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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9_BB_91_c26_646211.htm 高校毕业生就业 满分100分 时

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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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时限：150分钟。其中阅读资料参考时限30分钟左

右，作答参考时限120分钟左右。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

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资料 1．2009年

中国将有611万大学生毕业，其中的大多数人眼下正在为工作

而煎熬。当然，任何时候都有所谓的“幸运儿”存在。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的许多应届毕业生就是这样的幸运儿。 2008

年12月20日，总理温家宝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看望

大学生，一位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向总理表示了自己对就业的

担忧。这引起了总理的共鸣。温家宝说，他现在最担心的两

件事都和就业有关：“其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其二是大学

生就业问题。” 2008年从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张×，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个学了四年农业机械的娇小女孩发誓要

把大学专业忘掉，因此从没想过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

作。2008年上半年，她在疲惫和失望中奔波在北京，发现要

找到“理想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为了给奥运会让路，北京

不再举办大型招聘会，许多大学甚至提前放了假。这一年有

不少北京高校的毕业生成了志愿者在奥运结束之前，他们总

算有了个去处。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一天，张×窝在和男

朋友租的房子里看了开幕式。北京的夜空中升起了如梦如幻

的“大脚印”，她觉得自己的北京梦也像烟花一样，升起，



然后一点点熄灭。 2008年经历了幻灭的大学毕业生远不止张

×一个。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度《社会蓝皮书》提供的

数据显示，2008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超过12%。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08年共计有559万大学生毕业，也就是

说，其中至少有67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张×最后和同样是应

届毕业生的男友一起，加入了男友叔叔的公司。男友的叔叔

是民营书商和农业机械一样，这也是一个张×从来没有想象

过的行业，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几个月后，她第一次把男

友带回老家农村过年，发现自己的求职经历还不是最糟糕的

一个。她的妹妹2008年毕业于一所新高职院校，经过半年实

习，目前正在失业之中。 她还有两个堂妹和一个堂弟正在上

大学。张×的父母和叔叔们没有主动和她谈起过她的工作，

这让张×觉得惭愧。她闭口不对堂弟堂妹们提起半年来的艰

难，决定把找工作的经历像大学专业一样忘掉。 实际上，张

×的遭遇没有什么新鲜可言。2008年11月，即将从中山大学

医学院毕业的硕士生王×终于和上海一家区级医院签下了就

业协议这还不是正式的聘用合同签约的时候，她带着初出茅

庐的毕业生特有的焦虑，问了一下如果单方面解除协议需要

支付多少赔偿金的问题，医院人事科的工作人员立刻停下手

中的笔，警惕而不耐烦地说：“如果不诚心来，不如不签，

我这里还有200多份简历在等着呢”。这种毫不客气的直率态

度吓到了王×，也把其他如鲠在喉的问题待遇、编制、进修

机会等等全部吓回她肚子里去了。 这份协议带来的安全感是

无与伦比的。同学仍然陷身于“海投”这个新名词指的是毕

业生无目的、无区别地向一切可能的岗位投去简历的苦海中

时，王×可以多少带一点闲情逸致，到那些她真正心仪的医



院去碰碰运气了。 对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庭

而言，大学生就业难已经不再是新话题。令人忧虑的是，经

济增长在2009年将不可避免地放缓，新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少

，让这个老难题雪上加霜。 2．选择留在京城的比例减少，

“发展前途”被大学毕业生看作择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

是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对2500多名2009年应届毕业生

择业意向问卷调查的结果。统计结果显示，毕业生对就业前

景趋于理智，保持谨慎，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调查结果显

示，大学毕业生对就业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也有相应的思想

准备，就业期望值有所下调。 在回答“你认为2009年我国高

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如何？”时，超过40%的毕业生选择了

“预计比2008年差”，36．78%的毕业生选择“预计与2008年

差不多”；对于第一份工作的薪酬，60%的毕业生的期望集

中在2000元至3000元之间，期望得到4000元以上薪酬的不

足8%；若求职状况不尽如人意，72%的毕业生表示可调整期

望值，但要视情况而定。 毕业生对自己的实践能力不太自信

，有近20%的毕业生认为现在最欠缺的是实践能力。其他选

择较多的“不自信”分别是外语水平 (19．56%)、专业知识和

技能(18．58%)、社会活动能力(18．04%)。 在就业地域的选

择上，超过七成的学生期望能留在北京，沿海地区为毕业生

的第二选择。前些年一窝蜂地留京现象有所改变。在回答“

选择留京的原因”时，75．62%的毕业生认为，北京有更多的

发展机会。在选择就业单位的影响因素中，76．36%的学生首

选是发展前景和机遇，位列第二位的是“经济收入”。 如何

解决就业和个人兴趣之间的矛盾，近半数毕业生表示，兴趣

要服从工作。这显现出这些大学生已经开始考虑实际的需要



。但也有近三成的学生表示，“没有兴趣的工作我不找”。 

毕业后初步意向为直接就业的学生占到了47．16%，决定考研

的学生比例为37．40%。本次问卷同时结合“校漂考研族”主

题进行了调查，有67．85%的学生表示，如考研不成功将积极

准备参加工作。近14%的学生表示，不做其他打算，继续复

习，明年再考。 超过半数的毕业生表示，可以接受跨专业就

业。初步就业意向的调查中，选择“个人创业”的学生不

足3%，对于个人创业缺少勇气和信心。 “你首选的就业部门

”32．58%的学生选择了“外企”，国企(21．15%)和机关(16

．33%)分列二、三位。近40%的学生表示，喜欢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岗位。35%的学生首选管理岗位。 超过三成的毕业生

认为，社会交际能力强是当前择业的最大优势之一。“有特

长”、“成绩好”、“做过学生干部”位列其后。 北京大业

大学就业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建议，毕业生在择业地点、职

位等方面，切忌随众心理。要清醒地认识自我，结合自身的

兴趣，选择自己更具竞争优势的职位。同时，要全面丰富就

业知识，增加实践机会，提升就业能力。 3．鼓励高校的科

研专项吸收毕业生参与研究，其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

费从项目经费中列支。作为2009年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一项新政策，有关人士表示，高校毕业生参与科研项目，

既可以促进科研的发展，又可以延长毕业生学习和研究时间

，这对缓解当前就业压力将产生积极作用。 据统计，2009年

，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将有20万余人，比2008年增加近2万人

，为历年最多。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教育部门积极出台

多项措施帮助毕业生实现就业。根据要求，2009年，承担国

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高校要积极聘用优秀毕业生参与研



究，给予其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补助，由项目经费

列支。在参与项目期间，毕业生户口、档案可存放在项目单

位所在地人才交流机构。聘用期满，可续聘或到其他岗位就

业，聘用期间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连续计算。 据悉，鼓

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及自

主创业，将是黑龙江省高校着力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旋律

。2009年，黑龙江省将充分利用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

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大学科技园区，为大中专学校毕

业生和在校学生构建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创业实践。对有创

业意愿的学生提供项目引导、技能培训、专家指导、法律援

助等公益性服务。同时，教育将与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科技、财政、金融等多部门一道，在政策、经费等方面大力

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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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