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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9/2021_2022__E4_B8_93_E

4_B8_9A_E8_AE_BE_E7_c123_279820.htm 有网友在人民网今

年“两会专题”的“政协留言板”上留言：“大学生就业问

题中，有暗箱操作的存在，无法体现公平竞争，出现买卖岗

位，大学生毕业阶段也在流行找关系，有关国家部门有没有

对这方面给予重视？”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近年来饱受关

注的民生话题之一，就这个问题记者3月2日分别采访了全国

政协委员冯培恩、姚守拙。 记者：大学生就业难近年成为百

姓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有网友甚至概括出“大学生就业就

是比爹”的结论。您怎样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问

题？ 冯培恩：从高等教育内部来看，大学专业结构设置还是

存在一定问题，本科、专科、职业教育等的专业设置重复，

有些专业不符合目前国情。另外，有些高校从经济效益等方

面考虑，在教育成本相对低的经济、管理等“软专业”大量

招生，这样同一类型的人才大量积压，给就业带来压力。 姚

守拙：外部原因很重要，但大学生也要注重自身的因素。一

方面大学期间要注重能力培养，不光是读书、写论文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提升适应社会的全面能力。另一方面，转变

观念也很重要，不要一味拥向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

业机会毕竟有限。另外，大学生也要注重发挥自己的“idea”

，争取变择业为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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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