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公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0/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5_A4_A7_c123_280877.htm 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

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

查”结果公布，该调查涉及的样本包括全国近百所高校

的6000多名大学本科毕业生。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

在1000－2000元之间。 调查结果显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讳

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用人环境的影响，但此次调查显示，人

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

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

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5月底，2006

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未签约的占49.81%，不

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 

调查结果显示，在薪酬预期上，有六成以上（66.10%）的大

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2000元，甚至还有1.58%的学生

愿意“零工资”就业。而在调查中，77.3%的用人单位却认为

大学生仍存在期望过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薪酬、地域、个

人发展机会和要求专业对口等方面。 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

农学、管理学、工学成就业率三甲专业 到今年5月底，仍有

近半数应届大学毕业生没找到工作。经调查，农学、管理学

和工学的就业率排在前三位。 昨天（16日），由共青团中央

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06年中国

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学术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据介绍

，今年我国应届毕业大学生达到413万，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

业状况调查报告课题组，对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16所



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了4000份抽样调查。调查显示，

截止到5月底，全国高校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仅

为49.81%，而北京高校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

比例达到了60.37%。 管理专业就业率排第二 课题组对11个学

科进行调查后发现，农学、管理学和工学的就业率排在前三

位，分别为78.38%，58.02%和55.44%。而一直很热门的法学

和医学专业，就业率只有37.85%和31.01%，属于后三位之列

。 课题组组长王丽萍称，原因是一方面市场需要基础类学科

人才，另一方面学习农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以农村学生为主，

就业时的期望值没有城市学生高，相对容易就业。 大城市学

生认可找关系 报告中显示，四成学生认为，通过托熟人找工

作是最有效的途径。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高

达51.29%。报告中分析说，尽管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了

整个用人环境的公正、公平，但从调查数据上说，社会关系

网仍不失为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王丽

萍说，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但大

学生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

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生预期薪酬额降低 

调查报告中显示，有66.10%的毕业生将月收入定位

在1000-2000元之间，而过去月薪2000-3000元一度成为毕业生

求职的心理价位。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

风向标”，对于大学生期望薪酬的降低，王丽萍分析说，大

学生已形成较为理性的择业行为。调查中还有1.58%的受访者

选择了“零工资”。 报告中显示，有77.3％的用人单位认为

大学生存在期望值过高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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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就业地区的选择方面，大学生“重东部

，轻西部”、“重大城市，轻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想法仍没

有得到明显改观。 七成企业不看重外语能力 在受访的44家企

业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看重外语能力，而要求最多的是

环境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都在60%左右。企业对

毕业生自我表达能力和专业能力的要求，也都在50%左右。 

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普遍认为，缺乏工作经验成为就业最

大的门槛。有59.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合

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的课程设置不

合理，制约了大学生就业。（华夏时报实习生 吴鹏） 当代大

学生求职心态成熟 一份对全国百所高校6000多名应届大学毕

业生的调查表明 ■76％的受调查者认为找工作是必要的人生

历练 ■66.1％的受调查者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 一份刚

刚出炉的调查报告发现，在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仍然紧

迫的压力面前，广大应届毕业生表现出了超乎人们预料的积

极心态，他们更多地从自身寻找问题，而不是怨天尤人。 “

截止到5月底，在接受调查的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

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

％，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这是今天上午，北

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骚宁在“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

状况调查学术报告会”上对我国目前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基本

描述。 今年，中国应届毕业大学生人数激增至413万，就业形

势严峻。而该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呈现出成熟、健康的个

体心理和对社会的稳定而积极的心态。他们对自我能力的评

价、对求职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的反应，以及对就业问题解

决方法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出“求诸己”的传统



心理。 例如，64.09％的受调查大学生认为，在大学期间要更

重视自身能力的全面培养和调整个人心态，而27.14％的大学

生则以降低择业标准来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法。即使在经

历了求职过程中的一些挫折后，也有高达76％的学生认为“

找工作的过程是一次必要的人生历练，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并

使自己更成熟”。 调查者认为，这些都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在

求职过程中的积极心态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大学

生群体的这种积极心态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社会资源和精神资

源，它将为国家在就业难问题上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一个重

要的“政策缓冲期”。同时，这些数据也对社会上一段时期

以来将大学生的“妖魔化”进行了修正。 破解就业难的若干

误区 由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组成的联合

课题组，今天在北京大学向社会发布了对全国近百所高校

的6000多名2006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 北

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骚宁说，一直以来，社会各界谈

就业难大多建立在直觉或以纯理论分析议论的基础之上，而

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希望这次研究能建立在真实、可信的事

实材料和理性的客观分析的基石之上，以对大学生爱护、理

解和宽容的心态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深刻的新见解，并破除

人们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上存在的若干误区。 团中央学校部

部长周长奎指出：“我们不能让‘四有新人’没工作，就业

难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所以团的系统更应该拿出精力和时

间为相关部门提供理论依据。” 联合课题组于2006年4月成立

，本研究采取在全国范围16所不同层次的大学发放问卷、对

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进行访谈以及在新浪网上开展独家网络

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诸多问题，



特别是政策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察和分析。 

据报告会上有关专家介绍，在人际关系之于大学生职业搜索

行为的重要性，性别、地域和专业之于大学生总体就业水平

的影响以及大学生就业预期（特别是薪酬预期）等方面的调

查结果与传统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讳言

人际关系网络之于用人环境的影响，但此次调查显示，人际

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

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

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再如，依据大学所在地区，将参加此

次调查的16所大学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4个区间。

其中，东部地区高校“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

的学生比例为62.43％，中部地区高校“已签约”和“已有意

向但没有签约”的学生比例为47.88％，西部地区高校“已签

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学生比例为41.73％，东北

地区“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学生比例

为43.39％。以天津工业大学（非“211工程”重点院校）、内

蒙古大学（“211工程”重点院校）、宁夏大学（非“211工

程”重点院校）的学生为例，截至5月中旬他们有就业意向（

含“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比例分别

为64.09％、40.50％和31.60％，其差距相当明显。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的就业状况呈梯状分布，表明大学生总

体就业水平与大学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某种相关性

。 又如，在大学生就业预期（特别是薪酬预期）方面，研究

发现，有六成以上（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

在1000~2000元之间。但“零工资”的出现（占1．58％）却

折射出大学生对个人发展机会的极度渴望，对个人能力和职



业前途的复杂心态以及对就业窘境的无奈。 从参加调查的应

届毕业生不同专业的总体就业水平看，由高到低依次为农学

（78.38％）、管理学（58.02％）和工学（55.44％），而医学

（31.01％）、教育学（33.33％）和法学（37.85％）则相对较

低。其中，在被视为冷门专业的哲学和历史学，学生“已签

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分别达到40.35％

和51.85％，而法学专业学生的总体就业水平低于人们的预期

。这一结果与人们的一般认识有一定距离。 大学生要维持“

身份认同” 根据本次调查，大学生在整个就业过程中都表现

出高度的理性，如在其择业标准的选择、对求职现状的认知

以及对就业难原因的分析等都蕴涵着较高的合理性成分。但

是，由于自身及其他方面一些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少不切

实际的地方。 调查者认为，这些观念确实与我国目前的就业

形势形成了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劳动密集型是其突出的经济增长特征。在这种形势下，我国

的就业结构性难题是突出的，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适合大学生

的就业岗位；而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型向

大众化转变，大学生数量却呈几何倍数增长。两者相加就决

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大学生须适当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 但是

，报告起草者同时强调要“维持必要的大学生身份认同”。

他们认为，就业期望的适当降低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要放弃自

身的身份认同。恰恰相反，现实中必要的身份认同有助于解

决现阶段的就业难题。首先，这是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需要

。尽管当前对于大学生的负面评价时有所闻，但大学生的知

识水平和能力素质仍能获得社会普遍的积极评价。如果人们

无限制地降低大学生的岗位标准，甚至与普通劳动者的就业



混为一谈，这很有可能带来“大材小用”的后果，导致人才

浪费，而不能人尽其才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隐性失业。 其次

，合理的身份认同为决策者调整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路

提供了空间。大学生素以富有理想、抱负和社会责任感而著

称。在今天就业形势不甚乐观的情况下，大学生也以对社会

的责任感而积极地应对这一社会问题。例如，面对求职挫折

和失败问题，不但有七成大学生认为这是一次必要的人生经

历，还有21.01％的学生认为这种经历会“使个人生活态度变

得比较积极”，而对学校、社会等的负面评价都不超过15％

。 研究报告分别从学生、学校、政府和家庭、社会环境4个

方面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即：1、在维持必

要的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当代大学生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加

强专业学习和专业实习，全面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2、学校

教育应根据市场需求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适时进

行专业调整，培养社会所需人才，逐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3

、完善就业市场，政府部门需建立健全当代大学生就业的信

息网络和监测、预警系统，制定鼓励大学生就业的有效政策

，引导大学生合理流动；4、加强对用人单位和社会舆论的引

导，理解大学生，珍惜大学生这一宝贵的人才资源。 在今天

的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大学生

就业难问题与中国社会其他人群的就业问题一样都将是一个

长期的问题。将这一问题与大学扩招直接联系起来可能具有

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说服力，但实际上是对人口因素的一种消

极认识。在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时，

应避免将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率作为确定各专业招生规模的

重要依据和标准，而应确立有远见的国家文化战略，并使大



学教育包括专业设置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长期目标。 无论是将

目前比较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归结为大学生数量太多，或

从大学生自身寻找原因，表面上看虽然很容易找到问题的症

结或根源，但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模糊和转移了问题

的焦点。因此，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需要政府和社

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富于创造性的思维，跳出在就业主体身上

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狭窄思路，充分发挥社会多方面的力量

，以对大学生的爱护、理解和宽容的心态来破解大学生就业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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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