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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矛盾分析与应对 

□苏荔萍  [莆田学院  莆田  351100] 
 

[摘  要]  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是宏观上的矛

盾；就业期望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矛盾、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微观上的矛盾。当前大学

生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供求总量矛盾，而市场需求的不足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效缓和大学生

就业市场的矛盾，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个人共同努力，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就业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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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大学生

就业难的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一难题，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探

析，认为造成大学生就业现状的主要原因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速度以及产业结构

状况的制约；二是现有体制如户口制度等的制约；

三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四是大学生就业观念的

影响
[1]
。笔者认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必须从

分析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入

手，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一、矛盾分析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大学生就

业难，体现于大学生就业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矛盾

之中。在现今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就业矛盾又体

现出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的

矛盾，只有理清关系，分清主次，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一）宏观上 
1．高校扩招与市场需求总量上的矛盾 
经济学上通常运用“就业弹性”来表示经济增

长所带动的就业的相对变化率。1990～2000年，我

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07，即GDP每增加1%，吸纳的

就业人口的增加率为0.07%
[2]22

。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2008》的数据，2001～2007年，我国就业人数年

平均增长率为0.9%，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2%
[3]
。

可以算出，这一时期我国的就业弹性为0.088，即

GDP每增加1%，所吸纳的就业人口的增加率为

0.088%。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经济稳步发展，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弹性较20世纪90年代

有所提高，但是，就业弹性还是很低，经济的较快

速增长并未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 
自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人数逐年大幅增加（如图1所示）。2001至
2008年累计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559万。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2000年的就业人员总计为

72085万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为

4.7%，2008年的就业人员总计为77480万人，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为6.7%。由此可以计算

出，2001至2008年期间，八年净增就业人员4905
万人，其中新增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就业人员约为

1803万人，只占这一时期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

70.5%。实际上，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就业人员还

包含非普通高等教育部分，所以，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还要小于这一比例。 

 
图1  我国历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与同比上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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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第一，随着高校多年大

规模的扩招，毕业生数量剧增，市场替代的结果是

就业人员中受高等教育者比重增加，劳动者整体素

质提高。第二，高校毕业生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总

量上的矛盾。这一矛盾造成的负面效果包含三个方

面：一是高校毕业生失业。城镇失业人口中，大专

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07年已

经上升到15%
[4]
。二是产生“过度教育”现象，一些

高层次的人才就业于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岗位上，造

成资源浪费。三是人才高消费挤兑低层次劳动者，

低层次劳动者的失业率也提高。 
2．大学生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结构上的矛盾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地表现在

“有业没人就”和“有人无业就”的错位上。结构

性矛盾纵横交错，是一个空间立体的矛盾。 
从横向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发展不

平衡，行业发展也不平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多

重的。由于内、外部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大、流动 
性差，大学毕业生扎堆于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

云集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赢利较好的企业等内

部劳动力市场。原就趋于饱和的东部沿海地区、大

中城市及优势行业更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中

西部地区、农村基层及另一些劣势行业又出现人才

短缺的严峻局面。 
从纵向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

生很大的变化（如图2所示）。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

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许

多新兴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专业知识含量高

的服务业（如信息产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等）

迅速崛起，大大增加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相比

之下，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还没有适应体制转轨、

结构转型的要求。他们或是无视市场需求，单凭已

有的师资力量开设专业；或是盲目追求热门专业，

不仅师资力量无法跟上，毕业生质量偏低，而且还

造成同一专业毕业生过多的现象。 

 
图2  我国历年三次产业结构图

③ 

从深度上看，市场对人才层次的需求是金字塔

型的。社会需要科研型人才，以促进高新技术的发

展，而需要更多的是应用型人才、高级技能型的人

才。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

转变，但总体说来，我国高等教育还未能摆脱精英

教育的模子。大学定位盲目攀高。普通大学基本上

都在照搬研究型大学的模式，重研究轻技能。由此

产生的结果是，研究型人才缺乏科研能力，技能型、

应用型人才又严重匮乏，与市场需求产生脱节。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高技能人才

短缺严重，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能劳动者的比

例不足4%，而企业的需求比例则在14%以上
[5]
。 

（二）微观上 
1．大学生就业期望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矛盾 
根据劳动经济学中的一般市场规律，高校毕业

生数量攀升，市场供给大于市场需求，高校毕业生

的均衡市场价格就随之下降。然而，由于我国高等

教育规模扩大的急剧性，从社会到高校，刻板观念、

刻板意识还严重存在。大学生个人也没能摆脱“精

英”的光环，没能完全接受自己只是具有较高文化

素质的普通劳动者。此外，由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的改革，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生均接受了较高的人

力资本投资，总是期待能有较高的个人教育收益，

就业期望普遍偏高，与市场价格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在工作搜寻的过程中，不少大学生不愿意接

受较低的市场价格而选择自愿性失业，从而错过了

适宜自己的工作岗位，可能造成 终的失业。 
2．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不断多样化、市场化和实用化。但是，高校急剧扩

招使得办学质量相对下降，师资力量无法跟上，教

学内容无法适应市场的要求。高校往往偏于注重学

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创新

素质的培养。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能力

偏弱，适应性较差，就业能力与市场存在一定的偏

差，难以成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是由高校毕业生供给与市场对大学生需求所决定

的，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相关。邹云龙、

杨雨龙也曾论证并指出，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

的主要矛盾是总量矛盾
[6]
。笔者同意此观点，同时

认为，在这对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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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需求的不足。 
社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高等教育的发展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

拉动就业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这本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然而，我国目前就业

形势严峻，使得不少学者对高校扩招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据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23.3%
[7]
，而发

达国家已达50%以上。另外，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

高校毕业生在2003年增幅达到 高峰后便逐年减

缓，2005～2007年增幅趋于平稳，2008、2009年增

幅明显下降。因此，在高校扩招规模已得到适度控

制的情况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便是市场需求的不足。 

二、应对措施 

有效缓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矛盾，解决大学生

就业难的问题，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个人共同

努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断加强

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大

学生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

良好就业机制。 
（一）政府层面 
教育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担负着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

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始终负有主要责任。而市场

是一只无形的手，以市场为导向的良好就业机制的

形成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要始

终围绕发展经济、促进就业这一主线，有效解决大

学生就业市场上的各种问题。 
1．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既然高校毕业生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总量矛

盾是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市场需求的短缺

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提高市场需求便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而市场对大学生有效需求的提高，有赖于大

力发展市场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1）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市场经济

发 展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增强了经济活力，而且在国民经济的

很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供了大量的就

业机会。然而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整体实

力还较弱，是总量矛盾形成的原因。因此，各级政

府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为非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公

有制经济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公平竞争，从而推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2）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产业的升级带动就业的增长。岳昌君、丁小浩

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弹性高，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吸纳能力强
[2]72

。刘江对我国三次产业

就业人数的实证分析表明，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的相

互影响，尤其是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具有显著的因

果影响关系，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产业
[8]
。

 

我国就业弹性低，与产业结构总体偏低有关。

2008 年 劳 动 力 在 三 次 产 业 的 就 业 比 例 为

39.6:27.2:33.2。尽管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比1978
年上升了9.9和20个百分点

[9]
，但与发达国家（比例

大致为5：30：65）还相去甚远。因此，政府要努力

营造产业升级的软环境，鼓励就业弹性高的第三产

业发展，并积极引导高新技术在第二产业领域的应

用，带动就业水平的提高。 
（3）完善劳动力市场，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就 业 
政府要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改变目前由于地

域、城乡、行业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

态，实现劳动力的 佳调节和有效配置。一要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政策倾斜的力度，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二要加快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等的改革，建立健全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三要完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有效引导劳动力在城

乡间、行业间的有序转移。 
2．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1）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李曼借助于场域理论来研究高校三维权力结构

的平衡问题，认为在高校这一社会场域的子场域中，

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为争夺制度高位和

权力资本不断进行彼此间的博弈和竞争
[10]

。当前大

学生就业市场上的矛盾正是高校市场权力弱化引起

的权力结构失衡。因此，政府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

权，确立高校法人主体地位，引导高等教育市场化

发展，以满足多层次的教育需求，适应市场的需求。 
（2）实现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的分离 
我国高等教育还没完全适应大众化教育的转

变，精英教育的烙印还很深刻。加上教育评估体系

单一、过细，不管什么层次的高校，都是一个标准，

高校培养目标普遍偏高。政府应重新审视教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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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高校办学指挥棒，调整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方

法，引导高校真正实现层次上的分离，扩大应用型

高校的比重，适应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 
（二）高校层面 
1．提高办学质量 
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化要求高校树立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办学理念，追求办学特色，强化质

量意识。高校要形成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

力三维协调并重的权力结构，确立其市场权力的地

位。首先，高校要合理进行自我市场定位，并根据

市场需要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注重

加强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指导，努力打造品牌“产品”

和特色“产品”。其次，高校要树立“营销”意识，

加大对自己品牌“产品”的宣传。要与一些用人单

位进行长期的联系，并努力尝试定单式的培养模式

和校企联合办学的模式。 
2．加强就业指导 
高校要构建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对大学生的

就业指导应该从新生入学开始抓起，计划性、针对

性、系统性地加以实施。一要加强就业指导课建设，

加强对就业形势、就业政策的宣传，引导学生合理

规划职业生涯。二要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了

解市场需求，调整就业期望，使其更具客观现实性。

三要加强对学生就业心理的辅导，帮助学生树立就

业信心，调整就业心态，接受市场考验。 
（三）学生个人层面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大学生要努力为自己充

电，学习专业知识，增加实践能力，同时要加强人

文修养，增强沟通能力，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使自

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外，大学生还要不断

进行自我调适，在意识上实现从“天之骄子”到知

识型普通劳动者的角色转变，合理自我定位，降低

就业期望。这样不仅有利于就业择业，也有利于提

高自身的就业满意度。 
总之，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需要买方市场和

卖方市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进行不断的有效的调

适。就买方市场而言，一方面，高校扩招加剧劳动

力市场的竞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者逐步替代文

化素质较低的劳动者，实现我国劳动力素质的全面

提高；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动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

需求就会有效增加。就卖方市场而言，高校要不断

深化教育改革，合理定位，树立品牌意识，培养特

色人才、实用人才；大学生个人要不断进行自我调

适，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有效提高就业能力。 

注释 

① 此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数据，有的为直接

数据，有的为间接计算所得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及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页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wcj/ 

t20060313_402310167.htm ；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 

qzxzgcl60zn/t20090914_402586654.htm。 

② 由《中国统计年鉴2008》所提供的数据整理而得。 

③ 由《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所提供的数据计算整

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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