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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一、注意事项 l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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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英到普通劳动者 “80后”大学生陷入就业恐

慌? 尽管还怀揣着天之骄子的梦想，但“80后”的就业状况和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已经完全不同了。专家们认为，从

“精英”到“普通劳动者”的定位改变，是“80后”不得不

面对的事实。 “我对未来，尤其是毕业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

作感到迷惑和恐慌。”谈到就业，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一

年级的马小伟眼里充满了无奈。 回想起大四毕业的那段日子

，马小伟丝毫没有出身名校的优越，他说“感觉特别后怕”

。 “那时候经常半夜3点都睡不着，整个大四学生的宿舍楼

半夜还在放音乐，没有人出来干涉，大家可能都在宣泄吧。

”马小伟说，那个时候的他为前途忧心忡忡，一是害怕考不

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另一方面是害怕考研而耽搁了找工作

。 “现在虽然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

焦虑。”马小伟说，由于背了块“清华”的牌子，在父母和

朋友眼里，都认定他铁定能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但说实话，

他自己心里并没有底。 今年毕业的牛传坤，曾担任沈阳农业

大学经贸学院学生会主席，回想毕业前的求职之路，他依然

“心有余悸”。 “我们学校的招聘会比较少，也少有含金量



高的企业。我经常跑招聘会，几百个展位，成千上万的人⋯

⋯一场场下来，挤得头昏脑胀，但不敢早回来，怕人问啊。

基本上很少有收获。最难受的时候只好一个人躺在床上落泪

。” (2)就业压力引起心理恐慌 2005年8月3日～7日，本刊(指

中国青年报“创业周刊”中新网注，下同)与新浪网教育频道

联合推出了针对就业引发心理压力的调查，共有1431人参与

调查，结果发现，92．94％的学生存在就业压力；而77．5％

的学生回答在找工作期间存在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2001年

，15万；2002年，145万；2003年，212万；2004年，280万

；2005年，340万，这组不断上升的高校毕业生数字，就像一

张大网笼罩在大学毕业生的心头。高校毕业生潮水般涌人就

业市场，数量越来越庞大，几乎每一位大学生都切身感受到

了就业恐。慌。 某媒体不久前的一则报道说，最近在北京海

淀区清河附近出现了一条“半仙街”，即将毕业的不少学子

纷纷到这里请“半仙”为自己“指点迷津”，“半仙”们的

生意一度兴隆。在学校里面流行的“扑克算命决定职业”、

“星座决定你前程”的游戏更是让许多毕业生尤其是女生津

津乐道。“没有面试、没有机会，空虚郁闷的时候算算，感

觉有的还很准。”2004年毕业于湖南理工大学的陈喻说，算

命成了她排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方式。 (3)教育机构应给予毕业

生心理帮助 针对“80后”大学生种种“就业恐慌”的表现，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力教授认为，“就业恐慌”主要来自找

工作时的茫然无措，平常没什么职业规划，一有就业的机会

，也不看是什么要求就一哄而上，同时找工作四处撒网，没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沈阳市人才中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职业

目标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6成多的大学生对未来的职业生涯



比较模糊，不知道自己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这份调查显

示，有明确职业目标的大学生只有13％，有目标但不明确的

占到25％，而没有明确目标的达到了62％。 中国人才交流协

会副秘书长、沈阳市人才中心主任孟庆伟说，很多大学生没

有“职业生涯”概念，更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对自己

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应聘哪些职位能成功，自己潜

能有多大一概不知，到了大学毕业才“临时抱佛脚”，以至

于出现了部分学生有就业恐慌的表现。 孟庆伟说，就业不是

到了大四才开始准备，而应在读大学的第一天就要有思想基

础。一年级了解自我，二年级锁定感兴趣的职业，三年级有

目的地提升职业修养，四年级初步完成学生到职业者的角色

转换。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张剑副教授认为，上世纪80

年代后出生的大都是独生子女，不论家庭条件如何，大都缺

乏应有的责任感；在活动中，大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承担

社会责任。因此，这部分学生就业时存在很大的心理压力。

教育机构应该给大学生、毕业生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或帮助

，同时，张剑认为，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就业恐慌”这

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现象”

。 (4)“80后”的出路在哪儿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郗

杰英研究员指出：“当我们谈论‘80后’就业难的问题时，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当大学生为找工作而到处奔波的时

候，大量的中小企业或一些基层单位，也在为难以找到大学

生而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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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