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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9/2021_2022__E5_9B_9B_

E5_A4_A7_E5_AF_B9_E7_c123_279695.htm “某些高校追求所

谓的高就业率，导致采取单位挂靠、假协议等形式，给毕业

生发放一些根本不能到用人单位报到的就业报到证，制造假

就业。”而今年将有600万大学生面临就业，在湘全国人大代

表黄琼瑶3月1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列举了目前高校毕业生

就业中存在的四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问题一就业率

弄虚作假 黄琼瑶代表认为，目前，向社会公布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

要举措之一，但这种就业率的排队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

黄琼瑶说，其中最可怕就是采取不同手段弄虚作假。虽然在

就业率打假方面，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除了毕业生人数庞大，灵活就业的

毕业生越来越多，难以一一核查的原因之外，就业率本身无

法准确统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策：用失业登记制代替

就业率 针对这个问题，黄琼瑶代表提出解决之道。她说，用

失业登记制度代替就业率统计制度可以保证可控性，也就是

说就业率不再由各学校统计上报，改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根据毕业生自愿申请失业登记的情况，统计各高校毕业生就

业状况。另外，黄琼瑶代表还建议，统计就业率的时间要延

长。“因为毕业生工作找寻需要一定时间，应该延长至毕业

生毕业一年后再统计。” 问题二下基层就业面临三大难点 有

数据显示，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毕业生赴县(市)、乡镇基层单

位就业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9．6%%，而到2006年就仅有3



．7%%。黄琼瑶代表认为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三大难点。

一是我省大部分县(市)、乡镇，由于单位职工超编严重，基

本上无法为毕业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二是由于一些

县(市)、乡镇经常出工资不能正常发放，生活困难等问题，

这样的就业环境对引导毕业生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三个难点

是毕业生本身的问题，一些毕业生一心向往党政机关和国有

企事业单位或省会大城市，导致问题的出现。对策：创造良

好政策环境加强引导 对于这三大难点，黄琼瑶认为，目前首

先要解决的就是各级政府加大工作力度，为毕业生在基层建

功立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将有组织的大学生服务

基层行动逐步转化为大学生主动服务基层的内在需求，只有

这样才可能改变现有毕业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问题三专业

需求结构性失衡 “就业结构性失衡，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压

力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黄琼瑶代表说，目前从数量上来

说，我国大学生总体存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

种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高校毕业生专业结构与社会职业人

才需求结构的不匹配。对策：成立专门人才预测机构 针对这

个问题，黄琼瑶代表认为，各级政府要成立专门的人才预测

机构，培养预测工作人才，建立科学的预测体系，为高等教

育规划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能有效

地实施宏观调控，并引导高校合理设置专业、自主调节各专

业招生规模。另外，要让高校拥有专业设置自主权，解决全

国专业模式单一，人才培养缺乏特色的不足。 问题四就业社

会责任分配不均 “毕业生就业工作，高等学校责无旁贷，但

仅仅依靠学校是无法真正解决当前的就业难题的，它需要政

府部门、高等学校、大学生及其它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其



中，政府部门所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黄琼瑶代表说，就

是一个就业社会责任的分配问题。对策：纳入社会就业总体

统筹安排 在这个问题上，黄琼瑶代表建议将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纳入社会就业总体统筹安排，减轻高校主体的责任。另

外要从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方面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保

障，建立有效的就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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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