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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大學生面臨甚麼就業困局。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舉例分析內地大學生就業困難的成因。

3. 你認為內地大學生的就業困局應如何破解？試從3個角度加以討論。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大學生就業難反映現今學位貶值」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5. 試舉例評論考證族的利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全球化

■內地大學畢業生人

數因擴招政策而屢創

新高。 資料圖片

•恨到沿海省城，嫌棄內陸縣鄉

•冷門科需求弱，熱門科需求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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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推進會早前在北京召開。教育部副部長

杜玉波在會上強調，國內宏觀就業形勢面臨經濟放緩、總量持續增加和

結構性矛盾突出三重壓力，今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形勢嚴峻。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再創

新高，達699萬人，比2012年上升19萬人。數量如此之大的畢業生從何而來？就業現狀和

面臨的困難何在？政府採取哪些應對措施？大學生怎樣尋求出路？下文將作簡要探討。

■王子蘄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師、華東師範大學學生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

就業困局

職位供不應求

畢業人數屢創新高 學位素質逐漸下降

學位貶值？

環球經濟放緩

擴招

內地大學生
何處尋？

外圍壓力

受到全球經濟復甦緩慢的大環境影響，市場對
大學畢業生需求不旺盛。自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
危機以來，全球經濟一直處於緩慢復甦進程。尤
其是已發生近5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對內地經濟
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內地不但要面對自身
內部固有的問題，而且還不可避免地受到歐洲、
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困境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
擺在大學畢業生面前的，不僅是國內就業市場
可提供的職位不多，而且還有來自無法
在國際市場順利就業的國外畢業生的競
爭。需求不足已令一些專業大學生接
近「畢業即失業」，如國際貿易、光電
技術等。畢業生數量增多則促使機構不
斷提高錄用標準，一些基礎的行政工作也
開出「非研究生不用」的學歷要求。

恨去東部省城 嫌棄內陸縣鄉

經濟後發區的高層次人才缺口較大，但因經
濟、社會、文化等整體環境相對落後，畢業生的
就業意願不強烈，這具體表現為樂於在東部就業
的多過在中西部就業，樂於在直轄市、副省級城
市的多過地級以下城市，而縣、鄉則是大多數畢
業生最無奈下所作的選擇。

修動畫難搵工 讀幼教較搶手

有大學生在讀期間已被預簽，而有些在畢業
後半年還待業在家。根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的《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統計，動畫專
業是市場需求較弱的專業，每年都有大比例畢
業生無法順利就業。而幼兒教育、世界語等專

業，卻因市場需求旺盛或畢業生
人數極少，而成為就業市場的
「搶手貨」。

事實上，解決就業問題的措施，應盡力拓展
有關渠道。基於「在現有職位中進行就業選擇
的合理疏導」及「開創更多可就業職位」的雙
重維度，內地政府主要推出兩項措施：
代償學費　鼓勵基層工作：敦促各地推出並

落實高校畢業生赴基層就業學費補償和助學貸
款代償政策。而繼續推行的免費師範生就業政
策、大學生服務西部政策等基層就業項目，也
是實現大學畢業生回基層就業的有力措施。
資金支持　激發創業精神：絕大多數大學生缺乏創業激

情、創業培育、創業楷模，但政府的相關措施仍難起積極效
果，如在最北端的黑龍江省，上年有4,360名畢業生實現自
主創業，只佔該省當年畢業生總數的1.6%。而天津市近期公
布的《天津市「高校科技創新工程」實施意見》，更是大闊
步加大對高校大學畢業生創業的支持力度。《實施意見》不
但提到要對大學生創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且准許在校大學生
休學創辦科技型中小企業（學籍最多保留兩年），入駐市級

科技企業孵化器和大學生創業
孵化基地的企業，還可在兩年
內免交房屋租金。而對創業有
成績的大學生，還可給予一定
的學分獎勵，並可享受公共租
賃住房政策。
政府要求高校及時「適應社

會經濟發展需求，及時調整專
業結構」。對於就業市場需求不

旺的專業，在招生數量上要合理控制。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
將連續3年以上簽約率低的「社會工作、廣告學、材料化學
等」18個高校本科專業列入2012年度預警專業名單，將其招
生總量減少至上年度的90%。同時，政府也提出「提升就業
指導課程質量和諮詢指導水平」的要求，投入一定規模的人
力與財力，開展對高校就業指導工
作的培訓與研究工作，以幫助大學
生提高職業規劃意識和求職技能。

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許多大學生
從進入高校起，便開啟謀求就業之
路。因而，對大學生的自我突破進行
歸納，必須將視野貫穿其在校至畢業
的全個過程。大致來講，可以包括以
下幾方面：
積極考證增籌碼：拿甚麼來證明能

力優秀？證書，無疑具有強大效力。
因而，越來越多大學生積極成為「考
證族」。雖然，有些證書並不能讓他們在就業市場上
被另眼相看，但給自己多點籌碼，終歸還是好的。
輔修學位拓知識：現在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在畢業

時持有兩個或以上學位。以華東師範大學為例，畢業
時有近二分之一人取得雙學士學位。雙學位的修讀，

一方面是高校內部或高校間
盤活教學資源的結果，另一
方面是大學生提升自我的要
求。「不喜歡本來的專業，
所以想學一個喜歡的專業，
以便找到相關工作」、「多
學一個專業，與本專業互相
補充，提升就業競爭力」
等，這些是大學生被問及為

何輔修雙學位時而給出的最多答案。
提前實習強技能：實習是認知社會的重要步驟，專

業相關實習可提高畢業生對未來職業的認知和定位。
「缺乏相關實習經歷，難以順利找工」已成為越來越
多大學生的看法。因而，很多偏應用性專業的大學

生，如公共關係、圖像設計等，大多在大二起就開始
實習。但怎樣把握好外出實習增長實際工作能力和在
校學習夯實學科基礎的關係，是很多參與實習的大學
生難以解決的一道難題。
廣搭人脈求面試：在大學的最後一年，許多準畢業

生進入臨陣磨槍階段。他們往往以購置一套求職套裝
為起點，開始製作簡歷、參加求職技能短訓，不斷投
出簡歷，積極參加面試。有人一舉成功，也不乏有畢
業生屢面屢敗。於是便靠關係，廣搭人脈，以求面試
或直接的入職通行證。
困局如斯，如何破解？這是擺

在轉型期中國社會的一大難題，
需要凝聚政府、社會和大學生三
者的共同智慧。

考證族
大學生在完成學校所規定的資

格考試（如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省地一級）外，

還自發地報考各種執業資格認證，因為他們普遍認

為，多考一張證書，畢業時就多一張就業通行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錄取人數每年穩增 素質漸降
在上世紀90年代尾，在滿足年輕人的升大願望和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擴

大內需、緩解就業的多重背景下，政府鼓勵大學打開大門，招收更多學

生。擴招政策實施至今，招生人數保持穩定增長，年均增幅達14.9%。

自2002年起的每年7月，對就業市場而言都是一個大考驗：有限的市場需求如何容納龐大數目的待

業大學生？而不可忽略的問題是，擴招引致大學畢業生質量逐漸下降。相當多大學畢業生實際上難以

滿足市場對他們的素質要求。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

學系歷經60餘年的淬

礪，為國家培養大批

學界、政界與商界精

英，並確立在全國政

治學學科中的領先地位。香港《文匯報》與華東師範大學政

治學系合作推出通識專欄，從多角度探究中國各方面的內

政外交與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幻，為本港通識科高中生提供

最實用的「現代中國」單元學習材料。

文匯─華東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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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資助大學生創業。 資料圖片

■幼兒教師的需求旺盛。 資料圖片

■有大學生考取多種證書以增強就業競

爭力。 資料圖片

■ 圓 大 學 夢

後，就業是否肯

定得到保障？

資料圖片

升大即鋪路 全裝備望獲「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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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招生人數保持穩定增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人社部■註：括弧數字為同比增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