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第3期 

(总第213期) 
旋盲 圣 

EDUCATlON EXPLORATION 

No．3，2009 

Serial No．213 

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结构性原因分析 

范 明，安戈锋 

(北京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124) 

摘 要：大学生就业难不单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是我 国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和社会体制深层矛盾的具 

体体现。结构性问题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必须从影响大学生 

就业的结构性原因入手，如劳动力市场结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就业偏好结构等。加强政府宏观 

调控和政策引导，科学构建高等教育体 系结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是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问题 

的针对性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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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总量和劳动力人 

口总量均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且每年新增劳动力2 400万 

人⋯。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速度加快，但是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出现了国有企业下岗人 

员再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并存的 

复杂局面，使得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群体性就业具 

有与以上群体就业不同的特点，在就业数量和就业结构上 

对我国就业形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一

、大学生就业市场供求情况 

1998年以来，我国大学生招生规模逐年递增 ，1990年我 

国本、专科招生数为 60．89万人，1998年 108万人，2003年 

382万人，2004年420万人，2005年 504万人，2006年 530万 

人，2007年567万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对高校毕业生 

的强劲需求，但是由于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速超过经济增速，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近年来呈现持续走低的态势。据教 

育部统计，大学毕业生待业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2001年 34 

万人，2O02年 37万人，2003年52万人，2004年 69万人，2005 

年达到 79万人；2006年接近百万大关，大学生就业问题随着 

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而凸显。在我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08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堪忧，毕业生 

实际就业人数将在 600万人以上。从近几年的趋势看，大学 

毕业生就业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待业人数绝对量增多。 

二、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结构性问题 

1．劳动力市场结构 

美国经济学家多灵格(P．B．Doeringer)等人提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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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 

两个部分：一是工资高、工作稳定、劳动者技术水平高的主 

劳动力市场(the mary segment)，二是工资低、工作不稳定、 

工作条件差的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劳动力 

市场的分割，使得不同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不同的工资和就 

业决定机制，造成了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 

障碍_2J。由于我国目前主劳动力市场劳动职位严重稀缺， 

成为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首要问题。在我国，同样存 

在着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现象，主要体现为城乡分割、所 

有制分割和区域分割等【3』。此外，有学者进行了大学生毕 

业就业意向与就业行为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45．5％的毕 

业生倾向于在沿海地区择业，58．5％的毕业生不愿意到西部 

地区工作，77．4％的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地区就业_4 J。在劳 

动力市场区域发展方面，有学者经测算得出，京津沪地区高 

等教育就业弹性为0．3，东部地区为 0．66，中部地区为 0．83， 

西部地区为 1．08(弹性最大)_5 J。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 

就业弹性最低，但是大学生的择业偏好又倾向于这些地区， 

从而导致了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出现 

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2．高等教育体系结构 

(1)高等教育类别结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从社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对学历层次需求来看，用人 

单位对研究生的需求 比较旺盛，专科生缺乏竞争力。2003 

年，我国大学生总体首次就业率70％，本科生就业率在 80％ 

以上，而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是 55％。从总体情况来看， 

近年来研究生就业率较高，本科供需基本持平，专科、高职 

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出现了教育类别结构性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本科岗位域中，本科生比专科生具有 

明显的优势，而在专科岗位域中，专科生并没有显现其明显 

优势L6]。于是产生了研究生挤占本科生工作岗位、本科生 

又挤占专科生岗位的“挤占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 

过度教育问题，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结构性失业，即由供需层 

次的错位而引起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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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专业结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据2004年教育部直属和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毕业生就业 

统计，就业率较高的学科是工学类，就业率最低的学科是法 

学类，稳定性最好的学科是教育学类，增幅比较明显的是文 

学类。但是，金融、贸易、信息技术类等复合型人才缺口约 

在百万以上，大学毕业生不能够完全满足岗位的要求，造成 

这种失衡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与整个社会 

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不契合。目前，高等教育学科专 

业的设置，更多是以学科 自身内在逻辑发展为依据和基础 

的，而较少参照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领域的需要，这种封闭 

状态导致学校人才培养具有较大的盲目性 7J。 

(3)高等教育能级结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合理的高等教育能级结构能够促进高校合理定位，从 

而有利于从整体上保证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相互协调。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缺乏准确定位，盲 目追求综合化；缺乏面 

向地区、行业发展突出特色人才培养的规划，不利于各级各 

类学校办出特色；缺乏有针对性的、分层次的教学计划，难 

以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性的要求。目前，国内大学注重培 

养理论型、学历型人才，而技术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比例过 

小，从而造成毕业生的特色和优势不明显，个体的竞争力不 

强，“千人一面”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顺利就业。 

3．社会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结构、产 

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 

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并且必将对高等教育系统 

的功能和结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经济社会结构的不稳 

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育的发展，由此而造成的教育结 

构与社会经济结构不相契合，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区 

域分布等不适合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要求 学生在毕业时 

不能够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而造成了不能顺利就业。尤 

其是在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市场经济 

条件下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社会对传统型人才需 

求的极度萎缩，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或趋于资源萎 

缩，人才总量和结构都会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 

各产业、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各类人才需求 

之间的不平衡，不同专业之间初次就业率相差较大。 

4．就业偏好结构 

一 般而言，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方面，首先，会倾向 

于选择具备良好的公共秩序、文明的生活环境、较为便利的 

交通设施和工具、方便的文化娱乐设施等客观环境和条件。 

其次，会追求经济利益(如货币收入、福利等)，这是决定生 

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再次，还会涉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例如，通过经营拥有一定的资产、通过获取政绩得以升迁， 

以及在社会上或行业领域享有盛誉，等等。以上构成了高 

校毕业生所要追求的利益序列。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 

毕业生的价值追求从主观上加剧了就业形势酌严峻性。 

三、有针对性地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问题的措施 

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等 

体制和制度 因素是阻碍大学生就业的壁垒。城乡二元结 

构、区域性结构的差别，造成了小城镇和西部地区等经济欠 

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缺乏与大城市、东部沿海等 

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工资高、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差别。另 

外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流动，且人 

才流动呈现很强的单向性特征，即从大中城市流向小城市 

或乡镇容易，反之却很难，大学生则更加看重对“初次就业” 

的选择。在政策调控方面，政府应加强相关的就业政策引 

导，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分割局面，缩小城乡、 

地区和行业之间的差距，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 

的约束限制。通过采取税收、财政政策，淡化地区和行业的 

福利保障功能，建立健全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包括养老、医 

疗、失业、社会福利等的社会保障体系。 

2．科学构建高等教育体系结构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结构和更加 

开放的办学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 J。一方面，高等教育体 

系的发展应体现出层次性特征，即培养适应不同领域的人 

才队伍，包括世界前沿科学技术领域人才、经济社会领域研 

究型人才、各行各业应用型人才，以此为国家发展提供梯队 

人才储备。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要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保 

持良性互动，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 

学科结构体现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学科 

结构的合理性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新 

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高等学校应 

该面向市场需求，进行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灵活设定专业方 

向。 

3．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价值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中日益繁 

多的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价值期待，高等教育结构 

的合理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高等教育发展 

的过程中，教育服务的对象——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应该 

得到强化。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就业价值观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改变。因此，高校应加强对 

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思想教育，引导学生调整职业生涯结 

构，由注重外在职业条件转变到注重内在能力修炼，让大学 

生的工作重心放在对自我的认知、了解和提升素质上，为今 

后职业生涯的长久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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