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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从2007年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了解到，今年北京生

源毕业生将达到8万余人，比去年增加了7000多人，达到历史

新高。今年北京市各用人单位岗位需求达8.7万个，但在这8.7

万个岗位里，明确表示只招收北京生源的仅占四成，再加上

专业结构和学历结构矛盾突出，今年北京生源毕业生就业形

势不容乐观。 生源结构：明确表示只要北京生源的仅占40% 

在昨天（16日）召开的2007年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市人事

局相关领导指出，今年生源结构矛盾的现象比较突出。据统

计，今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近20万人，北京生源毕业生8万

余人，均达到历史新高。虽说本市今年的用人需求量达8.7万

人，表面上看来北京生源还有些供不应求。但实际上，用人

单位明确表示只招北京生源毕业生的岗位约3.5万个，剩余的

约60%的岗位中，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就成了北京生源强有力

的竞争对手。不少用人单位认为，北京生源的毕业生工作不

够踏实，经常工作不到一年就会频繁跳槽，大大增加了企业

的招聘成本，远不如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用起来让人放心。 专

业结构：10个专业包揽用人需求的30% 据介绍，今年用人需

求的专业比去年多了32个，达到1346个，但呈现两极分化态

势。计算机、市场营销、通信、建筑、会计、生物医药等10

个专业缺口较大的专业包揽了总需求量的30%；而包括美学

、伦理学、党史等在内的200多个专业在全市分别只有1-2人

的岗位需求。此外，工商管理、英语等专业处于供过于求的



状态。 学历结构：专科生将“剩余”2.1万 今年，用人单位对

高学历毕业生的需求继续增长，60%的岗位学历要求是研究

生，研究生供求将基本平衡，但本科生、专科生就处于供大

于求的劣势状态，尤其是专科生。今年将有2.9万名专科生毕

业，但北京市的用人单位仅需求8000名专科生，必将产生2.1

万名专科生无业可就的局面。 北京市区内单位原则上严格控

制“双外生”引进 今年，北京市将进一步严格审批条件，对

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按照总量控制、专业对口的原则，以

引进北京地区院校非北京生源毕业生为主，市区内单位原则

上严格控制外地院校外地生源的“双外生”的引进。将重点

保障北京市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奥运相关产业、文化

创意产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 相关新闻 6000名高校毕业生

将在农村就业 昨天（16日），记者从2007年毕业生就业工作

会上获悉，从今年起，将采取公开招聘的形式，聘用一定数

量的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及以下中小学支教。 据介绍，支教高

校毕业生将从师范院校毕业生和具有教师教育条件的高校毕

业生中聘用，力争在3年内，使1010所农村中小学每校有1名

至2名支教的高校毕业生。同时，将引导和鼓励医学院校毕业

生，经规范化培训合格后，到远郊区县支持农村卫生工作。

此外，今年聘用村官的数量将由原定的2500名增至3000人左

右。据了解，今年总计将有近6000名高校毕业生在农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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