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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就业尴尬 新闻提示 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分

配的工作是“铁饭碗”，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是“抢饭碗”

。随着毕业生年复一年地增多，大学毕业就失业的人也越来

越多，这种无奈甚至波及到研究生、博士生。眼下，2006届

毕业生已进入了就业的最后关键时刻。近日，记者走访了省

会部分高校及劳动力市场，采访了已经就业和即将就业的大

学生，以及众多期待人才的用人单位，他们对于就业的认识

和态度，或许会给还未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以启示。 缩影 

一个大学宿舍姐妹的就业之路 “高考真苦”的感叹余音犹在

，“就业真难”的抱怨已席卷而来。近日，记者采访了河北

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小熊（化名）和她的5名舍友，其中3

人可以算是找到了工作，有一个人等着出国，还有两人处于

待业阶段。看似各有各的打算，但说到刚刚过去的就业之路

时，她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就业之难”远胜“高考之苦

”。 打两份工挣一份钱 2006年5月，大学毕业的最后时刻，

和所有准备“抢饭碗”的大学生一样，蒙蒙(化名)从这时开

始就已经四处找工作了，蒙蒙的主要求职之路是通过网络。

一方面在网上发布简历，另一方面也积极主动地上网寻求就

业信息，发现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就在第一时间主动把电话打

过去。 “找工作最大体会就是，学校再多的奖状也抵不过工

作经验。我的快速就业应该和我的低要求有关系。”蒙蒙告

诉记者，现在她是兼顾着两份文字工作，不能说好不能说坏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为自己积累更多的就业成本和机会，但

是这两份工作的收入都很低微，可以说是打两份工挣一份钱

。 蒙蒙告诉记者，作为普通的工薪家庭的孩子，她实在不能

等了。 480元月工资与6万元学费 “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

才480元，刚够自己用。”徐徐(化名)告诉记者，从毕业到现

在，她还没给过家里一分钱，480元工资除去每个月100元的

房租，刚够自己吃饭。“从没想过，大学毕业后会比上学时

更苦。” 徐徐来自沧州东光县，在家务农的父母为了让女儿

完成学业费尽心思，每年1万元的学费和3000多元的生活费对

他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所以我是最不能等的，哪怕

是480元的月工资。” 徐徐告诉记者，她最喜欢的就是记者工

作，毕业前她曾在省会一家报社当实习记者，但激烈的竞争

最终使毫无经验的她落选，在蒙蒙的帮助下，她现在找到了

一份网络编辑的工作。徐徐说，父母仍然希望她能继续深造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她却希望能挣更多的钱、攒更多的

经验，找个好工作，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大学毕业生就业略

显迷茫 “其实，大学生完全不能就业的情况也没有，只是有

高就业和低就业的区别。”小熊告诉记者，自己和舍友青青(

化名)是宿舍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归宿”的人。青青的

目标就是考公务员或研究生，曾经考过研，但没考上，也考

过省级公务员，也没考上，但她并没有放弃，现在准备考广

州市公务员。 “家里让我等等，我其实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完成工作。”小熊说，她们宿舍其实是当今大学生就业的缩

影：除了就业再择业的蒙蒙和徐徐，以及等家里安排的自己

、一心考公务员的青青，还有准备去美国留学的芊芊(化名)

和回家乡就业的阿牛(化名)。“我其实挺佩服蒙蒙和徐徐的



，我就始终放不下自己的高期待，我怕挣得还不如保姆、农

民工多，有时我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就业舞台在哪里？” 

调查 工作经验、高期待成就业"拦路虎" 在大学生进入“低薪

时代”的现实面前，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们在各大招聘会上最

大的感受就是人多活少，工资越来越低。而在人才市场，记

者也发现，大部分单位要么给出五六百元的低薪，要么要求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与大学生们充满梦想的就业之路完全不

一样。 用人单位不愿要“期货” 大学毕业生小王，这个暑期

过得非常辛苦，由于毕业前期没找到工作，现在他依然奔波

于各种人才招聘会。“我觉得大部分用人单位都没有诚意招

聘应届大学毕业生。我曾参加过很多招聘会，待遇稍微好点

的用人单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但又不认可实习经历，而条

件稍微低点的用人单位，给出的月薪都是五六百元。”小王

沮丧地说。 采访中，很多应届毕业生都反映，用人单位“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招聘潜规则已经成为他们求职道路上

的拦路虎，无法学以致用，无法起步的他们永远也达不到企

业设定的要求。 而对于招聘中设置“工作经验”这样的条款

，一些用人单位则表示，招聘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员工可节

省培训成本。而招聘初出茅庐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不仅仅没

有经验，而且往往不够“专”，要让他们在企业中发挥作用

，很可能要经历很长的等待期。 “现在应届大学生的流动性

太大，单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他们进行经验和技能培训

，可他们却把单位当成了实习基地和跳板，到头来为别人做

了嫁衣。”在省人才市场，一家电子企业的招聘人员这样告

诉记者。 大学生不愿降低就业高期待 老家在沧州的2006届大

学毕业生小魏已记不清参加过多少场招聘会，目前还没找到



合适的单位，但他还是坚持在省会找工作。“好不容易考上

了大学，从家里出来了，如果回去，有些不甘心。” 据小魏

介绍，他的同学不是去了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就是在省会

谋发展，回老家和去个非省会城市是大家的下下选择。“毕

业前，我们班还开过探讨会，80%的同学认为宁愿在大城市

中做漂一族，也不想随意找个城市安身立命。” 记者在采访

中也发现，当今大学生们的就业高期待已经挡住了他们的就

业之路。据2006年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六成大学

生月薪期望值低于2000元，但近八成用人单位却认为大学生

仍存在期望过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薪酬、地域、个人发展

机会、职位要求、行业要求、假期要求和要求专业对口等方

面。 不少大学生对此感到很委屈，由于低工资难以满足自身

的基本生存需要，也往往不能对自己形成足够的工作激励，

结果必然带来就业的多次选择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

理。 解析 毕业生需要更宽的就业渠道 “本科生可以说是目前

最尴尬的就业群体，硕士生因其高学历就业之路比本科生好

，而中专生因其低诉求，就业也并不是太难，但本科生恰好

在这两者中间。”石家庄市人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本

科生的就业中，供求的错位导致了就业的难上加难，对工薪

待遇不满已成为大学毕业生只面试不就业的重要原因，但大

学教育的普及，已经使得大学从原来的精英教育变为社会化

教育，企业也不愿意为劳动力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 这位

负责人指出，大学生面对就业难，自然应先从低处做起，但

大学生就业难毕竟是教育体制和社会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

不该只由大学生自己来承担。“从学校来说，专业划分应该

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目前一些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有较



大盲目性。” 对企业来说，也不应过分要求大学生的实践经

验。事实上，一个理工科毕生，需要在工作岗位经过一定时

间的继续学习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要达到这一要求

，仅靠大学生和家庭承担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有专家进一步

指出，供求平衡之外，政府还应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目前

大学生就业渠道无非是学校推荐、熟人介绍、校园和社会的

招聘会、人才或就业网站、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等。然而

学校推荐一般是学生干部或成绩突出者才有机会；报考公务

员受专业、志趣、是否党员限制，这些只适用于特定人群。

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途径，而毕业生

需要更宽的就业渠道。 相关链接 未来十大热门职业 据搜学网

报道，从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看，就业较热门的专业

有：计算机、通信、电子等信息类专业；金融、财经、政法

类专业；环境科学类、土木建筑类、管理类、外语类专业；

机械类、材料类、化工类、仪表类、纺织类等工科专业；农

业类、林业类等专业及医药文教类专业等。 有关专家预测，

未来十大热门职业是：理财规划师、系统集成工程师、律师

、物流师、注册会计师、营销师、环境工程师、精算师、医

药销售中西医师、管理咨询师。 “十一五”期间缺口人才 根

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2005中国人才报告》显示，我国在

“十一五”期间将大量需要如下人才：电子技术、生物工程

、航天技术、海洋利用、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人

才；信息技术人才；机电一体化专业技术人才；农业科技人

才；环境保护技术人才；生物工程研究与开发人才；国际贸

易人才；律师人才；核电、航天工业、制造业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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