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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A6_E8_B0_83_E6_c26_515665.htm 被称为“中国第一大

考”“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逐年升温，今年更是进入“

高烧”状态：统计显示，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审核的

报名人数创纪录地超过105万人，比2008年增加20多万人；各

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与上一年的60：1相比，大幅增

长。 人们对“公务员热”并不陌生，而眼下“高烧”到如此

程度，颇值得深思。在走访考生后可以发现，看似盲目的公

务员考试热背后，其实是众多考生的无奈。 为就业，大学生

加入“考公”大军 黑龙江省一所省属高校经济学院金融专业

的小王今年7月份刚刚大学毕业，因为年初考研失败，又一直

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她今年也加入了报考公务员的队伍。 小

王告诉记者，自己的大学同学有的顺利就了业，有的读上了

研究生，而自己大学4年读下来却好像一事无成，读书、就业

两头不沾边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毕业时还经常和同学打

打电话聊聊近况，可几个月下来，总听见人家聊工作、聊越

来越充实的生活，自己感到特别失落，慢慢就和大家疏远了

。 大学毕业了却不能自食其力“赋闲在家”，这种状态让小

王如坐针毡。思来想去，她还是报考考试，大网站收集了公

务员考试做最后一搏。因为她给自己定下了只能成功不能失

败的目标，使得这次考试似乎比高考还要艰苦，心理压力很

大。 小王说，她每天都会8点钟起床准时开始复习，直到晚

上11点。虽然大学几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可因为心里承受着

不准失败的重担，被压得异常疲惫，喘不过气。 更严重的是



，因为自己长期没找到工作，小王家的家庭氛围也日趋紧张

。小王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自不必说，父母也跟着着急上火，

三口人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小王说：“我也很想就

业，也能理解父母，他们期待我有一个高起点，希望我有一

份稳定的工作。” 为了考试，小王先后上了两个公务员考试

辅导班，各种辅导书也是一应俱全。虽然为考试尽可能做了

充分准备，可招考计划一公布，小王还是傻了眼。因为学历

是大学本科，专业又是金融，这些都严格限制了小王的报考

选择。 “许多公务员的招考条件都提高了，不是统招硕士研

究生根本不能报考，而且专业也限定得非常明确。”记者看

了一下小王手中的某省公务员招考计划，个别热门的省直机

关甚至要求报考者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看来，要想考入这

里的公务员队伍，没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难度的确非

常大。 万般无奈之下，家住省会哈尔滨的小王最后选择报考

了黑龙江省另外一个市的政府机关。报名截止后，发现这个

岗位仍然是100多人录取一个的录取比例。小王将面临的，是

同样激烈的竞争。 为跳槽，一些在职者“屡败屡战” 据了解

，建立人才考试录用制度是我国在干部人事制度上革除陈规

、锐意改革的重大举措。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

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正式建立

。随后，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又制定下发了相应的实

施办法和细则，形成了涵盖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监督

等诸多环节的考录法规体系。 随着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

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更多已就业者必须适应公务员“

逢进必考”的规则，进入这支队伍必须通过相关考试，这无

疑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所增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的资格审查已经通过了，今年我还要考公务员，祝福我

吧！” 这是今年7月从黑龙江一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

周发给朋友的一条短信。小周曾在去年的公务员考试中失利

，今年报名工作一开始，她就又跃跃欲试了。小周表示，不

管结果如何，今年还要再尝试一次。 与很多毕业时遇到了就

业困难而把报考公务员作为就业出路的大学生不同，小周一

毕业就在银行系统就业了，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和待遇也不

错。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报考公务员呢？小周认为，在银行

系统工作，尽管工资高、待遇好，但是由于专业不对口，个

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遭遇“瓶颈”。公务员的工作就业

前景好，接触社会的层面较广，能够更好提高和锻炼自己各

方面的能力。 像小周一样，对目前从事的工作不满意，期待

着成为“风险小、待遇高、有身份”的公务员，是许多人重

回考场的重要原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公务

员”在很多人眼里具有其他职业身份难以比拟的吸引力。 为

成功，应试者跨省“奔袭” “如果想成为公务员，仅仅在一

个省份报考是远远不够的。”拥有丰富公务员考试经验的潘

同学向记者介绍跨省应考经历时，风趣的言语中透露出些许

疲惫和无奈。 小潘说，一般而言，考生可以报考国家公务员

考试和各省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但由于公务员考试各考试，

大网站收集个省份的报考时间从11月到第二年4月不等，因此

，许多考生为了增加就业筹码，选择跨省考试增加自己应考

成功的机会。 “我曾参加过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以及河

北省的公务员考试。每次考试成绩都在120分以上，有时候甚

至达到130多分，尽管如此，这些考试第二轮的复试都没有通

过。”现就职于山东省济南市某律师事务所的小孙曾经4次参



加跨省公务员考试，提起其中过程，小孙向记者介绍，舟车

劳顿、身心疲惫是漫漫赶考路上的最大感受。 每次去不同的

省份参加公务员考试，小孙都要做好详尽准备：出发前要仔

细查找列车时刻表，选择最便宜的行车路线；上网寻找考试

地点附近住宿的地方，既要来往方便，又要考虑花费。 小孙

说，也有比较幸运的情况，比如在所去的城市有同学或者亲

戚，就会和他们联系到家中住宿。虽然这样免不了给人家带

来麻烦，可为了省钱，再不好意思也得“放下面子”。 今年

，小孙又义无反顾地报考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当记

者问其原因时，小孙表示，喜欢公务员工作是他做此选择的

重要原因，无论多难，他都会再做一次努力。 针对公务员考

试“高烧”现象，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示，这与

全社会的就业导向息息相关。在人们看来，公务员地位较高

、待遇好，这种看法像指挥棒一样调动着年轻人的热情。此

外，今年全球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危机，一些企业严重受挫

，中小型的民营企业经营艰难，就业岗位减少，也是导致今

年公务员过百万的因素之一。 有关人士建议，政府应发挥积

极的引导作用，除进一步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外，还

应该引进国外先进经验，通过非政府事业单位对人才的“吸

收”，缓解目前公务员考试热带来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