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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5_c26_269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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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能

力及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

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

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

、给定材料 1．中央电视台2004年9月29日报道，教育部公布

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今年9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达到73％，超过年初70％的预定目标。 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

高校毕业生280万人，比去年增加了68万人，就业人数增加

了58万，增幅为32％。在各级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努力下，截

止到今年9月1日，全国研究生就业率为93％，本科生84％，

高职(大专)生61％，其中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6个百分点。 从专业上看，工程技术类和一些行业特

点明显的专业就业率较高。此外，今年在民营、三资企业和

自由创业的占就业率的48％。到西部、到东北老工业基地、

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数量都有增加。仅清华大学今年就有43

％的应届毕业生走上了国家重点单位和西部地区的工作岗位

。今年志愿到西部和本地欠发达地区从事支农、支教、扶贫

等工作志愿者共有12000多人。 2．200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

将达338万人，比2004年净增58万。虽然增幅有所回落，压力

有增无减，就业工作任务仍相当繁重。据了解，虽然举办了

不少专业招聘会，但由于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我省高校就

业率并不如有关部门预计的那么好。 面对9月初统计的73％高



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良好成绩，教育部学生司司长林蕙青仍然

对明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了谨慎展望。她指出，虽然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框架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仍面临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国家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贷款担

保、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落实尚不到位，毕业生流动限制性

政策没有彻底消除；毕业生到西部、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就业

渠道仍不够畅通；市场信息不充分，快速收集、公布和传递

用人信息的机制亟待建立；高职毕业生就业仍存在较大的压

力。 3．黑龙江省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昨

天发布2004年全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据悉，截至9月1

日，我省今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76．84％，超出全国

平均就业率3．84个百分点。 2004年我省普通高校共有大中专

毕业生125391人，其中专科以上毕业生96269人，中专中师毕

业生29122人。在面临今年就业高峰的严峻形势下，省教育主

管部门进一步放宽毕业生就业政策，加大政策引导力度，顺

利完成了2004年毕业生就业工作。其中，研究生一次就业率

为95．65％，超出全国平均就业率2．65个百分点；本科毕业

生为86．98％，超出全国2．98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

为58．52％，低于全国平均就业率2．48个百分点。 据了解，

今年我省将灵活就业纳入就业率的统计范畴，使就业率的统

计更加合理。昨天教育部门公布了待就业率和灵活就业率，

其中待就业率：研究生为4．35％，本科毕业生为13．02％，

高职高专毕业生为41．48％；灵活就业率(即指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比率)：研究生为0．17％，本科毕业生

为10．97％，高职高专毕业生为7．33％。 2005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将达到338万人，我省大中专毕业生为15万余人，



比2004年增加近3万人。其中研究生8883人，本科毕业生61266

人，专科毕业生42587人，中专中师毕业生35000人，是自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又一个毕业高峰年。 为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

业工作，从明年开始，省教育厅将定期评估检查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情况，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政府了

解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依据。以切实关注毕业生就业工作

，按照社会需求培养输送合格人才。 据悉，明年教育主管部

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增加图书信息档案

类、信息与电子科学类等就业率较高专业的招生规模，适当

降低中医学类、体育学类、艺术类等就业率相对低的专业的

招生规模。同时促进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和就业指导

服务体系建设，确保毕业生充分就业。 4．许高卓(化名)是省

城某高校2005届毕业生。五月底已经走出校门的他到现在还

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因为不久前学校有了新的规定，只有签

了就业协议或者拥有单位接收函的同学才可以拿到毕业证。

许高卓很郁闷，也很是不能理解，毕业证书为什么要和学生

本人的就业与否挂钩?难道为了“提高”学校自己的就业率，

就必须要学生做出牺牲吗? 5．只放档案不工作高校老师提供

“挂档工作”，学生改派后患无穷。相关部门称因就业率压

力确有此类行为，市教委明确表示不鼓励“挂档” 近日，有

读者打来热线电话，称有高校老师主动为学生假签约提供“

一条龙”服务。“挂档”学生毕业后为了调档颇费周折，甚

至有学生为此折腾了四、五年还没有完全解决。 记者在北京

某市属高校毕业班的一名班主任手中，看到了两份2004年7月

份做出的学生就业统计表。 一份是实际签约的学生名单，在

班级35名学生中大约有10名工作有了着落。另一份是标注着



“已挂档”的学生名单，大约有30名左右。而后面这份名单

的统计数字，就是要上报到系里，再由系里逐级上报，最后

成为公布的“已就业”数字。 记者了解到，所谓“挂档”，

就是毕业生与一家单位签署用人合同，但并不需要到该单位

报到、工作，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教委得到一张派遣证，证

明该学生已经“就业”。 昨天，记者以学生家长的身份致电

该校学生处，咨询学生就业等相关事宜。学生处的老师说

，2004年全校的毕业生将近1000人，就业率在95％以上。 当

被问到就业率数字是否有水分时，这位老师并没有正面回答

，她说：“学校一般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但就业率的统计

上可能会有些出入。” 6．去年从山东某高职学校毕业的小

苏，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他埋头复习，考上了驻

济南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专升本。近日，学校要求所有毕

业生，都要填写一份上级就业主管部门下发的毕业生灵活方

式就业证明。这种就业方式无须签订协议，也不牵涉户口和

档案，而学校的要求“说白了就是随便找家企业给盖个章”

。 小苏向记者出示了一份表格，记者看到，这份表格是山东

省教育厅印发的，表上有毕业学校、所学专业、就业单位、

工资待遇等，还要求就业单位盖章。小苏说，他的同学到处

求亲托友，总算都盖上章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小苏所在专业

的就业率一下子提高到90％，而实际上，也就50％上下。 据

了解，在就业率上做手脚，一直是部分高校公开的秘密，或

是直接改动数字，或将考研学生同时找个单位挂靠，一人“

贡献”两个就业名额等，不一而足。许多高校都有两个就业

数字统计：一个是各班级报上的真实数据，另一个则是对外

的。而今年山东省要求在就业率统计当中，增加灵活方式就



业一项，其本意在于使就业率统计更加贴近当前就业的真实

状况，不料却给了一些学校作假的可乘之机。 高校有关人士

透露说，这样一来，学生找“挂靠”单位容易了很多，同时

，即使有关部门对灵活就业的真实性加以调查，也不用怕。

因为这种就业本来流动性就很大，可能干一两个月就辞职不

干了，查也不害怕。 记者在时部分高校采访时得知，高校也

有自己的苦恼。一位高校的教师表示，目前从国家到省相继

出台了相关政策，将就业状况列为高等院校评估的重要指标

，对就业率过低的学校、专业，要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取消

。但就业难的专业，招生未必难，这是因为：虽然近年来高

等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大量考生及家长仍认为，进入大

学就等于进人了保险箱，而不考虑能否找到工作，造成社会

需求与考生意愿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7．在查阅国内各高校

的资料时，记者发现，很多高校在介绍自己学校的就业率时

几乎都在90％以上，上海某大学称“我校研究生一次就业率

达到百分之百，本科生就业率达到96％”。山东某高校称“

我校本科生一次就业率均在90％以上”⋯⋯对记者关于“高

就业率是否客观真实”的疑问，河北省一些高校就业指导中

心的老师也有苦衷，高校现在抓就业率甚至超过了中学抓高

考升学率，因为目前考核高校水准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就是

就业率，高校发展与毕业生就业情况直接挂钩，但在大学毕

业生持续增多而就业岗位相对较少的情况下，高校只能利用

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高就业率，都是形势逼的。 一位老师说，

“我们现在也可能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合理提高就业率。”

所谓的非正常手段，最常用的就是让学生与单位签订假合约

，反正这样对学生也不会构成实质利益损害。有专家认为，



在现实情况下，就业率作为检验高校教学水平的一个标准必

不可少，但过度依赖它也不可取。大学本为教书育人的象牙

塔，“逼”出来的掺杂水分的高就业率，无助于促进高校发

展和学生进步。 8．北京某著名高校，2004届本科毕业生向媒

体透露，他们全班30名学生当中，只有7名与用人单位正式签

约，但学校“统计”出的就业率却高达80％，因为大部分学

生都能提供一个“就业意向”，这些证明实际上是通过关系

搞来的，本人根本没找到用人单位。 一些毕业生感到很困惑

：“只要能说出意向性的雇主，就算已经就业了。这样的统

计，也能反映真实情况?” 为了使本校的就业率变得好看一些

，许多高校处心积虑在统计口径上做文章。比如说，将那些

自谋职业、暂不就业和准备自主创业的学生排除在统计范围

之外，或者在计算就业率时，将考研究生、出国留学的人也

算在已就业人群。更绝的是，一些大学公然暗示学生造假，

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拿来一张拟接收意向书即算作就业

。 9．高校的高就业率必然导致彻头彻尾的“虚假繁荣”。

硬性指标说白了，就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指标管

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先下一个指标，然后级级分派

。到现在，什么GDP指标、就业率指标、失业率指标等等。

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谓不

重要，之于官员，它可以决定是否升迁，即所谓“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之于高校，它可以决定一个学科和一个专业

的发展。 10．据劳动部门公布的数据，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

岗位为900万个，其中500万个岗位用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

业，剩下的400万个就业岗位，除了要解决280万大学生就业

，还要解决200多万中专毕业生就业。 去年底尚留有830万城



镇登记失业者需要就业，今年主辅分离和产业结构调整将

使300万人面临换岗，加上应届大学毕业生，2005年需要就业

的人员将保持在2500万以上。由于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

低于去年，所以2005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如此窘迫的

大环境下，各大高校自行上报的就业率数字却一派欣欣向荣

。记者在高校调查时得知，许多地方的劳动部门为了政绩，

与招聘单位合谋夸大就业岗位数量，很多单位打着招50、100

人的旗号，最后可能只招一两个。 工作不好找，称心如意的

工作更不好找，很多人只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暂时就业，这

些情况更是单一的就业率指标所无法反映的。 三、申论要求 

注意：所有题目都要作答在答题纸上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

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1．用150字左右的篇幅，概括给定材

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 2.针对所给定材料反映的问题,

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的方案.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30分) 3.用100字左右的篇幅,就给定材料自选角度,自拟

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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