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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7_94_9F_E5_c123_281872.htm 团中央学校部和北

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 6成

人月薪期望值低于2000元 半数人认为托熟人求职最有效 6成

用人单位称课程设置不合理 昨天，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

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了《关于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

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413

万，比去年增加了75万，增长率为22％，而全国对高校毕业

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比去年实际就业减少22％。

这意味着，将有近6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调查同时

显示，学生、学校、政府和家庭、社会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就

业的四大重要原因。 就业／专业 所谓冷门专业更易找工作 在

总体就业水平与专业之间的关系方面，从参加调查的学生所

属的专业看，可以划分为法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经

济学、理学、历史学、农学、文学、医学和哲学等学科门类

。与大多数人的预料不同，调查显示，学冷门专业的学生似

乎比学热门专业的更容易找工作。被视为冷门专业的哲学和

历史学，学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

分别达到40．35％和51．85％，而法学专业学生的总体就业

水平似乎低于人们的预期。 就业／薪酬 6成人期望月薪低

于2000元 王丽萍认为，客观地讲，当前大学生一般都能对自

身能力水平及就业市场状况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评估，形成较

为理性的择业行为。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

“风向标”。根据此次调查的统计结果，大学生大多已走出



开价虚高的误区，有六成以上（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

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 在就业地区的选择方面，大学生

“重东部，轻西部”、“重大城市，轻中小城市和农村”的

想法仍没有得到明显地改观。仍有45．93％的大学生担心到

基层和西部工作会限制个人的发展，有六成以上的人对到基

层和西部工作持不太赞成的态度。 就业／能力 缺乏经验被视

为就业障碍 本次问卷调查显示，个人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大

学生就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业能力与一般意义上的能

力概念有所不同，其特指大学生进入人才市场所需的社会实

践能力、求职技巧等。”王丽萍表示，此次问卷调查显示，

有24．14％的学生表示个人能力不足而成为制约成功择业的

首要问题，另有19．86％的学生认为求职技巧的缺失是求职

过程中最为头痛的问题。另外一组数据表明，高达52．14％

的大学生将“缺乏社会经验”视为最困扰大学生就业的因素

。而且，在这一点上，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来自农村的学

生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针对用人单位的访谈也表明，缺乏

工作经验是大学生与其他就业群体相比一个明显的劣势。 就

业／性别 男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女性 调查显示，截止到5月底

，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大学生占49．81％，不

想马上就业的学生占1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比例

为27．25％。其中，男性毕业生的“已签约”和“已有意向

但没有签约”的比例为55．71％，而女性毕业生的“已签约

”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为41．08％。“可见，

性别因素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该课

题组组长王丽萍副教授解释。 在对用人单位进行的访谈中，

有27．3％（12个）的受访者承认在进行人员招聘时有性别倾



向，但仅有3个受访者偏向于招收男生，有72．7％（32个）

的受访者认为在招聘人员时没有明确的性别倾向。但是会考

虑到工作的性质、岗位要求来招收不同的性别。 就业／关系 

半数人认为托熟人最有效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

关系在就业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特定的社会

关系网络影响了整个用人环境的公正、公平，但就个体而言

，它仍不失为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

王丽萍表示，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1．61％的学生认

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就业

／课程 大学课程设置被指不合理 王丽萍表示，专业课程的设

置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思路和教学资源的分配格局，直接

决定着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并最终影

响大学生的竞争力。目前，尽管有25．61％和41．27％的学

生认为改革学校教育包括改革课程体系对改善大学生状况非

常有帮助或比较有帮助，但认为改革现有的专业设置不太有

帮助或没有帮助的仍达30％以上。用人单位对大学课程设置

方面的态度似乎比大学生更明确。在接受访谈的44家单位中

，有59．1％（26家）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其中50％（22家）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

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制约因素，两者

存在相关性。 就业／策略 学生要转变择业观念 王丽萍认为，

学生、学校、政府和家庭、社会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

的重要四维。要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也须从这四方面入手

，“更新学生观念，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是缓解大

学生就业压力的首要环节。”首先转变择业观念。根据此次



调查，大学生在整个就业过程中都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但由

于自身及其他方面一些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不少不切实际的

地方，而这些观念确实与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形成了较大的

差距。 上学期间加强实践 注重专业学习和专业实习。专业强

，基础厚，理论深，技能精，是每个用人单位渴望的人才标

准。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加社团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对就业有正面影响。作为大学生进行能力锻

炼、施展个人才华的重要舞台，社团活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

动在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培养学生的兴趣、技能和才能，充

当学生与社会交往渠道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在不影

响专业学习和专业实习的基础上，大胆地走向社会、参与包

括兼职在内的校外活动是大学生提升自身能力的有效途径。 

适当调整专业设置 在学校方面，调查课题组认为，高校应该

根据社会需求和国家长期发展目标，适当进行专业设置的调

整。可有选择地推行“2＋1＋1”的综合培养模式。“2＋1

＋1”模式是最近提出的一种新的大学培养模式，即把大学本

科四年培养期分为三段，前两学年按专业所属学科、第三学

年按所在专业、第四学年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和需要设置课

程。部分学校可考虑与职业技术教育接轨，提供更多社会实

践机会。 针对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兼职的渴望，高校也应重视

实习制度，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的供需伙伴关系。 背景 16所

大学参与调查 本次调查是由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于今年5月

至6月间对全国16所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的科学抽样调

查。调查以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共发放问卷4000份，回收

问卷3475份，回收率为86．88％。调查同时对44位服务于不同

类型用人单位的人事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以及具体部



门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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