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

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

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徽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

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

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槲崮 签字日期．洲年陟月f0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安徽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

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

阅。本人授权安徽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

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鲐糕龟
签字日期： 加13年12．月心日

锄鲐乃斯
签字日期： 勿f今|年，二月f。日



安徽大学MPA硕士学位论文 高校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广大高校毕业生及时进

入各行各业就业，改善从业人员素质和结构，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

策。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

要举措，可以解决广大毕业生个人的长远发展问题，解除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后

顾之忧，对于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回顾我国就业工作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就业工作发展变化的轨迹，

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就业分配制度从统包

统分制向市场化发展，就业双方的双向选择成为就业的主导，到新时期，越来

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投入到创业大军。本文通过对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工作现状分

析和就业政策回顾，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成绩，发现当前存在就业形式仍较严峻、

大学生就业稳定性较差、大学生就业质量较低等问题并分析原因，通过借鉴国

外高校大学生就业经验，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成果，从政府公共政策角度创新

大学生就业路径的对策，创新就业理论，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施行有效的

就业政策，并加强高校就业指导，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思维，为地方性本科院

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就业政策就业指导



安徽大学MPA硕士学位论文 高校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Abstract

China is in the key period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ately prosp

erous society，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rowth mode now．Thus a great

quantity of high-quality talents are in argent need．Universities’Graduates are precio

US talents and fresh troops for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For implementing the Sci

entitle Outlook on Develoment，maintaining the sound&raid economic developmen

t，realizing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posi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ke sure all unviversities’graduates Can get em

ployment into diversified occupations in time are needed to be carded out as well a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ructure of employees．Employment is the source of the peo

pie’S livelihood and a key strategy to maintain a country’S stability as well．Guiding a

nd assiting all unversities’graduates to get employed would be an fundamental meas

are for C．P．C and different layers of governments to exercise the state power in the i

nterest ofpeople and solveproblmes in people’S livelihood．Meanwhile，it would be

useful to help all universities’graduates to realiz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

d release millions of families’burden．Thus it's meaningful measure to maitain the SO

ciety long-term stability and accelerate fostering a harmonious society．To review th

e history of Chinese employment work,it'll be found out the situation of employmen
t also changed with Chinese economic system．In the years of market economy，the C

enlralization of allocating labor will neverexist in Chinese employment system agai

n．In the new century，more and more unversities’graduates are trying to start their 0

wn career by themselves．This essay is trying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related policies for unvisities’graduates and find outproblems and dis

advantages exist in unvisities’graduates employment．Then reasOns causing those pr

oblems will be analized．Through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of improving uni

versities’graduates’employment and combing with theories of newpublic service，t

his essay will illustrate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universities’graduates’emplo

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cies of govemments．Those countermea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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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ncludes innovating theories for graduates’employment，transforming graduates’t

houghts of employment through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implementing effec

tive employment policies by governments and strengthening universities’guidance i

n job hunting．

Key words： Employment of Unversities’Graduates Policies in Employment

Guidance in Job H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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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第l章绪论

1．1．1研究背景

我国自50年代起，形成以适应产品经济模式的毕业生统包统配制度，在改

革开放后的90年代，已不能适应政治和经挤体制改革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的需要。国家教委决定，从1989年入学的新生中开始试行中期改

革方案，即：地区定向生、专业定向生和联合办学培养生的就业，在部门、地区计

划安排的范围内实行“择优录用”。其余的毕业生在国家及各级就业机构的指导

下，实行学校推荐、学生选择职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对

于1989年以前入学的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在国家分配方针、原则的指导卞，

逐步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学枝建议分配调

节部分，加强供需见面和信息交流，增大招聘、推荐、考核录用毕业生的比例，

进行预分的试点，为建立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积极创造条件。自此，就业工作提

上高校工作的日程。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

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广大高校毕业生及时进

入各行各业就业，改善从业人员素质和结构，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

策。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

要举措，可以解决广大毕业生个人的长远发展问题，解除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后

顾之忧，对于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的这几年，恰好是我国总体就业矛盾加剧的几年，

新生劳动力就业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

尖锐。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统计结果表明：从1990年1月至2005年3

月的15年间，我国1069所学校和教育机构经过合并变为424所高校，许多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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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大学合并成为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同时，不少城

市建造起了大学城；由于取消了中等师范教育，这些学校有的升格为高等专科学

校，有的合并到其他高校：有些高等专科学校则升格为本科院校。到了2007年，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495万人，而在2006年仅为413万人，2005年则是

338万人，2004年只有280万人，平均每年的增幅在20％左右，可见就业工作

任务十分艰巨。虽然2006年城镇安排就业人数创纪录地突破了1000万人，但

依然还有1400万人在待业。2007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总计约1200万个，但新

增就业人数达到2400万人。这样一来，导致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岗位需求，大

学毕业生就业空间也受到挤压，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到了2013年，高校毕业生首次得到峰值，安徽省高校2012年毕业生是32

多万人，研究生1．27万多人。2013年达34万人，研究生1．4万人。全国高校

毕业生700万，研究生逼近50万人，海归人员超过20万人。加上2012年未就

业的毕业生80万人(大约为12％)，2013年找工作的学生总数达到900万人。

全国中专毕业生700万左右，与高校毕业生基本持平。2013年新增就业岗位1

200万，这一庞大的就业群体投入就业市场，迅速饱和了市场需求，甚至会供

大于求，导致未就业毕业生人数年年增加，最终形成一个沉重的包袱，为社会

的安全稳定埋下隐患。

由此，大学生就业已成为目前我国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成为衡量一

所高校办学资质的准绳。

1．1．2研究目的和意义

从目前国家发布的2012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和基本情况看，我国国民经济运

行总体良好。这与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状况迟迟得不到

改善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

峻。向外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

折，脆弱的市场信心更不易恢复，极易导致市场持续波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

可能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向内看，我国经济趋稳的基础尚不稳固，扩大有

效需求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经济

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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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当前经济趋稳的形势还不牢固，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这将导致我国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不容乐观，就业任务更重，

就业压力更大，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1)有利于推动高校就业工作的开展

本文将以六安市皖西学院就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为主题，探索

作为安徽省新建本科院校代表的皖西学院如何找准就业定位，研究并分析就业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如何在本科教学过程中贯穿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更

加充分利用六安地区优秀人才输出基地这一优势，加强对市内外的辐射影响，

以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准确定位市场需求，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积

极稳妥地开展好高校就业工作。

(2)促进了地方就业工作

在新形势下，探索新的就业渠道，能够更好明晰学生的诉求，服务地方，

同时为省内兄弟院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这样的课题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通

过本课题，深入研究高校大学生就业现状，从中把握要点，能够正确引导大学

生在高校更好成长成才，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继而使在高校从事就业

工作者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对于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具有一

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1．2研究综述

对于我国而言，高校就业问题的导火索主要基于上个世纪末的高校毕业分

配制度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校迅速扩大招生规模，以下几篇文章分别代表

了我国学者在高校就业问题上的几个观点：

1．2．1高校管理和教学相冲突

李金全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思考》中总结：大学毕业生就业制

度改革对高校产生深远影响，一是教学计划难以全面落实。由于目前人才市场

需求不旺，信息不畅，这就促使大学毕业生不得不过早地四处找工作。从各高校

的情况看，一般在大学四年级甚至三年级末，学生们就开始四处活动，它是以牺

牲必要的学习时间为代价的，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系统的教学计划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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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全面实施，严重地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二是学生管理工作出现了新问

题。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作为管理主体的学校对作为管理对象的学生的

影响相对减小。过去的“优生优分”、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大为削

弱，学生的去向和未来的工作基本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用

以维持学校教学秩序的制度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学生的约束力相对减弱，特

别是大学最后一学期。三是有的大学生产生了新的厌学情绪。当前我国的改革

还在进一步深化，各方面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公平的市场就业机制尚未形成，

传统的人情关系仍然有着比较广阔的市场。一些毕业生将来的工作如何，在一定

程度上取决于人情关系如何，与其自身的真才实学还没有完全成正比。这使一些

学生错误地认为“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再好不如有个好爸爸”、“能力再强

不如关系硬”，学习上缺乏刻苦勤奋和进取精神，产生新的厌学情绪。∞

1．2．2高校扩招导致就业矛盾突出

史彩虹的《高校扩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现状及对策研究》一文认为：

高校扩招使第一劳动力市场与第二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对比发生变

化，激化了大学毕业生的供求矛盾，同时放大了原有的高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

会发展对人才需求间的差距，激化了大学毕业生供求的结构性矛盾。②

1．2．3高校就业指导滞后

王莉发表的《国内外大学生就业现状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的就业指导工

作明显滞后，而且大部分高校仅限于就业指导，发现毕业生就业难了才“临时抱

佛脚"，现培训，现就业。高校应该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开展生涯规划辅导系列课

程，通过讲座、座谈、测试、参观等多样的形式，既让学生了解自己，又对所学

专业及以及对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模式，需求人才标准有所了解，从而有计划的

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

。李金全．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i)

@史彩虹．高校扩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现状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3)

@王莉．国内外大学生就业现状比较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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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以需求为导向，鼓励大学生创业

宋健刚在《国外高校就业措施对我国高校就业工作的启示》一文中提出：

要完善高校就业数据统计机制，适时发布权威数据；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设计

科学合理的高校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加强校企合作关系，增强高校毕业生的实

践经验；出台激励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在研究高校就业问题时，大部分都是

基于高校扩招的背景下，把就业问题与高校扩招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是高校

急剧扩招导致高校就业问题突出，就业矛盾扩大，高校就业指导不力也是由于

高校扩招的因素，导致高校发展盲目扩张，而忽视了就业指导，一味程序化、

边缘化。对于近年来的高校招生专业的变化，以及校企联合对高校就业的推进

和政府行为对高校就业的影响等方面没有做出过多的研究，本文则填补了这方

面的空白，也为同类院校在解决类似就业问题上提供一定的依据。

1．3研究思路和方法

1．3．1文献研究法

主要通过对国内外高校大学生就业现状等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整理，理

清并掌握与课题有关的一些概念，同时运用前人研究的理论来深化本文的研究，

使论文更具说服力。

1．3．2调查研究法

由于我国就业工作的特殊性，导致与国外高校大学生就业的差别较大，通

过国内外就业工作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尤其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就业工作找准

问题提供依据。

1．3．3案例分析法

本文针对六安市皖西学院大学生就业工作的案例，对高校大学生就业工作

存在的问题加以佐证和说明，并通过个案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①宋健刚．国外高校就业措施对我国高校就业工作的启示[J]．中国证券期货．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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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国内高校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2．1大学生就业工作回顾

2．1．1八、九十年代就业分配制度改革

1988年1月，李鹏同志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毕业生分配中，

要为用人单位和学生创造在一定范围内互相选择的机会。要逐步建立学生选择

职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以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将来工作的积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这改变了过去毕业生对自己的分配和去

向一无所知的情况，使毕业生对分配有了发言权和自主选择权，能够根据自己的

情况，合理选择单位。这有利于学生发挥自己的专长，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支持

和拥护。同时，由于实行了供需双方见面，使用人单位有了择优录用和对口录用

的权利，因而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支持。

(2)一些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国家重点单位，在过去按计划分配时，许多

毕业生不愿意去，通过招聘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开辟了大学毕业生通往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乡镇企业的道路，为它们创

造了引进专门人才的机会。过去，这些单位在实行计划分配时，处于“编外”的

地位，在实行“双向选择”，招聘录用的办法之后，许多乡镇企业都招聘到了大学

生。

(4)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单位上的平等竞争，有效地调动了在校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由于分配制度改革引进了竞争机制，改变了过去学生学好学坏一个

样的状况，品学兼优的学生则倍受欢迎，学习较差、表现欠佳的学生则受到了冷

落，因而触发了学生的“危机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了只有努力学习，加强能力培

养，做到品学兼优，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5)加强了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拓宽了供需信息的渠道，使学校能

够较快的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计划，改革教学，

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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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

的报告》，拉开了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的序幕，NT 1997年，已基本在全国铺

开。包括：缴费上学、不包分配、公平竞争、自主择业。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得到稳步扩大，90年代末

之后更使快速发展。1999年，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和满足日益增加的高等教育需

要，我国政府决定快速扩张高等教育领域。从此，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速增

长时期。

2．1．2新世纪就业现状

1998年12月，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到2010年，“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有

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就此拉开了高校大规模扩招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序幕。

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走上了迅速扩张的快车道。1998年，隔了

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640余万人。到2003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接近190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7％。依据马丁·特罗的“三阶段论”，我国进入了高等教

育大众化发展阶段。此后，高等教育规模继续保持告诉增长态势。2009年，高

校大学生总数达到2900万，成为世界大学生数最多的高等教育大国，毛入学率

已接近24％，超过了世界平均数。与此同时，从2003年起，北京、上海、天津、

南京等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继超过50％，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

大学生的就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政府负责所有毕业生的工

作分配。现在，大学毕业生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关

系寻找工作。由于大学生的数量迅速膨胀，劳动力市场新增职位有限，大学生

供大于求的问题日益明显，其结果是大学生失业问题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必须关

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

研究，2008年，大学生失业率超过12％，有15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2009年全国有610万大学毕业生，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大学生就业

情况更显严峻。从2000年开始，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1100—1300万，这还不

包括2013年的700万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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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毕业生总是抱怨找不到工作，专场招聘会、校园招聘会、网上求职等

各种途径都尝试遍了，但是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却寥寥无几，或者是根本没有。

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在应聘过程都很顺利，但是到了签约环节却往往出错，举棋

不定，错失良机。

部分高校由于在招生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能敏锐地感知社会需求变化，

从而相应调整优化专业设置，部分高校在扩招后投入跟不上，办学条件相对落

后；还有部分高校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人才培养不能完全适应用

人单位的需要，同样导致高校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毕业即失业。

同时，社会上许多人认为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身份改变了，一

定要找个铁饭碗、金饭碗才算就业；很多家长也抱此态度，要求大学生毕业后

要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才算体面就业。导致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就

业预期较高，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许多大学毕业生宁肯“漂”在大城市，

也不愿到地方、到基层、到中小城市就业。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就业

压力。与此同时，人才市场上许多用人单位都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明确表

示不考虑应届毕业生或者不要女生。用人单位存在的这种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我国就业市场呈现如下趋势：

一是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多达2400万人，按经

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能够安排的只有1000多万

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人左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

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更大。

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资源枯竭地区

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打加大。已经再就业的人员中，约有1／3的人属于灵

活就业，稳定性差，随时可能重新失业。

三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下岗失业人员多，就业难；技能劳动者短缺，新的

产业和企业找不到合格技工；劳动力素质偏低，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

重短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工短缺随着部分地区需求的增加而将进

一步加剧；大学生当年毕业群体逐年增加，加上往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青年

就业的压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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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学生就业工作的相关政策

为了更好地帮助高校毕业生了解就业政策，帮助他们及时就业，安徽省自

2009年起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鼓励政策。

2．2．1高校毕业生基层岗位就业的政策

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和应征入伍，

到基层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产服务、生活服务、救助服务等领域的岗位

工作。

鼓励政策1、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的高

校毕业生，符合公益性岗位就业条件并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按照国家现行促

进就业政策的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

鼓励政策2、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其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

的，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同时按规定参加有关社会保险。

鼓励政策3、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就业、

并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

鼓励政策4、对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在研究生招录和事业单

位选聘时优先，地市级以上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时扩大招考录用具有基层工作

经历的高校毕业生的比例。

2．2．2高校毕业生基层项目就业的政策

中央有关部门继续组织实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

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鼓励和引导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加。

安徽省基层就业项目有“选调生”、“选聘生”、“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招募医科类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等项

目计划。

鼓励政策l、鼓励高校毕业生在项目结束后留在当地服务，今后相对应的

自然减员空岗全部聘用服务期满的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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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政策2、对参加项目的高校毕业生给予生活补贴，同时按规定参加有

关社会保险。

鼓励政策3、对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就业并

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

鼓励政策4、对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在研究生招录和事业单

位选聘时优先。

安徽省对高校毕业生参加“选聘生”、“三支一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及以

上等次的高校毕业生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的，每门笔试科目成绩增加2分，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乡镇机关考录公务员，70％录用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

鼓励政策5、对参加“选聘生”、“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项目，服务期满且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

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高职(高专)学生科免试入读成人本科。

2．2．3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的政策

(1)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

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应届高校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直接到户籍所在地

县级兵役机关优先报名应征。由县级兵役机关全部安排上站体检，除器质性或

传染性疾病外，一般不单科淘汰。审批定兵时，优先批准体检、政审合格的应

届高校毕业生入伍。

(2)优待安置

在安排兵员去向时，县级兵役机关根据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学历、专业和个

人特长，充分考虑教育部门、学校和本人意愿，优先安排到军兵种或专业技术

要求高的部队服役。毕业生参军退役后落实工作岗位的，可按应届毕业生派遣

政策予以派遣。

(3)优先选拔使用

同等条件下，高校毕业生士兵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

面优先；具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的高校毕业生士兵，

表现优秀、符合总政治部有关规定的可以直接选拔为军官。

(4)考学升学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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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士兵退役后，参加政法院校为基层公检法定向岗位招

生时，优先录取；退役后三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立二等

功及以上的，退役后免试推荐入读硕士研究生；具有高职(高专)学历的，退

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或经过一定考核，入读普通本科。

(5)补偿学费和代偿国家助学贷款

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

2．2．4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的政策

(1)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农村基层单位就业、并履行一定

服务期限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

(2)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优惠政策外，给予以下政策支持：

服务期间，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含交通补贴和人身意外伤害、住院医疗

保险)。

服务期间，计算工龄，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本人要求户口和档案保留

在学校的，按规定保留两年，在此期间，档案管理机构对保管其档案免收服务

费用；本人要求将户口转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按照规定为其办理

落户手续，人事、教育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机构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人事部门所

属人才交流服务就够免费提供人事代理服务。服务期满落实工作单位后，公安

机关按有关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服务期间，可兼职或转至担任所在乡镇团委副书记、学校及其他服务单位

的管理职务。服务期为1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铜

奖奖章。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银奖奖

章，表现优秀的授予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

服务期满，对志愿者做出鉴定，存入本人档案；考核合格的，颁发证书，

作为志愿者服务经历和就业、创业的证明。

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时优

先录用、招聘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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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

(1)对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和创业经营场所安排等扶持政策。

(2)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

不足的，可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

可按规定适当扩大贷款规模；从事当地政府规定微利项目的，可按规定享受贴

息扶持。

(3)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4)地方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

发、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踪辅导的服务。

2．2．6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的政策

各类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

地方政府人事、劳动社会保障部门为到中小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提供档案管

理、人事代理、社会保险办理和接续、职称评定以及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服务。

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取消落户限

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

2．2．7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政策

灵活就业是指在正规形式就业之外的其他就业形式，指在劳动时间、收入

报酬、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

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成。

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符合规定的，可享受社会保险补

贴政策。

2．2．8各类毕业生提升学历的政策

(1)扩大普通专科毕业生升本科的招生规模。2009年安徽省21所高校计

划招生普通专科毕业生升本科5180人，比上年增幅达78％。

(2)研究生的招生扩大规模。2009年安徽省研究生招生计划比上年增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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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招生规模为6690人。

(3)专业学位研究生面向应届本科生招生，进行全日制教学。

(4)成人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

2．2．9培养使用和储备高校毕业生的政策

(1)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创新性企业创造条件，更多地吸纳有技术

专长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科技

企业集中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作用。

(2)鼓励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积极聘用优秀高校毕业生参

与研究。

承担国家化额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积极聘用优秀高校毕业生参与研究

是指承担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以及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重大重点项目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作

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工作。

重大科研项目聘用对象主要以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为主，包括高校以及有学

位授予权的科研机构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

2．2．10高校困难毕业生的帮扶政策

(1)高校对困难家庭的毕业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

(2)国家机关、政府部门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录职员时，免收困难家

庭的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

(3)困难家庭的毕业生，持报到证会原籍报到后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登记失业的，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

(4)对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和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实施向用人单

位重点推荐、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帮扶措施，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

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政策。

(5)普通高校毕业生生活困难享受临时救助。高校毕业生(含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研究生)因患病等原因短期无法就业且生活困难的，由高校毕业生

户籍迁入地民政部门参照当地低保标准，给予临时救助，享受临时救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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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不超过一年，一年后家庭生活仍有困难的，按有关规定申请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或其他社会救济。

2．2．11离校未就业回原籍毕业生的帮扶政策

(1)享受由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免费就业服务(政策咨询、职业指

导、职业介绍和人事档案托管等)；

(2)参加由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的就业见习；

(3)参加由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

2．2．12其他

(1)毕业生报考公务员

为适应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的需要，根据中组部、人事部的有关

规定，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生除外)可以报考公务员，

报考条件、报名办法及考试内容、时间、地点可参见录用考试公告。

(2)教师招考

各地以公开招考的方式选拔毕业生到办公学校任教，基本情况如下：

1、组织部门：公办学校教师招考一般以市(县)为单位，教育局、人事局

统一组织，监察局全程监督，确保招考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2、招聘对象：以应届普通高校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和回当地报到且未就业的

师范类毕业生为主，部分地区允许持有相应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类毕业生报考。

3、招聘时间：各地时间安排不一，一般从年初开始到八月份结束。

4、报名材料：应届毕业生一般要提供身份证、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相应获奖证书、招聘和其他相关证书。

5、考核办法：一般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阶段，笔试入围后参加面试，

考核合格并通过体检者向社会公示。

6、聘用手续：录聘人员由当地教育局、人事局办理聘用手续，落实聘用单

位。录聘人员一般有一年试用期。

具体内容，参照当年各地教师招考(招聘)公告。

(3)“双优生”评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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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可在应届毕业生中评选品学兼优毕业生和毕

业研究生(简称“双优生”)，评选比例：研究生按5％，本科生按3％，专科生按

2％。“双优生”的就业由学校优先推荐，用人名单优先安排。

(4)未就业毕业生待业登记及户口、档案管理

派遣时未落实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可到所在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或

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登记，也可到生源所在地就业主管部门登记。档

案可委托毕业高校、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各级人才服务中心待保管

两年，免收服务费用。毕业生户口，学校可根据本人志愿，将其转到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或继续保留在学校两年，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再将户口迁到工作单位

所在地。超过两年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学校和档案管理机构将其档案及户口

转回其入学前户口所在地。

2．3大学生就业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绩

2．3．1大学生就业工作成绩显著

通过近十几年的努力，国家通过宏观调控，不断调整政策，我国的大学生

就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业情况明显得到改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总体经济状况较好。中央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重点在个别行业，

是一种“点控"措施，并在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及时刹车，经济仍然保持了

较高的增长。

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按照全国目标任务的总体要求，

各省级人民政府均确定了本地区目标任务，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各地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和实施了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创造了一批行之有效的经

验做法。不少地方完善督查和考核机制，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三是再就业扶持政策的落实取得新的成效。中央政府再就业资金及时到位，

税务、工商部门急躁不熟安排，人民银行、财政部、劳动保障部等部门制定出

台了新的操作办法，加大了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信贷扶持。此外，公益性岗位

开发、社保补贴、免费职介和再就业培训等项政策也都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四是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截止2004年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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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95％以上的街道均建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80％以上社区聘请了专门工作

人员，许多地方实行择优聘任上岗，组织岗位业务培训。

五是困难群体再就业援助逐步实现制度化。全国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开展了

以“帮您再就业，我们的责任"为主题，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

务"为内容的再就业援助活动。各级政府也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帮助困难群体再

就业上，加大资金筹措和工作推进力度，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运用扶持政策大

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困难群体人员就业。目前，正在形成日常援助与集中

援助相结合，并在资金措施上作出制度性安排的长效机制。

2．3．2国家政策大力支持

(1)出台有力就业政策，刺激就业。自2005年起，国家就业工作重点把

握以下三个关键性的环节：

首先，积极挖掘增加就业岗位潜力较大的产业和行业，完成“95146”(即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就业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就业和再就业目标。鉴于就业岗

位仍然是稀缺的资源，完成就业和再就业目标仍然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

断调整结构，开拓就业岗位资源。因此，再进一步落实政府促进就业再就业的

工作责任，突破小额贷款、主辅分离等政策难点，发挥政策促进就业的作用的

情况下，尤其要注重挖掘增加就业岗位潜力较大的产业和行业，以保持经济增

长对就业更大的带动能力。当前，信息产业、旅游业、美容美发业、室内装修

及物业管理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势头很好，也就就业岗位资源相对丰富的行业和

产业，应该进一步研究这些行业促进就业的措施，以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其次，评估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完善针对困难地区、行业和群体的就业

政策。开展针对积极的就业政策效果的评估工作，研究积极的就业政策针对困

难地区、行业和群体的延伸扩展问题，以更好的解决并轨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

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城市和一些困难行业的促进就业问题，解决困难群体的

再就业，促进青年和大学生的就业。

第三，积极推进技能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当今世界，

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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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造就各类高素质人才，是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

略目标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短缺，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需求为供给的5倍左右。因此，要从培养、选拔、评价、使用、激励、交流、

保障等方面，加快制定和实施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政策措施，全面提高劳

动者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为增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增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竞争力，在学术界围绕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研究的同时，政府也逐步将工作重心

从高等教育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强调教育质量的重要

性。根据文件精神，政府着手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等维度进行改革，逐步确立其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命线的基本认识，将提高质量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中，涉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两项举措为“本科教学

工作水平评估"和“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2003年，教育部启动了五年一轮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共有589所本科

高校近千万名师生员工参与其中。本轮评估确立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

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评估工作方针，制定了包括学校办学指导思

想、教学经费、师资队伍、专业、教学管理、教学效果、学风等指标为主要内

容的评估方案，对我国高校办学基本状况、教育教学管理和教学工作水平进行

了全面分析、论断和把握，指出了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的意见和建议。总体而言，本轮教学评估强化

了整个高教战线的质量意识，促进了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管理的规范化，对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研究人员指出，本轮教

学评估存在评估标准单一、行政色彩过浓、成本过高等问题，有待于在下一轮

评估工作中加以改进。

2007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了“质量工程”，这是我国在新时期深

化本科教学改革，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一项重大举措。“质量工程”以提高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推进改革和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为手段，按照“分

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则，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

质量和整体实力。“质量工程"包括六个方面的建设内容：一是专业结构调整

与专业认证，二是课程、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三是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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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四是教学团队和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五是教学评估与及教学状态

基本数据公布，六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质量工程"的实施在高等

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进一步强化了教学的中心地

位，明确了教学改革的重点，引导各类学校对办学定位进行思考，促进了优质

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此外， “质量工程”还有效带动了地方的创造性改革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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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目前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3．1当前就业形式仍较严峻

经过几年的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迅速增加，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

化”阶段。随着人数的增多，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形成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冲

击，使其市场相对缩小，就业与市场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

从目前国家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和基本情况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

良好。这与世界上许多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状况迟迟得不到改善形

成鲜明对比。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

向外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

折，脆弱的市场信心更不易恢复，极易导致市场持续波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

可能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向内看，我国经济趋稳的基础尚不稳固，扩大有效需求面临不少制约因素，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不仅毕业生总量大，专业雷同性也很高，结构性

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和产业规模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

达地区及一些中心城市，并且这些地区对毕业生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的需求

有所增加，而一些边远省区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需求仍不足。

虽然我国经济经济趋稳的形势还不牢固，但就业呈现总体平稳态势。这是

因为，东部省市新增就业人数增幅虽然有所下降，但中部和西部增幅高于过去，

特别是西部的前三个季度增幅比2011年高10％以上。

学历层次不同，就业情况差距明显。从总体看，社会对毕业生学历层次的

要求近年有明显提高，硕士生和本科生的就业率要高于专科生。这就形成了一

方面高层次、高学历的毕业生争夺大战愈演愈烈，而另一方面专科层次的毕业

生就业却越来越困难。

从行业情况看，制造业、重化工业用人需求在下降，但是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业用人需求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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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看，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连续几年招工难使企业对裁员持更

加审慎的态度。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国有大型企业用人稳定，现在有明显

减少的趋向。

但由于传统的就业观念导致毕业生和家长们一窝蜂倒向大型企事业单位，

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招聘抱着过渡期，得过且过的心理。工作充满了不

确定性。

由此看来，2013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实体经济平稳发展，就业总

体平稳。大学生就业总体状况良好。但，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以及我国

人口基数大、就业人数多、就业层次多等自身因素制约，大学生就业形势仍然

不容乐观。

3．2大学生就业稳定性较差

大学生虽然受了四年的高等教育，但是面临毕业，在就业问题上仍存在缺

乏分析、判断、决策等问题，导致在择业就业时，因种种心理因素造成就业不

稳定。

3．2．1攀比心理

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寻找选择就业单位时，往往用自己身边同学的就业标

准来定位自己的就业标准。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即使某单位非常适合自身的

发展，但因某方面比不上其他同学选择的就业单位，就彷徨放弃，事后却后悔

不已。

3．2．2求高心理

部分大学生单向考虑自己的就业理想，要求用人单位十全十美，工资、福

利、住房、地理位置、工作环境等等，无不在其考虑之中，却没想如此完美的

单位能否接受自己。不考虑自己的才学，不给自己合理定位而盲目求高，最后

导致与适合自己的用人单位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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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不平心理

部分大学生或因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足，或因时机把握不准没有找到适当

的、理想工作单位，但这些大学生往往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反而怨天尤人，从

而产生不平衡心理，这种不平衡心理往往导致一些大学生对社会对人生产生偏

颇的看法。

3．2．4自卑心理

在激烈竞争的求职场上，部分大学生因所学的专业不景气，或因自己的专

业技术、专业职能及综合素质不如其他的同学，或因求职屡次受挫，产生自卑

心理。有这种心理的大学生在求职中往往没有勇气和信心面对用人单位，不能

很好地展现自己的特长，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择业。

3．2．5自负心理

与自卑心理相反，有部分应届大学生因所学的专业市场需求较好，或综合

素质专业素质较高，或因被多家单位所看好，不但不能马上就业，反而挑三拣

四，这山望着那山高，错过了不少用人单位。

以上种种不健康的就业择业心理，导致了大学生初期就业波动较大，稳定

性较差，不能安心在基层工作，致使“毕业即失业”变为现实。

3．3大学生就业质量较低

3．3．1政府就业政策引导力度不足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

的变化，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升级，包括产业内及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变

动及产业自身要素使用结构的升级，并由此引起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产业

结构的变动对就业造成了极大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变动关系，表现出由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换，再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在

这一转换过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就业分布也将发生变化。在产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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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过程中，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就业人口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

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

业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高级化必然带来不同产业对就业需求的调整，

同时对劳动者的质量和素质的要求也会变化，因此造成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就业造成的双重影响：减少就业和增加就业效应。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高校专业设置的调控力度不到位，导致大学生所学

专业与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不适应，致使许多大学生毕业

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3．3．2高校就业指导与社会需求脱节

大学生就业指导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

了解国家的就业方针政策、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保障大学生顺利就业的有效

手段。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大学生就业指导尚处于起步和摸索时期，与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的建立、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现代化及学生自身要

求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就业指导者单纯追求就业率就业指导人员和接受指导的大学生都把顺

利就业，提高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看作唯一目的：短视心理、短期行为严重：重

服务、轻教育的情况屡屡出现。忽略了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思想教育，如怎样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如何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以

及“创业”教育等。这样使得就业指导工作者相当一部分精力、时间放在应付

事务性的工作上，极不利于就业指导工作的开展，因而造成大学生的就业观念

存在误区，譬如说“待遇误区”——大学生就业过程中过分看重工作待遇，
而忽略了自身特点是否适合、是否有利于用人单位的要求及自身的长远发展：

“地域误区”——大学生就业过程中过分看重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大
中城市，而忽略了个人理想与国家、社会利益结合，忽略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到基层，到生产第一线建功立业，走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才之路。

(2)就业指导工作形式单一，内容简单目前，就业指导工作主要是以讲授

就业基本知识为主，采用教与学、讲与听的形式来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中碰到

的问题，而忽略了多种形式相结合的途径，例如专题讲座、个别咨询、集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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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教育、就业形势报告会等形式。就业指导对象主要是应届毕业生，这存在就

业指导的对象误区，认为只有毕业生才接受就业指导，其他在校学生没有必要

接受就业指导，忽略了要从大学一年级学生入手并要贯穿整个大学教育。因为

大学生一入校门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内在的、

潜移默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3)就业指导教学不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就业指

导教学还有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就业指导课与

专业课相比，课程设置有待进一步调整。有的学校安排了选修课，有的学校只安

排了毕业班的一般讲座：第二，就业指导教材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中实践经验和具体技能方面的内容尤甚，难以适应就业形势和就业任务的需

要，难以满足大学生择业、就业实际需要：第三，大部分学校没有一支专门的

就业指导教学队伍，基本上是一些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同志担任兼职，虽然

经验丰富，但事务工作较多，不能抽出更多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就业教育的调

查研究、预测研究和理论研究。理论水平上不去，对一些社会现象、敏感问题

不能从理论上给予解答，说服力不强，导致学生认识水平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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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国外高校大学生就业经验借鉴

4．1国外高校大学生就业简介

4．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就业指导

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美苏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因战争入伍而使学业收到影响的青

年，急需获得参加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从海外归国的数百万退伍军人，

对美国就业市场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为了给青年重新获得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

并缓解就业压力，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士兵权利法案》。法案的实施，使

美国高等院校的就学人数激增，加速了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的转变进程。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面对苏联在

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和领先，彻底改造美国的教育制度，加强基础教育，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高技术人才，成为摆在美国高等院校面前的一项紧迫

任务，各高等院校纷纷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进行改革。1958年8月，美国

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把教育置于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地位。从《国防教育法》颁布至1969年，共有150万人从国防学习贷款上完成

了大学学业，1．5万人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可以说，这一法案的颁布促进了

美国高等院校数量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开始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

机、空间技术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也促进美国由工业社会向

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由于第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制造业就业计划仅在1958年至1962年间就减少了100多万。这种变化导致美

国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同时，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生育高峰

出生的孩子己接近成年，使得适龄就业人口由1947年的5700万增至1962年的

7300万。这种失业、就业的双重压力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要通过实施有效的人

力政策调整劳动力素质、结构及其供求关系，需要美国高等院校在扩大招生规

模的同时，调整教学与科研结构，满足经济建设的需求，这些现实即成为美国

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推动力，同时也为高校自身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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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

德国联邦职业部门的顾问深入到学校，举办班级讲座，在义务教育的倒数第

二年为学生提供小团体的指导和短期的个别指导。这些顾问大多在联邦公共行

政学员进行了三年的专业学习。学生被带到就业信息中心(BIZ)熟悉中心个各

种设施，以便今后再到信息中心咨询，并且可以在当地的职业办公室预订更长

期的职业咨询。

芬兰职业指导办公室聘用了280个专业性的职业指导心理学专家，美味都具

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同时接受了短期的在职培训，许多人还获得了更高的学历，

其服务对象包括辍学者、失业者以及那些想改变职业的人。来访者需要提前预

约，需要不止一次的面见。要求接受职业指导的需求很大，为了一次预约等六

个星期是很正常的。

澳大利亚国家职业网站中包含了许多信息，包括教育和培训课程、各地劳动

力市场的供求、职业目录以及研究资金的来源等内容。用户可以根据个人的兴

趣和爱好，来获取这些教育和职业信息。在前7个月中，这个网站被浏览了250

万次。

在奥地利，每年都举办设计职业培训、第三级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场大型职

业咨询会。成千上万的人前去光顾，包括许多专业性的贸易组织、雇主、工会

和教育机构：这些咨询会主要以学校和社区为市场导向。

加拿大的公共职业服务部门将许多职业指导服务跟社区组织向联系，这些组

织通常是为了满足特殊群体——比如单亲和土著居民的需要。其中有些组织主

要关注的是职业培训活动，如提供信息服务、就业咨询和寻找工作等；其他组

织则具有更多的教育、培训和社区功能。有些组织的员工具有职业指导专业技

能，但大多数没有。

在英国，呼叫中心技术(call centre technology)正被用于拓宽成人教育

的途径。“学习指导”(1earndirect)服务为来访者提供有关信息和更为广泛的

职业建议。服务人员均具有与其工作性质相关的学历，能够在线搜索50多万不

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课程信息，为需要获得学习信息的承认提供咨询。这个系

统自1998年建立以来，已接待了400多万来访者。“帮助热线”每天8：00—22：00

提供服务，全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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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国外学校的就业指导

英格兰莱斯特大学的职业服务部门过去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进行预约服务

和长期的当面指导。20世纪90年代，学生数量以50％的速度增长，但职业指导

员工的数量却在下降，现在，在职业资源中心有个可随时光顾的自我服务系统，

作为最初联系的主要方式。在所有的大学毕业班中都要进行职业培训，每个大

学的就业处都有一个老师担任联系的第一站。同时增加了ICT工具的运用。

许多国家为了满足学校内部更广泛的职业指导的需要所采用的一个方式就

是学校提出职业指导的总体要求，但不予以具体化。爱尔兰在1998年的《教育

行动》中，要求学校必须确保学生接受适合的职业指导，帮助他们进行教育和

职业选择，而不是具体到合适的职业指导是什么。毋庸置疑，这种方法与在实

际中学校所以提供的职业指导有很大的不同(National Centre for Guidance in

Education，2001)。相关的西班牙立法(1990年西班牙教育制度法)更具有指导

性，因为它可以细化为以下几点：职业指导构成教育职能的一部分，具有相应

资格的专业人员同样可以提供服务，学校里提供的职业指导服务应跟地方权威

部门提供的服务具有同等地位，应该特别关注社会歧视问题。

在加拿大魁北克，许多学校正在被估计树立“指导学校"的概念。这与更广

泛的以能力为导向的学校改革联系在一起，个人职业规划被定义为学校里五个

宽广的学习领域之一，其目标是在小学阶段为学生自我认同的发展提供支持，

在中学极端为职业规划提供指导。这与确保学生动的学习的用处(像语言、数

学、科学等)以及为什么要学习相联系。

为了贯彻这一概念，需要增加合格的职业指导专家的数量。此外还需要更多

的投资者积极介入。首先通过鼓励教师和职业指导专业者之间的争论和写作，

然后开展家长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在决定一所指导学校在所提供的宽泛参数方

面意味着什么时，学校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一个相似的方法能使学校和社区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即将职业指导的宽泛概

念与更广泛的学校改革相联系。这种就业指导方法正在被介绍到卢森堡的公立

中等学校。七、八、九年级里的课程，内容包括从小学到中学的国度，生活和

社会技能以及除职业教育之外的学习方法和指导帮助等。除了帮助学生进行具

体的职业选择外，还教给学生决策技能和职业培训技能。教师们传授课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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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心理学专家那里获得支持。雇主和家长会通过向学生介绍职业而介入，包

括工作经验或工作背景，高年级学生的监督或个人设计。卢森堡委托这些主动

性的评价来评定其对学生进行和公立中等学校运作的影响。

4．2对我国就业工作的启示

4．2．1校内职业指导

通过对国外就业工作的研究，我们发现，各国在校园内的就业指导上付出

了很大精力，并且颇有成效，我将之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学校除了提供信息和建议之外，还必须采取以学习为中心的方法。

这意味着要将职业指导教育纳入到课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

职业指导教育被纳入到学校的课程当中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一些国家，比

如爱尔兰和卢森堡，职业指导教育是非强制性的，未被纳入所有的课程体系之

中。在另外一些国家，职业指导教育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要素被纳入课程体系

中。在职业指导教育在课程中的位置、传授的方式(单独设课还是融合到其他

课程中)、投入的时间，接受教育的班级等方面，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便

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学校之间也有较大差异。

第二，学校必须采取发展性措施，使得职业指导教育和指导内容适应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的需要，并使职业指导教育包含在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

而不仅对某一阶段的学生进行职业指导教育。

第三，学校必须采取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式，将经验反思、自我指导学

习与向重要他人(如雇主、父母、校友和高年级学生)的学习结合起来。

第四，学校必须综合各种措施，将职业指导教育作为所有学生教育的一部

分，而不仅仅针对那些特殊类型的学校或学生。

4．2．2政府应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

(1)加大投入，增加就业机会

我们之所以提出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主要是因

为：一方面，它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消费，共同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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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它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从表面上看，就业机会是提供给那些失业者的，但

实际上，是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正如前面所说，失业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

利”，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失业者，向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就是向每一个人提供

这样的机会。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分配社会的财富，造成两极分化，

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要有保证财富分配的合理化的制度，既给失业者

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就给就业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因为在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的

前提下，失业者对就业者的竞争压力势必大大缩小，这样，就通过稳定失业者

的人心而稳定了就业者的信心，从而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它在

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其付款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即它具有受

益的非排他性。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就可以向社会提出就

业的要求。不管他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特别是是否支付了“费

用”。

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个人虽然在提供就业机会时有

动力和积极性，但这并不能说是个人的义务，因为个人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条件

和能力。国家则不同。一方面，国家为了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安定和经济的协

调、持续发展，有义务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政治权利，

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聚集全社会资金、技术力量和专业人员；政府最高领导及各

部门管理人员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广博的见识，站的高，看得远，认得清，抓

得准。因此，国家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的能力远强于个人。

(2)构建以就业为核心的公共政策体系，竭力扩大劳动就业的服务范围

l、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方面

就业是民生之本，较充分的劳动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充

分就业历来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已

经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首当其冲的目标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诱发社会不稳

定、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有目共睹，应

该明确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

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但是以前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经

济增长等指标，而对增加就业关注不够，从而出现一个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等

经济指标向好，就业反而减少的状况，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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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将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列

入经济和投资规划之中，使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招商引资、结构

调整以及发展新的经济组织时，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创造就

业机会作为优先考虑的经济指标之一。

2、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就业者素质，降低失业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陷入了“滞涨”的窘境，一

些西方经济学家在坚持宏观需求管理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一条克服通货膨胀、

减少失业、保证经济增长的心途径，人力政策因此应运而生，并在西方国家解

决失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失业问题，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合理配置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视。西方国家的这一做法，无

疑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西方国家政府重视运用人力政策来解决失业特别是结

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问题的举措，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

是广泛的，我们过去较多地理解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或学历教育。这是有偏

差的。医疗保健、劳动力的迁移与培训、职业培训等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

内容。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或学历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总体提升当然非常重要

的，但过度的搞定教育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甚至可能出现“知识型”失

业者群体。因此，现实的选择应该是在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更要加

强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在职培训特别是技能培训。

29



安徽大学MPA硕士学位论文 高校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第5章从政府公共政策角度创新大学生就业路径的对策

5．1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岗位

政府应尽可能地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拓宽就业和再就业门路，增

加就业渠道，合理布局科技、产业和技术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GDP

中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也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出发，合理地对劳动力供给量进行适度调控，

减少劳动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并制定出合理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

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

安徽省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省份，在制定就业战略时需充分考虑城乡

之间劳动力分布结构的合理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城乡劳动力交流和流动的有序

化与合理化，尽可能地从分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调节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分布

结构。

在处理本省就业与外省就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满足本省劳

动力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区域投资政策和区域间经济政策杠杆的有效利用，合

理地调节区域之间的劳动力供求比重，鼓励劳动力合理流动，优化地区间的劳

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就业率。

教育产业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影响就业水平和质量，因此在制定就

业战略时，出发点是加大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产业，通过延长青少年的就

业时间，增加其受教育的年限，提高劳动力素质。

同时，在调整产业结构上，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服务业及结构的调整。目前发展服务业对增加就业及实现产业结构和

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调整的积极作用已经形成共识，但是由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

差异极大，因此主要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难以形成，在政策层面上仍没有解

决服务业发展与就业问题的互动关系。目前，应从以下两方面协调服务业结构

与就业的关系：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吸纳较多的劳动力。二要

同时发展新兴服务业，例如金融、社会福利、文化产业等。

(2)市场微观机制的正常运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机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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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杠杆，利率是引导资金要素配置的重要工具。在我国向市

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必须摒弃各种限制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和枷锁。在正

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前提下，放松工资、利率等要素的价格管制，形成合

力的由市场决定的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由此决定各种产业市场微观的资本

劳动比例，既有利于发挥要素相对比较优势，同时对转轨时期正确处理就业与

增长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3)加强就业结构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支持力度。当前，我国就业结

构调整缓慢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需要。因此加强就业结构的转换力度，加大对

下岗职工就业的培训和政策指导及对再就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引导社会人

力资本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

(4)就业结构调整不会一蹴而就。就业结构调整将会是一个长期现象，处

理不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因此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

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5．2政府加大财政投入

财政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共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之

一，因此，财政政策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的就业形

势下，财政部门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5．2．1落实财政优惠政策，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的重要出路。市场机制的

发育和完善固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要使非公有制经

济得到充分发展，还必须采取有效地财政经济政策。

(1)加强产业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对主要受市场机制调节的非公

有制经济来说，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着其资源流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非公

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来引导而任其自由发

展，就会使本已扭曲的产业结构雪上加霜。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区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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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发展的总体要求，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引

导，并利用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来优化经济结构。

(2)消除政策歧视，鼓励公平竞争。尽管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已成为我国

安置就业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但是由于历史成见等原因， 目前仍然存在对非公

有制经济尤其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所有制歧视。例如，在财税政策上，非国

有企业的税费负担重于国有企业，而且已成为各种摊派的“重灾区"；在信贷政

策上，非公有制经济所需贷款的额度得不到保证，这种情况目前虽稍有改善，

但银行贷款仍偏爱国有企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严重妨碍了非公有制经

济的发展。下一步应重点通过深化改革并采取得力措施来逐步消除这些障碍，

如在积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同时，从资金、信贷、税收、经营场地和设施

等方面积极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自办企

业。对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国有小型企业

的改组改造，兼并停产或严重亏损的国有小型企业，以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就

业岗位。另外，还要尽快修改、补充和完善某些不公正的法律法规，如劳资关

系、社会保障、合法经营所得的保护和财产的保护等，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

同等的法律保护政策。只有如此，才能解除非公有制经济中劳资双方的后顾之

忧和短期行为，同时也为各种所有制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相互流动扫除制度性

障碍。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十分狭窄，作为社会保障主体部分的社会保险

制度，只覆盖了大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而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和个体工

商户却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这给职工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带来诸多不便，特

别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转换工作岗位时，往往考虑到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享

受不到公平的社会保险待遇而敬而远之。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各项社会保

障制度，当务之急是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将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

到全部城镇职工，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做好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和职工的参保工

作。只有这样，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非公有制经济的

发展也才能拥有公平的外部环境。

(4)减轻不合理负担，切实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当前，对非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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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经济进行的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

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

保护个体私营这的切身利益，在清理各种收费、摊派、集资的基础上，将确需

保留的收费项目纳入法制化轨道，做到公开、公正、规范、透明。对于扰乱、

打击个体私营者生产经营的行为要依法查处，切实维护个体私营者的合法权益。

5．2．2加大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和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要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减少对一般生产经营性领域

的资金投入，增加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资金投入，提高财政对再就业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同时，还要注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预算外资

金等各种社会资源，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努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财政

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劳动力市场建设、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社会保险补贴和岗

位补贴等。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规定程序合理分配和及时拨付财政补助资金，并建立健

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对就业和再就业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同时，禁止各地借

财税优惠政策出台之机，随意开税收减免的口子，以避免财政收入的流失。

5．2．3做好就业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衔接。

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和制定就业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之

间的衔接配套措施，适当拉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

障金等社会保障标准之间的差距，以及社会保障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

距，克服下岗失业人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而不积极寻找工作的倾向，激励其努

力实现再就业。

5．3转变思维模式，稳定就业

5．3．1以创业为主导，开创就业新模式

创业是解决就业的根本。以安徽省皖西学院为例(表5—1)，大学生创业仍

然是“空中楼阁”，只有极少数大学生选择创业。创业对大学生来说，似乎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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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远。学校除了加强对大学生创业的鼓励和引导之外，还需要为学生做好一定

的准备工作，增强大学生创业的信心、勇气和能力。从而使学生毕业后能成功

创业。主要的准备工作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心理准备：自信独立，富有挑

战精神，富有责任感；(2)知识准备：管理知识，营销知识，财务知识，专业

知识；(3)能力准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表5．1皖西学院2010—2012毕业生就业单位调查

单位 2010 2011 2012

民企 40．5l％ 42．02％ 41．44％

国企 6．15％ 11．04％ 18．18％

三资 18．46％ 8．59％ 7．61％

教育 1 1．28％ 15．34％ 21．56％

事业 9．23％ 7．67％ 4．65％

机关 10．77％ 8．28％ 1．69％

其他(含创业) 3．59％ 7．06％ 4．86％

对学校来说，要提高大学生就业的综合能力。大学生仅仅会读书是远远不

够的，而应该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学习能力、就业能力的综合培养和提高。

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能不能就业是与这些能力密切相关的。社会上最受欢迎的人

是有责任心、勤奋、情商高、技能过硬的复合型人才。而拥有过硬的技能更能

适应社会的需要。研究表明，有十种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分别是：专业能力、

沟通能力、计算机编程能力、专业能力、培训技能、科学与数学技能、理财能

力、信息管理能力、外语交际能力、商业管理能力。此外，大学生应该在提高

自身能力的同时，关注社会及国家的发展动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社

会发展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就业。同时，大学生还应该明白，大学

毕业还不是真正的毕业，还必须上社会这所大学里继续学习，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

5．3．2准确定位，转变就业观念，调整就业心态

对大学生来说，大学生就业应该瞄准经济增长的主战场。调查结果显示，

大学生就业以本地区、邻近地区为主，跨地区就业还没有形成主流，人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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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一些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地区的大学生供不应求。另外，大学生就业难

主要难在大城市，难在需要解决户口的企事业单位，其实，走出大城市就没有

那么难了。在首次就业时，大学生应调整好心态，主要是平衡“眼高手低"的

心态，不要期望太高。即使工作不如意，也可以作为一次学习锻炼的机会，更

务实些，机遇大于待遇。同时，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放低架子，从基础做

起，虚心学习，注重专业知识、能力的提高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当前，较多的

大学生就业观念上存在一些误区，如“宁到外企做职员、不到中小企业做骨干”

“创业不如就业”“先就业、后择业”还是“先择业、后就业”等。一直以来，

为了保证就业率，学校都是建议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这样就可以“先生

存、再发展”。但其实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和想法，最终结果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

业后出现较高的流动率，使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成了“为别人做嫁衣”，使得不

少用人单位望而却步。从成本控制及人力资源利用来看，这种现象将导致企业

招聘毕业生更趋于保守，毕竟企业不是人才培训基地。

“德才兼备”是企业用人的恒久标准。要做好事，首先就要做好人。大学

生就业时对品德素养的忽视，表明在当今社会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种转变值得我们深思，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企业倾向于录用有德有才之人，希望大学生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确切地说，

这是其自身素质的表现。对于大学生来说，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提高专业技

能一样重要，两者不可偏废。

无论怎样，大学生都应该明确的是，只有自己适应了社会，才能生存和发

展。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

共同努力，才会有所改善。

5．4政府施行有效的就业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由于绝大部分新的就业机会将由企业创造，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拓宽就业渠道，政府必须为企业的建立和扩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小企业是相对大企业而言的。一般来说，中小企业是指独立经营和核算，

生产规模较小，在某一领域不占支配地位的企业。由于这一界定比较抽象，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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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不同的数量指标进行划分。广泛使用的数量指标有：从业人

员、销售额、资本金等。如美国规定，制造业和平批发业从业人员在500人一下，

零售业、服务业3年平均营业额在350万美元一下的为中小企业。德国则将从

业人员在50人以下，同时年销售额在200万马克一下的企业视为小企业。

5．4．1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在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增加

就业岗位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

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和再就业人员的

作用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企业

总数的99％以上，吸纳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实践证明，凡是中小企业多而

且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就业压力就小；凡是中小企业少而大企业多的地区，就

业压力就比较大。目前国有大型企业已很难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而且随着技术

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富余人员会更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的

就业压力就是通过福车发展中小企业而逐步缓解的：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解决

了大批回城知情的工作安排；“三产”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发展缓解了大

批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压力；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更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找

到了就业的出路。当前，解决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新增劳动力的

就业问题，尤其需要重视中小企业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的国家，在当前经济转轨时期，这一矛盾

尤其突出。因此，把着眼点放在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员提供必要

的鼓励政策，不仅仅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对于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的推进，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5．4．2具体措施

(1)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鼓励居民投资创办中小企业。

为鼓励居民投资创办中小企业，可采取相应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措施。

对于新创办的接受大量弱势就业群体如残疾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就业的

中小企业，创办初期可实行部分或全部税收返还的政策。对于现有小企业，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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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可适当降低其税收负担。个人收入和存款用

于投资创办小企业的，免征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等。工商、税务部分对营业额

较小的小企业提供便利，使其顺利开业并正常经营。对于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

兴办的小企业，在申请营业执照后，政府可考虑一次性提供一定额度的启动资

金。在外贸政策方面，应扩大中小企业的进出口权和进出口服务代理权，使中

小企业享受同等的退税待遇和便利。

(2)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

具体措施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建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和出口信贷

基金；对容纳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具有较高技术含量、能够扩大出口的中小企

业，国家从风险投资基金和出口信贷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进行贴息资助和资金支

持。为低风险和高科技中小企业建立在资本市场融资的第二板块市场，同时在

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建立专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地区性一级半资本市场。

(3)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中小企业。

一是将中小企业全部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证中小企业职工与其他企

业职工享受同等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待遇，解除下岗失业

人员进入中小企业的后顾之忧。二是实行更加灵活的小企业参保政策。为顾及

小企业参保的积极性，可对小企业采取更加优惠的参保政策，如适当降低小企

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等。

(4)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规范。2002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同时，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简化审批和办事

程序，尽快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透明化，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

外部环境。在国内市场准入方面，应放宽对小企业进入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限制，借以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扩大市场、增加就业。

5．5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就业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国外很多大学的就业指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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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很重要的部门。国内近年来也已经开始重视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可以预

见，在不久的将来，高校的就业指导机构将会成为一个发展最快、人员最多的

机构，可能会超过教务处等部门。只有出口畅通了，大学才能实现有效的可持

续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就业指导形式要创新，“长期深入企业实习”是当前大

学生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指导形式，就业和职业规划的专题讲座并不受大学生欢

迎。另外，政府还应尽快建立高校毕业生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

场的管理和监督，尽快建立信息预警机制或大学生就业指数系统。

高校也要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要加大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度。

根据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灵活设置专业，调整专业方向。同时，要借鉴国外成

功的教育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等人

才培养模式，采取弹性学制等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对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可以中途参加工作，然后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对于一些高职院校的毕业

生可以实行“双证书”制度。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不断提高大学生的

就业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建立一种基于行业、企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才是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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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高校大学生就业现状，从中把握要点，能够正确引

导大学生在高校更好成长成才，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继而使在高校从

事就业工作者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探索新的就业渠道，能够更好地明

晰学生的诉求，服务地方，同时为地方性本科高校的大学生就业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对当前国内外高校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

理，仔细总结了从过去到现在高校大学生就业工作存在的各类问题，并分析其

产生的原因，笔者借鉴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服务型

政府理论，并参考了国外高校就业工作的先进经验，对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就业

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路，以政府公共政策角度，通过创新就业理念，政府加大财

政投入，高校实行积极有效地就业指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来推进高校大学

生就业工作。

鉴于笔者学识、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和欠缺，本文在整体论述上还不够成熟，

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用所学到的知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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