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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女大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多，以及高等院校“双向选

择，自主择业”的毕业生就业体制的确立，女大学生择业难

的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厦门大学福建女性

发展研究中心对厦门大学2002届1068个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

问卷中发现，超过2/3的毕业生认为在就业中存在着对女生的

性别歧视，其中，女生赞同此观点的比例高达87.8%，这说明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调查显

示，劳动力市场没有向女大学生提供与男大学生同等数量的

就业机会。从一次性就业率来看，调查时已落实工作单位的

女生比例为63.4%，男生为72.1%，女生比男生低8.7个百分点

。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男大学生的就业机会要比

女生多出14%。 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也低于男生。调查发现

，有8.3%的女生认为实际签约情况与就业理想不相符的主要

原因在于性别本身，而持此观点的男生则不及被调查者的1%

。此外，女大学生的工资预期也因性别差异被降低，雇佣单

位签约时拟付工资低于3000元的女生比例高达78.8%，高出男

生11.3个百分点，拟付工资2000元以下的女生占女生总数

的64.8%，超出男生14个百分点。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作用的

前提下，签约单位对男生拟付的工资水平高出女生11%。 大

学生们如何看待女大学生的就业困境？调查中有69.2%的女生

和58.3%的男生认为，主要原因是女性生理条件的限制。其后

依次排列的其他原因是：女生的竞争和发展意识弱于男生、



用人单位重男轻女、女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低于男生。其中

，女生选答“竞争和发展意识弱于男生”的比例比男生低4.7

个百分点，选答“综合素质和能力低于男生”的比例只

有6.4%，比男生低4.5个百分点。 解决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

歧视问题，首先必须改革女职工生育和哺乳期的工资支付方

式，对女职工生育和哺乳误工进行社会化补偿，降低用人单

位的成本负担。同时，要加强对性别文化的创新，为女大学

生就业营造更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

准则对各种公共立法条文、各级政府的政策法规进行盘点，

清除违反国策或与国策不符的内容，定期进行《劳动法》执

法情况检查。在各级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设立“就业性别平

等”监管办公室，特别是在初具规模的劳动市场和定期的人

才交流会上设立监督窗口，及时处理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投

诉，保护女性的劳动权益。此外，还要注意推广家务、家教

的双亲化和社区化，让女性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保证持续

的人力投资和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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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