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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仍较严峻。今年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随着高校的扩招

，每年日益增多的应届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

。此外，由于研究生的扩招，也加入了与应届本科生竞争的

行列。在对当前就业形势的看法上，52.4%的被访者认为目前

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欢迎您发表自己的观点>>>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日前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一个“无就业增长”时

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几年来日益

凸显，今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比去年增

加了75万，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近日，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进行了一项“2006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状况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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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预料，这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将很难找到工作。据教育部

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态势：2001年34万人

，2002年37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69万人，2005年达到

了79万人；预计2006年将接近百万大关。 显然，百万大学生

一毕业即难于就业，对于投入了大量资金、时间的大学生及

其家庭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这段经历势必会给毕业

生心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如果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

生在中短期内仍不能就业，明年、后年的毕业生再继续加入



这个群体，则大学生就业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学

生就业如此困难，说明供需两侧均出现了严重问题。 从供应

角度看，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导致2003年以来，毕业生

人数急剧增长。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

为145万人，今年剧增至413万，仅这一年新增的毕业生人

数(75万)就已相当于2001年总毕业生数的一半。过去几年仍然

高速扩张的大学生也将在未来三四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大

学生如此涌出校门，即使再有活力的经济体，也无力满足如

此众多的对相应就业岗位的需求。 更何况，中国经济对劳动

力的需求持续疲软，也即中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自90

年代以来大幅度下滑。20年前，中国GDP每增长3个百分点，

就业增加1个百分点。现在，则需要GDP增长8个百分点，才

能让就业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有关部门也曾经进行过测算，

揭示了同样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

百分点，可创造240万个岗位；9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技术

对劳动的替代，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明显减弱，国

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

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一个“无就业增长”时

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 这种无就业增长说明经济增长方式

是扭曲的。90年代以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

济增长模式是一种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

增长模式，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极端低

下的增长模式。因为，增长最快的投资、出口部门基本上是

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具有强烈的排斥劳动力的倾向。 更糟

糕的是，这是一种权力垄断的增长模式。一方面，某些政府



部门为了短期经济效益，维持甚至强化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

，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这样，这些行业不仅不能吸纳劳动

力，反而在排斥劳动力。另一方面，那些所谓不能实现地方

政府政绩最大化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普通服务业，就受

到有意无意的抑制。1990～2004年，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国有投资主要用于

基础设施及重化工业领域，这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是

非常低下的。其结果就是，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部门的投资

远远低于那些排斥劳动力的部门。因而，尽管近几年来，投

资屡屡过热，但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多少增长。 一方

面出现无就业增长，另一方面，新增劳动力却迅速增加，自

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政府各部门已经采

取了若干措施，比如，各地组织大学生到乡镇甚至村委会任

职；舆论也奉劝毕业生放低身段，破除精英意识，先找个工

作再说。大学生也确实在追逐任何一项职业：当保姆、当幼

儿园教师、竞聘公路收费员等等。 但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

解决，还是需要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侧寻求基本面的解决

方案。从根本上说，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破除垄断

，需要给私人创业更大自由，给私人经济以平等的权利。有

人估计，如果放开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铁路、航空、

石油等10多个传统垄断行业，可为社会提供2000万个增量就

业机会。 这些已是老生常谈，但是，考虑到大学毕业生失业

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似乎应该多一份紧迫性

。没有就业增长，没有民众收入的同步增长，经济增长就没

有意义。而目前地方政府却普遍沉迷于官员政绩最大化的目

标，怎样才能矫正这种趋势？ 当然，可以预计，即使立刻进



行改革，矫正这一趋势，就业岗位也难以迅速大规模增加，

而大学毕业生规模却仍将增加。因此，从供应的角度看，各

大学应当自明年起适当收缩招生规模，以避免中期内失业大

学生人数累积过多带来巨大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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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