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本文通过论述大学生本身、高等学校与企业三方

面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现有态度，积极探索其改变方式，论证三

方进行怎样的改变与提升才可以使大学生更快更好地就业，解

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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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

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构建。只有真正地发挥了这些知识青年的力量，才能让我们

的国家实现质的飞跃。本文将从大学生本身、高等学校与企业

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做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对策分析。
一、大学生自身的改变

大学生就业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大学生本身，大学生不应该

固守老的思维模式。社会在进步，大学生也应该学会转变，积极

地寻找内在的问题，去主动改变自身，充实自己，从内在素养上

进行提升。
（一）大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都

离不开人才，各行各业也都急需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一发展态

势本应是对大学生就业极有利的局势，可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却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今大学生虽然具有较高学

历，但是在专业技能上却未能做到专业，没能具有一个真正的

高级人才应该具有的技能。大学生要想找到理想的工作，最紧

要的是在自身上进行改变，应该利用在校期间努力学习专业知

识，真正掌握好本专业的技能，做到学的踏实、学的精准、学的

深刻。与此同时，适时地结合社会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

结合，成为本领域的精英，成长为一名企业需要的高等学府毕

业生。
（二）大学生就业态度的转变。大学生在择业时不应该把薪

酬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真的是人才，企业一定会给你应有的薪

酬和福利来留住你。所以在择业时，一个企业可以给予你的成

长空间才是最重要的，是否可以在能力上得到锻炼才是大学生

在就业时要着重考虑的因素。
（三）大学生就业的主动性。十多年的求学路，让大学生生

活得过于优越，缩小了大学生生活的圈子，这也导致大学生在

就业过程中缺乏主动性，经常是被迫地去面临就业问题，准备

不够充分，心理压力过大都是被动就业带来的不利点。这样的

就业心理也使大学生失去了一些好的就业机会。走向社会、参
加工作时大学生一定要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调试好自己的心

态，积极主动地去面对，好好地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争做就

业问题的主动方。
二、高校的培养方针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

本，而应该是加入更多的社会实践，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

社会实践机会，用实践来消化理论知识，把书本的知识体系真

正的学活，学以致用，才应该是学习的最高境界。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实践，加强专业技能的巩固。用实践检验理论，用理论指

导实践。二合一的方式，做到实时学习，实时反馈。真正地让教

学走出课堂，走向社会。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应该是课堂的主人，

大学的学习应该转变为引导性学习，激发学生的热情，培养其

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的问题有针

对性的学习，培养其自己的思维体系。把学生被动的听讲模式

转换为主动吸收，把这种主动学习的思想从思想上进行灌输，

从能力上进行培养。这样的学生，不仅可以在在校期间，课业优

秀，将来走向社会，也可以随时进行知识补充，他们能创造的价

值无可估量。
（三）就业指导。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高等学校的责任

与义务，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应该成为高校的工作重点。
作为学校本身，在学生未毕业时，为学生寻找适合其专业的优

秀企业作为实习基地，并做好一系列前期与后续工作，让学生

尽早地去适应社会；在毕业季，校方应该积极联系优秀企业在

校举办招聘会，并在校内网站及时更新就业信息，提供一些真

实可靠的岗位，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安排相关

老师对学生做就业心理辅导、就业岗位分析等一系列指导工

作。
三、企业的指导

（一）企业的接受。作为企业来说，应该给大学生更多的机

会，我们更多的在校大学生愿意利用课余时间去企业进行学

习，愿意主动地去接触企业，愿意提前去了解社会。而我们的企

业有时候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并没有给我们的大学生提供更多

的机会。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如果大多数企业都愿意去接

受我们的大学生，或许他有能力了，毕业却不来你的公司，但别

的公司也在为你培养人才，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去想，

或许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优秀人才。
（二）企业的培养。刚刚走上就业岗位的大学生，就像是一

块璞玉，纯洁无瑕，有着无限种可能，面对他们，企业最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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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是房地产业，房地产

业发展越好经济增长得就越快，这种变化对人们生活的提高意

义重大。如果房地产企业波动幅度大以及投资失控，不仅会影

响企业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其他产业，使资源进一步短缺，国民

经济不平稳，进而造成社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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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基本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企业在市场中所占比例逐渐加

大，发展也越来越受重视。通过全国人民不懈的努力及国家一

系列政策的颁布，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进步十分大，同时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我

国经济支柱产业是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对其他行业

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资产中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是房地

产企业投资的总额，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十分重要，所以房地

产行业是我国主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偏低的集中程度依然存在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当前，我

国的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缺乏资金、整体规模不大，并且大多

数资金都是从银行取得的，这样会导致房地产企业不能够及时

的抵抗风险，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房地产业的发展要比西部地

区的发展快得多。除此之外，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越发严

厉，各项政策相应而出。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我国经济的

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原因分析

1、对资金的预算管理认识不足。在预先分析房地产企业资

金时，财务部门应注意关于资金结构的一系列问题，以防对房

地产企业造成很大的浪费。仅从本部门出发，会造成公司其他

部门和财务资金之间缺乏相关的联系，由于各部门都是按照国

家要求进行财务管理，但是缺乏实践性，制定出的方案也不一

定切合实际，这会导致房地产企业的财务出现问题，而且会造

成资金预算上的不同，进而使成本费用受影响。没有做到成本

费用上的成本和损耗的最低化，而且并没有达到费用上的减

少，使资金运转比较困难，房地产企业的运作有困难。
2、财务控制机制缺乏。房地产企业在作出决策后，受年度

利润规划的影响，会使企业财务控制机制不足。首先，房地产企

业应该总的制定一些指标，包括全年销售收入、成本费用、目标

利润等，因为企业事前和事中不好进行控制；其次，房地产企业

没有很好地对资金实行控制，进而使企业资金使用受影响。因

此，会使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大，影响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使房地

产企业资金没有更好地被使用，进而影响企业发展；最后，企业

应实施多元化的管理，减少财务风险，是房地产企业相比于其

他企业更具优势，但是如果实施了多元化的管理，却没有使自

己的优点展现出来，投资方面也缺乏控制，各产品之间也各不

相同，从而使房地产企业缺乏调控力，进而使房地产企业规模

不断缩小。
3、转让土地项目现象日益突出。自 2008 年以来，土地项目

转让的趋势在房地产企业开发中越来越受重视，使房地产企业

资金风险问题日益严重。普通民众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资金保值

增值，便将大量的资金送入了房地产行业，从而抬高了商品房

的价格。比如，北京产权交易中土地交易量大大增长，房地产项

目在交易所挂牌的用地分散在全国的各个地方。不过转让那么

多的二手土地挂牌，北京产权交易所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现

象。由于资金不足，很多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商，尤其是以前以高

价买房的较小开发商都想要把房拍卖出去。
4、房地产企业管理层风险意识不足。我国房地产企业具有

特殊性，大多数管理人员认为，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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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是开采，而应该是培养。一味的开采，或许可以带来短暂

的利益，但他终究会成为石头；而加以培养，才会打磨出真正的

绝世好玉，带来的价值不可估量。要知道，石头到处都有，绝世

好玉确是珍宝，独一无二。
（三）企业的信任。企业对于大学生缺乏信任感，对其能力

持怀疑，使很多大学生感觉在企业得不到重用。企业应给予大

学生更多的信任，在一些重要的事物处理上，可以派老员工对

大学生进行指导，但不要过分的限制，应当给他们更大的空间

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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