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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人数并没有像过去几年大幅度增长。一位即将毕业的

大学四年级学生这样解释这一现象：就算是研究生毕业，也

一样不好找工作。所以，还不如不考研。 如今，大学生就业

已与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民工就业成为我国三大就业问题。

在经济增长连续４年超过１０％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大

学生就业难现象？一些家庭花几万、十几万元培养出来的大

学生，为何在就业路上还不如一些技校毕业生吃香？参加两

会的代表委员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毕业即失业是最大的浪

费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全国政协委员陈万

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这一后果尤其

严重。许多农村来的大学生，是把“上大学进而在城里找个

好工作”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选择。 “在西部的一些农村地

区，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不能说倾家荡产，至少会把

不少家庭钉在贫困线上。”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的全国人大

代表刘中慧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浪

费，而且是城乡家庭和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对大学生个人

来说，不仅有长达十几甚至二十几年的人生时间投入，而且

还有家庭巨额的经济负担；对社会来说，教育投资是政府财

政支出中很重要的一笔，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接受教育后找不

到工作，这意味着国家对他的教育投入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



。 ２００６年７月，由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及相关部门

完成的“２００６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全国

应届大学毕业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的人数仅为４９８１％，

不到毕业生总数的一半。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解析 学科设置不

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任正隆认为

，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人才的需

求更加多样化。但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教学内容、课

程体系已严重滞后于培养目标的调整，使许多高校毕业生难

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他认为，有些大学生眼高手低，

竞争力薄弱也是就业不理想的一个原因。 有专家指出，我国

的产业结构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依然呈现出产业集中

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域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征

。现行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难以承受由于高考扩招、留学人

员大量回归等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而形成的短期压力

。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文化教育相比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滞

后或超前，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结果就是一定程度的高学历人

群失业。 刘中慧代表认为，不考虑中国国情的高校过度扩招

是大学生难就业的又一原因。２００６年高校毕业生为４１

３万，比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７５万，增长率为２２％，而全

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却在持续下降。 代表委员给大学生就

业难开药方 刘中慧代表认为，在不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同

时，国家的高校扩招速度应适当减缓，以缓解就业压力。同

时，因为服务业是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她建议，国家

应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但对大学生就业，而且全社会

就业都有帮助。 “大学生不好找工作不能只从外部环境找原

因。”任正隆代表说，现在大学生竞争能力太弱，而且，在



就业当中还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不良心态，就业思路应

该转变。 陈万志委员说，目前这样一种结构性失业现象从短

期内难以解决，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从鼓励大学生创业上

做文章。学校应培育一种勇于创业的学生成长氛围；对大学

生勇于自主创业的，国家应提供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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