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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策思路：应当坚持具有可持续性的政策措施 

    1.采取综合配套的政策措施 

    根据一些国家比较成型的经验，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需求调节政策、供

给调节政策和市场匹配政策。 

    需求调节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来扩大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其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通过政府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例如日本的“全面就业支持计划”。第二，通过产业政

策促进就业弹性高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例如德国的经验。第三，通过就业激励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

到环境较差地区和人才短缺岗位去就业，这在美国得到了最成功的运用。 

    供给调节政策的着眼点是改进教育与培训体系，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这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

经被广泛采用，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调整教育政策，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扩张规模。第二，完善教育与

培训体系，加强高等教育的职业性，淡化专业边界，构建多样化、跨学科的课程体系，以使毕业生能够发展

综合技能去有效地应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第三，促进高等学校与公、私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确保教育供

给与市场需求的吻合性。第四，开展创业教育，建立创业支持体系。 

    市场匹配政策的核心在于，减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给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效率损失，通过完善市场信息系

统、加强职业服务和就业指导等项工作，尽可能地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壁垒和摩擦因素，减低大学毕业生求职

的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促进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有效匹配。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社会经济的不同方面。例如，需求调节政策主要是调节企业或产业方面，供给调节

政策主要是调节高等学校本身的发展（包括总量与结构），至于市场匹配政策则主要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

设相关联。同时，这些政策措施作用的时效也不尽相同。有些是属于短期应急性的政策措施，例如，政府的

就业激励政策。有些则属于经常性的调节措施，诸如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系统等。有些则是属于长期性

的政策措施，诸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完善与结构调整，等等。我们在借鉴这些政策措施

时，需要充分认识它们的不同作用特点，综合地加以选择和运用。一般来说，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比较

平稳或者没有太大的问题时，政府应该主要实施市场匹配政策，把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作为一项经常

性的工作。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由于某种临时性的原因或经济周期波动而出现困难局面时，应当主要实施需

求调节政策。而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持续地出现困难从而长期处于某种非均衡状态时，则需要“双管齐

下”，或“三管齐下”，同时实施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等各项措施的调节。但是在这时，既要注重采取各种

应急性的政策措施，例如一些需求调节政策，以广开就业门路，解决燃眉之急，也不能忽略那些作用时效相

对滞后、但是却具有根本性调节作用的政策措施，诸如供给政策，因为从长期来看，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进

一步地说，我们在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时，应当既要关注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既要治标，更要治

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教育事业与整个社会经济之间的基本平衡关系。 



    2.必须坚持市场机制的效率原则 

    政府实施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旨在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来消除市场失灵，以促

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因此，其结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是导致经济效率的改善。但是，

如果政策措施不当，或者操作方式欠妥，也可能对市场机制的运行产生某种负面影响，从而出现政府失灵。

这也是在实施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时需要我们时刻注意的问题。 

    首先，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不应对其他就业群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大学毕业生作为高人力资本

的群体，解决其失业问题可以避免其人力资本的损失与浪费，固然应该被赋予较高的政策权重，但是其他失

业群体特别是像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也不容忽视，更不能因为推行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优惠

政策措施而影响到其他群体的就业机会。比如，现在有些政策措施就公开提出在政府公务员招聘或其他岗位

招聘中“优先”录用大学毕业生，这里“优先”的提法似乎有违市场竞争的公允原则。除非对于所招聘的岗

位因为其工作性质而对于学历有特定的要求，否则是不应该强调大学毕业生优先录用原则的。正确做法应该

是，把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纳入到政府统一的、系统的就业政策之中。 

    其次，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不能以经济效率的损失为代价。一般来说，在这方面供给调节政策

与市场匹配政策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们的实施无论就其提高求职者的人力资本还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而

言，都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善。至于需求调节政策，则有一个最适度的问题。如果就业促进政策能够与产业

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有机地结合，那么新的岗位的创造就会与就业增长和经济

效率的提升同步完成。但是，如果超出现实条件的限制，不切实际地一味追求过高的毕业生就业率，甚至用

简单的行政手段或者用“下死命令”的方式去实现作为政治任务的预定的就业率“目标”，那么就有可能导

致经济效率的损失。比如，现在为了缓解大学毕业生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增加安置机会，有关方面号召高

等学校与科研单位尽量吸收大学毕业生参加科研乃至重大科研项目，有的学校甚至实行了所谓“学士后”的

制度。这里也有一个讲求实效的问题。高等学校本、专科教育主要是为学生打下较厚实的专业基础，因此，

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少数的尖子生虽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但是他们大多

或者选择出国留学、或者选择考研深造，一般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有能力从事科研的并不

需要这项政策的支持，而需要这项政策支持的却又未必能胜任科研工作的能力要求。因此对于此项政策的实

施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审慎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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