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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近日发布《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以下简称《报告》），指

出高校毕业生能力普遍达不到用人单位要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它还认为，毕业生就业能

力不足问题在大学扩招后日益突出，高校对此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课题组总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解读此报告时说：“劳动力市场变化非

常大，而大学对它的反应特别慢。”他建议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不断给大学施加压力，“要让不好的

大学、不思进取的大学衰落乃至死亡”。曾湘泉相信“政府允许大学破产、倒闭的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不会100年不变”。 

 

“大学一味强调学历，是一种灾难” 

 

实际上，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在十几年前就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法国、意大

利、英国和德国的教育部部长共同发表联合宣言，将促进学生就业能力列为大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

一。 

 

而我国高校对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显然远远不够。《报告》认为，中国高校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表

现在，高等教育培养体系缺乏必要的就业市场需求导向，就业能力培养目标不清晰，学生对企业就业能

力的实际需求缺乏了解，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知识和技能结构上与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差

异。 

 

课题组开展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对象是中关村的部分企业和它们所招聘的大学毕业生的36

所主要生源地高校，结论与众人感觉一致：教学脱离企业实际需求，导致大学生理论脱离实际，是高校

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由于教学活动围绕理论与书本，且不注重更新，导致毕业后进入

工作单位后眼高手低。专业设置与实践脱节、师资缺乏实践经验、教材知识陈旧落后等，也充分反映了

高校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病。” 

 

这轮调查还进一步发现，很多高校不注重对学生进行就业前的相关准备工作，尤其是“就业指导不

健全，就业服务不完善”、“缺乏学生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养”，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就业与职业发展的

理解和把握，不利于学生与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对接。 

 

与“重理论轻实践”相对应的是高校创建研究型大学的热情，曾湘泉对这种片面的追求和定位表示

不满。他尤其批评了那种“几乎所有大学招聘老师都要求博士学位”的行为。“大学一味强调学历，是

一种灾难。”曾湘泉说，有为数一半的大学在招聘教师时应该看重他们的实践能力，而不是强调学历。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应用型大学中，教师来源多元化，并强调教师实际工作经验的背景，这些教师是决定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主体。 

 

2007年，一项对北京市大学生就业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调研显示，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有较

高的期待，但实际上很多大学生还做不到：60%的被调查企业反映，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岗工作，实际知

识的应用率不足40%，反映出大学在专业设置、能力培养、课堂知识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问题；30%的被调

查大学生反映，在校学习的知识离市场需求很远，还有30%的学生用“所学陈旧”来形容他们大学四年

的收获。 

 

大学生看重的就业能力，企业不看重 

 

《报告》的一个课题组还对3所石油大学的师生和中国石油总公司天津公司、胜利油田进行了问卷

调查，并对其中11位石油工程师和6位石油专业的老师、12名石油院校的本科生作了深度访谈，发现大

学生对就业能力的认知与企业需求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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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在就业能力模型各要素中，企业认为责任心最为重要，领导能力最不重要；而在学生们看来，解决

问题的能力才最重要，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最低。企业最看重毕业生的五个方面包括：责任心、敬业精

神、口头表达能力、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而在校生对此的排位则是：解决问题能力、外语能力、

计划协调能力、学习能力、计算机能力。而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监督管理能力都被企业列为重要性

最低的五项能力之中。 

 

事实是，外语和计算机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很大比重，其等级证书是学生顺利毕业的必要条

件。《报告》认为，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学生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外语与计算机，且以考取资格证

书为目标，忽视了应用能力的培养，应用水平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而对于企业最需要的个性特征与

基础能力的重要性，大学生的认知水平是较低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缺乏这方面的培养。 

 

据说实习可以减少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国外研究表明：就业能力中的核心技能，如沟通能力、适应

能力、团队合作和时间管理能力，主要通过实习来提升。实习经历不仅有利于提高就业能力，而且对促

进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的顺利转移有显著作用。《报告》课题组也发现：参加实习时间越长的学生，其

与企业方对就业能力认知的差异越小。 

 

《报告》还验证了人们的一些常识，比如它对2641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对高校毕业生

就业及就业质量最有帮助的因素是个人能力（占46.6%）和社会关系（32.02%），而所学专业

（12.03%）和学校性质（5.22%）在决定就业中则显得分量不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仍然是毕业生期望的主要就业单位。在被调查的毕业生中，有超过一半

的毕业生希望在国有企业和党政机关谋得职位，只有7.62%的受访者把民企视为他们理想的就业对象。

民企的受青睐程度远低于事业单位，有17.75%的受访学生选择了后者。 

 

更多阅读 

  

《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在京发布 

 

中青报：工资高低与大学学历不太相关 

 

“蚁族”不仅仅是华人：高教育不再带来高就业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

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

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打印  发E-mail给：     

     

 

 

2010-6-25 13:17:50 匿名 IP:113.108.133.*  

说到底还是跟当前的教育体制有关！也不能完全怪高校，政府、社会也有责任。 

［回复］

2010-6-25 12:57:07 匿名 IP:210.34.20.*  

2010大学生民意调查，大学生普遍对教育部不满。 

［回复］

2010-6-25 9:53:42 匿名 IP:211.87.134.*  

TEM- A Textbook for Materials 
Science.2nd 

2009年SCI期刊影响因子excel+pdf  

EndNote X4 视频教程  

更多>>  



大学过分强调就业也会造成灾难。就业不是大学自己能完成的责任。大学不是培训机构。 

［回复］

2010-6-25 8:49:35 qingqing83 IP: 

如何调和是一个现实和任务。 

［回复］

2010-6-24 23:21:48 匿名 IP:221.182.46.*  

取消四六级，计算机过级。真是搞怪，不“考”中国人誓不罢休！“王小凡：中国高等教育应分类” 

［回复］

目前已有16条评论

读后感言： 

  

验证码：    点击输入验证码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