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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等就就

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答记者问。 我的同事提问：“请问田部长

，您刚才讲到今年有490多万大学生毕业，现在很多大学生毕

业就意味着失业，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田成平回答时

，承认大学生就业确实遇到了很多新的情况，但他并不同意

“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国家为毕业生就业积极创造

条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也

是不争的事实。按田成平所说，当年大学毕业生在离校前后

的就业率大约为70％左右。按这一比例，去年有120多万大学

生在离校时还没有就业，再加上今年的毕业大学生总数，求

职人数大约在600万人左右。 30％的毕业生离校时没有找到工

作，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如通俗地理解，这30％的学生是失

业的，他们要么在一些城市漂着，要么在家待着。总之，他

们没有收入，依靠父母或家庭养活。我不止一次接到朋友的

电话，希望能帮忙给孩子找份工作。 关于就业率，高校统计

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过去的有正式接收单位，到现在的灵

活就业、弹性就业有地方挣钱就算就业了。很可惜，就业率

一旦和高校招生宣传挂钩，兑水现象就在所难免了。媒体的

报道说，本科毕业生的薪水要求一降再降，已经降到千元以

下了，可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无业。 我们没有理由把找不到工

作完全归咎于学生，我也不赞成扩招导致就业难的论断。就

业难，从大的方面说，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有关，也就是



国家是否提供了相应多的工作岗位；从小处说和毕业生素质

和观念有关，也就是说，大学4年，你是否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得到机会。 上大学，是很

多家长和学生的希望；毕业后学有所用，更是国家应该考虑

的问题。教育，可以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

源，但是，这个转化需要学生和家庭认识到风险，风险是什

么，不是你完成了教育（我指的是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

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才”，从而得到好的工作和报

酬。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投资，而投资是有风险的，也就是

说，你毕业时就会面临失业。但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也

让公众明白，不接受高等教育，你也能获得成功，但这种成

功可能概率很小。从长远利益来说，你应该尽可能接受高等

教育。 承认“毕业即失业”，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也不是

洪水猛兽，承认了就会引起社会的恐慌。从社会发展角度看

，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可以保证竞争，让有工作的人感觉到

危机。但这种失业率不能太高，太高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写了一篇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访谈，

我当时当编辑，把其中的一句话做成了标题“大学毕业生是

普通劳动者”。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毕业生是什么，

当然是普通劳动者。20年前，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仅

意味着有工作，还意味着基本上能让一家人脱贫。现在，人

们应当接受一个现实，毕业了，意味着你需要去找工作，但

是不是能找到工作，那就不一定了。 这是一个矛盾。矛盾的

解决需要时间和措施。但前提是，我们应该承认现实。只有

承认现实，家长和学生才能有更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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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