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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9_99_95_c26_648197.htm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

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

读给定材料，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要写在指定位置。

不再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

，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

考人员允许离开时，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我国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率近年来维持在72%左右。截至2008年底，我国

有100多万大学生不能顺利实现就业。待业大学生，处于怎样

一种心理和生活状态?社会如何给他们更有效的帮助? 华东师

大教育科学学院学生李源源、社会学系学生齐美胜在丁钢教

授的指导下，以“待业大学生群体生存状态研究”为题，实

地调查了沪上大学生待业群体的情况，其中包括上海户籍和

部分非上海户籍大学毕业生，用2129份有效问卷和46个个案

访谈，勾勒出了这个群体的生存肖像。 “待业的大学生并不

是像一些舆论描述的那样整天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李源

源告诉记者。 调查显示，有68.1%的待业大学生把求职当作每

天最主要的任务.43.3%的人会用空闲时间看书自学或参加各

类培训班，以提高自身能力。可见，待业大学生一直积极而

且主动地谋取岗位，而非心安理得地接受家庭经济支持和帮

助。比起上海户籍的待业大学生来说，外地户籍的待业大学

生生活更为艰难。他们一般住在最廉价的旅馆里，远离家庭

、学校，希望能在上海打拼出一片天空。 在求职过程中，相



当多的待业大学生身心疲倦，情绪低落：57.1%的人感到很累

，40.1%的人感觉找不到目标，22.6%的人对生活感到失望。

“啃老族”是待业大学生最怕听到的称呼，他们的主要经济

收入来源于家庭支持，但他们绝非有意“啃老”，而是普遍

对“啃老”表现出了强烈的愧疚感。“父母都老了，可能会

生病或者怎么样，我毕业了但没能赚钱，还要靠他们养，想

想真是难过，欠父母的太多了⋯⋯”这种愧疚感给他们带来

很大的心理压力。 待业大学生人际交往显得封闭。调查显示

，有59.3%的人很少与人交流，有话却找不到人来倾诉。有学

生说：“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同学和朋友。

现在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只有我待在家里，一天都说不到几

句话。很多事情吧，又不能跟父母说⋯⋯” 大学生为何会待

业?是就业期望值太高，放不下架子吗?调查显示，待业大学

生中，大多数人对自身的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 有63.8%的人

认为自己介于精英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之间，28.8%的人认为自

己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仅有7.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精

英。在薪酬问题上，有48.5%的人愿意接受1001到2000元的工

资收入，这远低于上海市发布的2009年毕业生指导工资。相

比之下，待业大学生寻求个人发展空间的需求十分强烈。为

了追求个人发展，沿海大城市成为待业大学生求职的主要地

域。 2.华师大学生在研究报告中分析，待业大学生群体不能

顺利就业，与当前的就业环境和产业结构有关，即待业大学

生的出现，是由于总量性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引起的。多

数待业大学生把个人因素视为待业的主要原因。在“大学生

就业难，您认为谁的责任最大”中，52.5%的人选择了“个人

”.59.3%的人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就业难的原因。 



待就业大学生对于高等教育满意度如何?调查显示，1.3%的人

“非常满意”，14.7%的人“满意”，“一般”的比例

为55.9%，“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是24.0%

和4.0%。这说明待业大学生与高等教育培养体制之间并未呈

现紧张态势。 华师大学生在研究报告中建议，政府应建立专

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查显示，尽管57.5%的待业大学生

的生存成本由家庭承担，但是待业大学生仍然面临着较大的

生存压力。来自农村地区、非沪籍待业大学生，由于受到户

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遭遇生存困境。因而，建立专门的待

业大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降低待业大学生的生存成

本和求职风险，维护待业大学生尊严。 同时，有关部门应鼓

励和支持待业大学生，尤其是家庭经济贫困、来自农村地区

的高校毕业生，通过最廉价、快捷的方式(如网络)进行失业

登记，从而使待业大学生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基本生活补助

和就业服务。要重视相关政策的宣传效果和运行效率。调查

显示，尽管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就业，但是待业大学生

对现行就业扶持政策认知度较低。当然，待业大学生自身也

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相关信息，从而在相关政策的有效利用

中，改善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研究报告中还提出，社区

服务应关注待业大学生生存状况。社区可以依托社工，扩大

服务的范围，在服务对象上，尽可能打破户籍限制，从而让

更多的待业大学生从中受益。社区还可以根据待业大学生的

自身专业特长等现实条件，及时向待业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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