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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排名中，政府机关居于首位，其次是事业单位，第三是国

有企业。一名应届毕业女生到一家研究所面试，只被问了三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她有没有男朋友，第二个问题是

问她有没有和男朋友同居，第三个问题是薪水要求多少。 就

业竞争激烈，一些女大学生求职主动出击，积极展示自身优

势。 国内某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约70%的女

大学生认为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男女不平等 广州某高校大四女

生小玲最近到一家IT企业面试后，为遭遇到性别歧视而愤愤

不平：该企业有关部门负责人明确告诉她，“你的条件完全

符合应聘要求，但是单位领导要求只招男生。”而据了解，

小玲成绩优秀，还曾经花费近万元参加Java高级软件工程师培

训班并获得资格证，她班上不少成绩不如她的男生早已找上

满意的工作，她却在就业上不断碰壁。 一位在高校就业指导

中心工作多年的老师说，像小玲这样在应聘中遭遇性别歧视

的女大学生为数不少，种种明里暗里的限制性要求，成为挡

在女大学生就业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现象女大学生

求职遭“隐形歧视” 据悉，随着普通高校的扩招，女大学生

在其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上升，至2005年全国女大学生已占

毕业生总数的44%。2006年高校毕业生激增至413万，比2005

年增长75万人，女性比例更是居高不下。而2006年全国对毕

业生需求约为166.5万人，比2005年实际就业减少22%。需求

和供给的严重失调，使女大学生就业压力骤增。 而在大学生



就业竞争激烈的同时，女大学生求职还常常遭遇性别歧视。

西南政法大学最近组织的女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女大

学生就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性别歧视。调查数据显示，目前

约70%的女大学生认为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男女不平等。此外

在调查中，四成以上女大学生认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存在

性别歧视。其中，在歧视情况排名中，政府机关居于首位，

其次是事业单位，第三是国有企业。 记者近期在一些招聘会

上看到，一些企业只招收男性，一看应聘者是女的，连面谈

机会都不给。不少用人单位干脆在招聘启事中声明不招女生

。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外，还有许多用人单位

则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一视同仁，不论男女，求

职简历来者不拒，但在面试通知时却是有男无女。 某高校一

位应届毕业女生告诉记者，她曾经到一家研究所面试，只被

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她有没有男朋友，第二个

问题是问她有没有和男朋友同居，第三个问题是薪水要求多

少。而据她透露，该班的很多女生在面试时，总会遇到类似

这种“特殊的”问题，她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性别歧视。这

位女同学告诉记者，“到找工作了，才知道这个社会性别歧

视真的很明显。学校在系里的橱窗会贴很多招聘启事，上面

明确写着：某某岗位(男)⋯⋯如果人家歧视的是性别，你怎

么改变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你的性别。” 广

州某人才市场一职业顾问认为，类似这样的“隐形歧视”对

女生就业造成不良影响，很多女大学生无法了解自身未能顺

利就业的原因，女性求职者可谓“受了伤害却不知是哪里打

过来的冷拳”。 用人单位企业不愿承受“性别亏损” 东莞一

家保健酒公司的招聘栏上赫然写着“业务员，限男性”，该



公司负责人李先生解释：“这绝对不是歧视女性。我们要求

业务员能常年在外地出差，要吃苦耐劳才干得下来。如果招

一名女性，我们还得考虑她的安全问题。” 对此，不少企业

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女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将面临怀孕

、生育等一系列问题，难免会给单位用工造成不便，除其在

此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得照常支付外，公司还得另外聘请

一名工作人员，当其产假期满回到岗位上后，公司则必须解

决新聘员工的岗位问题。“聘用男性员工，不仅少了很多麻

烦，还可节约成本，避免‘性别亏损”。 据了解，女员工有

生育问题，不能单独出差，不能跟老板一起出去喝酒等等，

这些都可能导致招聘中的重男轻女。对这些问题，有人力资

源专家认为，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不仅挫伤了女大学生学习

、生活的积极性，还可能助长部分女学生“学得好不如嫁得

好”的观念。 而对于用人单位为什么喜欢“拷问”女大学生

隐私？广州一家外企的人事负责人说，其实是想试探对方能

否安心工作，“如果求职时有男友且又在外地，那女生说不

定干不久也会走人。”他说，这些事情当然应该了解清楚，

不然，企业好不容易招了人，员工对业务刚上手不久就走，

迫使企业再重新招人，这必然是一种浪费。 女大学生愤怒和

无奈之后只有沉默 据记者调查，女大学生对性别歧视问题的

态度基本是愤怒、无奈和沉默。沉默成为她们无奈之下最有

效率的“理性选择”。 对于“遇到性别歧视会如何应对”这

个问题，有同学向记者表示，“我们也没办法啊！找工作就

已经很焦头烂额了，谁还要去想被歧视的问题啊，这个工作

应聘不成，我赶紧去找下一个，谁还要和他们去争辩这些东

西”。也有同学认为：“就算申诉成功了，进了公司不也很



尴尬嘛。人家不想要你，你非要进去，进去之后也不好混呀

。” 法律专家遭性别歧视起诉难 据悉，最新的《妇女权益保

障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没有特殊要求不得以性别为由拒

绝招聘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招聘条件。 但记者发现，女性求

职者遭遇了性别歧视，欲起诉用人单位，维护自己权益，却

困难重重。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即使女性求职者最终选择了

起诉，但最大难题却摆在她们面前：“歧视”证据如何保全

；缺乏证据，用人单位往往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掩盖其

歧视本质。 人力资源专家积极应对比抱怨更有用 解决职场性

别岐视问题，不但要靠用人单位转变用人观念，法律和社会

保障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职业女性自身正确应对。 有人力资

源专家认为，对于性别歧视，女性应该结合社会观念和背景

，结合男女性别角色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来客观地认识和对

待，减少一些极端的或是带有偏见的认识。假如女性对性别

歧视的背景和原因看得比较透彻，能够认可差异，并且内化

为自己的一种思考，积极地去应对，应该要比一味地抱怨更

有用。 专家指出，女性求职也有不少自身的优势，例如细致

、关怀别人、性情温和以及容易沟通等等。女大学生求职前

应该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分析并确认自己的能力和优势。

就算某些用人单位存在性别歧视，女大学生也要将其转化为

竞争动力，积极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的长处，扭转用人单位

的观念。 学生心声 广东某综合大学计算机系大四学生小简：

“女生什么地方比男生差了？” 大四女生小简告诉记者，其

实我们以为早已不存在的性别歧视无处不在，很多单位在招

聘的时候，白纸黑字的写着限男生。就算是没有说明的单位

，大多数也是只招男生的。她说：“不管你的学习成绩有多



么的强都没有用，就因为你身为女生你就要低人一等。四级

六级过了，一大叠的证书奖状算什么？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

，只是因为你是女生。送上去的简历人家看都不看一眼，冷

冷的丢过来一句话：我们不招女生。一句话让人心全凉了。

” 她说：“女生有错吗？什么地方比男生差了？遇到很多招

聘人员都说，女生很麻烦，没有男生好使，而且女生吃不了

苦，出差又麻烦。反正随便说说就可以找出你很多的缺点，

但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不觉得，女生为什么就吃不了苦呢，

现在的女生自立自强，不知道有多么的优秀，但是社会如此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 名词解释 就业性别

歧视 在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

约》的规定中，“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就是基于性别的任何

区别、排斥或特惠，“其后果是取消或损害就业方面的机会

平等或待遇平等”，但“基于特殊工作本身要求的任何区别

、排斥或特惠，不应视为歧视”。 由以上两个概念的交叉包

容部分可以看出：所谓大学生就业环节中的性别歧视就是指

，用人单位在录用大学毕业生的各环节中，除妨碍正常生产

、工作或依法不适合女大学生的工种或岗位外，以性别为由

拒绝录用女生或提高对女生的录用标准，而导致女生平等择

业机会的丧失及其他损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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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