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委员：大学生应丢掉精英意识低姿态入市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9/2021_2022__E6_94_BF_

E5_8D_8F_E5_A7_94_E5_c123_279778.htm “目前，我国的大

学生失业现象是‘虚假的饱和’，是‘贫穷的奢侈’。”昨

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倩红在联

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说。 ［现象］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错位 “

我们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张倩红表示，从国

际上看，一个就业良好的国家中小企业应该占企业总数的99

％，为全社会65％"80％的劳动者提供就业（包括社区和中介

）。“而我国中小企业太少，日本1．25亿人口有660万个中

小企业，中国有13亿人口，中小企业仅有700万个。” “更重

要的是，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院校

歧视和户籍歧视，比如上海市、北京市就分别对非本地户籍

、非211院校的毕业生有特殊规定。”张倩红说。 “很多高校

专业趋同、划分过细、缺乏特色。”张倩红还说，根据搜狐

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应届毕业生专业与职业对口的只

占18．68％，所学专业与职业有所联系的占37．26％，完全

无关的达44．06％。 张倩红认为，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

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而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仍

然抱着读书做官的观念。 ［观点］失业是“虚假的饱和”

2007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495万，政府的就业目标是力

争实现73％的就业率，“即便这一目标完全实现，那么，今

年至少还会有13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如果把2002年以

来的就业情况进行累计计算，在2007年全国将有大约550万大

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张倩红说。 “然而，我们的大学



生失业主要是由于毕业生资源在地区、城乡、部门以及专业

机构之间配置失衡。”张倩红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过剩，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短缺；大城市人才过剩，中小城市与乡镇

短缺；现代部门过剩，传统部门短缺；新兴专业毕业生缺口

很大，传统专业毕业生过剩。 在张倩红看来，我们的大学生

失业现象是一种“虚假的饱和”，是“贫穷的奢侈”。 ［建

议］ 平衡资源配置是良方 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教育部曾

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并把2007年确定为大学生就业全面服务

年。张倩红说，今年温总理的报告中也强调要“加强高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我们必须看到，促进大学生就业

不仅仅是教育部与高校自身的事情，必须全社会关注，需要

治根治本，建立长效机制。” 张倩红提出，要尽快打破劳动

力市场之间的分割，消除人才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推

进人事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

强化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加强大学生就业信息网络建设，为

大学生营造平等的就业舞台。 “高校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

市场需要，调整专业结构与课程设置，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张倩红还建议，要引导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丢掉精英意

识，放下架子，低姿态进入社会，鼓励他们到基层、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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