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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用人单位的门槛普遍提高（资料图片） 失调的教育结

构导致“就业难” 青海省部分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 

砸锅卖铁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被许多农村家庭视为摆脱贫

困的惟一出路。可是，半月谈记者在青海省部分地区调研时

发现，本来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吸纳能力就有限，

再加上“学”、“用”错位，大学毕业生就业路径显得更为

狭窄，致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家庭陷入困难境地。 债台高筑，

就业无门：造成大学毕业生家庭和社会双重危机 海东地区是

青海主要农业区，由于气候、交通、信息等条件限制，这里

的群众增收条件十分有限，大多依靠为数不多的田地和外出

打零工为生，一些地方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 海东地区乐都

县马场乡马场村过去是远近出名的“卖血村”，为了供孩子

上学，这里的许多家庭依旧生活困难。村民马元明家出了3名

大学生，为了孩子的学费马元明不得不外出乞讨。但是，马

元明却说，最让他难过的不是为了交学费讨钱和家里的4万元

外债，而是去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小女儿至今没有找到

工作。 “自古文书出乐都”，乐都县是青海省有名的文化大

县，农民们都想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这也被认为是惟一的

出路。乐都县蒲台乡赵家庄，这个只有124户人家的小山村已

经走出了150多名大学生，有着“状元村”美誉。但这里很多

农户都已是债台高筑，赵家庄也成了全乡最穷的村子。 赵家

庄村支部书记马万原说，全村80%的人家都有大学生，“学



生出来了，我看回报很难，就业就是个问题，村里的很多大

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一些在家闲呆，一些不得不出去打

工”。 在海东地区，饱受就业难之苦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是个

庞大群体。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提供了一串令人心头一

紧的数字：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

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

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 记

者发现，在海东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大批毕业生无法就

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就业难导致农民家庭愈加

贫困。记者调查也印证了这种判断：供大学生越多的人家，

家庭越贫困。其次，不能就业的农村籍大学生，已经被社会

边缘化，陷入新的困难群体。一些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因找不

到工作，连婚姻都成了问题，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另外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仅造成了人才浪费，还影响了社会稳

定和谐。乐都县蒲台乡赵家庄这样的“状元村”负债累累难

翻身，直接导致了“读书无用论”重抬头。 “学”、“用”

错位，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无门 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就

业岗位非常有限，西部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上加难。青海

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有关负责人分析说，由于行政事业单位

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

显减少。现在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

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企业远不如东部发达，

工资低、保障差。 更为根本的原因，他认为是“学”、“用

”错位。“在青海，大学逐年扩招，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

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一些文科

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而与西部大开发特点相适应的交



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

科毕业生还好。” 统计表明，海东地区待业学生所学的专业

主要分布在师范类、经济财会类、医药学类、农林牧类、管

理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类等。 青海大学的一位老师说，扩

招使很多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因为基础薄弱，他们中

很少能考上重点大学。大多数都被扩招进了一般地方院校，

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本来就差，学生短期内大量增

加后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量农村生

源毕业生难以就业。 民盟青海省委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几年

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50%一跃升至80%以上

，2003年更高达88%。而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

率只是60.1%。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却是低就业率。据有关部

门统计，在升学率一度高达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属高

校公布的就业率却只有45.9%，2004年为58%。 全国政协委员

、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说，近几年，青海省部分高校高

考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有时甚至200多分便能录取。 据了解

，青海高校的运转经费普遍有限，政府投入又不足，这使得

高校只能依靠多招学生、收取学费来挣钱，而无暇顾及自身

的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建设。有的高校在学科专业上“巧立

名目”，不断设立以前从未开设过的新专业，没有老师就从

外面聘；没有设备，就少上或不上实验课程。有的高校在扩

招后，学生人数激增，英语、语文等基础公共课程没有老师

，就从中专“借”老师来代课。据某高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工作人员说，青海高校在学科、专业上出现“光杆司令”

和唱“空城计”已不是秘密。 失调的教育结构亟待调整 鲍义

志指出，像青海省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学毕业生就业



难问题显得更加严峻，应该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政府除了

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就业市场，提供就业信息，更为重要的

是，急需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 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高技

能人才却奇缺，说到底，这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

衔接发生了错位。其错位与这几年高校“扩招风”、“合并

风”有很大关系。普通教育这条“腿”越来越臃肿，生产出

大量质量一般、甚至不合格的“产品”，而职业教育这条“

腿”越来越萎缩，社会紧缺的技工人才日渐稀缺、断档。 鲍

义志说，对于青海这样一个连义务教育也未能完全普及的省

份，高校的扩招规模如此之大，完全背离了高等教育发展的

正常轨道，也脱离了青海省的经济水平。这种“跨越式”发

展是一种非正常现象，是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乐都县教育局

职业教育办公室主任管云平说，其实，加强职业教育更适合

乐都经济发展的方向。职业高中就业率高，而且学费比普通

高中要低得多，这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来说，是比上大学还好

的出路，但是很多老百姓的观念还没有转变。管云平认为，

让更多的农民了解职业教育，接受职业教育，是摆脱贫困的

一条现实出路。 鲍义志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校专业设

置的指导，避免盲目上马热门专业。高校的就业指导也应更

加贴近市场。对长期不能就业的毕业生，劳动部门应纳入到

再就业培训计划当中，使其掌握一项或多项技能，以促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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