组织架构调整，原来的那条线被

砍掉了，要更换我的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城

市都要发生变化，之后在 3 月份直接跟我毁约

了。”赵佳立刻开始参加春招，虽然最后也拿

了几家公司的 offer，但和之前的 offer相比，无

论是平台、薪资待遇还是岗位的适配性都差很

多，“内心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落差，就决定再来

一年”。

调查中，9.9%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有很多

选择延毕的同学，63.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有一

些，14.5%的受访大学生身边没有，12.3%的受访

大学生表示不清楚。

武汉大学某学院研究生专职辅导员杨辉正从

事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他表示，学生延期毕业

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学业问题导致的

延毕，多是基本学制内学籍异动、毕业论文不

合格导致，这属于“被动”延毕。另一种是近

几年出现的新趋势——出于求职需要主动申请

“延毕”以保留应届生身份。“学生学业没问

题，但拒绝参加答辩或者干脆直接不提交毕业

论文，这种做法在不同高校都存在，近几年越

来越多见”。

武汉大学在读研究生何文宝本科阶段曾暂停

学业一年，“大学期间，我一直在为出国留学作

准备，但由于疫情原因原本定下来的交换项目去

不了，想等一等，因此在大三升大四的时候申请

了暂停学业，对我来说就像是延毕一样。”

“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对学位论文的抽检

更加严格规范，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

面，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杨辉说，有些学生对

就业环境的变化存在明显的认知不足，没能及时

更新转变就业择业观念，因此在求职受挫或者

offer不理想的情况下，希望以主动申请延毕的方

式保留应届生身份“再战一年”。

调查显示，48.7%的受访大学生觉得一些同

学选择延毕的原因是没有修完学分或没完成学位

论文。

赵佳延毕之后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相关内

容的帖子，其中一条帖子的浏览量达到了 10
万+，很多有类似情况的人在下面留言，抱团取

暖。“从留言中我感觉大多数延期毕业的学生是

因为论文没完成或者盲审没通过。只是这几年因

为就业环境的影响，加上大家认知的改变，为了

求职延期毕业的人慢慢增多了。”

调查中，42.8%的受访大学生觉得选择延毕

是希望保留应届生身份。

杨辉说，对于择业期的应届生身份，不同用

人单位有不同理解。根据相关就业政策，严格来

说只有毕业生手中的毕业证、学位证的取得年

份，才是该毕业生的“应届年份”。现有部分地

区提出“毕业生从毕业之日起两年内为择业期，

期间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以视同为应届

生”。但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视同”，毕业两

年内是否可以认定为“应届生”，用人单位享有

充分的自主权。

赵佳也提到，虽然国家的政策是应届生身份

可以保留两年，但实际操作中，有些岗位还是只

要当年毕业的应届生。

“以毕业后两年内是否交社保来区隔‘应届

与非应届’，本身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做法，毕

竟如今的就业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锤子买

卖，应当允许求职者进行就业试错。另一方面，

有部分学生因为怕失去应届生身份而不敢参加工

作、不敢交社保，一心待在家里‘考公考编’，

或多或少催生了毕业生主动选择慢就业或不就业

的情况。”杨辉说。

调查中，延毕的其他原因还有：想按自己的

规划和节奏走 （39.4%），多一年时间准备考研考

公等 （38.5%），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37.6%），因

交换、创业等情况需延长学习时间 （26.2%），毕

业季多线并举精力不够 （24.6%） 等。

赵佳还提到另一个问题：一名毕业生有两份

三方协议，只有第一份丢失或者是确定跟上一家

单位毁约的情况下才会给第二份，“万一签三方

后出了问题，只能重新找工作，找不着就可能会

延期毕业”。

假如找工作不顺利，39.8%的受访大学生会

先就业再择业，21.5%的人会考研/出国留学/考
博，13.6%的人会延毕，保持应届生身份，16.1%
的人会自己创业或者自主就业，8.3%的人会待

业，慢慢找合适的工作。

杨辉认为，对于延毕比例逐渐提高的现象，

学校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其次严格毕业的

筛选机制，区分哪些人能延毕、哪些人不能延

毕，再就是从入学就加强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提

高就业意识，提升就业能力素质。

延毕不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办法

调查中，对于一些学生为了缓解就业压力选

择延毕，49.5%的受访大学生认为这种方式能解

决问题，相当于多了一次机会，减少了试错成

本，39.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不能，只是拖延时

间，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11.2%的受访大学生

表示不好说。

“延毕一年、保留应届生身份真的有助于求

职‘上岸’吗？未必!”杨辉说，作为准毕业

生，必须要对即将面对的就业环境有清晰感知，

学校的就业类课程也有必要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做

解读和引导。至少就目前来看，高校毕业生人数

“屡创新高”的趋势短期内仍会持续下去。尽管

就业岗位池在大力扩充，但也不可能急速扩容。

所谓的“应届生红利”在巨大的求职人群面前早

已被稀释。“以上海某头部高校专职辅导员招聘

为例，往年招聘计划固定在 20 人左右，但据该

校人才招聘工作组透露，2022 年招聘期间接收

到了 2000 多份简历，这一数量在以往是难以想

象的，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赵佳也表示，延毕不是用来逃避现实的办

法，它对个人的要求反而会更高。首先，要有

更加清晰的规划，其次，一定要好好利用延毕

这一年。

也有人担忧，延毕后会和同龄人的节奏不同

步，对此，64.2%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人生轨迹，不要被“社会时钟”限制，

50.2%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利用这段时间，找到属

于自己的节奏更重要，49.8%的受访大学生认为

只要不虚度每一天，节奏不同也能收获满满，

35.0%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有清

晰的规划，不能盲目跟风。

“我当时延毕的时候很沮丧，本科同学都毕

业了，好朋友都去了理想的大学读研，我却还要

插到一个陌生的班级里接着上本科。那段时间

我感到很难过，但后来还是调整好了情绪。”何

文宝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

你觉得这个节奏对于你来说是合适的，就可以

往下走”。

杨辉说，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有

自己的节奏，可以适度缓一缓。但从职业规划角

度来看，延毕应该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他认

为，对于因为就业原因拟申请延毕的学生来说，

首先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没能在应该毕业的这

一年找到心仪的工作。“是个人能力不足？是在

学校里接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不够？是还没有为求

职做好技能准备？还是自己的目标预期与实力不

够匹配？”他表示，如果不从自身做反思和调

整，单纯把找到好工作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应

届生身份”，“这是一种缘木求鱼”。

73.1%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有同学选择延期毕业
专家提醒，为缓解就业压力选择延毕，也许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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