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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7_94_9F_E5_c65_104134.htm 大学生缺乏社会经

验成就业难主要因素 用人单位课程设置不合理制约大学生就

业 今天上午，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联合发布了“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对今年大

学生就业状况进行了分析。 今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

激增至413万，比去年增加75万人，增幅达22％。此前联合课

题组对清华、北京交大、首师大、天津工大等16所大学

的4000多名学生进行了问卷抽样调查。同时对44位服务于不

同类型用人单位的人事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以及具体

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5月

底，在接受调查的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

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而没

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 6成大学生月薪期望值低于2000

元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风向标”。根据

此次调查的统计结果，大学生大多已走出开价虚高的误区。

有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67.10

％的学生将个人发展机会视为择业时的首要选择，甚至有1.58

％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专家认为，“

零工资”的出现折射出大学生对个人发展机会的极度渴望，

对自己能力和职业前途的复杂心态以及面对就业窘境的无奈

。 冷门专业就业状况好 与大多数人的预料不同，调查显示，

学冷门专业的学生似乎比学热门专业的更容易找工作。 此次

被调查的学生专业可以划分为法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



、经济学、理学、历史学、农学、文学、医学和哲学等学科

门类。 各学科就业率依次为 农学 78.38％ 管理学 58.02％ 工学

55.44％ 法学 37.85％ 教育学 33.33％ 医学 31.01％ 被视为冷门

专业的哲学和历史学，学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

签约”的比例分别达到40.35％和51.85％。 东部高校就业率最

高 依据大学所在地区，研究人员将参加此次调查的16所大学

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间。统计数字显示，

东部地区高校“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学生

比例为62.43％，中部地区高校“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

有签约”的学生比例为47.88％，西部地区高校这类学生比例

为41.73％，东北地区比例为43.39％。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部四个地区的就业状况呈梯状分布，表明大学生总体就业

水平与大学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大学课程设置遭质疑 此次问卷调查显示，高达52.14％的大学

生将“缺乏社会经验”视为最困扰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另有24.14％的学生表示个人能力不足成为制约成功择业的首

要问题，有19.86％的学生认为求职技巧的缺失是求职过程中

最为头痛的问题。 而用人单位对应聘者各种能力的要求依次

为:环境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自我表达能力、专业能力

和外语能力。同时用人单位也表明，缺乏工作经验是大学生

与其他就业群体相比一个明显的劣势。 此外，用人单位对大

学课程设置很有意见。在接受访谈的单位中，有59.1％的用人

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

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的一个制约因素。 半数大学生认为托人求职最有效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讳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求职的影响，但此次调查



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

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

有效的求职途径。 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

达51.29％。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

景，其实它的另外一部分可能要来源于大学生自己在学习和

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因此，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

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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