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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9_87_91_E

8_9E_8D_E5_8D_B1_E6_c73_646207.htm “受2008年以来的全

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毕业时已经确定单

位的比例8年来首次降到40％以下，硕士的初次落实率下降幅

度最大，本科生的下降幅度最小。性别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机

会的影响显著，男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明显大于女生。” 11月7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丁小浩发表了名为“金融危机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分析”的报告。从2003年开始，丁小浩教授与同事们持续关

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隔两年，他们都会对毕业生的就

业状况进行一次调研并发布相关报告。 从今年6月开始，丁

小浩教授与同事们对全国20多所各类高校的大约两万名应届

毕业生进行调查。调查者认为，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

机使得本已严峻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加凸显。此次发

布的报告综合了从2003年开始的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

查的四次调查数据，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进

行了分析。 初次落实率下降明显硕士生下降幅度最大 调查显

示，初次落实率（初次落实率指全部毕业生中“已经签约”

、“已确定单位，等待签约”、“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灵

活就业”、“读研”和“出国”毕业生所占的比例）呈现倒

“U”形状的趋势，从2003年的59.8％上升到2005年的69.9％

，再上升到2007年的71.1％，而2009年下降到65.0％。从统计

结果来看，毕业生毕业时“已确定单位”的比例都在50％以

下，而2009年的比例则为34.6％，8年来首次降到40％以下。 



各层级的毕业生的初次落实率也呈现倒“U”型。2009年各学

历层次的初次落实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降幅最大的是

硕士，下降了18.7个百分点；其次是博士，下降了13.2个百分

点；第三是专科，下降了5．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小的是

本科，下降了4．4个百分点。 调查特别分析了专科初次落实

率下降的原因。在2003~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受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进出口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

加，有利地拉动了民营企业、外贸企业的就业，因此社会对

毕业生，特别是高职大专毕业生的需求增加较多。但是，这

次金融危机恰恰对中国的进出口影响最大，因此与对外贸易

相关的企业受到很大冲击。这可能是导致高校毕业生，包括

高职和大专毕业生初次落实率下滑的重要原因。 与以往一样

，毕业生的起薪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提高，毕业生的名义月

起薪呈现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按消费物价指数

（CPI）进行调整的话，2009年的2013元比2003年的1569元有

了明显的提高。调查分析，2009年平均月起薪之所以有较大

幅度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就业单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就业比例有显著的上升

。 性别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影响显著，男生找到工作的

概率明显大于女生。性别因素对毕业生起薪水平的影响也很

显著，男生起薪水平高于女性。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理工农

医专业上。2009年男性毕业生的初次落实率为69.6％，而女性

为60.1％，相差9．5个百分点。男性毕业生的月起薪平均

为2466元，而女性为2242元，相差224元。 丁小浩教授认为，

从初次落实率的变化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会影响就业的增长

空间，加剧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供需矛盾。2009年第三



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9％，这是中国经济增速自2006年以来

首次降至个位数，并有可能全年的GDP增长不超过10％。这

必然会对高校毕业生初次落实率产生不利影响。 国企重新成

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首选 国家机关、学校、国有企业、三资

企业、私营企业是高校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单位。但是对比

四次调查，这个数据有了明显的变化。2007年前增长幅度最

大的是私营企业，2003年所占的比例为10.7％，到2007年，这

一比例上升至34.2％，2007年私营企业一跃成为毕业生就业的

最主要单位。但是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私营企业

所占的比例下降到26.9％，退居第二位。 2007年前下降幅度

最大的是学校，2003年所占的比例为23.1％，2007年降至5.4％

，但是2009年回升到7.6％。同样，在2007年前国有企业也呈

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2009年有很大的反弹，从2003年

的34.5％下降到2007年的23.5％，而2009年回升至34.3％，重新

回到第一位。此外，三资企业也是毕业生重要的选择，所占

的比例接近10％。国家机关所占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

。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2009年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显著，国有单位的比例普遍上升，而外资企业和私营

企业的比例都有下降。“某种工作单位就业比例的上升并不

一定意味着就业岗位的绝对增加。”丁小浩教授说。她分析

，这种结构的变化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为促进大

学生就业采取了很多就业政策，政府能够提供的岗位都是国

有单位，而国有单位就业岗位的绝对增加使得国有单位的比

例上升；二是因为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机会显著减少，

国有单位就业岗位即使不增加，也会使得国有单位的相对比

例上升。 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会对高校毕业



生就业需求的结构产生影响。丁小浩教授说，由于政府对就

业的重视和干预，高校毕业生在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部门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而私营部

门、中小企业的就业比例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导致毕业生的

平均起薪处于较高水平的主要原因。 生源地或学校所在地是

毕业生就业首选 不论是从生源地的角度还是从院校所在地的

角度来分析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本地就业率都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丁小浩教授说，在2008年按生源地的统计结果中，全

国平均为82.3％，其中京津沪地区表现了最高的比例，为95.3

％；其次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比例最低，

为75.6％。 在2008年按院校所在地的统计结果中，全国平均

为74.6％。其中东部地区（不包括京津沪）比例最高，其次是

西部地区和京津沪地区。中部地区的比例依然最低，为64.8％

。这说明，生源所在地和院校所在地对毕业生的工作找寻具

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从毕业生流入和流出的规模来看，东部

地区始终是流入规模最大的地区，流入与流出比最高的是京

津沪地区；中部地区则是流出规模最大的地区，也是流入与

流出比最低的地区；西部地区的情况接近中部地区，流入流

出比略高于中部地区。这表明我国高校毕业生“孔雀东南飞

”的现象依然明显。 从毕业生流入和流出的趋势来看，东部

地区（包括京津沪）尽管对中西部地区的学生的吸引力依然

很大，但从2004~2008年的趋势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毕业生去

东部地区就业呈总体下降趋势。而与此相对的，东部地区毕

业的学生到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业的学生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丁小浩教授分析，一方面可能是国家

的就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毕业生的去向产生影响，同时传统



的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东部地区出现劳动力市场饱和现象，从

而导致毕业生就业的困难。 “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

区差异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严重，经济不发达地区和

部分就业岗位很难对高校毕业生形成有效的吸引力。虽然政

府推行西部大开发计划等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系列政策，

但依然从根本上难以补偿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

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基本态势。”

丁小浩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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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