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考公务员热现象看现代人才的就业定位  

文/白 洋 张龄之 

   一、现人才热考公务员现象原因分析 
   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具有其他职业的共性，同时却凸显其特殊性：比如工作稳定性高，福
利待遇好，社会地位较高。从传统看，公务员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岗位。 
   1. 工资收入适中、稳定性高、工作压力小 
   近年来，“高薪养廉”使公务员的工资有了较大的提升。相比外企、医生、律师等工作，公
务员的工资水平只能是中等偏上。在目前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就业的稳定性对择业者影响是非常
大的，所以，公务员就成了较为理想的选择之一，其考试火爆也就不足为奇。外企收入高，员工的
工作压力很大，所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稳定性较差。 
   3．福利水平高且有保障 
   虽然企业的收入较高，但单纯的高薪是无法让劳动者满意的，因为可能仅仅由于管理者的一
时疏忽，便会导致整个公司的倒闭。所以，必要的福利及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公务员作为国家
机关的“员工”，管理社会资源，享有国家制定的较为完善的福利及保障制度。 
   2. 社会地位高、成就感强 
   人们考虑就业时，不仅从收入等指标去衡量、取舍。比如在美国，大学教授并不是一个收入
很高的职业，但仍有很多人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即是因为其社会声望、职业稳定性等收入以外的因
素。可见，社会地位对于人们很重要，它代表了社会对其本人的认可程度。地位越高认可度越大，
那么其心里满意度也就越大。 
   二．从考公务员热看出的问题 
   （一）就业渠道狭窄，就业形式严峻 
   近年来由于高考扩招后的几批大学毕业生纷纷加入就业大军，给就业带来巨大压力。尽管国
家加大了促进充分就业的工作力度，但始终有大批应往届毕业生在就业和待业之间徘徊。从今年的
３８：１的招考比例从侧面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随着就业大军迅速膨胀，学历贬值，就业压力
将会越来越大。在现在公务员考试对工作经验很少有要求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似乎找到一种较好
的就业途径。政府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公务员机制建设的缺陷 
   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共8年间，全国共有19374人因不合格被辞退，平均
每年不到2500人，如果按照500万公务员来算，每年被辞退的公务员仅为0.05%，如果加上进年来主
动辞职的3万人，公务员的流动率在1.25%左右,而在此期间企业的人才流动率在10%左右。因此相对
来说公务员仍是一个铁饭碗，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几乎形同虚设，而且正因为如此，不少地方和部
门的公务员队伍既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存在约束不力的问题。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的缺失让一
些无所用心，无所作为又无职位风险的人在公务员队伍中沉淀下来，降低工作效率，造成财政虚
耗。  
   （三）大学生自身认识偏差： 
   大学生热考公务员现象表明了大学生的择业观仍显得单一。有些大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
的需求，没有根据自身的兴趣来选择自己的职业，没有对自己进行很好的角色定位，而是跟随大流
选择报考公务员。加之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前大学生在面临就业时存
在以下心理障碍：即认知障碍，包括对就业形势不明，对未来工作期望过低或过高，不能科学选择
工作种类和就业地区等，以及对自身能力素质的认识不清，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的盲从地随大流报考
公务员。 
   三．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提出的几点建议 
   （一）宏观方面 
   1．政府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作出正确的舆论引导 
   政府应该适时适当地减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扩招，同时大力拓宽就业渠道，缓解社会就业压
力，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支持大学生投身西部大开发。 
   2.打破公务员铁饭碗机制，实现保障制度社会化。 
   政府用人上面应该打破“铁饭碗”，“铁保障”机制，建议设置切实可用的公务员绩效考
核，引入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以确定和考核其工作质量，促进公务员更好的搞好本职工作，适时
适当对不合格的人员做好清退工作。另外还应该完善我国其他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整个国家的

 



谁保障水平没有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时，可以适当降低公务员的保障水平，以打破公务员 
“国家人”“单位人”的显性优势，缩小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的差距，使保障制度社会化，平衡发
展。 
   3．完善公务员选拔体系，使人才选用更加合理 
   要使政府工作高质量、好效率的完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是不行的。因此优秀人才的选拔对
于政府的整体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部门要在人才选拔上下大力度。完善选拔体系，改进
考试流程，严守公平原则，努力选出政府部门最需要的人才。 
   （二）对于大学生自身方面 
   1． 建立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价值观决定职业的选择。如果选要择公务员作为自己的职业，那么自身的价值观就要符合公
务员的职业性质。比如，公务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人民群众的公仆，因此热情服务的态度，大公
无私的精神和勇于奉献的价值观与公务员工作性质的匹配度就很高。  
   2． 尽早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就是个人对自身对未来职业的设想和计划。一项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帮
助我们更好的达到目标，实现心中的理想。 
   3． 注重对自身相关素质的培养 
   确定了奋斗的目标之后，就应该注重对相关素质的培养。只有满足了职业所需，才有可能实
现自己的职业规划。例如公务员要求良好的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语言表达、人际协
调、时间安排和不断学习等各项能力，那么有志于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中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相关素质和能力（此课题组成员还包括：杨远鸿、张帅、曹代、蔡秋
瑾。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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