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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经历了毕业和求职的大学毕业生而言，都是多少充满着沉

重的一年。我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实施的高校扩招，在这一

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权威统计，今年应届毕业大学生

的人数激增到413万，比去年净增75万。 413万不再是简单的

一个数字或符号，暗藏其后的是关系社会、牵连家庭、具体

到莘莘学子中每一个个体的深刻问题；“大学生就业”也急

剧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题。 正是在这种形势

下，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于今年4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就大学生就业状况展开了调查。在历时3个月调查、分析的

基础上，课题组于7月16日向社会公布了研究报告。 该调查面

向全国16所大学的6000名应届本科生，采取填写问卷和网络

调查结合的形式，注重了地域和专业分布方面的代表性和普

遍意义。正因为如此，报告中透露出一些有参考价值和指导

意义的趋势与动向。 一、总体形势趋于紧张 自2005年新学期

伊始，“就业难”的观念便潜入高校校园，成了压在大学毕

业生心头的一块石头；春节过后，这种思潮经过社会媒体、

舆论的传播，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可是，就业难到底有多难

，主要表现指标如何反映等，人们并没有一个量化的统计；

此次由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团中央组织的联合调查，则给

出了直观的答案。 调查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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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我国目前大学生就业状

况的基本描述。在同期进行的新浪网调查中，上述几项数据

的数值也基本保持一致。 可以看出，在5月底应届大学生即

将离校时，只有半数的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业去处，或者

通俗地说“找到工作了”。尽管我们不可以将“就业”这一

项指标作为教育评价的标准，可是面对为数不少的“未就业

群体”，社会和有关部门不容乐观。 课题组在发布就业状况

时，也着重指出，当前社会有一个误区，即片面地将就业率

等同于大学生就业；而有的高校将不同专业的就业率作为确

定各专业招生规模的标准，由此带来一些不良的问题。 针对

严峻的就业形势，有专家指出，大学生就业已经不仅仅是是

否找到工作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当前严重的高等教育问题，

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及不可忽视的政治问题。他呼吁，解决大

学生就业问题需要全社会系统的重视和投入，这样才能真正

达到为适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 观念有待进

一步转变 这里的“观念”既有社会的观念，也有大学生这个

群体自身的观念问题。 社会舆论通过较为广泛的社会传播渠

道和积极的舆论引导，客观真实地记录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和

能力水平，促进大学生平稳就业。近年来，某些媒体针对大

学生求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不良行为无限制地夸

张和放大，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社会对大学生群体的认识，

助长了不利于大学生及其就业的偏见。 不仅如此，社会舆论

维持对大学生群体的评价和期待值，对大学生就业中出现的

新苗头、新探求不是本着鼓励的初衷去宣传，而是带着猎奇

和挑刺的眼光去看待，主客观上都不利于缓解就业难的形势

。先前有指责大学生卖猪肉、擦皮鞋的报道，近来又有哈尔



滨一位大学生修脚工被周围人斥以“贬值”的闹剧。 社会观

念的扭转要从根本上得到改观还很不容易，特别是涉及工作

地域、工作种类方面。一位在基层工作过数年的发言者坦言

，在西部某城市的几年里，接待了很多为子女求情调动工作

的父母，他们“宁去端茶倒水，也不愿下基层”。 就大学生

而言，理想与现实并存的双重心态仍主导着这个群体。一方

面，据调查大学生大多已走出开价虚高的误区，有六成

（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在择业

标准的优先顺序上，有67.10％的学生将个人发展机会视为择

业时的首选。但在另一方面，在就业地域的选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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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查中，仍有45.93％的大学生担

心到基层和西部工作会限制个人的发展，有六成以上的大学

生对到基层和西部工作持“不太赞成”的态度。 作为一个享

有高等教育经历的群体，大学生所付出的努力，所拥有的学

识、能力以及回报有的要求决定了他们具备较高的人生期待

和完整的职业规划，这些就导致他们在择业时不免具有较高

的职业期待。在对用人单位的访谈中，有77.3%的用人单位认

为大学生存在期望过高的情形，表现在酬薪、地域、职位要

求等。 较高的预期只是一方面，而当大学生步入社会、面临

就业时，又会因现实状况而降低期望值，甚至丧失了基本的

“大学生身份认同”，反映在调查中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专

家们的重视。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王丽萍就指出，大学生不是普通劳动者，社会不要一味要求

大学生们降低期望值，而是应鼓励他们提升竞争力，维持大

学生身份认同。只有有尊严地学习和就业，才能有尊严地工



作和生活。 三、新的动向值得重视 在本次的调查中，反映出

一些就业趋势和动向，其中有的与传统认识基本吻合，而有

的则差异较大，甚至大相径庭。 首先，在大学生性别因素、

地域因素、专业因素等方面，大学生就业状况呈现出的态势

和已有认识基本一致，但也有差异。调查显示，男性毕业生

的“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为55.71%，

而女性毕业生的比例为41.08%，性别因素在大学生求职过程

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但在程度上远不及想象的严重。 在

地域方面，分布于四个区间的16所大学的就业情况呈阶梯状

分布，表明大学生总体就业水平与大学生所在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已签约”和“已

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学生比例在东部、中部、东北、和西

部地区分别为：62.43%、47.88%、43.39%和41.73%。 专业因

素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影响，则和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的普遍认

识有较大出入。按照调查中划分的学科分类，“已签约”和

“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居于前三位的是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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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排在了

最后几位，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视为冷门专业的哲学（40.35%

）和历史学（51.85%）。 就业意味着跨出学校，走向社会，

适应新的环境。调查中，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环境适应能力

的要求”最高，达到了65.9%，而有近两成的大学生把求职技

巧的缺乏当作最为头痛的问题。两项数据也透露出这样的信

息：作为供方和需方的学生和用人单位，在对接上仍存在一

定的距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人际、社会关系在求

职中的权重已越来越凸显，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社



会关系、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这也提示大学生积极合理地拓

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其次，针对学校教育，受访的44家单位中，有26家认

为当前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的22家单位明确提出当

前大学教育中课程设置不合理成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制约

因素，存在相关性。调查结果显示，有55.65%的学生对于社

会兼职表示认可，这也为学校在重视校内专业学习的同时平

衡校内外活动的关系提出新的课题。 同时，自上世纪末以来

，各学校的就业服务体系开始组建，但此次调查却表明其效

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有40.92%的学生渴望学校能提供信息和

推荐工作，凸显出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系统的较高期望值。

与此同时，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中，持“一般

”或“没有什么用”的学生占到47.45％和17.38%。 第三，在

教育公共政策方面，政策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偏差，宣传和

执行的力度有待加强。调查中，“对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

部门出台的各项就业政策与鼓励措施”的认识程度上，“非

常了解”的学生仅占2.56%，“比较了解”的也只有23.77%。

这样导致学生对政府政策的预期较低，影响政策应有功能的

发挥，26.10%的学生由于对相关优惠政策“缺乏信息”，他

们“不赞成或不愿意到基层工作”。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

势，大学生的心态如何？是否像舆论所渲染的“不安分子”

？调查给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而又欣喜的答案：大多数大

学生能以积极的心态适应新形势，以“求诸己”的责任感来

面对眼前的困难。在关于大学生对求职挫折和失败的认识上

，有76%的学生认为是“一次必要的人生经历”，另有21.01



％的学生认为将会“使个人生活态度变得比较积极”，而对

学校、社会的负面评价不超过15％；64.09%的大学生将“重

视自身能力的全面培养”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而选择

“调整个人心态、降低择业标准”的则占到27.1%。 为此，课

题组和与会的专家高度评价了大学生群体的身份调整，认为

这是“今天大学生可贵的品质”，“是值得珍视的社会资源

和精神资源”，也“为必要的政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

期’”。 针对就业难的问题，课题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包

括：更新观点、提升个人能力并维持大学生身份认同，学校

层面要合理定位、就业为本、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政府加大

政策引导和提高政策有效性，全社会打造公平、公正宽容的

就业环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才供需的市

场也处于相互磨合和适应阶段，客观来讲，短期内找到“就

业难”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不现实。但是，基于实证的调查和

研究，切实找到问题所在，从而唤起全社会足够的耐心、关

注和富于创造性的思维以及对大学生的爱护、理解和宽容，

也不失为当下缓解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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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