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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子的梦想，但“80后”的就业状况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

学生已经完全不同了。专家们认为，从“精英”到“普通劳

动者”的定位改变，是“80后”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我对未

来，尤其是毕业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感到迷惑和恐慌。”

谈到就业，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的马小伟眼里充满

了无奈。 回想起大四毕业的那段日子，马小伟丝毫没有出身

名校的优越，“感觉特别后怕”。 “那时候经常半夜3点都

睡不着，整个大四学生的宿舍楼半夜还在放音乐，没有人出

来干涉，大家可能都在宣泄吧。”马小伟说，那个时候的他

为前途忧心忡忡，一是害怕考不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另一

方面是害怕考研而耽搁了找工作。 “现在虽然上了清华大学

的研究生，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焦虑。”马小伟说，由于背

了块“清华”的牌子，在父母和朋友眼里，都认定他铁定能

找一份满意的工作，但说实话，他自己心里并没有底。 今年

毕业的牛传坤，曾担任沈阳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学生会主席，

回想毕业前的求职之路，他依然“心有余悸”。 “我们学校

的招聘会比较少，也少有含金量高的企业。我经常跑招聘会

，几百个展位，成千上万的人⋯⋯一场场下来，挤得头昏脑

胀，但不敢早回来，怕人问啊。基本上很少有收获。最难受

的时候只好一个人躺在床上落泪。” 在过去的两周里，记者

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

、兰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长沙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10多所院校的大学毕业生。记者了解发现，无

论是重点高校，还是普通地方院校的大学生；无论是普通学

生，还是优秀分子；无论是否已找到工作，毕业的时候大学

生都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甚至有蔓延到大一甚

至是高中阶段的趋势。 就业压力引起心理恐慌 8月3日～7日

，本刊推出了针对就业引发心理压力的调查，共有1431人参

与调查，结果发现，92．94％的学生存在就业压力；而77．5

％的学生回答在找工作期间存在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2001年

，115万；2002年，145万；2003年，212万；2004年，280万

；2005年，340万，这组不断上升的高校毕业生数字，就像一

张大网笼罩在大学毕业生的心头。高校毕业生潮水般涌入就

业市场，数量越来越庞大，几乎每一位大学生都切身感受到

了就业恐慌。 某媒体不久前的一则报道说，最近在北京海淀

区清河附近出现了一条“半仙街”，即将毕业的不少学子纷

纷到这里请“半仙”为自己“指点迷津”，“半仙”们的生

意一度兴隆。在学校里面流行的“扑克算命决定职业”、“

星座决定你前程”的游戏更是让许多毕业生尤其是女生津津

乐道。“没有面试、没有机会，空虚郁闷的时候算算，感觉

有的还很准。”2004年毕业于湖南理工大学的陈喻说，算命

成了她排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方式。 而同时，五花八门、前所

未有的就业手段出现在了“80后”大学生中。求职招聘中的

奇怪现象也纷纷被披露：某女大学生在多次求职不成的情况

下以媚人的低胸照吸引企业的注意力，某地人才市场上出现

企业要求女毕业生应聘必须搭配一名优秀男生的“拉郎配”

，大学冷门院系热衷于“讨好”企业需要而“改名”⋯⋯ 现

实的压力也使毕业生透不过气来。来自农村的金廷满谈到自



己的就业期望，还是比较务实，但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的

压力，“我家那边就出了我这么个研究生，实在是被亲戚朋

友赋予了很多过头的期望，总以为我会发大财，有时被说得

很不好意思，他们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艰辛，但我又能说什

么呢！” 今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杨先生，刚开始找工作

的时候，期望值是月薪至少四五千元并解决户口，但是面试

了很多家单位都不行，“现在虽然有工作了，但不是很好，

户口也没有解决，和刚开始的想法差别很大”。 调查中，56

．95％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压力的主要原因是“扩招带来了庞

大的就业大军”，55．97％的受访者认为是“现实与理想有

巨大的差距”造成的。 教育机构应给予毕业生心理帮助 针对

“80后”大学生种种“就业恐慌”的表现，南京大学社会学

系朱力教授认为，“就业恐慌”主要来自找工作时的茫然无

措，平常没什么职业规划，一有就业的机会，也不看是什么

要求就一哄而上，同时找工作四处撒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

标。 沈阳市人才中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职业目标的一份最新

调查显示，6成多的大学生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比较模糊，不知

道自己适合从事什么工作。 这份调查显示，有明确职业目标

的大学生只有13％，有目标但不明确的占到25％，而没有明

确目标的达到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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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