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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1/2021_2022__E5_A4_A7_

E5_AD_A6_E9_97_A8_E6_c123_281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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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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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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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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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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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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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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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正确认识自

我、合理定位、就业观念陈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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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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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