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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0/2021_2022__E5_A4_A7_

E5_AD_A6_E4_B9_8B_E2_c123_280199.htm “就业压力一年比

一年重，政府应该尽快从源头介入，对高校招生进行宏观调

控”。在“两会”期间，浙江省人大代表吴雷廷建议浙江省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行“三个适度挂钩”制度，从总量

上考虑各专业、各层次的结构比例，根据各专业就业率情况

来作出适当调整，对于需求一般、就业率低的专业应从招生

总量上适当减少或停招。（2月4日《今日早报》） “就业压

力大，政府要调控”这个方向没有错，问题是怎么调控，在

哪里突破，吴代表的建议似乎有些离题，尤其是把“就业率

”的大小作为一个高校专业的存留更是不妥，当然如果吴代

表所谓的大学仅仅是指职业大学或者职业学校那就罢了，但

如果是指一些综合性的大学，那就十分谬误了。 大学生和非

大学生最主要的区别绝对不在于是否掌握了一门专业技能，

而在于他在大学时代所获得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

力，这些能力将构成一个人整体的人生底蕴，从而也必然会

使他的人生积累跳跃的动能，即使他暂时不能就业，这种动

能也会被不断的累积，直到有一天会爆发，然后跳跃出去。 

吴代表希望根据“就业率”来设专业，让大学生都能就业的

初衷无可厚非。但显然是把大学矮化了，如果那样，大学跟

技校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顶多也只算是一所规模更大的技

校。而且就专业技能而言，大学生肯定还比不过技校生的。

因为技校车工专业的学生第一节课可能就要进入现场感受，

而假如大学开设了车工专业，肯定要用两年来研究车工的社



会使命、职业道德、历史演变和学术分类。而等大学生四年

毕业之后，技校生已经成为熟练工了，到哪里去找岗位。话

又说回来，一个机电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操作、维护一台

进口机器，但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熟练技工也照样可以操

作，甚至比大学生操作得更好；一个外语系毕业的大学生能

够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可是，一个跑到外国卖了几年打火机

的人也能说流利的外语，而且更会沟通。 另外，根据“就业

率”来设置专业容易滋生许多就业率弄虚作假的丑闻，去年

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此不再列举。因此根据就业率来设

置专业显然不可行。 那么吴代表应该建议什么呢？笔者说几

个议题，一是政府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必须打破垄断行业

“传宗接代”的家族世袭制，在某些垄断行业，没有“亲爹

、干爹”关系很难进入，这是导致许多大学生无法就业的因

素之一；二是必须给高校更多的学术自主权以提高质量，从

而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上面谈到的那几个基本的“大学

能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或许还有欠缺；三是给大学生创业

予以大力支持。这几点如果能够切实做到，大学生就业难或

许稍有缓解。 有一句话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大学之大非大

楼，而在于大师。”同样的道理，“大学生之大非就业率之

大，而在于得遇大师，大开眼界和人生之境界。”除此应该

没有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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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