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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就业研究》

前言

　　大学生就业工作，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具体
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指导精神，认真实施《就业促进
法》，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7年10月，
联合组建了“大学生就业教学资源建设课题组”，联合教育部直属“211”、“985”院校和其他专业
院校近40所，吸收卫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首都钢铁公司、中石化以及IT行业协会等相关行业用人
单位共同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周远清会长、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担任顾问，分批分期组建了专业
课题组研究探讨。课题组的宗旨是，力争在两到3年内，探索建构出全国本科院校就业教学的基本内
容框架，并且能够对应我国按照专业设置教学、培养学生的现状；同时，建设一套适应纸介教材、音
视频等多媒体的互联网教学资源，尤其是把与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行业、岗位真实情况，通过音
视频方式提供给学生，改变广大学生对岗位、行业等不了解的现状，既丰富就业教学内容，同时满足
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外自学等多种学习方式。　　与此同时，课题组还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大学生就业
理论的研究工作，以其为大学生就业教学资源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呈现在诸位面前的“大学生就
业教学资源建设课题组实验教材”等系列成果，是参与课题组的领导、专家和各行业用人单位、专业
院校等课题组所有成员共同心血的结晶。应该说，“基于专业背景，凸显职业特性”是本课题组追求
的最大目标，也是目前国内高校在就业教学领域内的第一次尝试。为了更好实现课题组确立的研发宗
旨，不仅为每个专业教材通过互联网配备了一定的职业岗位音视频资源，还专门配有《大学生就业工
作教师培训教程》，从而方便开设就业教学的教师使用。　　任何一项探索、实验都是一个不断完善
、丰富甚至补充的过程，热诚欢迎本套教材使用者提供宝贵意见，从而使本套实验教材真正为大学生
就业提供帮助，为高校就业工作提供支持，为中国高校大学生就业教学理论框架的早日形成提供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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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大学生就业研究》为“大学生就业教学资源建设”课题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07&ZD044)的阶段性成果。《当代大学生就业研究》主要
从大学生就业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改革、高校职业发展教育、创业教育、就业中
的法律保障、全球化与就业展望等与大学生就业有关的因素，探索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有效途径。
《当代大学生就业研究》既有不同领域专家的科学论证，也有实践者开拓性的探索，是一部多角度、
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当代大学生就业研究》可供高校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关心、关注大学生就
业问题的政府官员、研究人员等参考使用，也可成为高校大学生探索就业之路的重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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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辨析　　转型期的中国，同稳态市场社会相比，就业问题
异常复杂。体制内，这个计划经济时代下传统的就业空间，迅猛地向体制外溢出劳动力，从主力位置
一路后退到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的宏观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同时，各类就业人口规模逐年增
加，“隐量”、“存量”和“增量”并存，交织成“新债老债一起还”的本土性就业问题。这就是转
型期中国就业问题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发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特定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本身又
是动态和演进着的，并且它们会持续地影响甚至决定就业问题在下一阶段的走向。因此，只有意识到
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下文联系”的演进性质，从整体上把握那些相互联系着的约束条件，才能更加正
确地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从而有可能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精准“诊断”和“对症下药”。　　1．2．1
　总量矛盾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方面　　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产生并引发社会关注主要是2002
年尤其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毕业大学生的规模快速增长，几年内翻了几番。但
是，供给规模的变动并不是由需求规模的变动引发的，而且也并未引发需求规模的相应变动。虽然，
被迅猛打破的旧的供求均衡迟早会走向新的均衡，但在新的均衡形成之前，大学生就业问题将可能旷
日持久地存在下去，并且，由总量矛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的需求不足)引发的就业问题会继
续演进并扩散到其他地方，或放大旧有矛盾，或衍生新的矛盾，或推动潜在矛盾浮出水面。例如，被
广为诟病的教育质量滑坡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下降、供给结构过于偏离需求结构导致的结构性矛盾，
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育中的诸多问题在就业环节上如此集中地显现出来的原因。的确，在空前
广阔起来的选择余地面前，人力资本的雇佣者总有理由挑剔，要求他们的“供货商”提供更加精致的
“产品”，尽管他们的需求规模并不会因此而增加，总量矛盾也并不能因此得到改善。　　认识大学
生就业问题，尽管有如此的复杂性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纠缠，其真正本质性的总量矛盾也不应该被
错怪或被其他矛盾所遮蔽。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中，往往把本质性的总量矛盾和其他非
本质性矛盾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甚至讳莫如深。不仅如此，在大部分的总量分析中，也充满了不能
自洽的逻辑，读起来只能令人更加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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