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就业观问题的若干思考 

文/邢孟达 

   改革开放多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可喜势头，可想，顺理成章是很
高的就业率。然而，目前人才就业形势已经严峻到与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相匹配的程度。问题到底
在哪里？本文试从人才就业观念谈起。   
   一、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职业观就是择业者对职业的认识、态度、观点，如对职业评价、择业方向等的认识，是择业
者选择职业的指导思想。正确的职业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观。择业要以国家需要为
重。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职业和个人的前程是正常的，但要清楚地认识到美好的生活来自于奋
斗，个人理想和前途根基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事业。因此，个人择业，首先要服从国家和社会的
需要，要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择业同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富强联系起来，并以
此为已任。要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只有具有无私奉献精神而又有才能的人，才是一切用人单位欢
迎的人，也是获得丰富报酬的人。 
   二、良好就业观的形成 
   1、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对很多求职者来说，不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是自己能
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一旦确定了自己理想的职
业，就会依据职业目标规划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并为获得理想的职业积极准备相关事宜。其次，正
确进行自我分析和职业分析。自我分析即通过科学认知的方法和手段，对自己的兴趣、气质、性格
和能力等进行全面分析，认识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劣势与不足。第三，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要根
据职业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将已有知识科学地重组，建构合理的知识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知
识的整体效能。第四，培养职业需要的实践能力。只有将合理的知识结构和适用社会需要的各种能
力统一起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一些企业对应届毕业生表示出冷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刚毕业的
学生缺乏工作经历与生活经验，角色转换慢，适应过程长。这就需要求职者在就业前就要注重培养
自身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只有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走入社会后才能缩短自己的适应
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3、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大多求职者在求学期间，由于只注重专业知识，而忽视心理素质的
培养，一旦遭遇失败，便一蹶不振。因此，每位求学者在求学过程中都应注意提高心理素质，注意
锻炼自己坚忍不拔的性格，沉着、冷静应对所遇到的困难，用积极的心态扫除成功路上的障碍，直
到达到胜利的彼岸。 
   4、树立正确的择业心态。首先，要积极、主动寻求就业，而不能被动的“等、靠、要”。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择业者主动“推销”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现就业的途径。其次，要破除传统
就业观念，避免盲目追求，要正确认识自我，实现多元化就业。实际上，不同的岗位是需要不同人
才的。所以，只要求职者能转变择业观念，面对现实，就不难找到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观的重塑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就业观是非常重要的。 
   1．自主就业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在
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同时，又确定了“实行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和政府促进就
业”的方针。因此，广大求职者必须认清形势，尽快树立自主就业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就
业”观念。 
   2．竞争就业观。树立竞争就业观从根本上讲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同时，树立竞
争就业观也是由当前及今后严峻的就业形势所决定的。因此，求职者对竞争就业要有良好的心理准
备。 
   3．跨域就业观。跨域就业观包括：①跨所有制就业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劳动就业
制度的变革，要求人们形成多元就业观，特别是要敢于弃“公”图“私”，进行新的职业开拓。②
跨域流动就业观。也即是要破除本土观念、区域观念，形成跨域流动就业观念。每一位就业者应从
这种刚刚萌动的就业潮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4．自我创业观。要实现就业并走向成功，首要的是真正树立起自我创业观，将创业看成是开
创新的生活道路、实现新的人才价值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优良的创业品质。 
   5．储备就业观。劳动力市场遵循着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一生中会面临

 



多次的职业变更与职业选择，而求职者能否顺利地实现就业，能否找到理想的或者更能发挥自己作
用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所具备的或者所储备的职业素质。也就是说，即使目前已找到
理想工作，也应有这种居岗思危的心理准备。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就业忧患意识以及储备就业观，才
能更好地应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挑战，才能在未来的就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作者单
位：白城师范学院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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