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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实际收入低于期望值，六成高校毕业生即

便毕业时在北京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及

中小城市去就业。近日，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

高校已就业、未就业的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在校生的就业现

状进行了调查。 收入：毕业生期望薪资偏高 收入水平是大学

生择业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根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布

的今年新参加工作大学生的月工资综合指导价位，最高

档5727元，中间档1872元，最低档1145元，即大部分新参加工

作的高校毕业生月均工资不足2000元。而调查中八成以上的

毕业生期望月薪在2000元以上。 期望：六成人钟情机关外企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就业意愿集中到政府机

关和外资企业，其中把外企当作理想工作单位的占33.8%，把

政府机关当作理想工作单位的占31.1%。有高达六成多的被调

查者即便毕业时在本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

区及中小城市去就业。 压力：没人感觉就业容易 针对就业的

难易程度问题，感觉就业容易和比较容易的人员比例为零，

感觉就业困难和比较困难的比重高达75.7%。数据表明，高校

毕业生对就业形势感觉并不乐观。 重点：一半人看重发展前

景 对于“您在择业时最注重哪些因素”这一选项，52.7%的被

调查者注重职业发展前景，23%注重薪资，个人兴趣5.4%，

工作环境5.4%，积累工作经验5.4%，交通便利4%，工作稳

定2.7%，专业对口1.4%，施展个人才能和人才培训为零。 就



业意愿集中增大就业难度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人士

分析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

增加毕业生就业压力、高校毕业生择业意愿过于集中加深就

业矛盾、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大学生就业意愿集中、政

府引导学生到基层和偏远地区就业力度不够等原因造成的。 

以“择业意愿过于集中”为例，据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统计，2007年在华外资企业对应届毕业生需求总量大

约1万人，而2007年全国面临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超过500万，

按照本次调查中的比例测算，全国将有169万毕业生的理想就

业单位是外资企业，供需比例将达到169比1；据人事部公布

，2007年公务员报考比例为42比1，最热职位达到4407比1。这

些数据表明，就业意愿过于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校

毕业生就业难度。 分析人员认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

向基层和偏远地区就业，是解决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有

效途径。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和偏远地

区工作的政策力度，扩大大学生输送人数，从而既支援基层

和偏远地区的发展，又减轻北京的就业压力。（记者 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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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