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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B3_E5_A4_A7_E5_c123_283472.htm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总数猛增，200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成为棘手的难题

。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究竟“难”在哪里？ 我国是大学生资

源缺乏的国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不论是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还是每万人中拥有的大学生数量，我国都远远低于

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人才的时候，大学

生理应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的就业，却成为难题，关键是就

业市场不完善，存在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大学生就业的市场

化与人才市场尚不完善之间的矛盾。扩招后，数百万大学毕

业生一下子涌向就业市场，而目前就业市场尚不完善，准备

不足。总体上，毕业生就业市场还存在着信息不畅、供需沟

通渠道不畅、社会用人制度相对滞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供

需见面会像赶庙会，往往拥挤不堪，成功率低，带来的直接

后果就是“用人单位不知何处觅人才，毕业生不知哪里找工

作”。 二是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与大学专业设置、培养模式

非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学校的招生计划、专业结构、教学内

容基本上仍然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运作，从学校的能力出

发，而没有从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出发，教育脱离市场的现

象十分严重。 三是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

之间的矛盾。教育具有滞后效应，从招生到就业至少隔四五

年时间，在招生时理应进行必要的人才市场预测，但教育体

制没有实现市场化，政府对学校控制和限制较多，学校办学



自主权较小，缺乏对专业的调整权，无法根据市场需要去培

养人才。 四是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与大学生落后的就业观之

间的矛盾。很多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还没有转变，不能应对市

场的变化而择业，而是盲目追求高工资、大单位，拥挤在大

城市、大企业。毕业生如果不了解就业市场的全面“行情”

，眼睛只盯住市场的一角，而丢掉了广泛的市场，必然会到

处碰壁。 在今后几年里我国大学毕业生仍将逐年有较大幅度

增加，大学生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竞争也将更加激烈。解

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除了加强政府职能和政策导向外，根本

出路在于对就业市场的理解和完善，把握好就业市场，具体

从三方面入手： 社会要完善就业市场。大学生就业是综合性

的工作，因此，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必须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协调作用。各地各类人才市

场、职业介绍所要建立大学毕业生的人才信息库，同时设立

各用人单位的信息网，便于双向选择。 大学要适应就业市场

。大学毕业生是高校生产出的“教育产品”，各类大学要从

本地及全国人才市场的需求出发，按市场需求制订教育规划

、培养模式、人才规格，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为

学生创造机会与用人单位接触，让学生早日介入就业市场。

大学适应就业市场包括应该把“推销毕业生”作为办学的重

要环节。学校需要建立和完善就业指导委员会，切实采取措

施把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帮助大学毕业生成

功走向社会。 学生要走进就业市场。大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

树立就业意识，利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利用见习、实

习的机会，熟悉人才市场，主动了解我国现行的大学毕业生

就业政策、就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增强



对社会、市场的适应性。同时要培养主动推销自己的意识，

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寻找适合自己、最能充分展示自己才

华的舞台”上，从大市场中找工作，视野要开阔。我国中、

西地区有巨大的市场，民营企业有大市场；大学生还可以创

业来开辟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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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