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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6_AF_95_E4_c123_281156.htm 今年9月1日，山东

省17个市同时启动了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失业登记工作。此后

一个月内，济南市就有1140名毕业生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失

业登记，其中784人是本科毕业生，比例接近70％。 “毕业即

失业”，这种离中国大学生曾经非常遥远的现象，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急速推进，如

今已经真实地出现了。 大学门槛变低，就业门槛抬高 山东财

政学院一位教师告诉记者，三四年前，学校对博士生基本上

是来者不拒，而今，经常有10多名博士生为一个就业岗位展

开激烈竞争。博士生的就业状况尚且如此，其他本科生、高

职生的就业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来，高校不断扩大招生

规模，使越来越多的学子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满足了社会发

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大学招生规模扩大，改变了

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使许多尚未做好心理准备的大学毕业

生显得猝不及防。 据劳动部门介绍，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所能

增加的岗位每年只有800万个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城镇登记

失业者在攀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2004年达280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32％。2006年达413万人，增幅为22％。 上海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的周莉敏认为，高校招生规模的

急剧膨胀，打乱了既有的金字塔形的人才需求结构。由此带

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在社会还无法提供足够的合适岗位的

条件下，大量大学毕业生的涌入，势必造成人才暂时的相对

的过剩；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把许多原本作为技术工人培



养的学生纳入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范围，从而导致技术工人

的短缺。 “找工作难，找份好工作更难。”西北师范大学正

在找工作的毕业生小黄说，“辛辛苦苦学了四年，没想到毕

业了没人要了。花了家里那么多钱，现在连工作都找不到，

怎么给家里人交代？进大学的门槛是降低了，什么时候就业

的门槛也降低就好了。” 市场要“包子”，高校给“蛋糕” 

眼下的就业市场有两种现象引人关注，一是大学生“就业难

”与“技工荒”并存；二是大学生找工作难与用人单位招人

难并存。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 上海师范大学教师赵振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从一定意

义上讲，是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出现错位的结果。以上

海为例，近10年来，共淘汰了40多个职业，又新生了近100个

职业，于是形成了人才供需与配置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

导致了供求之间的差异，使部分学生面临就业困难。 有关专

家认为，由于高校一些专业设置不合理，导致了大学生供给

与需求的突出矛盾。一是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错位，专业改

造步伐缓慢。二是教学教育体制和方法老套，存在“重理论

、轻实践”现象，导致毕业生不同程度地缺乏适应社会的能

力。三是就业指导体系不健全，对人才市场的研究不够，指

导就业缺乏针对性，力度不够。 兰州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一

位负责同志分析说，目前，有许多高校还没有真正形成招生

、培养、就业一体化的观念，仍然存在“因师资设专业”和

“发展容易上马的专业”的倾向，前者置市场于不顾，后者

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招聘主管范星说：“企业销售产品，都会去调查客户

需要什么。现在，学校的人也来我们企业，但来的都是搞就



业的教师，搞教务的人不和我们交往。”这位年轻的人力资

源专家比喻说：“学校只生产蛋糕，企业除了蛋糕，还需要

包子啊。” 淡化精英意识，接受社会选择 社会大背景的变化

，国家建设中心的转移，特别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使得

大学毕业生就业必然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更多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普通劳动者行列，但在转轨过程中，部

分学生的就业标准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评价还没有实现真正的

“大众化”转型。 目前的就业形势严峻，但有相当多的高校

毕业生对形势认识不清，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合理定位、就

业观念陈旧。一些毕业生单纯以就业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和

工资待遇作为择业标准，在就业上倾向于大城市、大企业和

高工资、高待遇，就业期望值太高，出现了无业可就和有业

不就并存的局面。 近年来出现的高校高收费，客观上抬高了

大学生及其家长对就业的期望值。“让一个高中生刷盘子，

他能接受，但要是让他读了大学再去刷盘子，他就觉得社会

对他不公平了。”兰州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的一席话

，道出了潜伏在大学生就业困难背后的隐忧。 甘肃定西地区

有位农民砸锅卖铁凑了3万多块钱，供儿子在兰州读了四年书

，但毕业后两年没有找到工作。这位农民找到人事部门质问

：“为什么不给俺娃娃安排工作？”工作人员回答：“国家

现在不包分配了。”老农再问：“不包分配为什么让俺娃娃

上大学？”工作人员劝导说：“上大学是为了提高你娃娃的

素质。”老农一听，火冒三丈：“啥？让娃在家放羊，俺为

什么要让他上大学呢！” 亟待政府调控，弥补市场失灵 一边

是日渐扩充的青年“失业大军”，一边是不少就业岗位的虚

席以待，有人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这一现象称为“三重门”



现象：大学生要虚荣的“门面”，用人单位设了过高的“门

槛”，部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门路”狭窄。 大学生就业问

题，事关他们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解决

大学生的就业难题，必须尽快提上议程。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学生处一位负责人认为，目前的高校扩招和高校的专业设置

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没有根据市场预测科学地确定扩招规模

和速度。还有人士认为，保持大学毕业生合理的供求比例对

解决就业问题非常重要，否则，会把大学生的心态搞坏了。 

兰州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指出，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

育向大众化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发挥宏观管理作

用，弥补市场失灵，建立起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调整机制，加大社会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控制长线专业

的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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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