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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99万，被称为有史以来毕业生最多一年。“金三银四”的毕业求职

高峰时段已过，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依旧不少。为了找到工作，不少大学生们仍奔行在就业路上。 

  ■形势严峻 

  大学生就业遇寒流 

  刚上大四，在我市一所高校学习焊接专业的小冯就开始找工作。在以前与学长们的交流中，小冯了解

到焊接专业不难找工作，但从2012年7月份开始找工作以来，小冯多次碰壁，这让他感受到求职的压力。

事实上，全国有不少大学生找工作时都与小冯一样倍感压力。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介绍，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99万，比2012年增加19万

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路更加复杂与严峻。记者了解到，今年

驻威两所高校毕业生也达到6072人。与去年相比，山大（威海）今年本科毕业生人数为3500人左右，哈工

大（威海）本科毕业生人数为2500人，均与去年持平。 

  面对史上规模最大的毕业生就业压力，从去年以来，各大高校的各种招聘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场，高校

毕业生也背起行囊，穿梭于各个招聘会之中，辗转于一个个招聘单位之间，散发自荐表。记者从一家人才

咨询机构获悉，近两个月的职业规划来电咨询数据中，准毕业生和职场新人占比最大，大部分前来咨询者

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据央视报道，2013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高达22.9万人，但截至4月中旬，毕业生签约率不足三成。

其中，本科生签约率26.6%，专科高职生签约率16.84%，研究生签约率35.69%。根据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统计的数据，上海今年有17.8万高校毕业生，与去年持平。截至4月10日，就业形势达到29%，较去年同期

仍下降约3%。 

  全国就业形势严峻，威海高校的就业情形如何呢？近日记者采访发现，驻威两所高校虽然也受到一些

影响，但是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签约率还算乐观。“相较往年，今年的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山东

大学（威海）、哈工大（威海）两所驻威高校分管就业工作的相关负责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整体就业情况看，截至今年4月底，山大（威海）部分专业签约率保持在80%以上，哈工大（威海）

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均在80%左右。相比北京、上海地区，目前这两所高校的签约率虽然并不低，但由于

受就业形势影响，与去年相比，两校的签约率还是略有下降。 

  ■原因剖析 

  大学扩招等多因素致今年就业难 

  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小冯的就业之路十分坎坷。多次碰壁后，小冯觉得有些迷惑，于是他冷静下来，

认真分析找工作不顺的原因。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梁宁介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近几年来一直存在，2013年增加的19万毕业生更是

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目前看来，导致就业难几大因素主要是：高校扩招导致未就业大学生数量连年递

增；高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供需不平衡；大学生个人定位不准等。 



  “近年来，随着大学不断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连年递增。而且每年没有及时就业的大学生，又会给

下一届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压力，逐年累积下来，导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而社会提供的岗位

每年都有限，这就造成供过于求，导致大学生求职竞争日益加剧。”梁宁分析，就全国来看，供需变化直

接导致就业形势的严峻。 

  哈工大（威海）就业指导中心杨俊敏认为，大学生自身定位存在偏差、目标不明确、期望值过高也是

就业难的一个直接原因。“现在的毕业生都是80后接近90初的学生，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因此刚出

校门时并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其期望薪酬高出社会能为之提供的水准。”杨俊敏说，“作为学生，定位

准确非常重要，求职意向更要清晰，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追求的是什么，找个什么样的工

作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才能顺利找到工作。” 

  “此外，学生应该降低期望值，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杨俊敏说，大学的专业只是学生未来就业

的一块敲门砖，并非是铁饭碗，在选择就业岗位时不是非得专业对口的工作，到企业实习锻炼自己，才能

发挥自己的真才实学，能为自己多开出一条就业路。 

  从用人单位角度看，企业用人岗位增加的比例远远小于高校扩招。梁宁介绍，目前威海市需要本科生

的企业有限，除了医疗、生物和海洋等相关企业之外，大部分企业招聘的人员学历层级比较低，很多企业

青睐于招聘专科人才，所以导致专业性比较强的本科生在威海不好找工作。同时，很多企业在招人时，更

愿意选有本岗位经验的熟练工，这也给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造成了一定难度。 

  ■旱涝不均 

  文科、制造业等专业受波及较大 

  从近几年的就业数据看，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一些高校专业设置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导致学校

教育与市场要求脱节，也是就业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经贸业、制造业等

行业用人需求下降，导致相关专业就业困难增加。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驻威高校中，山大（威海）毕业生

中尤以文科类专业就业前景不明朗。 

  5月9日，在由全国妇联、教育部、人社部共同主办的女大学生创业扶持行动暨2013女大学生创业季—

—中国高校创业教育高层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桂桢在分析今年高校毕业生就

业形势时说，调研发现，工科、理科学生供不应求，而文科、长线专业学生的就业却比较困难。此外，毕

业生就业能力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还有差距，如电脑软件、办公设备使用能力有待提高。而且，当前国

内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导致光伏业、航运业等行业的用人需求都受到了一定的

影响。 

  “目前来看，文科类专业的学生签约情况都不是很理想。”山大（威海）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葛彩云

说，相较于工科等专业，文科类专业历来就业率较低，很多文科类学生多选择参加各类招聘考试上岗就

业，由于目前很多考试成绩还未出炉，因此这部分学生目前的就业情况还“不好说”。 

  据了解，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原因，今年招聘企业的岗位总需求量与前两年相比下降，直接影响到毕业

生就业情况。传统制造业转型，外贸行业整体不景气，中小企业、外资企业的招聘能力降低……种种因素

造成今年管理类、外贸类、制造业等相关专业就业难。此外，来自山东省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一季

度，山东省制造业需求人数比上年同期减少30%以上，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导致制造业相关专业毕业生

就业困难增加。 

  ■各方行动 

  多措并举助推大学生就业 

  “感谢学长学姐的帮助，今后在工作中我一定加倍努力，为‘哈工大毕业生’这个名称增光添彩。”

哈工大（威海）经济管理学院国贸专业大四学生刘苗苗如是说。早在大三下学期，刘苗苗就由学院专业老

师牵线，进入一名97级学长开设的公司实习，并在今年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提前落实工作，也让家

庭经济困难的刘苗苗卸下了心头重担。 

  在就业服务工作中，哈工大（威海）积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措施，不仅主办了多场大型专场招聘

会，还对困难学生进行特别推介，为学生就业创造机会。该校还充分利用校友资源推介毕业生。“汽车工

程学院作为传统的特色学科，多年来毕业生遍布国内各大汽车企业和研究院，利用校友资源做毕业生就业

推介工作，已成为该院就业工作的成功经验。”杨俊敏说，去年3月，负责就业的老师分析就业形势，就

预感到今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对此，他们及早动手，不断为毕业生寻找就业出路。自去年9月至

今，由学校的牵线搭桥，先后有800多家国内外重点企业来学校招贤纳士，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就业资

源。 

  记者从山大（威海）了解到，他们通过利用济南校区资源、校友资源、学院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

源等方式，为学生开拓就业道路。同时，该校还积极开展职业生涯专题教育和咨询服务，帮助解决学生就



业中遇到的问题。 

  为了帮助大学生就业，市人社局也做了大量工作。梁宁介绍，在外地上大学的威海籍大学生，毕业后

如果没找到工作，在人社部门登记之后就可获得相关的岗位推荐。家庭困难的应届威海籍毕业生，还可以

申请择业补贴。此外，市人社局每年都会与驻威高校联手举办多场招聘会，助力大学生就业。人社局还出

台了《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缓解就业压力。 

作者： 王雪云 贾文娟  来源： 《威海晚报》2013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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