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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专业就业趋冷 就业期望值高 高学历就业难

6 8 0 万名高校毕业生如何迈过就业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显示，2 0 1 2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6 8 0 万人，创历史新高。 6 月以来，首批“9 0 后”高校毕业生陆续离校，他们能否

顺利就业备受关注。

热门专业就业趋冷、就业满意率不足五成、高学历就业难……记者日前走

访上海、江苏、重庆等地高校发现，在总体就业率超过 9 0 ％的局面下，一些新现

象、新问题值得重视。

报名时专业热门，

毕业后为何就业“趋冷”？

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小吴找工作很纠结。“高考填志愿时，听

说计算机很热就报了这个专业。”小吴告诉

记者，毕业后才发现，市场上的研发和技术

岗位很少，本科生几乎没有机会。和班里很

多同学一样， 他最终签了一个电脑销售的

岗位。

和小吴有相同遭遇的高校毕业生还有

不少。以热门专业“国际金融与贸易”为例，

由于近年来贸易类企业不景气， 用人明显

减少，学生多数选择转行。中国社科院近期

发布由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2012 年中国

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因为就业率和薪资

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

理等专业被亮“红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近年来高考报名时的热门专业。

“一些热门专业就业趋冷背后是高校

开设专业缺乏理性。”复旦大学学生职业发

展教育服务中心主任陈浩明说，以计算机、

工商管理等专业为例， 社会的实际需求量

是很大的， 但由于各类大学不管条件具不

具备，都纷纷开设这些专业，造成供给相对

过剩，影响毕业生就业。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表示，近年来，

部分高校设置专业、 计划招生存在不理性

因素，高校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脱节。针对

这一问题， 江苏探索实施招生指标与就业

率适度挂钩， 分类指导高校根据社会需求

调整专业， 提升高校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

的“匹配度”。“毕业时再考虑就业已经相对

滞后， 就业关口应当前移到大学生入学

前。 ”

“现在大学专业的‘冷’与‘热’，与宏观

经济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关联度越来越强。”

重庆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赵毅说，高

校设置专业必须“顶天立地”，一方面要紧

跟社会需求，另一方面要立足办学实际，以

特色发展赢得市场。

西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应届毕

业生林莉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岗

位，一直没有如愿。 前几天，在学校

老师的帮助下， 她最终签约一家种

猪产业集团。“我的理想是去一家纯

粹的兽医院，成为一名医生，我的梦

想一时还无法成真。 ”

林莉的个人感受引发了很多大

学生的共鸣。 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

思研究院的数据披露，2011 届大学

毕 业 生 毕 业 半 年 后 就 业 率 为

90.2％，但在已就业的毕业生中，只

有 47％对自己的就业现状表示满

意。专家认为，就业率和满意度之间

的反差， 既反映了当前大学生就业

期望值较高的主观因素， 也暴露出

当前中国高校职业生涯教育缺失的

客观原因。

“应届生求职网”CEO 曹洪涛

认为，一些“90 后”大学生在就业中

期望值太高，过于注重自我价值，忽

视社会现实。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大学生初次就业就要找一个薪资

高、有兴趣、前景好的工作是不太现

实的。“大学生要弄清楚自身愿望和

社会要求的距离，理性选择岗位。 ”

“一些大学生对岗位挑三拣四，

总想一步到位。 ”上海交通大学就业

服务和职业发展中心主任钱静峰认

为， 就业满意度低还暴露出目前高

校的职业生涯教育缺失， 很多毕业

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 在择业

和就业中摇摆不定。 在欧美等国，大

学生一进校就有导师帮助其制定职

业发展规划， 很多毕业生定期“跳

槽”，不断提升岗位的含金量。

业内人士呼吁， 高校应加强对

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 帮助毕业

生综合长远看待岗位背后的价值，

制订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技能型人才缺口大，如何扭转就业结构性矛盾？

记者在江苏、甘肃、重庆等地

调查发现，一方面，企业难以找到

所需的大量技能型人才， 另一方

面，硕士、博士等高学历毕业生就

业形势日趋严峻，极端情况下还出

现学历与就业率倒挂现象。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小

刘告诉记者， 她一直想进高校任

教，本科毕业时高校要求至少是硕

士，没想到她硕士毕业后，高校要

求提高到博士以上，“找工作就像

买房，提高学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岗位标准提高的速度。 ”

“高学历并不意味着高能力！”

江苏红豆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

责人说，在很多专业性不强的岗位

上， 研究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优

势。 以平面设计师岗位为例，本科

生的月薪在 2000 元 ~3000 元，而

研究生的月薪在 4000 元 ~5000 元

左右， 而研究生的水平并不高

多少，“综合考虑，公司更倾向于要

本科生。 ”

“高学历就业难现象，表明当

前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

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钱静峰表示，

近年来，随着国内硕士、博士扩招

过快， 高学历毕业生人数快速增

长，远远超过市场实际需求。同时，

扩招还造成高学历人才培养质量

偏低，难以满足国家建设要求。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

殷飞认为，培养动手能力强、适应

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是破解当

前就业困局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的有效途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国家应进一步从政策和资金上

向职业教育倾斜，尤其是要重点发

展高等职业教育。“对于高职院校

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校企合

作，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就业率超九成，满意率缘何不足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