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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A7
线索一旦采用

即付稿酬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点题!报料邮箱"!""#$%!&'()*!()+

! ! ! !据“最好大学网”系统最近整理
的各高校 !"#$年本科毕业生就业
率数据的汇总比较及分类排名，能
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等工科专业就业率占
据全国高校专业类排行榜的前十
强，而音乐表演、广播电视编导、新
闻学、历史学等专业就业率垫底。

校园招聘会
工科生就职机会大

记者在复旦大学 !%&'届毕业
生招聘会上见到，一名新闻学院大
四毕业生说：“即便是国内一流新闻
学院，学新闻的也很难找到与专业
有关的工作。”另一名中文系硕士毕
业生，与诸多的博士生硕士生一起，
在上海中学、复旦附中、位育中学的
摊位前排起长队，为的是应聘一份
中学教师的工作，她表示：“文科专
业的求职机会太少了，门槛很高，在
上海要当一名重点中学的老师，也
面临太多竞争。”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启

航 !%&'”暑期实习生招聘会，来自
管理咨询、金融、能源电力、通信等
多个行业 &(% 余家企业提供了
'%%%多个岗位，也主要面向理工类
专业学生。上海交大就业中心副主
任张仁伟介绍，国防军工、互联网、
)*等领域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但基
本锁定工科背景学生，文科生就业
择业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

文科生软肋
不够#专业$易被替代

有网友总结了当下文科类毕业
生的种种困境：就业没“钱途”，就业
率靠后，平均薪资低；出国没“前途”，
竞争不过其他专业；考研没“坦途”，
数学薄弱的文科生跨专业考研难。
华东政法大学大三中文专业的

张婷告诉记者，文科专业覆盖面大
但是不够“专”，很多企业都有文科
类岗位，如文秘、文案、客服等，但起
点低、薪水少，上升空间不高。张婷
所在的班级进行了就业意向调查，
结果，全班 '"+的学生准备考研，剩
下的一半决定考公务员或是寻找媒
体相关的工作，求职难度可见一斑。
作为一家外企人事总监，刘海

忠坦言，不够“专业”、容易被“替代”
的文科生很难是他们的“首选”。许
多企业的人事经理都表示，理工生
可以通过在校期间辅修第二学位等
方式掌握文科相关知识，而文科生
很难学习理工科的课程，并达到相
当的水平。一个没有受过管理学教
育的理科学生，做起管理来，不一定
比学习管理的文科学生差。所以在
招聘文科学生时，招聘单位更看重
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可发展性，
如果文科学生不具备这些素质，就
很难找到理想工作。

扩招速度快
增速远超理工专业

文科生求职缘何越来越难？统计
数据显示，!%%!年时，全国普通高校

共有理工类（理科、工科、农业、医学）
本科毕业生 ,-,$$!人，文科类（哲
学、文学、法学、教育、历史）本科毕业
生 #$$."(人。而 !"&"年时，全国普
通高校理工类本科毕业生为
&!-,&&$人，是 !""!年的 ,/!.倍，文
科类本科毕业生总数为 ('#-#.人，
是 !%%!年的 '0&-倍。其中增速最快
的是文学类，!%&%年毕业生总数是
!%%!年的 10!(倍，增速远远超过理
工类。就业最为困难的文科专业，却
恰恰是学生增长幅度最高的专业。
一边供应过剩，另一边需求又如

何呢？从 !%%.年起至今，国家多次采
取措施拉动经济，理工科特别是工科
人才的需求量加大。文科专业有些是
为社会长期和谐发展服务，属于基础
学科，人才需求量增长则明显缓慢。
因此，有专家指出，急速扩容、扩招，

是文科生就业难的根源。
上海市教委负责学生就业工作

的学生处副处长李长治介绍说，其
实文科生就业难的现象并非中国独
有。英国劳工部门的调查指出，学习
文学、哲学的毕业生，就职时的薪水
偏低，此后的升职机会也小于理工
类专业的毕业生。在美国，古典文
学、历史学的毕业生，在求职时渠道
也相当狭窄，主要是做教师，就业率
偏低。美国哈佛大学一直在文科招
生时做减法：!%&!年，哈佛人文学
科毕业生占比为 !%+，明显低于
&-'$年的 ,1+。目前全美人文学科
的大学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01+，相当于 &%个毕业生还不到 &

个读人文学科的学生，而 &-11年是
&$+。这和当前中国内地高校文科
招生形成鲜明对比。

! ! ! !眼下作为一名文科生! 该如

何破解就业难题呢"记者注意到!

复旦大学曾经发布的一份 #就业

行业报告$显示!依据近几年各院

系毕业生就业实际流向的统计分

析数据! 文科毕业生的职业选择

与专业相关性越来越低! 尤其人

文类基础学科如文史哲等专业毕

业生! 从事与专业对口职业的甚

至不到一半%该报告提醒&'对于希

望从事非专业相关工作的学生!要

在大学期间提早做好其他专业知

识的储备(!)充分利用复旦大学丰

富的资源!研修相关领域的专业知

识!鼓励学生选修第二专业!并关

注相关领域的实习与实践!不断提

高自身综合素质(%

即使是复旦这样的一流名

校!也意识到文科生的就业压力!

要求文科生做好其他专业知识的

储备以应对就业% 这就告诉文科

生!首先不要过于拘泥于专业!要

有面对各种工作岗位的心理准

备*其次!要多学技能!特别是服

务型行业!如语言+市场营销+客

服等*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国退民进(是未来大学生就业市

场的趋势!公务员+事业单位+国

企不再是文科生的唯一选择!越

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是文科生就

业的重要方向!对此!文科生们要

及早转变观念%

我们的人类文明需要靠文字

记录传承!通过文字记录!我们可

以了解历史!从中能悟出人类生存

发展的规律!衍生出哲学% 文+史+

哲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

是不容否定的%在中国的高校!人

文学科还有待于加强!但是!强化

学科建设并不意味着扩招% 分析

大学生就业市场数据可以发现!

当下有必要整合文史哲专业!对

招生做出一定限制!如此!才能做

精+做细文史哲专业!也符合了市

场对人才的结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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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济下滑、外贸乏力、企业效益
呈下降态势……宏观经济的困局是
否已经传导到高校毕业生就业市
场？在经历了 !%&,“最难就业年”和
!%&$“更难就业年”之后，今年上海
大学生就业是否依然是一个“难”
字？日前，市教委负责全市高校学生
就业工作的学生处副处长李长治接
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大学
生求职时仍会感觉“难”，但这仅是
结构上的“难”。李长治表示，时下，
大学生就业市场已显现经济转型的
端倪：一方面，传统行业用人需求下
降，央企、国企、外企用人需求下降；
另一方面，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
产业用人需求旺盛，民营企业的用
人需求呈逐年上升态势。

转投民企 机会增加
市教委的调研显示，各所高校

的招聘会上，国字号的企业数量明
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民营企业、中
小科技企业。高校毕业生如果抛弃

固有的只去大公司、大企业的观念，
选择民营企业，选择服务型企业，是
能够实现就业的。
“此消彼长，不要认为经济不

好，就找不到工作。大学生就业也要
有经济转型的观念，转变择业意识，
就能找一份稳定工作。”李长治同时
透露，截至今年 '月上旬的统计，本
市 1.所高校的就业率、签约率统计
与上年相比，均保持平稳。上海今年
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约为 &(0(万人，
也较上年基本持平。李长治分析预
计，全年上海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与
前两年相比，也将保持稳定，不会出
现大起大落。

不同专业 冷热不均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本市各高

校不同专业的就业形势冷热不均，
这是另一个的结构型问题。李长治
介绍，在 !%&'届毕业生就业市场
上，信息技术、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等理工专业的学生甚至供不应求，

然而，一半是火焰一半却是海水，传
统的文史哲专业文科生就业时则遇
冷，竞争压力日益显现。
李长治多年跟踪上海高校毕业

生就业市场，他认为，本市高校中理
工科与文科生之比，最理想的是 ,：
&，而眼下，上海高校录取理科生与
文科生之比约为 ''：$'。一方面，考
生志愿填报“绑架”了高校的招生，
使高校在招生时不得不放大文科专
业招生名额；另一方面，文科类专业
普遍开设成本相对较低，由于布点
过多，增量过快，造成了文科毕业生
的“过剩”。李长治建议，家长考生今
后在填报志愿时，要做一些职业规划
和市场调查，逐步改善高校文理科生
比例失调的现状。专家则指出，上海
正在推行的高考改革，或许为解决文
科生就业难提供了一剂良方：高考文
理科取消后，考生可更多考量自己
的就业，理智选择专业，如此，文科
生扎堆的现象将会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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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史哲 毕业找不到“好”工作？
急速扩招!就业冷热不均!文科生需转变择业观念

大学生就业市场总体平稳 及早转变就业观念

终于完成了高考，
多少应届高中毕业生们
开始期盼收到心仪的大
学和专业的录取通知
书。恐怕很少有人此时
就开始担忧，待四年本
科毕业，眼下心仪的专
业，会不会成为今后心
烦的就业累赘？对于选
择文史哲专业的准大
学生们而言，这样的提
前担忧并非多余。最近
几年的就业数据，均说
明了“大学生求职难文
科生求职更难”的现
象，传统的文史哲毕业
生就业渠道就更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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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本科毕业生薪酬最高的10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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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校名称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外交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毕业五年薪酬数值%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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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6,

,632-

,6166

,6-//

,6,6,

,664/

北上广深就业比例

3.7/18

4,7,38

347,38

3-7028

3473,8

457058

4,7/,8

317./8

3.71,8

237/28

学校类型

工科院校'"#$%&'(

综合院校'")$%&((

财经院校'&((

综合院校'")$%&((

综合院校'")$%&((

语言院校'一本院校

语言院校'&((

工科院校'")$%&((

语言院校'&((

工科院校'&((

所在城市

北京

上海

上海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上海

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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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榜单显示(工科院校数量最多(上海的前十名中(以同济大学为首一共 +所(

占据近半壁江山+ 其中(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以 ,)+-元的月薪位列第 +-位(在上榜的

全国 (+所二本院校中排名第 &位(北上广深就业比例更是位居百强榜第 (位+ 高收

入的毕业生涵盖了会计'机械工程等理工类专业(相比之下(文科生不仅就业难(而

且(文史哲专业的毕业生收入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