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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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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要求”作答。 

二、资料 (1)从1999年起，中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2001年全

国高校毕业生为115万，2002年145万，2003年212万，2004年

达到250万，4年增加了140万，今后还会继续增长。有关专家

统计，按照70％的一次就业率，今年250万毕业生中将约有75

万人离校时落实不了工作岗位。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教育

、人事部门的人士介绍说，毕业生数量跳跃式增长，而社会

上的人才需求增长则是缓慢或与往年持平。以北京为例

，200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8万人，2003年超过10万人

，2004年达到14万人。据有关部门对北京市属机关、企事业

单位以及三分之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今年的需求岗位有3

．9万个，估计未统计在内的中央驻京单位及部分高新技术企

业的需求岗位有1万个，这一数字与往年需求岗位持平，预计

今后也不会增加太多。因此，今后几年内北京地区的就业形

势将十分紧张。 (2)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高校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还偏低，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

合理，就业难集中反映了高等教育许多深层次问题。广州市

人事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李鹏飞介绍说，广州需要的计算机



、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毕业生占需求的63％，已经饱和的

专业有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学这些专业的学生就

业很难。 (3)记者在广东、上海等地人才招聘会上看到，相当

多的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届毕业

生动手能力差，招来后企业还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进行培训，

因此，只招聘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毕业生。 (4)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许多单位用人机制陈旧，难以吐故纳新。这些单

位里，人员素质不高，编制却满满的，无法吸纳大学毕业生

，这种情况在边远地区尤为严重。教育人事部门的人士分析

认为，大学毕业生实行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必须有人事制度

改革作为配套，用人制度不进行改革，将严重制约大学生走

向就业市场。 (5)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从90年代初即建立

了“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就

业机制已基本确立。上海市教委学生处的田垒认为，目前，

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由政府的教育、计划和人事部门

管理，毕业生获得就业信息和落实就业单位的主渠道是各类

招聘会。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加，这一工作模式将面临着更

大压力。广东、上海、北京教育人事部门的人士反映，现在

学生就业信息资源需要整合，教育、人事、劳动部门基本各

自为政，相互沟通的较少，使就业信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此外，网上求职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求职方式，但网络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还严重滞后。 (6)就业流向“扎堆城市”、职位选

择期望值过高，导致众多毕业生自我失业。 众多的大学毕业

生抱守“非大城市不去”的观念，使东部沿海和西部中心城

市大学毕业生“人满为患”，而急需人才的基层和西部越来

越少有人问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马太效应”导致



就业难。 据北京市有关部门对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85．3％

的大学生首选就业单位是“城八区”。广东工业大学调查显

示：90％的毕业生首选留在广东，其中80％要求留在广州、

深圳两地。 记者在广州、上海人才市场看到，一些应届毕业

生开口就问月薪几千，待遇如何，除了京、沪、穗、深等大

城市，地市一级的单位都不愿意去。 广东教育部门人士认为

，近几年的连续扩招，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迅速

向大众教育转变，这种变化必然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而

一些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就业意识却还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

。这种状态不变，就业的路必然越走越窄。 (7)虽然目前就业

形势更加严峻，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

下，各地各高校普遍采取切实措施，针对市场需求和毕业生

的实际情况，加大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广东省将《大学生

就业指导课》列入教学计划；清华大学面向在校师生开设《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选修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提

高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质量人手，积极推行“本科生就业

导师制”，采取“结对子”的方式给高年级每个学生安排导

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就业方面的系统指导。 (8)

有关专家认为，以下三个因素将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局

面：一是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在良好

的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社会各行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

必然会增加。以上海市为例，由于上海GDP连续10年实现两

位数增长，2001年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比上一年增加了1．2

万个岗位，毕业生总体就业率比上年增加了近7个百分点，这

两年还在增加。专家认为，从目前发展态势看，中国完全有

能力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北京、上海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取得很大

突破，使大量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一些专家指出，城市

里的下岗职工能够保持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不会出现

大的问题。三是小城镇建设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不仅能够吸纳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

，还可以为高校毕业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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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