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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7_94_9F_E4_c26_24539.htm 大学连年扩招，就业问

题已十分突出。公务员考试无需工作经验，只拼成绩，机会

难得，跟风现象大量存在。对此，专家提醒毕业生 “学而优

则仕，从古至今，这样的人生定律，似乎从来不曾更改。今

天的公务员考试热，就是对这样人生定律的一种现实注解。

”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胡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感

慨地说。作为一名学者，更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教

育工作者，胡胜对于 近年来报考热度不断攀升的公务员考试

有着自己深切的体会，“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到底有多热？就

以这两年公务员报考招录情况为例，去年，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考试吸引了近100万人报名，最后录用10282人，平均50个

人录用一个；今年报名情况更加火爆，绝大多数岗位竞争激

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5个岗位吸引3881人竞相争抢。就拿我

们学校的大四学生们来说，几乎没有几个人是不报考公务员

的，可以说，公务员考试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竞争最激烈的

考试’。” 就业形势严峻催热公务员考试 “你考公务员了吗

？” “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个公务员而努力奋斗！”如今

又成为了大学校园最流行的问候语，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一

年比一年严峻，尤其是文科类专业，因此，公务员考试一年

比一年热，大学毕业生成为一支主力军。今年对公务员考试

的一个生动形容是，“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

生一操场”。可见，公务员考试是一年比一年火了！ 对于公

务员考试越来越火的现象，胡胜说：“对于公务员考试一年



比一年火，我的看法是，一方面，这是公务员考试制度造成

的。在现代社会，‘凡进必考’的公务员考试，为广大考生

提供了一个较为‘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平台。

从2004年开始，公务员招考更是放宽了门槛，包括取消户口

限制、取消身份限制、减少专业限制等条件。但更为重要的

一个方面，则是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

示，近年来，就业压力逐年加大。2004年中国共有普通高校

毕业生280万人，较2003年增加68万人，增幅32%。2005年这

一数字上升到340万，2006年为400万，2007年将达到500万。

今年，中央和国家机关集中招考，一次性提供12724个岗位，

加上各地方组织的省市公务员考试，这对于正在寻求就业岗

位的大学生们，充满着诱惑。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大量应

届大学生报考热情依旧高涨外，今年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

才的报考数量直线上升，有的大学里甚至出现整个院系的应

届硕士毕业生全部报名的盛况。这几年，大学连年扩招，升

学率提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家长与社

会关注的一件大事。而首次扩招的硕士研究生明年即将毕业

，就业必然会受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的影响。对于日渐增长

的毕业生大军来说，公务员考试无疑是国家为他们多搭设了

一座通往就业的桥梁。目前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只有这几条

：找工作、出国和考研。考取国家或地方的公务员，是‘找

工作’这条出路中很不错的选择。国家虽然鼓励大学生毕业

后自己创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比如说资本、经

验等等因素，制约着一些应届毕业生。所以，面对求职市场

上有限的岗位，应届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由于高校现

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单位需求之间存在很大距离，许多公



司不愿意招刚跨出校门的社会新鲜人，进一步加剧了毕业生

就业难的问题。面对公务员招考，很多学生不假思索先报名

再说，都不愿错过机会。” 职场中的不稳定因素催热公务员

考试 公务员报考热也是国际上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不

同国家公民的就业观念各不相同，但公务员考试竞争的激烈

程度却不相上下。比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行过500

多次公务员录用考试，平均考录比例达21∶1，其中有些高级

职位考录比例甚至达333∶1。几乎在世界所有国家，公务员

都是一个有各种社会保障、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体面职业。这

样的职业当然值得人们去争取。用一位报考者的话说，“公

务员现在已经不是‘铁饭碗’了，它是‘金饭碗’。”还有

报考者这样说，“生老病死都有国家管着，你还担心什么？

”如此的评价，不难看出，公务员的吸引力，还在于其具有

相当的职业稳定性和体面的薪金收入，同时还具有良好的社

会保障支撑，能够生有所依死有所托。 胡胜说：“目前，就

业市场竞争激烈，职场中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所谓职场

如战场，在企业里上班竞争十分激烈，增加了个人的不安全

感。在很多人眼里，相对于企业来说，公务员整体工资水平

居于社会中等偏上，其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通

常都有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公务员岗位又比较‘清闲’，

而且可以逐年晋升，工作指标、任务都没有企业里面的竞争

那么激烈，可以按部就班，不用像企业那样为效益去拼命。

很多人认为成为公务员也就相当于进入另外一个‘温室’。

” 理性对待公务员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学生在报考

时出于一种“从众心理”，看着周围的同学报考，自己也跟

着报，但其实志不在此，复习准备因此也不够充分，容易成



为“落马”之人。 “对于自己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一

些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还不清楚，于是人云亦云，就出现了

这种跟风的效应。”胡胜说，大学生应该理性地来看待公务

员热。 胡胜表示，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愿意到机关工作，是

一个好的趋势，将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到政府机关，也会促进

社会的加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争报公务

员也并非一件好事。胡胜认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职

业生涯十分模糊，同时就业能力出现危机，导致部分应试能

力强、实践与动手能力欠缺的大学生在毕业时心里“没谱”

，盲目“跟风”，不论专业是否对口，只因公务员岗位对专

业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就纷纷报考公务员。中央有关部门多

次强调，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但不少毕

业生仍把机关作为就业首选之地。如果高素质人才都集中于

政府部门，就会使大量原本应在专业性更强的单位发挥作用

的人才卡在了政府部门，形成一定的人才浪费。面对前所未

有的竞争压力，面对“公务员热”，青年人尤其要保持平静

的心态，根据实际需要和个人情况，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出

科学规划，不盲目跟风，万人挤在独木桥上，而应改变单一

的择业取向，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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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