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解决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贫困

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正是关系到“就业”、“社会公平

正义”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典型社会问题。研

究和逐步解决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贫困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据教育部的一项统计，我国高校经济困难学生

总数已达400多万，占在校生总数的20%至25%，其

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至10%，

大规模的扩招使得贫困大学生的绝对人数也在急

剧增多，从而成为了大学生就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群体。

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学生相比，贫困大学生

多来自穷乡僻壤或城镇低保家庭，既没有可以依靠

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因而就

业渠道相对较窄。在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的就业

环境中，贫困大学生在就业竞争力上普遍弱于其他

大学生，出现了签约时间滞后、签约率较低、择业岗

位有偏差等现象，就业难的问题异常突出。

从2007年6月对我校80名贫困生进行的问卷

调查可知，已经找到工作或有了工作意向的贫困生

只有50%，还低于我校70%的一次性就业率。其主

要原因，因专业知识不足的占近20%，因就业信息

不足的占45%，因经济条件限制的占16%。从这些

数据足以看出贫困大学生就业现状不容乐观。因

此，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政

府、社会和高校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 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总体就业形势的压力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相

对较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就业形势严峻。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我国高等教育的毛

入学率已从1998年的9.1%上升到2005年的21%，

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然而

在大学毕业生数量迅猛增加的同时，社会需求量却

没有同步增长或速度缓慢，致使大学毕业生供需矛

盾日趋严重，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近559万，

比2007年增加64万，同比增加近20%，社会对高校

毕业生的有效需求仅占新增岗位的 22%。加之

2007年未就业毕业生，今年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总

量在650万以上。社会有效需求与毕业生规模增长

的速度不成正比，差异较大，导致高校毕业生供需

矛盾空前严重，出现又一个就业“高峰年”。全国就

业形势进一步严峻。

（二）贫困大学生总体上综合素质偏低，缺乏竞争力

经济因素对贫困大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

先，在学习方面，由于家庭经济的长期困扰，他们很

难安心学习。据2007年对我校部分学生的调查显

示，认为贫困对学业有“较大影响”和“一定影响”的

占75%，加上城乡差距和本身基础薄弱等原因，贫

困大学生中除了个别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外，其他都

表现平平。其次，决定一个人就业的因素很多，自

身素质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贫困大学生多来自老

少边穷边区和城镇低保家庭，受教育基础较差，特

别是综合素质教育方面，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锻

炼机会，贫困大学生往往在社交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沟通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方面表现出不足，无

法满足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和特长的要求，

这些都直接导致他们在就业上处于劣势，而严峻的

就业形势又将这种劣势进一步扩大。

（三）经济与社会资源匮乏延缓了贫困生就业进程

就业岗位竞争大，要求高，造成了高就业成

本。为了应聘到一份工作，单是准备简历不够的，

要购买象样的服装，最好能有手机方便联系，还要

参加各种证书考试和招聘会，而且不是一两次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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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合适的工作，有时还要到异地去寻找机会；这

些费用加起来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这就成了贫困

大学生求职的“拦路虎”，给经济条件较差的贫困大

学生无形中设置了“门槛”，使得有些贫困大学生因

为考虑费用的支出只能坐失良机，望职兴叹。

随着毕业生就业体制的改革，人才市场上资源

配置的方式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在公平竞争的用

人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各种人为因素对就业的影

响仍然很大。比如，有些单位的用人信息是不对外

公布的，这就需要有一定的人际关系才能获取到。

据有关数据调查显示，毕业生家庭背境越好，其工

作的落实率和工作质量相对越高；贫困家庭毕业生

严重缺乏来自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经济和“关

系”支撑，从而延缓了他们的就业进程。

（四）“贫困心理”的影响

贫困生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影响他们在校期间

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少数贫困生存在自卑心理，性

格孤僻内向，缺乏与老师和同学的沟通，在择业过

程中害怕竞争，急于求成，心理承受能力偏弱，容易

滋生悲观情绪。这些都严重影响其个人的全面发

展，也是贫困生就业难的因素之一。

贫困作为一种生存状况，给了贫困生以深深的

精神束缚，恐惧贫困成为他们的心理障碍。由于对

贫困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一心想要“跳出农门”，

因此在择业时普遍存在着期望值过高的现象；多数

贫困生将就业目标定位在大城市、薪水较高的外

资、合资企业或待遇、福利、社会地位和稳定性较高

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愿意下基层，到边远地

区和艰苦行业，害怕到了不理想的单位丢了面子，

害怕单位倒闭自己再次陷入失业和贫困。由于职

业取向较功利，择业范围受限，所以很多就业机会

与贫困生擦肩而过。

三 如何做好贫困生的就业工作
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既关系到千万个家庭，也

关系到学校与教育的使命，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

国家的未来。关注与支持贫困生就业，将他们“扶

上马”，送上“人生大道”，是高校“扶贫工程”极为重

要的环节。

（一）积极引导贫困生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思

路，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

就业观折射出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对贫困大学

生的就业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因此，高校应将就

业观教育摆在贫困大学生就业指导的首位。针对

毕业生对就业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学校相关部门

应多形式、多渠道地对毕业生开展教育，积极引导

帮助学生认清就业形势，充分认识自我；从而树立

主动的、积极进取的就业竞争观，脚踏实地的爱岗

敬业观，科学的职业选择观，道德诚信观等新的就

业观；只要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作用、于社会

有益的职业和工种都不妨一试，充分认识“先就业、

后择业”更有利于毕业生的现在与将来的可持续发

展。

（二）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大力促进贫困毕业生

与整个社会的和谐融合

高校贫困生问题是社会问题在高校中的一个

折射，贫困大学生不仅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更负

载着一个家庭脱离贫困的希望，这一点在偏远山区

体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贫困大学生不能就业，这种

贫困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贫困大学生

同样是我们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是国家建设的重

要力量。全社会应对贫困生就业予以深切关怀和

高度关注，对贫困毕业生的利益和要求应当有所倾

斜，给予其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切实规范就业政策，

为贫困毕业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进一步规

范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理顺人员选拔机制，尽量

减少人情因素，进一步做到公平公正、竞争择优，让

毕业生凭能力就业。

（三）努力提高贫困毕业生的求职择业能力

就业不等于扶贫。希望用人单位降低门槛，给

贫困生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不现实的，应把贫困生的

心理问题、学业问题和能力培养放在首位。只有提

高贫困生的综合素质、整体能力，才能提升就业能

力。高校应加强对毕业生就业观念的正确引导，使

其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在择业过程中扬长避

短，不好高鹜远，形成积极的就业态度和高尚的择

业动机，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平常心去选择适合自

己未来的职业。

高校应从学业到就业、从心理到生活等多方面

系统地对贫困生予以帮助。如开展职业测评，将就

业指导工作建立在科学测评的基础之上；注重职业

技术资格和职业技能培养，提升贫困大学生就业竞

争力；掌握有效求职面试技巧，积极引导毕业生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人际关系与组织协调能力，

消除自卑胆怯心理，逐步树立信心，激发自强精神，

强化竞争意识，以形成面对就业不畏拼搏，敢打必

胜的进取心态。

（四）加大帮困扶贫力度，为贫困毕业生创造良好的

就业条件

近年来，国家和高校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初步形成了对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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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远远不够。还应继续加大和完善“奖、贷、助、

补、减”的贫困生资助体系，争取将贫困生相关信息

网络化，争取更多的社会资助；积极请用人单位“走

进来”，为贫困生搭建就业平台，提供方便、快捷的

服务，减少异地求职的风险和费用，帮助他们赢得

更多的就业机会，抢占市场先机；广泛动员校内干

部教师参与就业工作，有重点地“一对一”帮扶贫困

生就业；同时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为其顺利

就业提供必要的就业资助。

关注与支持贫困大学生就业，将他们“扶上

马”、送上“大道”，是高校“扶贫工程”最为重要的环

节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也将深刻地

影响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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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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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becomes increasingly severe day by day. The poor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some objectively existing unfavorable factors affect their
employ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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