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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６所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调查

　李春玲　吕 鹏

摘　要：这篇调查报告以６所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为对象，分析了与大

学生就业密切相关的五个重要问题。第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有

着较高的就业率，在毕业５年后基本能达到完全就业。第二，因继续求学或

者准备各种资格考试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随着毕业年份延长，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第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面临

“文凭贬值”压力。第四，毕业生的预期月薪与实际月薪之间存在一定差

距。第五，实际就业单位与预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

关键词：重点大学　毕业生　就业

自１９９９年政府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在

校生及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２０１０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６３０万，是１９９８

年 （大学扩招前）高校毕业生人数的７６倍。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

从大学扩招前的约１０％上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２４２％。而这一大学生群体的主体部

分是 “８０后”，他们极其幸运地赶上了 “大学扩招”的机会上了大学，但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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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
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此，教育部决定实施 “面向２１世
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９８５”
工程，纳入此计划的高校，简称 “９８５高校”。此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 “境遇与态

度：‘８０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的前期成果之一。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８０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其不幸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和竞争。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已经

成为一个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教育部门公布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和失业率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专家学者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解释未能令

人满意，大学生及其家长纷纷抱怨政府部门未能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缓解大学

生就业压力。同时，已经就业的大学生也十分不满他们目前的就业状态和薪资

水平。

为了深入了解 “８０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对全国多所大学扩招后历届毕业生 （即２００３年以来）的就业情况实施

网上追踪调查。调查委托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实施。第一阶段调查了 ６所

“９８５高校”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毕业生４６５５人。６所高校按地区选取东南、华南、

西南、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各１所。调查对象的选取是基于各校历届毕业

生名单进行随机抽样，然后通过 Ｅｍａｉｌ方式联系被选中的调查对象，要求调查

对象登录网上调查系统接受调查，当各校毕业生调查回应率达到５０％时停止

调查。对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男性和理工科毕业生的

应答率明显高于女性和文科毕业生，其他方面则较为接近总体的实际分布。

接受调查的毕业生中，男性占 ６８５％，女性占 ３１５％；理工科学生占

７５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生占 ２４４％。为了提高调查数据的代表性，

我们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综合类大学毕业的性别比例和专业比例对性别和专业

分布进行加权。

一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人口特征

作为 “８０后”群体的精英分子，“９８５高校”近八年毕业生具有一些明显的

人口特征 （见表１）。他们绝大多数是 “８０后”，接近半数的人是独生子女，其

独生子女比例明显高于整个 “８０后”群体。同时，越年轻的毕业生中独生子女比

例越高，２００３年前的毕业生 （即大学扩招前上大学的毕业生）的独生子女比例大

约是２０％，２００３届毕业生的独生子女比例为３０％左右，其比例随后逐年增长，

２００９届毕业生的独生子女比例达到５０％。“９８５高校”毕业生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比

例明显低于 “８０后”群体的农村人口比例，并且这一比例在不同年份也有所波动。

２００３年之前的毕业生大约４０％来自农村，２００３届和２００４届毕业生中来自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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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明显上升 （分别为４５％和５１％），其后比例开始下降，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届毕业

生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比例回落到３９％ ～４０％之间。这种变化可能是大学扩招政

策的影响造成的，大学扩招的最初几年，农村家庭子女受益于扩招政策，其上大

学的机会明显上升，但随后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农村家庭子女上大学的

意愿下降。“９８５高校”毕业生中党员比例非常高，尤其在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中

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毕业生中的党员比例逐年快速增长，在本科毕业生中，

２００３年之前的毕业生党员比例大约是 ３０％，２００３届本科毕业生党员比例为

３２％，随后逐年增长，２００９年达到４５％。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党员比例也显示

了同样的增长趋势，２００３年之前，硕士毕业生的党员比例大约３０％，２００３年增

长到５０％左右，２００９年达到７０％，２００３年之前的博士毕业生中大约６０％是党

员，２００９年达到７５％。

表１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人口特征
单位：％

项　目 “８０后”比例 独生子女比例 已婚比例 来自农村的比例 少数民族比例 党员比例

本科毕业生 ９４７ ４６６ １５４ ３９８ ７１ ４０８

硕士毕业生 ８９４ ４４４ ３６３ ３７５ ３７ ６９８

博士毕业生 ５１７ ２９８ ６０９ ４７６ ４９ ７２４

　　

二　毕业生的就业率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自２００３年第一届扩招后毕

业生开始就业以来，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愈演愈烈。教育部公布的近几年大学应

届生毕业后３个月内的就业率在７０％ ～７５％之间，公众媒体则普遍认为大学毕

业生的就业率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学生及家长由于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压

力而认为大学生就业率更低。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估计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计算方法不统一，官方的就业率统计常常把继续求学 （读硕／博或出国读书）

的毕业生计算为就业，而公众媒体或毕业生及家长则把这些人归类为未就业。麦

可思教育咨询公司公布的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常常为媒体所引用，其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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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是排除继续求学的学生来计算就业率，它所公布的历年大学生毕业半年

后就业率如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单位：％

项　目 “２１１”院校 非“２１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总体

２００６届 ９０２ ８７３ ８０１ —

２００７届 ９３５ ９０４ ８４１ ８７５

２００８届 ９０１ ８７３ ８３５ ８５６

２００９届 ９１２ ８７４ ８５２ ８６６

　　

我们也采用类似方法估计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失业率，即排除继

续求学的人 （读硕／博士
!

出国学习或参加各类培训项目）以及准备继续求学

（复习考硕／博）和准备各类资格考试而暂时不打算就业的人，只在需要就业的

人中计算就业率和失业率。

表３　 “９８５高校”历届毕业生目前的就业率和失业率
单位：％

毕业年份

本科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当前就业率

（有稳定工作）

当前失业率

（正在找工作）

从未就业

比　　率
当前就业率

（有稳定工作）

当前失业率

（正在找工作）

从未就业

比　　率

２００９ ９２４ ７６ ６０ ９０３ ９７ ８１

２００８ ９３０ ７０ ４１ ９２１ ７９ ７８

２００７ ９７２ ２８ １５ ９２３ ７７ ６３

２００６ ９８２ １８ １２ ９６７ ３３ ３４

２００５ ９５１ ４９ ０６ ９６０ ４０ ２９

２００４ ９５９ ４１ ００ — — —

２００３ ９７２ ２８ ００ — — —

　　注：统计的基数是 “有稳定工作”的人和 “正在找工作”的人之和。

表３列出调查期间 （２０１０年４～８月）６所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总体来看，“９８５高校”有极高的就业率，只有极少数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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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数据与表２数据相比较，“９８５高校”２００９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９２４％）

高于 “２１１”院校９１２％的平均就业率 （“２１１”院校包括了 “９８５高校”），而

“２１１”院校就业率高于普通院校 （８７４％）。随着毕业年份的延长，毕业生就业

率也逐步提高。“９８５高校”本科毕业生在毕业５年后基本达到完全就业，即毕

业后都曾经有过就业经历，虽然个别人目前仍在寻找工作，但他们已经有过工作

经历，目前只是为了跳槽而找寻新的工作。

不同学历的毕业生相比较，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略低于本科毕业生，而且硕

士毕业生需要更长的时间达到完全就业。这可能是由于硕士毕业生的专业性较

高，就业领域比本科生狭窄，同时硕士生的工作条件要求也更高，更不愿意接受

不满意的工作。“９８５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于本科生和硕士生，并且毕

业后两年内基本达到完全就业。本次调查结束时２０１０届毕业生还未完成就业过

程，因而无法统计此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失业率，调查截止时 （２０１０年 ８月

底），接受调查的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中，８４２％已有工作，１５８％还在继续找工

作；硕士毕业生中８７５％已有工作，１２５％还在找工作。另据麦可思教育咨询

公司对毕业生各月份的签约率的调查，２０１０届大学毕业生的各月份签约率高于

２００９届毕业生。根据这些信息判断，２０１０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应高于２００９届毕业

生。

上述统计显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论是 “９８５高校”还是其他院校，

都表明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尽管这一问题的确存

在。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相比较，中国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并

不是特别突出。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 （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发

展到大众教育 （多数人都能上大学）都会引发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一过程对

中国大学生及其家长的心理冲击极其强烈，主要是由于这一过程演进得过于剧

烈，大学扩招政策在短短的数年之内使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毕业生

数量成倍增长，使大学毕业生由 “天之骄子”变为 “落地凡人”的过程瞬间显

现，快得令人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在其他社会，往往是高等教育实现或接近大

众化水平时———大学毛入学率超过６０％，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才开始显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的条件下，获得大学文凭的成本极大降低，想上大学

的人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也就成为一个可以理解

的现象。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远未达到大众化的水平，大学毛入学率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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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２５％，上大学的机会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学生和家长投入的教育成本 （经

济成本、时间成本和努力程度）不断增加。如此多的付出而换来的大学文凭竟

然不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的确让人心理难以平衡。引发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的另一个因素是大学生及其家长普遍缺乏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应对经验，尤其是扩

招后的最初几届毕业生 （２００３届、２００４届和２００５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突然

降临令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而劳动力市场也没有提供

足够的渠道和信息有助于他们找工作。近两三年来，这一方面的问题有所缓解，

毕业生和家长对于就业难问题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劳动力市场、学校、政府以

及前辈学长向毕业生提供了多种就业渠道和信息。不过，毕业生及家长对于就业

困难形势的充分估计又带来了另一个社会问题，一些毕业生家长利用权力及社会

关系网帮助子女安排就业，而缺乏权力和关系资源的家长只能用金钱贿赂来帮助

子女找工作，这导致了毕业生就业机会竞争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又加剧了寻找工

作的成本和压力。

虽然中国当前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并不是很高，但毫无疑问，大学生

失业现象已经在中国社会出现，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发展。历年的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１９８２年 ３０岁以下、具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未就业率 （排除在校生）

仅为０１％，１９９０年此比率为 ０８％，２０００年为 ５１％；２００５年百分之一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这一比率上升到 ７６％；２００８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这一比率继续上升至１１２％。这意味着，

３０年前，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有工作，而现在，大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有１／１０

没有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这１／１０的人都是失业者，自愿不就业的人———比

如说愿意做家庭主妇的人的比例也在上升，但很明显，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

在逐年增长。

三　毕业生分流现象与继续教育

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相当数量的毕业生采取某些方式来延迟就业，其中的一

个主要方式就是继续求学，或者变相地延续学习过程———参加各种专业培训或准

备各种资格认证考试等。这导致许多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进

入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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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９８
５
高
校
”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和
不
就
业
状
况

单
位
：
％

学
历

目
前
状
态

２０
０９
届

２０
０８
届

２０
０７
届

２０
０６
届

２０
０５
届

２０
０４
届

２０
０３
届

本
科

有
工
作

５６
７

７２
９

９０
１

８５
９

８３
１

７９
１

９０
９

没
有
工
作

４３
３

２７
１

９
９

１４
１

１６
９

２０
９

９
１

其
中
：

　
正
在
找
工
作

４
７

５．
５

２．
６

１．
６

４．
２

３．
９

１．
８

　
读
研
／博
或
出
国
学
习
、
复
习
考
研
／博
或
准
备
出
国

３３
５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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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数据显示，“９８５高校”２００９届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左右仅有接近

２／３的人 （６１９％）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其中，５６７％的人有稳定的工作，

４７％的人正在找工作，０５％的人从事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或为家族企业工

作，而略超过１／３的毕业生 （３８１％）并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以某种方式

继续接受教育，还有个别人 “什么也不做”。与此同时，２００９届硕士毕业生中

约３／４的人 （７６３％）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另外的接近 １／４的毕业生

（２３７％）还在继续接受教育或什么也不做。刚毕业的应届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比例应该更低，本次调查截止时 （２０１０年 ８月底），２０１０届 ６所 “９８５高

校”本科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大约是５５％，硕士毕业生的相应比例大

约是６０％。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逐步提高。硕

士毕业生在毕业５年左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可达到９５％左右，本科毕业生

在相同时间里可达到９０％左右。

大学毕业生面临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而采取的这种对应策略，使继续教育

机会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功能，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考虑这种蓄水池

作用，在就业需求减少的年度，可增加继续教育机会，而在就业形势良好的年

份，可压缩继续教育的供给量。同时，在估计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数量

时，也应注意到有一定数量的毕业生将不在当年立即就业，而是在随后数年中逐

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不过，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应该比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高，因为他们读硕士和博士及出国留学的机会远低于 “９８５

高校”的毕业生。

四　初职月薪及 “文凭贬值”现象

当前大学毕业生不仅面临着就业压力，同时也面临着低工资的威胁，毕业生

们不得不接受一些较低月薪的工作，这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努力争取到的大学文凭

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 《蚁族》① 一书描述了 “高校毕业生低

收入聚居群体”，这一群体的月收入 “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是 “继三

大弱势群体 （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表明，拿

５４１

① 廉思主编 《蚁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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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学文凭的人也有可能沦为低收入者，甚至有可能落入失业贫困群体。让大学

毕业生心理极其不平衡的是，当大多数的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逐年上升时———甚

至连农民工的月工资都在明显上涨，他们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薪水平不

仅没有逐年上升，而且有可能是下降的。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大学文凭是否 “贬

值”的议论。

表５是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公布的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半年后平均月薪。各

年数据相比较来看，虽然毕业生平均月薪有所波动，但未显示明显的上升或下

降趋势。不过，由于全国及城镇的就业人员的平均收入一直逐年增长，相比较

而言，大学毕业生的初职月薪实际是有所下降，“大学文凭贬值”现象的确出

现了。

表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半年后月薪
单位：元

届　别 “２１１”院校 非“２１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２００６届 ２０８６ １８０７ —

２００７届 ２９４９ ２２８２ １７３５

２００８届 ２５４９ ２０３０ １６４７

２００９届 ２７５６ ２２４１ １８９０

２０１０届（截至６月底） ２３１４ ２１５５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作为大学毕业生中的精英群体是否也面临着精英院校

的 “大学文凭贬值”？图１展示了 “９８５高校”历届毕业生初职月薪与城镇家

庭及就业人员的收入比较。“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初职月薪明显比其他院校毕

业生半年后月薪高 （参见表５与表 ６）。同时，在 ２００６年之前， “９８５高校”

毕业生初职月薪也明显高于当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人

均可支配月收入。但自２００６年以来，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初职月薪与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差距开始缩小。这是

由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逐年稳步增

长，大学毕业生的初职月薪增长不明显。“９８５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初职月薪

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之间增长微弱，而２００８年之后则略有下降；“９８５高校”博

士毕业生的初职月薪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间基本变化不大；只有硕士毕业生的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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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职月薪增长明显。这些数据毫无疑问地表明 “９８５高校”的大学文凭也在

贬值。

图１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初职月薪与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
　　　月收入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收入比较

图２所显示的毕业生初职月薪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和城镇家庭人

均可支配月收入的比例变化更明显地体现了 “文凭贬值”。２００５年 “９８５高校”

本科毕业生的初职月薪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３３２倍，是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１９２倍；而２００９年，其初职月薪与城镇家庭人均可支

配月收入之比下降到２０６，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则基本相同 （１０８

倍）。２００５年博士毕业生的初职月薪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３６６倍，

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２１１倍；２００９年博士毕业生的初职月薪与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之比下降到２２１，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基本相同 （１１６倍）。这也就是说，目前名牌大学 （“９８５高校”）本科毕业生

和博士毕业生初职平均月薪只能达到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月薪水平，那么普通

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最初收入肯定是低于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月薪了。另外，与

城镇其他人员相比，“９８５高校”硕士毕业生的收入优势还在保持，只是这种优

势的程度有所下滑，即硕士文凭也在贬值，只是贬值程度较小。２００５年 “９８５

高校”硕士毕业生的初职月薪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３８５倍，是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２２２倍；到２００９年，其初职月薪与城镇家庭人

均可支配月收入之比下降到２９１，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之比下降到

１５３。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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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初职月薪与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
　　　月收入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收入之比

五　预期月薪与实际月薪

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认为，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毕业生本人也

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总是对就业预期过高，尤其是对月薪要求太高。一

些调查数据也显示，大学生对月薪的要求明显高于他们实际可获得的月薪水

平。① “９８５高校”的毕业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作为大学生中的精英分子，他

们可能对月薪水平期望更高。表６列出了 “９８５高校”在校生所期望的初职月薪

和近三届毕业生实际获得的初职月薪，这些数据反映出毕业生的月薪期望值与实

际月薪水平的明显差距。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在毕业前对初

职月薪的期望值都高于毕业后他们能获得的实际月薪水平。目前 “９８５高校”在

校本科生对初职月薪的平均期望值比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实际初职月薪高出３８４元，

即他们可能获得的月薪只是他们所期望的月薪水平的８８％。硕士生对初职月薪

的期望值与实际可获得的月薪水平之间的差距略小一些，其期望值与实际月薪之

差为２７６元，他们可能获得的月薪是他们所期望的月薪水平的９４％。月薪期望

值与实际月薪水平差距最大的是博士生。“９８５高校”在校博士生对初职月薪的

８４１

① 李春玲、王伯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与工资水平调查报告》，《２００９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
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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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期望值要高于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实际初职月薪３２２３元，他们可能获得的月薪只

是他们所期望的月薪水平的５０％。２０１０年８月底本次调查结束时已找到工作的

毕业生报告了他们的签约月薪，虽然这不能代表２０１０年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

总体月薪情况，但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的月薪似乎有所上升，而本科毕业生

的月薪则略有下降。接受调查的 “９８５高校”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

为２７０３元，硕士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为５１２０元，博士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为

３２２５元。

表６　 “９８５高校”在校生期望初职月薪与大学毕业生初职月薪比较
单位：元

在校生期望

初职月薪

２００９届毕业生
初职月薪

２００８届毕业生
初职月薪

２００７届毕业生
初职月薪

本科 ３３２９ ２９４５ ３１１６ ３１２６

硕士 ４４４２ ４１６６ ３９６３ ３６２２

博士 ６３９３ ３１７０ ３３０６ ３１８５

　　

六　工作单位选择与实际就业分布

大学毕业生就业期望与实际就业状况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工资收入方面，同时

也反映在他们对工作单位类型的选择上。图３展示了 “９８５高校”在校生所期望

的工作单位类型与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初职工作单位类型。绝大多数的 “９８５高校”

在校生都期望能在国有单位或外资企业找到工作而较少愿意去民营企业工作，但

毕业生实际就业于民营企业的比例远高于他们的期望值。“９８５高校”本科在校

生中只有５６４％的人选择去民营企业，而本科毕业生中有２５８７％的人就业于民

营企业；硕士在校生中仅 ２１６％的人愿意去民营企业，而硕士毕业生中有

１７２９％的人在民营企业工作。本科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是外资企业 （２９１９％），

政府机构和科研事业单位 （２２６４％）也是他们理想的就业部门，但本科毕业生

进入这两个领域就业的比例明显低于他们的期望值 （分别为 ２２１２％和

１３６７％）。硕士在校生最希望去的是科研事业单位 （２６５２％）和国有企业

（２２２１％），硕士毕业生就业于这两个领域的比例与其期望值较为接近 （分别为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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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３％和２１０４％），但硕士毕业生就业于政府机构的比例 （１３５８％）明显低

于他们的期望值 （１８３２％）。绝大多数的博士在校生希望去科研事业单位工作

（６３３９％），他们基本上都能如愿，７０４％的博士毕业生就业于科研事业单位工

作，但是想去政府机构的博士生则不一定能如愿，１０８５％的博士在校生选择去

政府机构工作，但仅有４２％的博士毕业生能在这一部门工作。

图３　 “９８５高校”在校生期望工作单位类型与毕业生初职单位类型

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单位选择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分布存在着差距，

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小民营企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

的经济部门，但大多数毕业生———尤其是 “９８５高校”的毕业生———不愿意

去这类企业工作，这导致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老板抱怨招

聘不到合适的大学毕业生，而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则抱怨他们找不到满意

的工作。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 “９８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做出以下总

结：第一，应届毕业生中只有大约２／３的人会在当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另外的

１／３还将继续投身教育过程而在随后数年中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毕业生中９０％以上都能在一年内就业，而处于失业状态的比例并不

高；第三，与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一样，“９８５高校”的毕业生也遭遇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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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贬值”；第四，毕业生的就业期望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的差距，加大了大

学生找到满意工作的难度。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８０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Ｓｉｘ“９８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ｓｉｘ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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