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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2007_E5_B9_B

4_E5_9B_BD_c26_26309.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

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

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

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1年，全国高校本

科平均初次就业率为82%，2002年为80%，2003年为70%

，2004年为73%。从数字看，除2004年就业率统计方法调整外

，2001-2003年初次就业率呈下降趋势。如果按2004年以前的

方法统计初次就业率，2004年全国本科平均初次就业率应

在65%左右。实际上，就业率连续四年初呈下降趋势。 2

、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

，增幅达22%左右，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以山东为例，今

年大学毕业生近27万人，除去专升本和考研学生还剩大约20

万人，假如流入山东和流出山东的学生人数相等，至少有20

万人需要工作。有关人士分析说，假如把这个总数分散到山

东100多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要安排200人左

右，这个数字对青岛、烟台、威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不会

有太大的压力，但欠发达县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今年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3、从供给看，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为社会提供就

业岗位80-100万个，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应为900万

个左右。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

，但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增长优先发展战略，新建项目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对劳动力需求增速慢于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了"

高增长、高投入、低就业"现象，因此，经济发展实际向社会

提供的就业岗位每年不足900万个。从需求看，全国高校毕业

生2001年117万人，2002年145万人，2003年212万人，2004

年280万人，2005年338万人，近五年高校毕业生每年以20%以

上的速度增长。除毕业生就业需求外，还有其他的需求。据

劳动部提供的数据，2004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000万，除此

之外，还有大量的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加之高校毕业生

，2004年各类新增劳动力超过1300万。2005年全社会各类新增

劳动力约2400万，需求大于供给，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总

体性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供求失衡的严峻

状况构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基本框架。 4、从目前全国

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一方面是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

面是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毕业生就业出现了结构性

矛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毕业生供求结构的失衡。由于

高校在专业设置和教学理念上未能有效围绕市场来进行调适

，没有找好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结合点，产生

了社会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是社会的

有效需求与高校的无效供给之间的矛盾。在全国7000万名技

术工人中，中、高级工只占40%，与发达国家83%的比例相差

甚远，造成我国各行业技术工人短缺的局面。据南京人事

局2003年统计，南京市对工科毕业生需求约为1.3万人，但只

有5900人签约，尚缺口7000人；二是社会的有限需求与高校

的过多供给之间的矛盾。未就业的毕业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与其专业类似的人才一般已趋近或达到饱和的程度。教育部

有关数据表明，近年在高校招生增长最快的十个专业，其毕



业生就业率已全面下降，艺术类专业就是其中之一。 5、华

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上海地区高校毕业生的收入期

望值进行调查，上海地区本科毕业生预期月收入为2000-4000

元，研究生为5000元以上，大部分用人单位实际提供给本科

毕业生的月工资为2000元左右，研究生为3000-4000元。内蒙

古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对内蒙古大学2005届毕业生期望

的月收入进行网上调查，65.7%的毕业生认为工作后月收入应

在1500元以上，而实际来校招聘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绝大多数

提供给毕业生的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甚至几百元。 6、随着

近几年高校扩招，新上专业猛增。据业内人士透露，高校争

上新专业基本上分几种类型：一是生源捞取型：新上专业就

是为了多招学生，结网捕鱼。学校普遍喜欢上投资少、见效

快、靠几本书、找几个老师就可以应付的“软专业”，而对

像工程技术这样投入比较大的“硬专业”一般不感冒。二是

分散就业压力型，学生过多地集中在一个专业，会人为造成

就业压力过大，所以部分学校将专业设置化整为零，目的是

自我减压，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培养人才。三是历史依赖型

，主要以原有专业为基础。四是市场导向型，市场上什么专

业热门，就上什么专业，而不考虑就业形势的变化。 “学校

的最终目的是多招生，因为连续几年扩招，学校硬件投入较

大，很多学校负债严重，从一定程度上说，招生人数就是学

校的生命线。”一位高校管理者评论说，“学校发展也要讲

究经济规模，一般来说高职院校要达到８０００人－１万人

的规模，本科学院要达到２万人的规模，综合性大学要达到

３万人的规模，才能维持投入产出的平衡。” 7、四年前，

许多学生为考上法律、财会、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而欣喜，四



年后，由于供求失衡，学习“热门”专业的学生找工作成了

难题。鲁东大学应届毕业生丁林四年前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

业，当时觉得就业面宽，可谁知近几年各高校几乎都开设了

这一专业，毕业时竞争激烈，丁林至今还没找到工作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应届毕业生王芙蓉对记者说：“我们

学院２００多名应届毕业生，目前签订就业协议的不到１／

４。我们宿舍８个人，只有一人签了协议，３人考研，其他

４人到现在都没落实单位。” 记者在山东几所大学采访发现

，毕业的气氛已经很浓，但仍然有很多就业没有着落的学生

很茫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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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