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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0/2021_2022_2007_E5_B1_

8A_E5_A4_A7_c123_280119.htm 在2006届大学生喊出“零工资

就业”之后，2007届大学生就业引起各方关注。据相关部门

统计公布，2007年毕业生人数达到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82

万人。经过年前各种招聘会的“车轮战”，无论找到还是没

找到工作，大学生们大多赶着回家过年去了。但是对于他们

的关注依旧在继续。日前，英才网联联合多所高校针对2007

届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进行的大型就业期望调查揭示

了2007届毕业生就业中呈现的新现象。 专科、硕士群体压力

偏大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就业形势不好，就业压力大”的

比例高达67%，还有29%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严峻，就业非

常困难”。仅有4%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较好，就业压力不

大”，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学生群体中，没有一人认为“就业

形势一片大好”。 拥有硕士学历的群体和只有专科学历的群

体，对于“就业形势”都不乐观。两个群体中，无一人认为

“就业形势一片大好”或“就业形势较好，就业压力不大”

。相比之下，8%的本科生认为“就业形势较好，就业压力不

大”显得分外显眼。与此同时，超过四分之一的硕士生认为

“就业非常困难”，接近四分之一的本科生也有同样感受。

专科生受“学历”之累，认为“就业非常困难”的比例高

达46%。 外资企业最受学生欢迎 调查结果显示，最受学生欢

迎的单位前四名依次是：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比例分别为28%、24%、20%、15%。

愿到“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不足1%。 分析表明，大学生就



业带有明显的“企业类别歧视”，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是尊，不屑于“屈尊”

民营企业。在“近九成学生认为就业形势不好”的“严峻”

认识下，这些目标单位类别的选择，表明了大学生就业选择

单位时的“不理性”。 四成学生期望月薪三千以上 调查发现

，期望月薪在3000元以上的学生超过四成，而无一学生能接

受1200元以下的月薪。具体调查数据显示，31%的人期望月薪

“3000至5000”，14%的人期望月薪“5000以上”。在月薪低

于3000元以下的选择中，“2000至3000”的选择比例为41%，

“1200至2000”的选择比例为14%，“1200元以下”的选择为

零。 对就业形势认识的差异，在期望月薪选择上也表现出了

区别。认为“就业形势较好”的群体，无一人期望月薪

在2000元以下，并且，选择“3000至5000”的比例高达60%。

认为“就业压力大”和认为“就业非常困难”的两个群体，

多将目标月薪值定于2000元至3000元之间。 超八成学生希望

留京 在调查中，学生表示毕业后想“留京”的比例达85%，

在毕业生目标工作城市排名中位居第一。依据比例高低，排

在北京之后的依次是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青岛

、杭州、大连。 其中，填写的城市中包含有“上海”的

占35%，填写的城市中包含“广州”的占29%，填写的城市中

包含“深圳”的占26%，填写的城市中包含有“南京”的

占21%，填写的城市中包含有“天津”的占18%，填写的城市

中包含有“青岛”的占13%，填写的城市中包含有“杭州”

的占8%，填写的城市中包含有“大连”的占4%。还有3%的

人希望到国外的城市工作。 专科生更注重“专业对口” 参与

本次调查活动的学生，所学专业五花八门，在实际调查结果



中，学生的目标职业也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超过九成的

学生至少有一种职业选择与专业相一致。 调查结果显示，在

填写的三种职业中，至少有一种职业与专业相关的比例占

到95%，有两种职业与专业相关的比例占45%，三种职业与专

业都相关的比例有15%，三种职业都与专业不具有明显关联

关系的比例占5%。 在职业选择上，女生比男生更囿于自己的

专业背景，显得有些“保守”。女生群体中填写的“有两个

职业和专业相关”的比例为60%，远高于男生的30%。 在职

业选择上，最“忠诚”于自己专业背景的群体是专科群体。

其“至少有一种职业与专业相关”的比例达到98%，“有两

个职业和专业相关”的比例为60%，“三种职业与专业都相

关”的比例为33%。其次“忠诚”的是硕士群体，最不“忠

诚”的当属本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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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