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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报考人数大幅度低于去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

的压力。前几年大家有一个概念，本科生已经不吃香了，就

有很多人去报考硕士，现在硕士就业也开始出现瓶颈了。”1

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扩大就业和

提高职工收入”专题审议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祝卫又一次

谈起了大学生就业问题。 祝卫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授，

也是上海高校国际商务实习中心主任，他最关心的就是大学

生就业问题。2004年，祝卫曾经建议建立高校职业发展中心

；2005年,他又提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能否提前介入大学生

就业市场，从而更好地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的问题。 观念要

改变 “很多青年学生在就业观念上有问题。举个例子，大家

都觉得上大学是一种投资，父母投资让孩子读了本科，想要

的回报就是孩子必须有好的工作，至少应该拿到3000元以上

的月薪。”祝卫说，他和企业接触后了解到，现在有些大学

生找工作时一开始就谈工资，“企业还没有看上他，就开始

谈工资，这是没法谈的”。他认为，家长对孩子读大学以后

的就业期望值过高，大学生的自我定位也过高，这些都是大

学生就业的障碍。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亚龙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荣也很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在上海市

两会开幕前，他和上海市政协委员、团上海市委学校部部长

金梅对近200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缺乏

正规科学的就业技能与意识培养”和“社会上没有正规的实



习机构和监督制度”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最为突出。 张文

荣调查后发现，欠缺人际沟通和表达能力、缺少专业相关技

能、自我定位不够理性等是目前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的表现

，50％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最欠缺的就业素质是“人际沟通和

表达能力”，排在第二位的是“专业相关技能”。 期望要降

低 据调查大学生对月薪的预期也过高。在张文荣等人的调查

中的期望月收入一项，4％的就业学生选择了1500元以下，38

％的就业学生选择1500"3000元，42％的就业学生选

择3000"5000元，选择5000元以上月薪的学生占到14％，还没

毕业的大学生对将来薪水涨幅的期待也过高。 有意思的是，

上海市民信箱最新对8500多名市民的抽样调查显示，50％的

市民认为大学本科生初踏社会，薪水在1000元"2000元之间比

较合理；认为应在2000元"3000元的则占41％。上海市民普遍

认为，“薪酬期望过高”、“高不成低不就”、“竞争激烈

”以及“供过于求”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对于

大学生自身综合素质，80％的受调查市民给予了“一般，有

些方面比较欠缺”的评价。 这项调查还发现，49％的上海市

民希望大学生能“适当降低薪资待遇期望”，41％的人认为

应“先就业再择业”。 提高竞争力 上海市人大代表王崇斌一

直在为大学生“说话”，“我认为大学生是最能吃苦耐劳的

，很多外企白领每天晚上9点下班，星期六星期天都加班。问

题是怎样来提高大学生的竞争能力”。 张文荣分析，技能培

训不到位、实习犹如“走过场”、创业缺少多方支持、职业

规划被忽视、对现实社会缺少了解等五大因素影响了大学生

的就业能力。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董事

长张培璋认为，要提高就业能力，就必须考虑就业人员的知



识结构，“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如果不适应、不匹配我们的

产业发展、总体格局的话，就会造成这部分人员的就业困难

。教育要适应就业的需求，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

” 祝卫则认为，要重视高等教育中的实践环节，通过搭建公

共实训平台推动上海市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毕业生的实践能

力，增强其适应性和针对性。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常务

副市长冯国勤也指出，要加强探索校企合作，加快人才培养

。“青年人的就业见习工作要加强，利用见习岗位，在实践

中加快我们的人才培养。” 张文荣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

，缺乏正规科学的就业技能与意识培养”、“大学生毕业期

间，社会上没有正规的实习机构和监督制度”，这是影响大

学生就业能力的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根据他的调查，虽然

有73％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实用技能培训非常重要，但是他们

对于学校提供的实用技能培训的满意率只有13％，有64％的

学生认为一般，有23％的学生表示不满意。 张文荣建议，高

校应该灵活地设置一些新的专业以供学生选择，同时增强专

业技能培训课程，加强以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为主的综合素

质培养，为大学生提供更多与社会结合的实践和培训机会，

并把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贯穿在大学四年的教育

中。 就业列为上海今年第一要事 记者注意到，在上海市政府

日前确定的2007年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中，

就业被列为第一位，其中就包括组织3万名青年参加职业见习

实训。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表示，2006年上海

进一步完善了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积极推动职业培训公共实

训体系建设，并重点围绕青年人群，加大了中高层次职业培

训力度，全面带动各类提升技能水平的职业培训。2006年，



上海市共完成职业培训34.16万人，同比增长14.85％，其中中

高层次培训比例超过62.3％，培训后就业率达到67％。 据悉

，针对社会各界和人大代表十分关注的青年就业问题，上海

市实施了“彩虹计划”，并通过设立“青年求职导航站”、

开设青年职业指导工作室等，取得较好的效果。同时，继续

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高校”活动，主动将岗位信息、开业

指导、职业培训和劳动保障政策送进高校，缓解大学生就业

难的状况。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1月28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表

示，2007年，上海将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能型人才为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资源

整合。完善校企合作、公共实训等机制，为青年失业人员、

农村富余劳动力、协保人员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着

力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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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