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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教育厅相继公布了0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结

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许多省市首次出现了本科生初次就业

率高于硕士生的情况，这仿佛与一个月前研究生报考“寒冬

”现象遥相呼应。有人戏称，研究生就业的“熊市”来到了

。 研究生就业率缘何低于本科生？难道高层次人才真的过剩

了吗？透过这一迹象的出现，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当前研究生

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各招聘台前都挤满了人 2006年11

月29日，2007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农业

展览馆举行，现场十分火爆。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

库)2007年11月29日，“2007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供需见面

、双向选择会”在北京农展馆举行。近800家单位共提

供17000多个就业岗位。据统计，这次供需见面会共有3万多

名研究生前来寻找工作。中新社发 吴芒子 摄 硕士研究生就业

频繁遭遇“利空”消息 吉林省教育厅公布的就业统计显示，

该省07届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的就业率为78%，本科生就业率

为83%。同时，山西、四川等省都出现了研究生初次就业率

低于本科生的情况。高学历必然等于高就业率的神话就这样

被打破了。 11月26日，《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研究

报告》显示，上海8成以上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生的“所学专

业”。报告显示，在用人单位看重的指标中，“学历”被排

在“所学专业”“毕业院校”“学习成绩” “知识技能”“

实践经验”之后位列第六。 山东薪酬网对山东省大学毕业生



的一项薪酬调查显示，在大学毕业生职业生涯的起始阶段，

学历对薪酬的影响日趋降低，调查显示决定大学生薪酬的关

键因素还是综合能力。 与此同时，在就业 “指挥棒”指引下

的研究生报考情况也出现了近年来的一个拐点。2007年，四

川省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6065人，比2006年的报考人数下

降2.45%，这是该省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在经历连续10年增长

后，首次出现下降。上海考研缺考比例达20%，创造历年之

最⋯⋯ 多种因素影响导致研究生就业走势下挫 多种因素影响

导致研究生就业走势下挫 东北师范大学教师王邵力分析，现

在找工作可以说是博士、硕士生和本科生在同台PK。如果把

各项影响就业的因素，比如年龄、学术专业水平、社会经验

等主观因素，以及就业人数、用人单位需求等客观因素，列

成表然后综合评分，会发现研究生的分值并不绝对占优。 吉

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吕丽华说，结构性矛盾也是制约研

究生就业的一大障碍。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就业工作实行

市场化运作，然而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科建设并没有及

时调整到位，人才培养和人才结构与实际工作和社会需要存

在严重脱节，使一些高校毕业生尤其是高学历人才在就业上

出现了一些困难。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模式上看，由于扩招和研究生学制的改革(3年改2年)

，教学周期缩短，导致一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在专业

和学术能力上的优势与本科生相比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与

博士生相比，博士生的专业素养更能适合大学和科研、技术

岗位。 此外，导致研究生就业率不高还与研究生本身的期望

值偏高有关，一些研究生眼里只盯着高校、研究机构和大公

司，觉得到大众化的岗位，就与自己的付出和期望值不相匹



配。然而毕竟需要高级岗位的只占少数，用人单位提供的岗

位大多是初级岗位，很多只要本科生就可以了。 因此，东北

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占仁说， “高不成低不就”，

已经成为影响许多研究生就业的心理障碍。现在对硕士研究

生来说更多的是择业问题，而不是就业问题。 另外，通过就

业市场几年的调整和沉淀，一些企事业用人单位已经开始正

视“惟学历论”和“人才高消费”的现象。据统计，在北京

、上海等地就业热点地区，非公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人口

的主要途径。这些企业认为，研究生年龄普遍偏大，而可塑

性又低于本科生，出于节省人才成本的需求，若非必须则更

加偏爱本科生。2006年11月29日，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供需

见面、双选会在农展馆举行，四万多研究生招聘会上争夺四

千北京户口。 图为一名应聘研究生拿着会刊寻找招聘单位的

位置。记者 张斌 摄 先工作还是先考研？-- 震荡调整中的研究

生报考 李丹丹是吉林省一所重点高校历史学专业的08届研究

生，她告诉记者，从上大学开始自己的目标就是读博士然后

留在高校当一名教师。但是看见身边的人就业如此艰难，就

算博士毕业想要留在自己这样的重点大学也几乎不可能，所

以他决定把考博士的事情暂且放一放，先找个工作把位子占

上，就算这样，自己找的工作也未必赶得上那些本科毕业就

参加工作的同学们。 东北师范大学07届毕业生王佳说，自己

的工作至今还悬而未定，“当初考研就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

，可是现在研究生整体的就业形式确实没有期望的那么好。

自己现在经常劝学弟妹们，如果条件差不多就先签个工作，

而不要直接考研了。还不如早点步入职场增加一些社会经验

。” 考研真的冷了么？读书真的没有用吗？很多毕业生坦言



，迫于就业压力，先找工作“占位子”，但是以后还是会回

来以不同的方式来读书充电的。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聂晨，工作近20年后又回来读研。她说，工作过一段之后，

感觉自己有一种被“挖空”的感觉，而继续深造是最直接的

办法。“我以前就一直从事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也摸索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总觉得缺少一些高屋建瓴的

指导。通过继续深造，把自己的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感觉

受益匪浅，这电充得值啊。”她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采用

这种“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不占少数。 学历崇拜呼唤回归理

性 学历崇拜呼唤回归理性 对于部分省市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低

于本科生的情况，吕丽华的看法比较平静，她认为，既然是

市场化运作，就应该相信市场自动调节的能力，并尊重市场

优胜劣汰的规律。学校每年的招生听证会也会把就业情况和

社会需求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使招生人数和专业设置更加

适应市场发展的规律。 专家们表示，人才的需求与学校招生

、培养都存在一定的周期性，要想使专业设置完全和市场相

对应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对IT专业需求，03、04年比较多，

可是05年以后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到了07年需求又有所增

大。要防止考研和就业过程中“冷热不均”的现象，就需要

考生知道自己读研的目的是什么，适不适合读研，而不是“

追涨杀跌”，盲目跟风读研。 吕丽华说，经过就业市场几轮

的震荡和调整，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减少，就说明市场在发挥

着导向作用。同时，国家的引导和调控也是一种重要和有效

的手段。对一些就业确有困难，但是又是国家发展必需的人

才，在政策上应给予一定的照顾。 “工作后回读研究生的现

象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说明人们在对学历的认识上更加理性



务实”，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胡晓研说：“有了在社会

上的工作经验再回来读研究生，一方面心态和想法更加成熟

，另一方面有了实践之后在回来学习理论会轻松一些，目标

性更强，读研的价值更大一些。” 东北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

心主任王占仁则强调，今后，从研究生的培养上，应实行分

流培养的办法，比如，将来要考博士的，就可以念3年，着重

提高科研能力。硕士毕业后要找工作的，则可以选择读2年，

着重培养应用能力。 “报考人数的减少，只能说明大家对于

学历的崇拜更加趋于理性”，王占仁和吕丽华等高校就业负

责人相继表示，总体看来，研究生教育的“基本面”还是良

好的，经过一系列的调整，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就业环

境一定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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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