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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_E6_8A_A5_

E8_80_83_E5_89_8D_E7_c65_457355.htm “大学生就业难，文

科生就业更难。”在一次招聘会上，大四毕业生小燕(化名)

向记者抱怨。小燕所在高校是著名的工科学校，但是对于学

习工商管理的她来说，学校的牌子和社会知名度却成了求职

的负担。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针对文科生就业难的现

状，日前召开了“首都高校经管文法学院就业工作联席会”

筹备会。记者了解到，近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呈上升趋势

，2007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495万人，在2001年基础上翻了

两番。其中，经、管、文、法类毕业生在就业群体中凸显出

人数众多、就业途径有限等特点。教育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

显示，文科毕业生就业率低于理、工科学生。 经管文法遍地

开花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共有12个学科门类

，分别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除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军事学外，其他7个学科都被通称为文科专业。

近年来，经、管、文、法专业在高校增设迅速。经济管理学

院、管理与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与发展学院

，名称大同小异。这些以往只在综合大学开设的院系，现在

在众多高校中安家落户并招收了本科生。过去以理工科为主

的高校在向综合型、多学科型大学的转变中，也纷纷开设了

经、管、文、法专业。 据统计，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现

有1500多个本科专业点，近半数为1999年以后新设立的，其

中70%新增专业都是相对办学成本不高，初期投入不大的文



、法、经、管类专业，出现了重复建设的现象。工商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在很多高校中开设，近30所高校中设有市场

营销，40余所高校开设了英语专业。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以往高校毕业生中文科生所占比重不

大，但这几年，文科毕业生增幅明显高于理工科毕业生。目

前，经管文法专业毕业生几乎占北京高校毕业生人数的一半

，各类管理专业毕业生大约有2万人。毕业生数量增加也成为

文科生就业难的一大因素。 定位不准影响就业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专业毕业生周锦一直认为秘书职位是中文系学生的“专

利”，没想到在求职时，遭到了法律、管理、历史等专业毕

业生的“夹击”。虽然中文专业被称为“万金油”，新闻、

出版、秘书、广告、管理都能沾边，但是现在中文专业毕业

生要同其他专业竞争这些职位。 “很多单位招聘文科生时，

对专业要求的面很宽，有的干脆在招聘信息上写‘文科类’

专业。在招聘会上，这样的职位收到的简历往往是最多的。

”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小阳说。 与理工科专业相比，文科专

业就业面要宽很多。像法律专业，除公、检、法系统和律师

事务所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企业都需要这方面人

才。然而，毕业生就业选择面宽，也成为文科生求职的双刃

剑。不少毕业生在求职时，选择太多，四处出击，定位不准

，准备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 很多文科生同份简历投向

多家性质不同的单位，出现了不少“全才毕业生”。周锦在

求职之初，就把自己塑造成既能胜任记者、编辑，又能当秘

书的全才。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文科类大学生要

求也越来越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孙老师说

，单位招聘要求高，除专业实力外，还要求英语达到一定级



别，计算机有一定证书，甚至熟悉交际、应酬，具备一定文

艺特长。虽然在招聘信息中没有这些附加要求，但单位要求

老师推荐学生时要把握这些条件。性别、户籍也是用人单位

挑剔毕业生的“框框”，作为就业指导老师，只能及早把这

种就业形势告知学生，让他们早作准备，并理性对待户口问

题。链接：文科生就业需提高“能说会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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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