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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生就业现状与对策分析

刘 琳

(西 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 502 2)

【摘 要】 大学生就业 问题是全社会关注 的一个热点问题
,

也是 困扰政府和高校的一 个难

题
。

大学生就业难是 由多种原因导致的
,

诸如高校专业设置不当
,

培养 目标错位
,

大学生就业观念

落后
,

以及用人单位追求高学历
,

形成人才高消费等
。

本文对大学生就业问题作 了一定分析
,

并提

出了相应对策
。

【关键词】 大学生 ; 就业 ; 原 因 ;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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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的就业形势及分析

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林惠青同志在一次

接受采访时谈到 20( 又年的大学生就业仍然是机 遇

与挑战并存
,

2X( 抖年高校毕业生 28 0万
,

比200 3年增

加6 8万
,

增幅32 %
。

如果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积淀下来

的毕业生
,

2以科年各类大学毕业生总人数可能突破

300 万
。

从全国的整体就业形势来看
,

劳动力总量供

大于求的局面将会长期存在
,

城镇登记失业率有可

能进一步上升 ;下岗失业人员数量居高不下
,

结构性

矛盾将更加突出 ;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大
,

这

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压力和难

度
。

毕业生就业面临严峻的形势
,

不容乐观
。

在充分看到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严峻性
、

复杂

性
、

长期性 的同时
,

也应看到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中的问题
、

前

进中的问题
。

近年来
,

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

条件下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
,

对扩大就业产生强

有力的拉动 ; 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

构的调整
,

高校毕业生作为高素质的人才将拥有更

多的就业空间
。

已出台的各项毕业生就业政策也将

发挥积极的作用
。

但是
,

总的来说
,

2《X抖年的宏观就

业形势依然严峻
,

大学生依然面临就业难的问题
,

究

其原因
,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 ) 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长期以来
,

由于高校专业结构的调整缓慢和人

才培养的滞后性
,

叠加了社会需求的变化
,

进一步诱

发结构性的供需失衡
,

使供需矛盾加大
。

如高校的一

些专业出现一哄而起
,

造成大学生进校时的热门
,

毕

业时的冷落
。

而且高等教育已进人到一个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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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这个阶段有两个突出的标志
,

一个是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
,

市场已经成为人力资源配置的一

个基础
。

其二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

大众化的高等教

育不仅是一个量的变化
,

更重要的是一个质的变化
。

但是高校由于现有的师资
、

设备
、

实验等条件的限

制
,

专业调整始终跟不上
,

以至无法对人才的社会需

求结构有一个合理的预测
。

加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的调整
、

加人世贸组织后整个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等
,

造成用人信息的急剧变化
,

毕业生就业信息严重

失衡
,

出现了有业没有人就
,

有人没有业就共存的现

象
。

(二 ) 就业的市场化与培养目标错位的矛盾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

在高等教育大

众化的发展阶段
,

高等教育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

其

结构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

从而才能较好地实现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功能和效益
。

但是我国目前高校

的专业设置
、

培养摸式还未能很好地适应大众化的

发展要求
,

学校的招生计划
、

专业结构
、

教学内容基

本上仍然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运作
,

无论是本科

还是研究生
,

培养 目标几乎都是
“

高层次人才
” 、 “

理

论型人才
” 、

甚至
“

精英人才
” ,

而大量的技能型
、

应用

型人才却供不应求
,

教育脱离市场的现象十分严重
。

盲 目招生
、

盲 目设置专业
、

学生毕业后普遍存在知识

面狭窄
、

能力较差
、

适应性较弱等问题
,

很不利于大

学生的顺利就业
。

(三 ) 就业的市场化与保守的就业观之间的矛

盾

就业市场化即大学毕业生全部进人人才市场
,

由人才市场配置人才就业
。

各类人才要适应人才市

场的需求
,

要遵循人才市场的规律
。

但很多大学生不

是立足于选择最能发挥 自己的作用
、

实现 自我价值

的岗位
,

而是盲 目追求高工资
、

事业单位
,

拥挤在大

城市
、

大企业
。

而国家的发展则需要他们到西部去
、

到基层去
,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奋斗
、

去实践
,

去

建功立业
,

这种人才需求的不对称
,

使得老少边穷地

区招不到人才
,

经济发达地区挤满了人才
,

使地区发

展更加不平衡
,

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

毕业生也因此丢

掉了广阔的市场
,

必然会到处碰壁
。

二 正视就业形势 转变就业观念 适应

社会需求

应该说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经

济
、

增加就业岗位
,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然而
,

发展

经济
、

增加就业岗位是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
,

它涉

及到政府
、

社会的各个方面
。

在此
,

我们仅从学校的

工作出发
,

提出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对策措施
。

1 大学要适应就业市场
。

大学毕业生是高校生

产出的
“

教育产品
” ,

要使我们的
“

产品
”

能够做到产

销适路
,

广受欢迎
,

就需要加快教育教学改革步伐
。

大力推进以就业为导向
、

以市场为导向
、

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
、

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
。

各类大学要从本地及全国人才市场的需求出发
,

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
,

按市场需求制定教育规划
、

培

养模式
、

人才规格
,

按照岗位能力要求设置课程体

系
,

高职院校可实施
“

订单式
”

培养目标
,

加大
“

双证

书
”

工作力度
。

密切同用人单位
、

人才市场的联系
,

加

强市场调研
,

了解市场对人才规格
、

学生素质的要

求
,

瞄准市场培养人才
。

在教学环节上
,

应加强实践

环节
、

创新环节的设计
,

教育
、

帮助学生增强适应就

业市场的竞争能力
、

就业和创业能力
,

为就业早做准

备
。

高校应建立和完善就业指导机构
,

切实采取措施

加强就业教育
,

就业指导应贯穿大学生活全过程
,

新

生人学之初
,

即着意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
、

职业素养

和进行职业规划
,

加强职业选择教育
,

帮助大学毕业

生成功走 向市场
。

2 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
。

( l) 毕业生要树立只

要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和收人 即为就业 的观念
,

应该改变职业有高低贵残之分的观念
。

有些毕业生

把从事体力劳动或是服务业等工作看成是
“

低贱
”

的
,

只有当国家干部
、

端铁饭碗
、

进大企业才算就业
,

许多大学生只把眼睛盯在大城市
、

大单位
、

高收人
、

高地位的工作岗位
,

导致大家一窝蜂地往少数地区
、

少数部门
、

少数单位和职位挤
,

使这些单位和职位的

竞争过于激烈
,

造成了就业难的假象
。

而从全国范围

来看
,

我国各地各行业的人才缺口还是很大的
。

广大

农村地区
、

边远地区
、

西部地区对大学生的需求量非

常大
,

可供学生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也很广阔
。

大学

生只要放下架子
,

降低期望值
,

给 自己准确定位
,

改

变 自己的就业取向
,

找到适当的就业 岗位并不难
。

( 2) 毕业生要树立先就业
、

后择业
、

再立业的观念
,

走

一条面对现实
、

降低起点
、

先融人社会再寻求发展的

道路
。

在 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

毕业生只要有单位

接收
,

就应该先就业
,

首先融人社会
,

脚踏实地锻炼

自己
。

工作一段时间后
,

如果单位不适合 自己发展
,

可以重新选择职业
。

加人W TO后
,

随着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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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

知识
、

产品的更新换

代加快
,

在就业机会不断增长的同时
,

失业的几率也

在增大
。

由于职业和岗位变动频繁
,

许多人不会
“

从

一而终
” ,

就业
、

择业
、

创业
、

发展也是伴随一生的事

情
。

只有树立新的择业观
,

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和知识更新的要求
。

3 学生应提高自身素质
,

增强竞争能力
。

目前
,

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

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较量
,

大学生要把握就业的主动权
,

就必须注重 自身能力

的培养与素质的全面提高
,

在现代就业体制下
,

用人

单位在进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

条件要求也更

加苛刻
,

除要求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外
,

还要求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

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

创

新能力和敬业精神
,

特别亲睐有专长的复合型人才
。

那种
“

记忆型
” 、 “

知识型
” 、 “

书生型
”

的大学生已不适

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

而学生干部
、

党员
、

三好学生
、

英

语基础扎实
、

计算机有特长
、

获奖过级证书多且表达

能力强的毕业生往往受到青睐
。

因此
,

大学生在校学

习期间
,

要树立明确的学习 目的
,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学习
,

努力培养 自己 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

良好的社

会活动能力
,

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

树立强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
,

培养健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
,

全

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

为参与竞争奠定厚实的基

础
。

总之
,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

面对新的机遇

和挑战
,

只有从我做起
,

更新观念
,

积极实践
,

准确定

位
,

发扬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
,

才能在广阔的天地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

更好的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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