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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毕业生正在为毕业去向而奔波忙碌。求职市场上，本科生

的就业难题比比皆是，而许多研究生，他们苦读3年，踌躇满

志地走向招聘单位，却发现自己的就业同样面临重重危机，

甚至竞争不过本科学生。 其实，学历倒挂现象并非个别。教

育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吉林省2007届研究生就业率

为78％，本科生为83％，研究生一次性就业率较去年同期下

降了近16％；截至2006年12月，广东省毕业生就业率，研究

生为94．37％，本科97．25％，专科95．57％。在有些地方，

就业率与学历“倒挂”的现象已十分明显，学历越高，就业

率反而越低。最近还有报道说，高职毕业生就业率比本专科

生高哩。 与研究生就业率不如本科生的报道相呼应的是，不

少人发出了“读研不值”的感叹。10月份，中国青年报与某

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7730人参与，其中在读或已

毕业研究生4865人。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

究生不值。读过研的受访者中，35.6％的人表示后悔。还有学

生认为读研究生没有学到什么。 当然，客观地讲，研究生就

业率不如本科生，超过五成研究生认为读研不值，与他们心

态浮躁、急功近利、就业期待值偏高有关。说得直接一点，

与当前的就业形势直接相关。专科生、本科生感觉就业困难

，认为不读研究生找不到好工作，读完研究生，结果发现工

作还是难找。十几年寒窗，花掉了父母的血汗钱，结果就业

还不如本科生，研究生因此发出读书无用、知识贬值的感慨



并不难理解。 对此，有专家与用人单位认为研究生“眼高手

低”。笔者认为，研究生遭遇就业率学历倒挂怪圈，除了研

究生自身急功近利，就业期待值偏高，缺乏年龄优势等因素

外，实际上还暴露出了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

，当前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人才浪费的问题突

出。研究生虽然学历层次较高，但是由于目前大学专业设置

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导致研究生往往没

有从事与其学历相适应的工作，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

高。坊间流传的“专科生、本科生干中专生的活，研究生抢

专科生的饭碗”就是证明。而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求职者较高

的工资福利期待，也改变了追求高学历的人才观，主动向本

专科生抛出了橄榄枝。 正如华南师范大学谌新民教授所言，

“现在不是大学生太多了，而是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

在严重的失衡。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级转移的滞

后，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样看来，研究生就业学

历倒挂现象与人才结构、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有较大的关系

。并非简单的知识贬值的问题。 近年来，高校大量扩招也是

不争的事实，不少学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经超过本科生。研

究生的绝对数量上去了，但是师资队伍建设并没有同步跟进

，高校学术腐败、用剪刀与糨糊写论文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一名导师带10多名或更多的研究生，研究生与导师长期不见

面，导师把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曾有这

么一则报道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研究生导师往往被学生

称呼为‘老板’，这不仅是因为学生的论文能否过关、能不

能拿学位，都是导师说了算，还因为研究生要给导师‘打工

’，成了廉价的劳动力。有些研究生整天做着导师交给的与



专业毫无关系的项目，导致学业荒废，而且敢怒不敢言。” 

研究生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读研不仅学不到真本事，就业还

不如本科生，这个问题该引起重视了。 要我说，探讨研究生

就业不如本科生的问题，不仅研究生要反思个人人生定位，

调整就业期待值。而且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高等教

育质量下降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思考长效对策

，改良高等教育生态，成了十分迫切的事情。如果每一名公

民受到适合其发展的教育，公民教育与就业各得其所，既可

以避免学历浪费，也可以引导高等教育走出就业率学历倒挂

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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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