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表
示，据初步估算，今年我国城镇需要
就业人数将达到 !"## 万的高位，高
校毕业生达到 $%% 万，就业压力仍
然很大。

经济转型对劳动者素

质要求提高

王晓初介绍，我国劳动力结构初
步呈现出一些变化的迹象：年轻劳动
人口有所下降，劳动参与率最近几年
也持续下降，但是其中通常存在四到
五年的滞后期，所以在最近两三年
里，压力仍然很大。除了数量的矛盾
之外，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越来越突
出。特别是随着产业升级转型，对劳
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

民建四川省委副主委苏华认为，三个
原因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首先，随
着我国社会经济阶段的加快转型，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高素
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
需求日益增加，导致人力资源结构
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第二，我国教
育结构还不够合理，高等教育培养
方向偏重于知识型和研究型的人
才，而技术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整个社会
人才培养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够协
调。另外，一些大学毕业生自身也
存在就业误区，如对就业的期望值
比较高，大多数希望留在大城市、沿
海地区、外企或机关，而符合大学生
期望的职业教育单位又长期呈现出
僧多粥少的局面。

高等教育应多培养应

用型人才

苏华表示，政府和社会应该采取
两个方面的有力措施，为大学生就业
创造更有利条件：第一，要努力扩大
高等教育对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
人才培养规模，一些本科普通高校可
以逐步改为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同时
增加应用型高校办学经费；其次，要
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大学生创业
提供贷款支持和税费减免办法。

王晓初也建议，解决目前的就业
难问题，政府应该加强重视、加大力
度，建立和完善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
业培训制度，特别是调动企业的积极
性，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

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

院近期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情况的研
究表明，用人单位在招聘大学毕业生
时最看重的素质前五项分别为专业
知识和技艺、敬业精神、学习意愿、可
塑性、沟通协调能力和基本的解决问
题能力。虽然“专业知识和技艺”在用
人单位最看重的指标中位列第一，但
在最欠缺的指标中位居倒数第 &名。
也就是说，专业教育并不欠缺，用人
单位最看重、大学生又最欠缺的是敬
业精神、基本的解决问题能力和沟通
协调能力，这些素质需要通过加强通
识教育来弥补。但是当前大学教育已
面临功利主义的严峻挑战，急功近
利、学风浮躁、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
轻育人、重名利轻真理等现象普遍存
在，即使想实施通识教育，也会受到
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姜燕

! ! ! !开学过后，应届
毕业生进入了完成毕
业论文和求职的冲刺
阶段。面对双重任务，
还未找到称心如意工
作的毕业生压力究竟
有多大？最新揭晓的
“麦可思 !#'(届应届
大学毕业生流向跟踪
调查”显示，学历越高
的毕业生，他们的求
职就业压力越大。

!"#$

压力有别
此项挂网调查从

今年元旦开始至 (月
"日结束，共收到有
效答卷 )*%!+份。在
未签约毕业生中，硕
士生认为目前求职压
力大的比例（占 !"#）
最高，其次为本科生
（占 $!#）、高职高专
生（占 $$#）。硕士毕
业生求职压力较大，
可能与他们对职业吻
合度的要求更高有
关。调查表明，不同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求职压力呈现出差异。其中硕士生中
的法学（占 !%#）、农学（占 !!#）和文
学（占 !!#）专业毕业生认为目前求职
压力大的比例较高，本科生中的理学
（占 !&#）、法学（占 !'#）和教育学（占
!'#）专业毕业生求职压力较高，高职
高专生中的医药卫生大类（占 !(#）、
生化与药品大类（占 !'#）专业毕业生
求职压力较高。

%&'( 需要增加
调查还显示，有无实习经历或工

作经验，会对毕业生的求职产生积极
的影响。在认为目前求职压力大的硕
士毕业生中，无工作经历的占 ,#-，有
工作经历的占 $*-；在求职压力大的
本科毕业生中，无实习经历的占 ,+-，
有实习经历的占 $$-；在求职压力大
的高职高专毕业生中，无实习经历的
占 ,'-，有实习经历的占 $!-。
说到大学里的实习教学，麦可思

在最近的调查中也发现，竟有 &$-的
本科毕业生表示，缺乏足够的教学实
习环节是他们认为当下本科教育最需
要改进的地方。而被他们列为“实习和
实践环节不够”的 '+个专业分别是：
审计学、财政学、动物医学、会计学、财
务管理、应用心理学、工程管理、日语、
人力资源管理、统计学。此外，被调查
毕业生认为“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
的 '+个专业分别是：教育技术学、公
共事业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与计
算科学、电子商务、教育学、服装设计
与工程、旅游管理、应用物理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 扎堆三地
麦可思研究院在去年发布的就业

蓝皮书中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国内应
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地，主要
集中在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包括上
海! 江苏! 浙江! 江西! 安徽），占
!$.'-；泛渤海湾区域（包括北京!天

津! 山东! 河北! 内蒙古! 山西）占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包括广东!

广西!福建!海南）占!'.'-。高职高专毕
业生半年后就业地也主要集中在这三
个区域，所占比例依次是 !(.'-、
!".(-和 !+.*-。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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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难拷问高校专业设置

学难致用 落伍专业与市场脱节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读文科的，怎么一个工作岗位都
没有？”“本科生月薪怎么还比不上保
姆、钟点工？”!!上周六，2013年上
海春季人才交流洽谈会暨长三角地区
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应聘的
大学毕业生挤满了会场，各用人单位

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然而，热闹的场
面却难以掩盖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阵阵
寒意：前来招聘的制造业企业占了八
九成，文科毕业生几乎连简历也投不
出去；即便是名牌大学的理科生，也感
觉用人单位条件苛刻，只有一个字来
形容找工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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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学生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焦点链接#

! 招聘单位展位前"毕业生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孙中钦 摄

大学里学的社会不需要
小陈是杉达学院日语系的毕业

生，已经找了大半年工作了，还没有
着落，对于大学生就业难，她深有感
触：“其实，现在不少企业缺人，需要
人，但要的是有本领的人。可惜，大
学还没有培养出更多有本领的毕
业生。”小陈举例说，有的企业很需
要日语人才，比如说用日语进行商
务谈判，用日语解决法律纠纷等
等，都是实用型的，而大学日语系，
只是教会了学生一门语言，至于应
用能力，甚至还不如社会上的日语
培训班，这样的毕业生，怎能与就业
市场接轨呢？

郝萌是华东理工大学化工专业
的毕业生，她说，自己学校是一所以
化工学科闻名的重点大学。往年，华
理化工专业毕业生是就业市场的“香
饽饽”，今年则情况大不相同，尤其是
自己所学的这门专业。郝萌说，所学
的专业属于轻化工，而眼下随着化工
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已经不需要
这门专业学科的毕业生了。“既然产
业升级了，我们的大学为什么还要设
置这样的被淘汰专业呢？”郝萌对此
大惑不解。
“如今，高校的专业设置与企业

需要，是基本脱节的”，必胜客一名人
事经理对记者说，招聘会上打开同学
们的简历，看一看专业，无非都是语
言、管理、计算机等等，不同学校专业
设置趋同，而且课堂上学的都是理
论，学生没有一点动手能力。这位人
事经理表示，作为一家国际知名的餐
饮企业，必胜客很期待有专业特色的
毕业生，比如“餐饮文化”、“餐饮策
划”等等，遗憾的是，学校没有能力培
养，如果换个思路，今后高校开设专
业前，先了解企业需求，企业需要什
么样的人才，量身定制，或许可缓解
大学生就业难题。

“文凭第一”观念须改变
在招聘会上，记者还遇到了上海

海事大学硕士毕业生小刘，他学的就
是人力资源。尽管此时小刘还在为自
己的第一份职业奔波，但他对高校学
科设置、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有自己的
思考：“上课学的，都是国际著名跨国
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跑到社会上一

看，企业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
管理体系，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只
有让企业走进高校，与大学同办专
业，才能让我们的人才培养不会走失
方向。”

小刘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根
源在于，高考前，家长、考生都是“文
凭第一”的观念；对应家长、考生的
需要，高校本科设置越来越多，而国
内高校的本科设置多为“闭门造
车”，当本科生毕业时，发现完全不
符合市场需求。当下，由企业参与，
在本科生中推进职业教育已迫在
眉睫。

中小企业期望实习留职
除了校园招聘会、宣讲会等传统

招聘方式，越来越多企业青睐“实习
留职”或校企联合培养的模式招聘合
适的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届毕业生春季大型联合招聘会
日前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

家单位携 '"+++余岗位参会。,+++余
名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会场外排起
蜿蜒长龙等待入场。

本次招聘会是上海交通大学针
对应届毕业生组织的最后一场大型
招聘会，招聘专业涵盖通信、机械、材
料、土木、化工、经济管理、教育、外
语、医药等众多领域。和往年相比，参
会单位数量基本持平，参会人数再创
历史新高。今年，就业岗位总量虽然
变化并不大，但结构却有了明显不
同———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招聘
需求却较之往年显著升高。

交大科技园企业发展部主管王
春辉表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人
才竞争不占优势，学生往往看不见
中小企业的优点。“我们有 !! 家中
小型科技企业组团来参会，其中有
‘千人计划’专家领衔的企业，也有
年收入达亿元的企业，但不少学生
还是有些好高骛远。所以，我们的企
业更希望通过平台打响知名度，通
过与高校的合作，开展实习，并通过
实习留职。”

“大三”开始培养人才
而一些大型国企也将人才培养环

节提前至学生毕业前，上海电气电站集
团校园招聘专员李萍透露，集团正与上
海交大酝酿联合培养项目，"月将开始
招募电气、机械、热能等对口专业的大
三学生，暑期开始企业认知、专业授课
等原本进入企业第一年的人才培养内
容，希望提前招揽和培养优秀人才。

在今年的招聘会上，上海交大学
生就业服务和职业发展中心在每个
单位的摊位前放置了一把椅子，希望
学生能够“坐下来”，和用人单位的招
聘专员聊一聊，增加双方的沟通和交
流。“招聘会是近距离了解行业、用人
单位的机会。学生通过网络了解一家
企业，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上海交
大学生就业服务和职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张仁伟说。通过招聘专员的提问
和回答，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这家单位
的人才需求、用人状况，感受企业的
风格、文化，从而判断是否适合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