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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一份數據顯示，全
國約9%大學生處於失業狀態，而2011年全國大學畢

業生高達660萬，換言之，今年約有60萬畢業生將面臨失
業。其中，農村籍大學生佔比不容小覷。
據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說，幾年前

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已顯示，家庭背景愈好，社會
關係愈多，動員和利用社會資源為子女求學和就業服務的
權力就愈大，工作的落實率和起薪點就愈高。
在受教育水平均等的情況下，關係和門路往往是農村

學生和城鎮學生求職時的最大差距所在。出身農村的大
學生在城裡往往就業無門，這問題又被整體大學生就業
難現象所掩蓋。

欠關係門路 無緣進國企
華南師範大學法語專業的賴衛萍離開校園已經兩個月

了，因為還沒找到工作，和其他受訪者相比，她略顯焦
慮。畢竟，今年又將近700萬大學生走出校門。
她對記者直言，不打算在報考公務員或應聘國企、事業

單位方面多作嘗試，因為「沒關係的話就算，去了也未必
能入選」。往屆曾有同鄉的學長去應聘國企，「其實人家
入選早已經『內定』好了，他們都成了陪考的。」

出身受歧視 能力標籤化
廣東商學院的勞水玲對記者講述了自己一次憤憤難平的

求職經歷。這個曾經連續四年成績居院系榜首的尖子生，
在某國有銀行佛山分行面試時，曾遭遇「出身歧視」：
「面試進行到最後，考官突然問我家是哪裡的。我據實以
告。他竟像是有點好笑地問我『怎麼會來佛山呢？幹嘛不

回去算了？』」不出意料，她果然沒有能通過面試，至今
想起還難免感慨。
「我相信『沒有出身的尊卑，只有實力的高低』。但還

是會有許多人不自覺地認為農村學生的綜合能力不如城鎮
學生，尤其在見聞、膽識和交際方面。」
在採訪中記者也了解到，因為城鄉教育資源社會公共

資源分配不均，許多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在個人專長、
外語口語以及社交能力等方面，較之城市學生都顯得不
足，這也成為不少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拒絕錄用農村籍畢
業生的主要理由。

就業成本高 窮生等不起
最近，華南師範大學的秋霞把QQ個性簽名改成了「要

把一分錢掰成兩分花」。正處於實習期間沒有經濟收入的
她，在廣州市天河崗頂租了個700元的單間，加上交通費
100，伙食500，手機充值50，每月基本開銷將近1,400。這
個來自揭陽揭西縣的女孩早慧懂事，畢業後怕父母擔心，
不好開口討生活費，於是靠過去兼職存款，姐姐寄給她一
點錢，再加上問最好的同學借的幾百元，勉強在廣州度過
她的實習生活。當下最讓她感到茫然的是，想在城市闖一
闖，而昂貴的城市就業成本卻讓她「等不起」。
記者在採訪中也了解到，為了能在求職時贏得更多機

會，大學生們可謂是煞費苦心。從裝幀考究印刷精美的求
職簡歷，再到個人西裝革履行政套裝等應聘行頭，還沒找
到工作，就要先投入數百到數千元裝置，更有甚者耗資不
菲去整容。
這對於家境不佳的農村大學生來說，不僅是一種經濟上

的負擔，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壓力。

「城市機遇多」，是記者在採訪過程中聽到
大學生們提起最多的一句話，儼然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真理」。可既然機遇良多，為何還
有那麼多大學生折戟沉沙鐵未銷？城市對他
們而言，到底是一方「天高任鳥飛，海闊憑
魚躍」的理想國度？還是一塊食之無味棄之
可惜的雞肋？

現實雖殘酷無奈繼續拚
在廣州勞動就業服務中心外，記者遇到今

年畢業於廣州大學華軟軟件學院的小羅。這
個來自雷州半島的農村男孩畢業於三本院校
的一流設計專業，應聘月薪3,000至4,000元的
崗位屢屢被拒，用人單位說「硬件不夠」。目
前他在一間廣告公司供職，月薪1,800，設
計、創意、策劃、執行「一腳踢」。每天忙到
萬家燈火通明，有時還看㠥它們逐盞熄滅。
他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講述了電視劇《士兵

突擊》裡一段話：「你把他帶到這裡，讓他
看天外有天，卻又讓他回去。你把他做人的
根基都打沒了。」
然而，小羅沒想過回鄉。「始終是不甘心

的，如果真回去我會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吧。家鄉外天大地大，有誰會不熱愛它。我
原以為在城市能實現理想，經過了找工作的
大半年才猛然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
感』。而最無奈的是，我還想再拚一把。」

少數棄守回鄉建設農村
在記者所採訪的十位分別來自不同高校的

學生中，其中8人表示「寧做鳳尾，不做雞
頭」，僅有2人因「城市就業比較難」而棄守
回鄉。為此，他們憂心忡忡：擔心家庭會因
此返貧，擔心他們沒有「衣錦還鄉」，在以熟
人社會為特徵的鄉村可能引起蜚短流長。

毫無疑問，大學生跳出農門，卻要重新回
鄉村，將遭遇重大阻力：世俗的目光、家人
的反對、物質的貧乏、生活的清貧、自我價
值的懷疑。　
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

說，大抵絕大多數自願建設農村的大學生都
是奔㠥「社會尊重」、「自我實現」去的。但
是，他們同時要面臨㠥「生存」需求的挑
戰：有家人教育投資後急需的回報期待，有
家族希望光宗耀祖的期許，有解決生存問題
的生活實際。這些具體問題亟待解決，否則
足以讓想回鄉發展的學生畏葸不前。

寧留城做鳳尾 不回鄉當雞頭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王平針對

「農村大學生就業難」發表的一席話震驚國人：「我

不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他們讀完書後想留城，卻

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在城市裡沒有關係、找

不到工作、買不起房子、娶不到老婆，常常是二等

公民，過㠥沒有尊嚴的生活！」

反對農村娃升學惹爭議
此言大有「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的架勢。對此，全國人大代

表、廣東省衛生廳巡視員林曙光表示，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在公平

和正義日漸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今天，農村娃向上流動的渠道不能被

阻礙。更不應將目前城市、農村存在的問題，歸罪於提高他人受教育。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人民群眾的文明程度得到顯著的提高，學生畢業後

希望有一個施展拳腳的廣闊天地符合情理。「不能因為目前有這個那個

方面的問題存在，就否認對人的素質教育的作用。」

農村發展有賴人才支持
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教授（見圖）則分析道，

「傳統教育把一批批讀了書的人送往城市中，為了跳出『農門』，讀書成

為進城、進官府和離開農村的工具。城市人越多，一方面導致就業崗位

越少，另一方面農村發展越得不到人才支持，城鄉差距越大，農村學生

越不肯回去。」「我們應該回到本源看教育，升學只是教育的一個自然

結果。而不應像現在這樣，為了在城市討生活把上大學作為跳板，最後

讓『升學無望、就業無路、致富無術』的尷尬並存。」

專家籲勿為跳農門讀書

農
村
大
學
生

留城成本高 出身受歧視 社會關係少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跳出農
就業無

曾幾何時，十年寒

窗金榜題名，是一代

又一代農村學子跳出

農門、改變命運的唯

一出路。孰料，世易

時移，隨㠥大學生數

量不斷攀升，就業職

位僧多粥少，通過高

考 走 出 農 村 的 大 學

生，甫畢業即遭遇求

職「三重門」：不斷

攀 升 的 城 市 就 業 成

本 、 尷 尬 的 出 身 歧

視，和過於「清白」

的社會關係。

在龐大的就業大軍

面前，有受訪的農村

籍大學生無奈感嘆：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

骨感，農村來的大學

生要吃城裡的飯，真

是不容易。

■香港文匯報

見習記者 李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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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就業難 專家三建議
1. 教育就業接軌
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教授指出，把學生「領進門」

就應以就業需求進行定向培養。

2. 改變就業觀念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劉爾鐸曾指出，年輕人追求風光職

業，造成「職業選擇性失業」。

3. 注重發展機會
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表示，求職者應以「個人發

展機會」作為選擇工作地的主要標準。

2011年畢業生就業意向
1. 期望與實際起薪

起薪（元人民幣） 期望起薪 實際起薪

2,000以下 4.9% 13.1% 

2,000-4,000 45.4% 48.8% 

4,000以上 49.8% 38% 

2.十大期望與實際就業城市（依次序）

期望就業城市 實際就業城市

1.北京 北京

2.上海 深圳

3.廣州 廣州

4.深圳 上海

5.成都 成都

6.南京 西安

7.西安 南京

8.杭州 武漢

9.武漢 重慶

10.天津 杭州

■來源：智聯招聘

■調查對象：2011年應屆畢業生

■受訪人數：19,163人（來自全國除台灣
省33個省級行政區，692所高校）

跳出農
就業無

■廣東金融學院的張
紹穎表示，在廣州生
活，3,000多元的月
薪每月所剩無幾。

受訪者供圖

■畢業生在企業招聘會上
即場面試。 資料圖片

■廣東商學院法學
院的勞水玲曾因農
村出身遭遇面試詰
難。 見習記者

李叢書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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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大學生失業率年年創
新高。圖為待業生熱門聚居
地——北京唐家嶺「蟻族村」
破落街頭一隅。 資料圖片

農村籍大學生就業意向
意向 比例

首選留城市工作 93.8%

願回縣城、城鎮或農村 ＜7%
■來源：河北大學青年發展研究中心

■調查對象：農村籍大學生

■受訪人數：約500人（來自全國15所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