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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BF_85_E7_c65_457349.htm 行业发展暗潮涌动 计

算机专业的就业形势及前景究竟如何呢？ 首先，我国IT人才

总量不足。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未来10~15年将是世界IT

发展的重要区间。今后五年，我国将在信息产业方面投

资5000亿美元，市场规模将比2000年翻一番，继续保持20%以

上的高速增长，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2000年

的4.5%提高到8%。据测算，我国为了发展信息产业，每年至

少需要100万人才，其中专业人才需求在40万人以上。 其次，

市场需求不平衡，在IT行业发展艰难。目前IT业主要就业方

向有软件开发、技术支持和网络服务等。比较而言，软件开

发工作更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职业发展空间大，但进入门

槛相对较高；网络服务的人才缺口较大，进入门槛不高，但

职场发展空间有限；技术支持人员工作传统，起点也比较低

，个人发展同样有限。 其他行业需求很不平衡。我国有1023

所高校开设计算机专业，截止2005年底，我国大学和软件学

院在校计算机专业学生总数超过90万人。供应总量并不少，

但在具体领域需求很不平衡。通信业的需求明显下降；金融

业和运输业竞争激烈；传统工业的需求持续增长；部队的现

代化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急需计算机人才。IC人才、网络存

储人才、电子商务人才、信息安全人才、游戏技术人才严重

短缺。在软件人才层次结构上，水平高的系统分析员和有行

业背景的项目策划人员偏少，同时软件蓝领也比较缺乏。还

有就是计算机专业教师缺编严重。 区域需求差异显著。北京



、上海、深圳等热门城市就业的比率逐渐降低，对计算机人

才的接受能力逐渐下降，需求标准逐渐提高，对普通计算机

人才的需求相对饱和。而信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

区需求大量计算机专业大学生。 最后，就业竞争激烈。买方

市场已经形成。随着IT泡沫的破灭，众多IT企业不断调整以

适应行业发展和产业变革，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

。把辽宁省2006年5月份高校毕业生最新统计信息与人才市场

发布的该省一季度人才走势分析图作个简单比较不难发现，

人数最多的计算机专业在人才需求中仅位列第三。就业由卖

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用人单位普遍提高门槛和降低起薪。 

社会需求愈来愈向名牌大学集中，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一次

就业率在90%以上，地方大学计算机专业就业率为60%～80%

。专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一次就业率低于50%。地方院

校扩大招生规模，就业受冲击也越大。 扎堆导致贴身竞争。

北京和上海对IT人才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但是供应量也很大

，市场也日渐饱和；而一些二级城市比如成都、重庆、武汉

虽然也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学生多不喜欢留在那里。即使这

样，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审计局欲招录1名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

的人员，考录比例仍高达109：1。2002年全国电子信息类学

科共招生44.3万，随着2006年及其后数年毕业生人数剧增，计

算机与通信工程、自动化、电子技术等相近专业间挤占就业

岗位现象将更加突出。 计算机职业需求量很大却就业艰难，

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何在？ 就业渠道不畅。马润成在《

计算机专业大学生供需现状、就业形势和工作对策》一文中

说，我国人才和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低，高校与用人单

位间也缺少便捷、高效的供需机制。由于毕业生就业市场不



规范，制约机制不健全，导致不公平竞争，虚假招聘，随意

毁约现象普遍存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对外地大学生落户

设置种种政策限制，致使众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成为“临时

工”，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他呼吁国家要打破政

策壁垒、地区壁垒，形成信息畅通、公平竞争的毕业生就业

市场。 高校教育机制同市场脱轨。高等教育在计算机科学理

论研究方面人才的培养上有较大的优势，但在技术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上存在层次单一，教学内容滞后，理论与实践脱节

，课程设置陈旧，设备老化等严重问题。市场需要直接使用

的实用型人才，而许多毕业生往往需要较长的培训才能胜任

工作。这种状况最终造成很多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就业艰难。 

毕业生应用能力欠缺，社会上缺乏集学科、技术和产业思维

于一体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而且计算机学科综合和交叉的发

展态势日趋明显，计算机专业涉及到电子、通信、建筑、信

管、财经、法律、广告、新闻等专业的相关知识，而计算机

专业毕业的同学很难成为这种复合型人才。另外同学们自身

的创新意识、专业技能、合作技能、求职技能严重不足也是

就业艰难的重要原因。 就业期望值不切实际。在一份就业调

查中，72%以上的毕业生首选地点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

，而且集中选择大企业。毕业生要求的月工资底线平均值

为2244.6元，其中选择2000元以上的占到53%。同学们不愿到

农村就业，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尤为突出。 计算机人才供大于

求和该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实质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供需结

构性失衡。然而这种结构性失衡同我国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

，短期内无法解决。因此，选择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要充分认

识到并不乐观的现实就业情况，三思而行。审慎而客观地了



解计算机专业状况、走势，有助于考生正确地选择专业，理

智地填报志愿。由于这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对未来几年的

职业生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选报专业一定要慎重，

避免因专业选择不当阻碍发展。笔者认为，选报计算机专业

要避免陷入以下几个误区。 唯“热”是从。社会流行一种观

点，即专业有冷热，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专业)就好就业，

就有前途。这种观点是对大多数情况的不完整的总结，对于

每一个考生而言，它不具有实质性的参考价值。冷门热门不

应成为选报专业的重要因素。热门只表示选择这个专业的人

数多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个专业优于别的专业，也不意味着

它适合每个人。对于每个人，只有适合的专业才是好专业，

只有选择了适合的专业才适合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热

门意味着供需两旺，机会多竞争强；冷门表示着供需两乏，

机会少竞争弱。热门好比一百人同时挤一百米宽的桥，冷门

好似十人同时走十米宽的路。而且热门只是暂时热，冷门只

是暂时冷，四年后哪些专业形势好，谁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判

断，只能是一种预测。盲目挤入计算机专业，很可能仅仅抓

住了热门的“尾巴”，四年后就业更加难。 唯“名”是从。

笔者认识的一些预报考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并非非常

喜欢读计算机专业，除了计算机专业是大热门，考上有成就

感并获得别人的称赞以外，主要还是国人根深蒂固的“名牌

情结”作祟。这些人往往是高分考生，他们非上理想中的名

牌大学专业不可。固执这种理念的同学为数不少。这些同学

首先对自身没有清醒认识，不知道自己喜欢学什么，能学好

什么，这样就盲从热门。职业是读书的目的地，专业是读书

的路标，大学不过是交通工具。 唯兴趣是从。报考计算机专



业仅因为有兴趣。笔者在一定意义上也非常同意从兴趣出发

，只是人的兴趣是极易变的，特别是高中生，心智还不成熟

，对自身缺乏理性的认识，其兴趣的变化更是迅速得难以预

料。尤其在没有对计算机专业进行深入了解，对就业形势作

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从兴趣出发选择计算机专业的风险是潜

在的。 认为选专业就是选职业。许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学

从事的职业不一定是IT行业，通信、金融、运输业中计算机

专业出身的数量超过IT行业。除IT行业竞争激烈日渐饱和和

其他领域需求不足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现在许多高校按

大类招生，培养上强调厚基础，宽口径，学生毕业后知识面

宽、适应性强，能从事相关领域的许多工作；二是目前高校

的专业设置并不是与社会职业一一对应的，在校学习某一专

业涵盖了若干行业的职业；三是专业技能未必实用，因为在

双向选择的用人机制下，无论是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都不再强

调所学的具体专业，而强调素质能力了；四是本科教育体制

是基础教育为主，专业教育为辅，本科毕业生需要学习的是

学习的方法，以及适应各方面工作需要的知识能力。在此，

笔者对欲报考计算机专业的同学说，即使对计算机专业非常

有兴趣，IT业也未必是毕业后的职业。 那么依据什么选择专

业呢？笔者认为：自身能力是选择专业的“不二法门”。兴

趣是易变的，但能力在一定时期内是恒定的，只有在对自身

能力做科学客观的判断之后作出的选择才是理性的，才接近

真理。比如软件开发工作更具有创新意识和挑战能力；网络

技术工作欢迎有揣摩受众心理的能力等等。计算机专业是需

要毕生学习的专业，其更新性要求人员具有更新的知识和意

识。自己具不具有这些必备的能力在报考之前是必须斟酌的



。有些人士推荐高三同学做职业测评，笔者非常赞同，但要

把测评结果同自我定位结合起来，这样才可能实现主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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