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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端，就业与招生常常一头冷、一头热地倒挂，这可苦了毕

业生特别是非名校的毕业生 5月22日，北京，中雨。李刚(化

名)像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回到宿舍。这天，他一大早

就冒雨赶到三里河，参加“IT/电子/机械专场招聘会”，结果

很不理想勉强投的那四五份简历，都是待遇一般的小企业，

李以“不能白跑一趟”的心理投了简历。即便如此，对这几

个企业，他也毫无把握，因为招聘启事中都明确写着：“要

求有相关工作经验”。 一头倒在床上，李刚心下有些凄凉。

当年高考填报志愿，他选了计算机这个大热门，就是为了四

年以后就业容易。由于分数不高，他最后被一个文科院校的

计算机专业录取，这也是现在“拒无霸”命运的祸根之一。 

从去年开始，李刚已经感到就业前景不妙。根据共青团中央

学校部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一些冷

门专业占据了就业率前几名。其中，农学专业以78.38%的就

业率高居榜首，哲学和历史学也分别达到了40.35%和51.85%

。值得警醒的是，法学、医学这些过去公认的传统热门也排

在后面，就业率分别只有37.85%和 31.01%。法学专业则连续

多年在一类学科中排名倒数了。法学如此，计算机呢？ “计

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仍然很大，但竞争相当激烈，因为现

在学计算机的学生很多。”中华英才网校园招聘部负责人丁

衣说。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目前，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专业

的学生数量已占全国所有理工科学生总数的1/3强。尽管IBM



、微软、联想这些IT企业几乎每年都到高校去招聘，但他们

主选清华、北大等名校，李刚在读的普通高校难入他们的法

眼。 相比而言，法学的情况更严峻。连续多年的招生热门已

成了公认的就业困难户，以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专业毕

业生为例，毕业后从事本行的只有13%，北京交通大学2006级

法学专业104名毕业生中，只有3人从事政法工作。 丁衣在中

华英才网负责校园招聘4年，期间他并没有感受到所谓热门专

业学生在就业时的优势。“热门和冷门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热门专业虽然企业需求量大，但学生多，竞争很激烈；再冷

僻的专业，社会上也会有对应职位和需求，加上学生人数少

，所以就业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困难。” 2006年，国家人事部

曾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按照

需求数量多少，排在前十位的专业分别是：机械设计与制造

类，计算机、信息与电子类，市场营销、管理类，建筑类，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英语，医疗卫生，财会。但需求只是需

求，由于没有和各专业毕业生人数结合起来进行对比，这个

排名并不能切实反映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