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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9_B4_E8_B6_85_E5_c123_279713.htm 背景 如今，66.10%的

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甚至1.58%的大

学生可以接受“零工资”。即便如此，劳动部的数据还是表

明，今年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 话靶 寒窗苦读10

多年，花了父辈数万甚至10多万元，昔日的天之骄子如今却

面临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对遭

遇“饭碗危机”的大学生有何忠告？昨日，晚报两会报道组

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全国人大代表陈贵云、钟世荣

，共同来为大学生就业支招。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

主席陈万志 就业平台借鉴超市模式 应该借鉴超市模式，搭建

就业信息平台。 现在大学生都像赶场一样参加招聘会。其实

毕业生们花钱买门票进去后，对用人单位不了解，最后仍是

两手空空地出来。 大学生就业难，其中一部分是就业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我们如何将有限的就业信息，尽可能让毕业生

知晓，建立一个区域性和全国的就业平台，是政府的当务之

急。 这个就业平台可借鉴超市的模式，建立“网络超市”。

超市是供求关系，大学生就业也是一种供求关系。在这个模

拟超市里，有学生的档案、专业、学历以及特长。用人单位

需要招聘的时候，可从这里面挑选；有一定意向后，再与毕

业生谈招聘意向，避免毕业生找工作盲目性。而且，政府还

应在这个虚拟超市上发布未来几年我国的人才需求，让大学

生可提前为自己的就业作准备。 除了提高就业命中率，这种

模式还能节约就业成本。大学生的求职成本主要包括包装成



本和搜寻成本。一名在渝大学生母亲的账本记载：女儿大学4

年花掉11万元，其中为就业花掉近2万元。这个成本让老百姓

负担沉重。如果搭建一个“网络超市”，学生找工作的费用

可省下一半。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陈贵云 转变观念去区县发展 学生培养出来却找不到工作，作

为大学教师，我们也感到悲哀。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认为

首先是高校的专业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于国家按同一个标准

来办大学，办出的专业重复太多；而一些社会需要的人才，

却没有专业来培养。 当然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生自身的素质

下降有一定关系。这些年来高校扩招，而相关的配套措施和

管理跟不上，教学质量下降。另外，由于要拿英语和计算机

等级证书，许多大学生前两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拿两证上，

从大三开始又要忙着找工作，在专业方面学得不深，直接影

响到找工作。 怎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呢？当务之急是家长和

大学生都应转变观念。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想留在条件

相对较好的主城区，不愿到一些边远区县工作。去年我市酉

阳、秀山招公务员，竟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去报名。

主城虽然基础设施和配套要完善些，但就业压力非常大。与

其在主城这棵树上“吊死”，不如到区县去发展。政府也要

引导大学生到边远地区就业，西部计划应该扩大，并有鼓励

大学生到边远地区服务的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云阳县莲花

乡千峰村党支书钟世荣 “读书无用论”莫让它抬头 谁不想望

子成龙，特别是条件艰苦的农村，都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同

时自己也过上好的日子。 但说实在的，现在很多家长特别是

农村家长不敢送孩子去大学读书，一方面是读不起大学，另

一方面是读了大学出来，不知能不能实现家庭的愿望。 我们



村有1400多人，但是从解放到现在，只出了两个大学生。 我

们村现在有一村民的孩子大学快毕业了。这家人为了供孩子

读书，一家五口现在都还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土房

子里。为了供孩子上学，他们可以说是从牙缝里挤钱。一年

到头舍不得买件衣服，连肉也吃不上一两。 这家孩子进大学

后就申请助学贷款，现在已经贷了三万多元。虽然今年毕业

，但这孩子从去年暑假就开始找工作，到现在还没着落。 一

家人辛苦10多年，欠下一屁股债，娃娃读了大学却找不到工

作。现在部分农村再次出现“读书无用论”。他们认为，与

其花这么大的精力送孩子上大学，不如早送孩子出去打工。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大学生资助力度，让好

不容易考上大学的他们能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则要拓宽大学

生就业渠道，哪怕是条件艰苦一点的地方，也要让贫困地区

的孩子有份工作。要不今后农村没有人愿意送孩子接受教育

，农民素质提高和新农村建设也将是一句空话。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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