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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青年就业观念变迁的三个历史阶段  

最后更新：2008-6-15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我国青年就业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三个历

史阶段。 

 

一、服从分配——计划体制遗留阶段：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与广大农民一样还

没有自由流动的自由；城市青年中，由于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就业实

行的是“统包统分”的政策，其特点是“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执行的是“统筹

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大政方针。该阶段中国青年的择业观念比较被动、单

一。 

1．择业倾向上比较被动 

农村青年的就业没有什么选择可言，除了极少数农村青年通过高考改写命运外，大多数是子

承父业；集体耕种土地或承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田到户，都是以农耕为主。城镇青年的就

业也是比较单一，非大学生的城镇青年以“接班”居多，也是子承父业；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知识

青年，由于社会就业制度、招聘制度比较硬性和僵化，以强调一切服从社会需要，就业服从国家

分配为主导，“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84年，名为“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的

调查显示，75.6%的青年希望在职业劳动中“把人民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干结合起来”。在社

会制度的惯性作用下，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的城镇青年，在面对就业时对自己的去向

根本不能做出主观能动性的抉择。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由于指令性计划思想的箍制，也根本看

不到青少年职业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这一阶段青年职业指导教育几乎是空白的，而是以宣传奉献

精神、集体主义、又红又专的螺丝钉精神为主。 

2．择业标准偏向政治化 

农村青年由于职业的固定化基本上没有选择性。城市青年的择业标准主要表现在对不同职业

的评价方面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第一因素。根据前述1984年“中国青年的就业问题”调查结

果，当时青年人在评价职业时看重的第一位因素是社会地位，第二位因素是社会意义，第三位因

素才是发挥个人才能和报酬。应该说，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之所以排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主要是

因为“国家先于个人、集体先于个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等宏观社会宣传

的影响。 

3．择业意向和职业比较上，重政与工而轻农与商 

这一阶段中青年就业时最看重的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从今天仍然流行的知青

“诉苦”文本来看，“上山下乡”务农是难以抹去的“伤痕”，所以务农在青年当中是倍受轻视

的；高考恢复之后的数年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知青“回城”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一大景

观，摆脱农业可以说是所有青年的梦想。在城镇中，就青年精英阶层的大学生而言，经商仍然是

“末节”，普遍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通待业青年也

以上班为第一考虑，实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才会走向“个体户”或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已经酝酿了人才的需求与流动，将改变众多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和方式。 

 

二、走向开放——“民工潮”和城镇青年的双向选择：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1．农村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 

这一阶段的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同时城镇对

劳动力尤其是企业和建筑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的户籍制度和粮油供给制度有所松

动。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开始允许农民在自筹资

金、自理口粮的条件下，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建国初期开始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

开始松动。之后，政府又进一步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

乡交流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于是带来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民工潮”，农村

青年就业的观念逐渐走向开放。 

2．城镇就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青年身上 

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进行改革。1989

年，原国家教委在“中期改革方案”中指出，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

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将竞争

机制引入高校，使毕业生的就业逐渐走向市场化，这是毕业生就业制度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

期改革方案”也就是知识青年“供需见面、双向选择”阶段。由此，青年就业的最大变化是“经

济地位”成为择业时最优先考虑的因素，超过了执牛耳多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成为了首选标准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希望到特区和沿海地区的中外合资或“三资”企业工作。据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1988年对北京、哈尔滨、上海、南京、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十大城市1300多名大学

生，内容涉及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等14个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职

业选择上，希望毕业后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工作的占近40%；从部门角度说，大学生特别

倾向到沿海开放地区的“三资”企业去工作，中外合资企业被置于择业考虑的第一位，相反，传

统的优越单位如党政机关、科研部门、文化系统等的吸引力大幅度地削弱。  

二是不求高学位，只求高收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研人数急剧下降，尤其是1987年，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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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报考人数就比往年减少近千人。据1989年统计，全国本科生报考人数不如同等学历报考的

人数多。1987年到1989年，全国共有700多名研究生中途退学。这个时期，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

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这一现象被称为“知识大逃亡”。“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这句新

时期的顺口溜，道出了一种奇怪而实真的社会现象。当然，这与“脑体倒挂”等社会分配体制有

关。利益驱动使高学位在这一时期一度受冷，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3年1

月硕士研究生全国计划招生2.8万，报考人数仅10万多，比1992年减少7%。  

三是第二职业和职业流动性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青年人中开始有了“跳槽”现象，

青年的职业流动也已浮出水面。甚至有的调查中，青年希望改变职业的比例高达67.5%，许多青

年打出了“第一职业求稳定，第二职业求发财”的口号，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一步到位”到“骑

马找马”的越来越多，人才的流动逐渐活跃起来。择业“三级跳”也层出不穷，即从“国营”跳

到“集体”，从“集体”跳到“合资”，从“合资”跳到“独资” 的现象，这使上世纪90年代

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工人急剧萎缩，“集体企业”职工纷纷外流，“三

资”企业“人丁兴旺”。尤其到了1993、1994年，出现了大学生踊跃奔赴沿海开放地区的热闹景

象。 

四是经济收入成为择业的第一标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青年在择业过程中考虑的第一标准是

收入和福利待遇，占36.6%；第二标准是自我价值实现，占27.9%；第三标准是社会地位，占

23.4%。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青年择业的喜欢行业：金融保险业26.8%，工业企业20.8%，国家机关

12.1%，商、饮、服务业12.1%，科研机构10.6%，文化教育7.9%，其他9.7%。 

 

三、自主择业——追求发展的多元化时代：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1．农村青年就业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民工潮”曾一度引发了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力市场管理等

诸多问题，国家为此采取了“堵”的政策，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国务

院，1989年3月），《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民政部、公安部，1989年4

月）。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就业形势很快让国家改变了政策。1992年以后，对农民工的管理

政策也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上世纪90年代

中期开始，农村青年可以不再将自己拴在农村、拴在土地，可以自由进入城镇自由进入工业和服

务业劳动，由此，大量农村青年开始在城市工作、生活、甚至定居。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

在就业选择上走出了“糊口策略”，外出务工也不再以“赚钱”、“寻求生存”为第一原则，而

是以“经济理性人”形象把寻求发展放在第一位；不再甘愿充当城市的“过客”，而是力争拓展

自己的发展空间，去做城市的主人。 

根据相关的经验研究，我们在青年农民工的身上已经看到这种变化，对他们来说，传统的

“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自主择

业、自主生活和价值观念上的比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而不是乡

土文化的价值观念，青年一代对乡土生活方式全面背离。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比如城

市收容制度的变化，新生代的农民工为追求发展，即使“失业”也不肯回归农村。“他们有文

化，但不会农业的耕作，不再节俭，不再如父辈一样能无条件地忍受艰苦，他们不愿再回农

村”。在这里，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发展理性逐步彰显——在他们的眼里，在城市才可能闯出一片

天空。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而逐步迈向多元化时代。 

2．城镇青年就业 

这一阶段的城镇青年的就业也走向了“自主”。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纲要》为政策依据而确定的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目标是：改革高

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

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其实现机制是“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加入了WT0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改变：我国高校实行扩

招，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且又赶上政府机构精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就业矛盾突

出，形势十分严峻。 

该阶段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择业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在择业标准方面，发展

前景被列在首位，第二位是施展才干机会，第三位才是薪酬福利，第四位是工作环境。第二，在

就业认识上，逐渐打破机关、事业、企业和国有、集体、个私单位之间的等级观念，“创业也是

就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第三，在择业意向上，由“重工轻商”转变为“工商并重”，往日

不被看好的服务行业也成为择业的热门。第四，在职业评价上，政治色彩更加淡化，而是向往适

合自己兴趣的职业，把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第五，在就业地点与父母所在地的距离

上，对父母和他人的依赖心理淡化。“考证热”、“外语热”、“出国热”正是这种自主意识强

化的证明。第六，勇于创业，由被动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2002年共青团中央青工部主办的中国

青年就业创业网正式运行，各地方团组织也相继成立并出台了青年就业与创业的支持平台和措

施。 

 

注：节选自刘成斌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就业观念的变迁》，该文发表于《中国青年

研究》2008年第1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