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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6_B1_82_E8_c123_281411.htm 深秋１０月，一年一

度的求职战役又已打响。仅北京市统计显示：今年该市高校

毕业人数同比增长１１％，其中研究生毕业人数同比增长高

达２５％。然而女生在就业中的劣势地位依然没有改变，这

就导致女毕业生就业压力空前。近日，本年度第一场研究生

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大学生就业之家举办。在用人单位的展位

前求职者排起了长龙，长队中的女生们愁眉不展，她们纷纷

表示：“用人单位大多不喜欢要女生，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 女博士成本太高 女硕士不受欢迎 一位负责招聘的某科技出

版公司的干部告诉记者：“虽然收到几份女博士的简历，但

我们根本不会考虑。成本太高！”至于女硕士，这位负责人

表示：“女生硕士毕业已经二十四五了，过不了几年就结婚

怀孕，一旦长期休产假，她留下的工作谁来做？” 这位负责

人的话表达了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的看法。一家高科技集团

公司打出宣传部门招聘新闻传播类人才的展板，但上面清楚

地写明——性别：男。一位传播学专业的女硕士见此极其郁

闷，她说：“我们班基本都是女生，男生也就占到１／３。

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所有新闻传播学院，男女比例都差不

多这样，肯定是女多男少。结果现在居然用人单位还不要女

生，我们该怎么办啊？” 一位参与过招聘的某单位人事部门

负责人表示：女生处于劣势地位已成为招聘过程中的重要现

象。不少用人单位即使不打出只考虑男生的要求，也会在具

体操作中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不平等处理。在筛选简历以及面



试中的考量时，都会倾向于男生。这位负责人指出：“有些

用人单位是嫌女生将来要生育，到时候还要聘用临时工接手

她的一摊儿工作，为人事部门添麻烦；另一部分用人单位则

戴着有色眼镜，认为女生干活少或者认为女生工作质量没有

男生高，实际上这是很落伍的意识，与当今的实际状况相去

甚远。” “薪酬不敢想 １０００块就行” 一位名校中文专业

的女硕士告诉记者：现在学文科的女生居多，上学的时候班

上基本是女孩，一直没觉得女生不如男生。但到找工作时才

发现，社会上并不像象牙塔里那么男女平等。半年前我还想

着铆足劲儿找份好工作呢，现在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了，找到

就行！” 一位某著名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女研究生对记者说

：“２００６年我们院研究生的就业情况是——在男生都已

经落实工作的时候，多一半女生的工作还没着落呢。男生一

般都有几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可供挑选，女生里这种情况几乎

没有。多数女生都是在毕业前夕才勉强找到工作，真的就是

找到一份工作而已，连户口都没有，不少人是自己花钱买的

。更可怕的是，有几个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四处当实习

生！这还是研究生呢，本科毕业的女生就业就更艰难了。 名

校的女学生都如此底气不足，一般大学的女生们压力就更大

了。一位某北京市属大学的女学生对记者说：“我都不敢想

薪酬，争取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我现在的最高目标了。如果

内心有个薪酬底线的话，１０００钱就行了！” “就业压力

推导不出女生就业困难” 著名社会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指出：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录取

率在不断升高，已从先前的５％上升到如今超过２５％，造

成了就业市场的供大于求；另一方面，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



本国策，但现实中区别对待的就业标准依然大量存在，这就

使得压力尤其落到了女毕业生的头上。 周教授指出：十六届

四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就

业上男女不平等无疑属于无秩序范围之内。用人单位不管出

于何种理由，都不能在招聘时进行性别歧视，所有在工作年

龄之内的就业者都应当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用人单位享有

招聘的权利，但是无权定立“不要女生”的歧视性规定。如

果哪位女同学去起诉有这种举动的单位，是可以受到法律保

护的。 周教授进一步指出：用人单位出于种种考虑在招聘时

不要女生、或者少要女生，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一般来说

，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想要牟取最大利润。这与我们

建立“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社会的目标是绝对相背的

，就业人的矛盾调处不能全部让位于各单位算小账，政府相

关部门应建立相应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机制，本着依法、

科学、民主的原则，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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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