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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06986.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

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

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然后按作答要求依次

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位置。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近几年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2003年是中国高校扩招后本科学

生毕业的第一年，全国共有高校毕业生212.2万人，比2002年

增加67万人，增幅达4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2004年我

们国家的本科毕业生就有280余万人，比2003年增加68万人。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

加58万人，增幅达20.71％。 ◎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

人数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 ◎2007年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82万人。 ◎2008年全

国共有应届高校毕业生55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64万人，是近

年来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材料二：2007年大学毕业生就

业形势和各地毕业生需求情况分析人事部最近对北京、河北

、新疆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哈尔滨、成都、广州

等15个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需求情况进行调查

。从本次统计调查情况看，2007年统计地区高校毕业生需求

总数为1665044名，其中研究生177003名，占10.6％；本科

生923519名，占55.5％；专科生564522名，占33.9％。与上年

相比，2007年高校毕业生需求情况呈现出四大特点。 A：2007

年统计地区需求高校毕业生l665044名，与2006年各地已吸纳



的2141233名相比有大幅度降低，降幅为22％。据有关部门统

计，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495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幅

达到l9.6％，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从学历来看，2007年对

研究生的需求较2006年吸纳的研究生数增长较快，增幅为30

％，对本科生需求与2006年吸纳的本科生数基本持平，预计

研究生、本科生就业走势将保持平稳。专科生的需求比2006

年吸纳的专科生数有大幅下降，降幅达39％，预计专科生就

业走势将呈现下滑趋势。 B：2007年中西部省份安徽、陕西和

贵州对毕业生的需求数量排进了前十位，需求数量分别

是l44822名、l21889名和。97461名，三省合计364172名，占总

需求的22％；同时，2007年西部的甘肃、青海等地对毕业生

的需求数量也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上结果表明，中

西部地区在人才需求上的数量呈上升势头。东部的山东、江

苏、北京、广州对毕业生需求数量分别为228600名、l96804名

、86087名和660000名，需求量仍然较大。 C：2007年毕业生

专业需求排前十位的分别是机械设计与制造类、计算机科学

与应用类、信息与电子类、市场营销、管理类、建筑类、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英语、医药卫生、财会。共需求毕业

生587126名，占总需求数的35.3％。 D：从副省级城市地域分

布来看，l5个副省级城市分别分布在东北地区（沈阳、长春

、哈尔滨、大连）、中西部地区（西安、成都、武汉）以及

东部沿海地区。在专业上，机械设计与制造、计算机科学与

应用、信息与电子、市场营销、管理类等都是副省级市需求

较多的专业。东北地区四市对土木工程、机电一体化、道路

与桥梁、汽车制造与维修、生物工程等专业需求量较大；中

西部地区三市对临床医学、文秘、财会等专业需求数量较大



；而东部沿海八市需求的特色专业则是经济学、英语、医药

卫生等。 材料三：2007年第三季度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

况分析按文化程度分组的劳动力情况表 文化程度求职人数 (

人)所占比重(百分比)与上季度相比增减(人)与上季度相比增

减(百分比)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减(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减(百

分比)初中及以下2842130.025055～15.10320110.12高

中5264355.604940.937817一l2.93其中：职高、技校中

专1819519.22l8659.30464220.33大专1092411.549287.83164213

．O7大学26012.7552625.35391.48硕士以上990.1054120

．OO57135.71合计94688100．OO58975.86l264211.78 相比上季

度，本季度大学学历的求职者增长了25.35％，大学以下学历

的求职者数量均有下降，特别是初中学历的求职者数量下降

了5055人。而高中学历的求职者仍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

，所占求职人数比例达到了55.6％。 材料四：2007年大学生

就业政策解读1.教育部、人事部五项举措鉴于以上严峻的就

业形势，教育部、人事部等五部委共同宣布了五项措施，促

进大学生就业。 措施一是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通过助

学贷款代偿、考研究生、考公务员加分、生活费补贴等手段

鼓励毕业生去基层工作。 措施二是完善对高校毕业生的社会

保障体系。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对高校毕业生以灵活方式就

业，到基层就业的，要在户籍管理、劳动关系形式，社会保

险缴纳和保险关系接续等方面提供保障，认真做好未就业毕

业生的失业登记工作，为他们提供职业介绍，培训等一系列

服务。"措施三是要求所有高校都必须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服

务机构，同时要将就业指导课列入必修课。 措施四是完善就

业工作评估体系，从明年起，在教学评估中突出对就业状况



的考察。 措施五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高职院校80％的学生

毕业时要获得双证书，也就是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最

后，由教育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国资

委5个部门发起并在北京联合启动了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网络

联盟，希望通过整合岗位信息和毕业生资源信息的方式，促

进大学生就业。 2.劳动社会保障部四大举措确保大学生就业

一、大力发展适合毕业生求职特点的互联网就业服务；二、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确定专人与失业毕业生联系；三、未就

业毕业生积压较多的地区要联系跨地区招聘；四、积极向教

育、人事部门及高校提供市场分析信息。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张小健说："新增长劳动力已进入高峰期，特别是高校

毕业生增量多、压力大，而整个就业市场需求岗位的总体状

况相对趋紧。因此，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国务院领导明确要求，对高校毕业生要落实好、执行好。

鼓励他们到西部、到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的相关政策，切实

加强对他们的就业服务，努力提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张小健表示，劳动保障部门将从四个方面做好2007年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第一，与教育部门、人事部门加强配合，做

好大学毕业生离校前的求职指导、就业服务、职业资格培训

、就业见习等工作，为巩固和提高初次就业率作出贡献。各

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充分发挥高校毕业生专门服务窗口的

作用，积极举办针对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发展适合毕业生

求职特点的互联网就业服务。要与教育部门及高校合作，推

动职业指导进高校，强化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职业资格培训

，积极推进"双证书"试点工作。 第二，劳动保障部门将以登

记失业、求职困难的毕业生为重点，开展"一对一"的服务。



对进行失业登记的应届和历届积存的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应确定专人联系，并依托基层平台跟踪了解情况。

对每个登记失业的毕业生，承诺在3个月内免费提供1次政策

咨诲和职业指导，提供3次基本适合的岗位需求信息；对申请

参加职业资格培训和就业见习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对

失业时间较长或家庭生活困难的毕业生，要重点援助，帮助

其尽快就业；对自主创业的毕业生，要认真落实小额担保贷

款、个体经营收费减免等相关政策。 第三，加强对重点地区

、重点城市的工作指导。各地特别是中西部省份要确定一些

经济欠发达、未就业毕业生积压较多的地区，作为重点，会

同有关部门，强化对未就业毕业生的服务，联系跨地区招聘

，开展劳务输出，帮助他们尽快就业。大中城市劳动保障部

门，要总结2006年开展"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的

经验，适时开展集中性的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通过以点带面

，逐步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长效机制。 第四，各地劳

动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分析工作，强化分

析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状况，积极向教育、人事部门

及高校提供市场信息，引导毕业生择业，并为高校按照市场

需求进行教育改革和调整课程设置提供依据。 材料五：2007

年四大热门行业某专家就2007年热点行业趋势作出预测，指

出通信、汽车、快速消费品及石油能源等四大行业人才需求

大，且有较明显的人才缺Vl.此外，明年另一个职场趋势是海

外人才市场将进一步升温，更多的外国公司自领职位将会越

来越多地投向中国。以中华英才网与美国MON- STER合作的

国际频道所发布职位的趋势分析，精通外语、具有某项专业

优势、具有外资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的工作背景的求职者，



将会赢得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 通信业需求旺盛，营销人员

比重继续上升。今后几年，通信业人才需求将主要分布在基

础电信运营企业，新增电信企业和政府部门，市场营销服务

人才比重将超过技术人才。人才构成进一步变化为：经营管

理类、通信技术类和市场营销类，人才需求比例为2：3：5.这

个比例中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人员比重较之前有所上升，预

示着更多非通信专业人才将涌入通信行业。目前通信业进入

行业的调整期，业内人才存在严重的"高不成低不就"现象。

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不具备更高的战略眼光，很难担当更高的

职位；而对于目前从事的工作已无新鲜感，一大批中级人才

遭遇"天花板".这为有冲劲、积极主动的新人提供了很多机会

。 汽车业人才全面紧缺。未来5年，根据汽车发展的水平和

需要来看，人才供求矛盾的变化将不是渐增，而是激增。这

意味着人才供求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尤其是研发机械工

程师、销售和市场人员的新增工作机会将非常可观。在汽车

企业的招聘中，不是哪类人才比较重要，而是各类人才都很

重要；不是哪类人才紧缺，而是全面紧缺。国家人事部人才

流动开发司发布的公告指出，汽车人才已高居北京2006年紧

缺人才榜首。目前汽车业招聘按岗位集中在研发、销售、品

牌、售后领域，尤其缺少既了解汽车构造、产品性能，又了

解企业文化和市场需求综合性火才。2007年汽车人才需求领

域包括：汽车研发人才、维修人才、营销人才、管理人才、

汽车服务人才等。 快速消费品营销人才缺口大。快速消费品

行业的人才缺Vl将依然主要来自市场营销岗位。近年来，该

行业大量的市场、销售人员，特别是品牌建设人员流向其他

行业，而从其他行业流向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市场人员并不多



。从2006年8月份开始，不少快速消费品行业知名企业开

始2006年下半年的新一轮招聘，蒙牛、联合利华、青岛啤酒

、达能等均在其中。据猎头人士分析，快速消费品企业对营

销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未来的市场缺口也最大。最热门的

营销职位包括品牌经理、产品经理、城市经理、大区经理、

渠道经理、KA经理（重点客户经理）等。 在某招聘网发布

的7月就业指数中，上海、广州两地消费品行业职位数量在各

行业中排在前列，上海消费品业职位数占总职位数的8.53％，

居各行业第四；广州占l2.06％，位居第二，仅次于计算槐／

信息行业。中华英才网职业顾问分析认为，快速消费品行业

销售类人员通常占企业员工总数的30％以上，每当行业对人

才出现集中需求时，首当其冲的是市场营销类人才。 除了大

量需求一线业务推广人员、销售代表之外，对营销管理类专

业人才需求也较为迫切，这也是快速消费品行业缺口较大的

人员。在2007年的人才市场，快速消费品的营销人才将非常

抢手，相关企业将有必要继续对此类人才进行储备。 石油业

专业人力资源匮乏。石油行业招聘企业以特大型国有企业和

外资石油服务公司为主。外资石油企业方面，其在中华英才

网上所发布的职位显示出，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地质工程

师和钻井工程师有明显的人力资源匮乏的现象。同时，因为

目前石油企业人才流动的内外部条件还未成熟，所以外资企

业虽然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等优

越条件，招聘到所需的研发技术人员也有一定难度。国有企

业方面则是从事跨国经营的人才极为紧缺就陆上石油企业而

言，无论是各石油企业还是三人集团公司直属机关，从事跨

国经营的管理人才都不足总人数的1％。 材料六：大学生求



职的误区期望值过高，不少大学生自认为学识渊博，从政、

经商、做学问不费吹灰之力，伸手就可以出成果。因此，他

们在择业时极容易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自然择业

困难。过多的物质要求，许多大学生过多考虑物质条件，不

但要求月薪高，生活好，还讲究住房、奖金等林林总总的物

质享受，如果用人单位稍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便潇洒地"

移情别恋". .迷恋大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只有到

大型企业去干，才能充分发挥出聪明才智，因为大型企业具

备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机遇好，福利好，工

作稳定，而小企业只有那么几十或几百号人，资金不雄厚，

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前途了。 追求热门职业，行政、人事、财

会是大学生追求的热门，可毕竟僧多粥少，人才济济，用人

单位百里挑一，落选者甚多。一些冷门职业尽管急需大批人

才，但问津者寥寥无几。这样，在人才市场就出现了"热门难

进，冷门更冷"的怪现象。调查表明，用人单位主要是根据求

职者的工资要求和实际生产能力来确定是否聘用大学毕业生

的，而且，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现实需求量小于最佳需

求量。其次，用人单位大量聘用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的招收

和解聘成本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当今科技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虽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很多高新技术

企业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但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聘

用新员工必须支付各种成本，包括工资成本、搜寻费用和其

他支出。为此，大多数企业在聘用大学毕业生时都会很谨慎

。 三、作答要求 1.用四句话分别概括材料二中A、B、C，D

四段的内容，不超过50字。要求：概括准确，语言简练。

（20分） 2.就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概



括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要求：概括全面，准确简

练。（30分） 3.就所给材料从解决大学生就业的角度写一篇

不少于1000字的文章。要求：自拟标题，观点明确，条理清

晰，论述深刻。（50分） 点击下一页查看答案"#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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