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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反思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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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尤为

突出。面对这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我国如何解决每年数以百万计

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振兴发展、国计民生、后继有人的大事，只有进行

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革才有出路。在体制改革中要放眼全球，博采众家所长，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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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了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既与国内

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对人力资源需求下降

有关，也与近几年来高校扩招毕业生数量大幅增长

而质量下降有关。总需求量下降，而总供给却不断

扩大、增长，供大于求是导致毕业生就业难的直接

原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根本上对教育体

制进行改革，不断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调

整，改变院系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的设置、安排。要

让高校的师生走出去——到社会实践，生产一线去

历练，去体验，去熟悉。以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工作

能力。把生产一线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请

进来，让高校的课程教学更生动、更具体、更有针

对性，提高大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正如哲学的基本原理所言：“内因是变化的依

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要

改变大学生的就业现状，首先要从提高大学毕业生

的能力和素质抓起，改变大学生高分低能，甚至低

分低能的现状；改变高校教师普遍存在的照本宣科，

纸上谈兵，教材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这种状况导

致高校的毕业生不但学无用武之地，而且对社会经

济发展很难适应。例如某高校暖通专业毕业生到一

家空调公司工作。不但不能做简单的设计，工程造

价、成本核算，而且连简单的空调机安装也不会。

老板让他做了一次工程造价。成本核算，他竟大笔

一挥，未经老板过目就将高出实际成本价值十倍的

价格报给客户，致使对方撕毁协议，将此规模巨大

的工程转给其他公司，不仅使该公司信誉受损，而

且给该公司带来经济上的巨额损失。有些毕业生不

但能力低而且工作态度也不够端正。例如老板让该

生将购买来的设备的大额发票转交会计报账。他却

迟迟未转， 后将数张发票丢失，再次给公司造成

经济损失。老板感叹道：“以后宁可雇佣只有中小学

文化程度的会安空调，能踏踏实实工作的民工，也

不要再招此类的大学毕业生了”。此生不仅工作能力

差，而且责任心不强。无论德与智都和社会对职业

的需求相去甚远。诚然，并非所有的大学毕业生皆

如此，但该生的表现绝非个案，并带有一定的典型

性。另一建筑公司新招聘的大学毕业生，老板让他

在电脑上做几项业务。他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竟然

哭了。问其原因，他说都不会做。老板派了技术总

监带他，教他业务。他却在领到端午节发放的 500

元补贴后不辞而别。大学生是高校这一人才工厂生

产出来的产品。产品不合格，人才不合格，高校这

一人才工厂就成了问题。目前在一些院校存在着严

重的形式主义问题。年年搞评估，期期搞检查。报

表、总结、材料汇总、数字统计。一线老师花出大

量时间疲于应对。上报的文字材料越写越多，给学

校的高帽越戴越高，而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却在下

降。这就是在企业招工时常常列出的“只招有工作

经验的”一个条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业招聘宁肯要有工作经历的中专毕业生、职

高毕业生，也不要没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这

些年来“教改”只是高校老生常谈的一句口号，真

正能落到实处的只有为数不多的重点院校。常此下

去，毕业生就业的路子很难拓宽。如何改变这种状

况？还得从改革做起。 

一、推广扩大双轨制教育 

纵观全球，一些国家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以职业教育闻名全球的德国双轨教育体系对于解决

就业问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德国 15 至 24 岁的

年轻人口失业率不到 8%，相比欧盟年轻人失业率的

25%，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的 50%而言，德国是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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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个成员国中年轻人失业率 低的国家，也是经济

实力 强的国家，真可谓一枝独秀。 

所谓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就是学生一半时间在

职业学校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实习工作的教育模

式。其优点在于学习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学习的

同时，又得到工作经历，并且能拿到实习工资自食

其力，学生在企业接受重点培训，提前适应工作，

为就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毕业就已经成为企业

合格的员工了。 

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人才市场的需求，我国

需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范围，扩展双轨教育体系

以保障就业率的提升。目前在我国，职业教育已经

开展，但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例如《京华日报》刊

登的一篇文章，《职业生成廉价苦力实习是假侵权是

真》：某职业技术学校强制安排学生到广东企业实

习，涉嫌从中赚取“管理费”，学生们超时加班，甚

至通宵上班，俨然沦为“廉价苦力”。学生为何实习？

无非是克服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该校迫使学生前

往专业根本不对口的企业，纯粹是以实习之名行打

工之实。而且，苦力打工对学生还是无偿的。学校

或利用学生牟利，企业借此获得廉价劳力，他们倒

是“双赢”。学生却遭剥削。“以工代学”甚至“只

工不学”，更可能构成欺诈。 

进一步看，职业教育之所以社会评价不高，很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职校的专业设置与教学水

平很成问题。教育部门应跟踪考核职业学校的教学

情况，叫停不符合资质的职校与专业。职校生沦为

苦力，则涉及劳动侵权与违法用工，劳动监察部门

恐怕不能不闻不问。这样的职业教育非但难于解决

就业问题，而且与我们的办学目标、宗旨是背道而

驰的。让这种钻钱眼儿的人办学，教育岂不都走了

味儿？ 

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高校需加强与企业的联

盟，把企业做为大学生实习的基地和毕业后的就业

单位。与欧盟年轻人失业率的 25%相比较，俄罗斯的

失业率仅为 5.8%。尽管目前俄罗斯中学毕业生升入

大学的比率已经达到 90%，大学在校学生的数量还在

逐年增加，远比欧盟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好得多，原

因在于俄罗斯一向教育发达，重视高校与企业的关

系。大学常与企业、部门等用人单位签署安排学生

实习的长期合作协议，鼓励学生到专业对口的用人

单位实习。这些实习单位就成了未来毕业生的就业

单位。同时，俄罗斯的在校大学生也很重视利用假

期或课余时间去企业、单位进行实习和参加社会实

践以取得工作经历和经验。据统计，俄罗斯有近一

半的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开始在社会上工作。他

们在大学一到三年级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四五年级

就去工作，或半天工作半天学习，甚至全天工作。

这些都为他们毕业后的正式就业做好了准备，打下

了基础。 

二、建立以高校为核心的产、学、研三结合的

教育体系 

实施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建立三结合的

教学体系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内

容。三者的一体化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如美国高校与企业建立密切联系，培养工业界

迫切需要的科技人才。这种合作主要通过以下形式： 

1.建立联合顾问委员会。如马里兰大学建立由

教师和企业经理组成的联合顾问委员会，对改革本

科课程提供咨询意见。 

2.高等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 

国外高校与企业合作做为一种重要方式，是以

大学为中心建立科学公园或工业公园。由大学教授

兴办研究开发性企业，企业资助高校，高校为企业

开展科研，二者相互促进形成有机的结合。美国建

立的第一座工业公园——斯坦福工业公园，就是当

今世界闻名的硅谷。其成功，使美国掀起了以建立

大学为中心的教育、科研、生产融为一体的科学公

园和工业公园的热潮。科学公园和工业公园的建立

不仅为企业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也为大学毕业生就业

拓展了广泛的渠道。 

以教育发达闻名于世的前苏联，高校为保证毕

业生质量，使他们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

了教学同生产、建设的联系，出现了高校同生产企

业和科研机构合作的崭新形式——教学、科研、生

产联合体。教育部通过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发展教

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的指示信》。这些联合体，一

是有助于加强教学和生产的联系。生产单位的工程

技术人员、设计师、专家到高校给大学生讲课，做

专题报告、上习题课、组织实验、指导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带领学生进行生产实习，与高校教师一

起编写教材，人才的培养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进行，

使大学毕业生很快能适应生产条件。例如白俄罗斯

工学院汽车制造专业和拖拉机制造专业以明斯克汽

车制造厂和拖拉机制造厂做为教学基地。厂方为学

生提供学习场所，提供设备、测试仪器、工厂实验

室、绘图室、技术档案等等。这两个专业两年内完

成了 165 项设计，其中多项设计直接在生产现场进

行答辩。二是联合体提高了高校、科研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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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应用、推广，加速了工厂企业大

量生产问题的解决。在乌克兰高校第十个五年计划

期间有 80%以上的研究项目完成以后，当年或下一年

就在联合体内投入生产。在首都莫斯科，仅一年就

有五百项左右大学生科研成果运用于生产，并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些，使大学生们有机会在自

己的专业方面施展才华。这样的毕业生何愁在社会

上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在前苏联解体以后，这样的

联合体仍保持着生命力，仍为大学生提供着就业平

台。使俄罗斯大学生的就业率远远高出欧盟的发达

国家。 

连续六年名列全球经济体竞争力之冠的瑞士，

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瑞士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增

强人才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瑞士的高等教育体

系完善，院校科研能力居世界前列，包括有进行学

术研究的两所联邦工业大学和 10 所州公立大学、偏

重职业教育导向的应用类大学和师范等高等专科院

校，以及多个联邦研究所。瑞士存在一个与高中教

育并行的职业教育体系。在瑞士，青少年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之后，都会接受某种形式的高中教育：约

三分之一的学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毕业后有资格

升入大学等高等院校，另外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

会转入职业培训，受培训者大部分时间在为有培训

资格的雇主工作，但每周有一至两天去职业学校上

课，这种进企业工作与学校教育并行的双轨培训模

式被称为学徒工教育制度。在瑞士，这种职业教育

得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广泛认可：青年人正式就

业前具有实践经验被认为对提高生产水平有着直接

作用，在岗培训的针对性较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职业兴趣从而帮助学生在学徒期满后找到合适的工

作岗位。另外，学徒领取工资，这使得瑞士的青少

年失业率在欧洲处在 低水平。接受学徒工教育并

不意味着终身“蓝领”，这只是瑞士劳动者终生培训

的初始阶段，工作后他们仍可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免试进入高等专科学院学习，继续学习更具体的专

业技能，为今后担任各层级管理者做准备。 

在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潮流面前，我国很多高校

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联合体正在逐步发展，成为

新的教学体系的支柱。北大的方正、清华的紫光，

等一系列联合体的出现不仅为该院校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办学资金，而且为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提

供了就业的岗位、工作的经历和经验。 

然而这样的联合体在全国的数量仍然是有限

的。仅局限于有数的重点大学、名牌院校的名牌专

业。众多的普通院校尚停留在口头上、笔头上，尚

未落实到行动上。因为要改变现状，需要有很大的

决心、信心和事业心，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是

一项复杂而艰辛的系统工程。长期在大学的象牙塔

里养尊处优的某些官僚学者又有谁愿意改变现状而

为之奋斗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不实施教改，

不搞产、学、研的结合，高校就失去了青春的活力，

大学毕业生就会变成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书呆子、

知识存储器、无用武之地的滞销品。大学毕业生就

业难，不能不引起高校一线教师、工作者、管理者

的深思。 

三、实施素质教育战略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整体化趋势，

各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出

现一系列边缘性科学。交叉性科学、综合性科学尤

其引人注目的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

产生许多新学科，如工程美学、工程心理学、工程

经济学等等。科学发展的这种整体化趋势要求科学

家的知识结构更全面、更渊博。而那种单一专业型

的知识结构显然已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因此，

高校在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才的课程设置上，要避免

理工科院校轻视文科，文科院校与理工学科绝缘的

传统作法。其实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的经典理论的创

始阶段，做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们，无不得益于他

们广泛的兴趣、爱好、高深的文化修养和渊博的知

识结构。 

然而，我们在教育和培养人才方面，总是习惯

于把文、理科教育截然分开。文科生不学数、理、

化，而理科生对人文科学知之甚少。这样不但造成

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单一，而且直接影响大

学生的素质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培养大学生

的多方面兴趣，广泛涉取知识，做到文理并重、融

会贯通、促进各学科间的渗透、交叉、融合、实现

大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爱因斯坦指出：“用专业知

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

种有用的机器，但并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高等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

现代化建设的高级人才，而不是仅仅具有某种专业

技术的工作机器。因此，改革高等院校的办学指导

思想，适当调整某些课程的安排和设置，加强以提

高学生素质。具有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际的人才市场的竞争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大学生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素质才是就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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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制定政策性保障 

做为大学生就业的外部条件，客观环境也是必

不可少的因素。据国际劳工组织称 2015 年，全球失

业人数达到 2.08 亿。今年欧元区年轻人在四月份的

失业率已达 24.4%。面对全球失业人口骤增，大学生

就业难的形势。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以保

障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1.法国政府采取特殊合同雇用年轻人。在法国，

除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之外，有近一半大学毕业生找

不到工作。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有 58%的毕业生认为

他们较难在未来的 6 个月中找到工作。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失业问题，认为这

是解决未来法国经济问题 为重要的一步。法国总

统奥朗德多次强调把增加就业作为政府的首要任

务。他提出两个主要措施，一个是未来就业合同，

一个是代际合同，它们都是针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

未来就业合同主要面对 16 岁至 25 岁、缺乏专业技

能的年轻人，向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法国政府在 2014

年签订 15 万个未来就业合同，并为每份合同提供 1

至 3 年的工资补贴。代际合同计划旨在鼓励企业与

年轻求职者签订或长或短的工作合同，并为被招募

者配备一名资深员工进行技能辅导，以此将资深员

工留岗至退休。该计划将斥资 25 亿欧元，可在今后

的 5年中创造出 50万个工作岗位。目前已开始实施。 

2.俄罗斯政府命令企业必须接受大学毕业生上

岗就业的摊派。在俄罗斯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由劳

动和居民就业部门负责大学生就业。这一机构的主

要职能是开展推介工作，并组织用人单位与大学生

直接见面的招聘会。在就业形势特别吃紧的时期，

一些地方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甚至出台过要求企

业必须接收大学毕业生的名额分摊政策。为帮助解

决毕业生就业，俄罗斯各大专院校都设立了就业服

务中心，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同时与

企业等用人单位保持密切协作，为毕业生推荐就业

岗位。 

3.意大利把年轻人的就业做为政府工作的重中

之重。意大利就业市场普遍严重恶化，年龄在 15 至

24 岁之间的年轻人失业情况持续，而在南部这一情

况更为严重，其中 46.7%的男性和 56.1%的女性失业。 

意大利经济状况仍然严峻，居高不下的公共债

务给当代和下一代人造成了严重负担，政府认为就

业是停止意大利贫困化的重中之重。政府向议会提

议降低就业税，鼓励企业雇用年轻人。 

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该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后继发展。要正确解

决这一难题既要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适应人才市场

的需求，又要政府继续出台政策和制度，给毕业生

就业以保障，多管齐下以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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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difficulty for university and college graduates is a global issue, which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outstanding problem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Facing this urgent social problem, every 
country adopts relative countermeasures. With mill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graduated each year, solving their 
employment problem concerns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the livelihood of people,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refore, certain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must be conducted in 4 ways: firstly, popularize the 
dual-track system education; secondly, establish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thirdly, carry out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strategy; lastly, government sets political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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