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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新网

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原以为人生可以这样按部就
班地过下去。可谁知，既定轨迹才刚行进到第二步，就意外地卡了
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屡屡碰壁，“没有经验”成了
他们被拒之门外的理由；更有不少大学生并非找不到工作，而
是“高不成低不就”，放弃了手中的就业机会。种种
原因，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大学生失业军团”。

据《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显示，在 2011 年毕业的
大学生中，有近 57 万
人处于待业状
态 ，10 多 万 人
选择啃老。

《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近57万人待业在家 10余万人啃老

为找到一份工作，大学毕业生们正在使出浑身解数，或早
早找关系实习，争取留用；或为了增加就业砝码，拼命培训、考
取证书，为自己充电。

今年8月，暑假快过去一个月了，山西财经大学的王强还
没有回家的打算。他正在认真准备9月份的外销员证书考
试。而山西大学的小李，虽然已经“秘书证”和“公关证”两证
在手，但还在琢磨着再考个什么。在就业压力面前，越来越多
的学生拥入考证族。不管与专业有没有关系，本着“有证总比
没证强”的原则，他们奔波在各个考场。

除考证外，更多本科生则希望通过考研增加日后的竞争
力。今年，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院，一个寝室8名女生全
部考研成功的事，让不少人津津乐道。但这背后，却有着她们
的无奈：几乎没有单位接收这个专业的女生。考研，只是她们
的解困之路。

那么，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北京高教
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理事长林永和告诉记者，大学教育与社
会需求脱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大班上课，不讲究个性
化培养；传统教学，不能与社会变化接轨；只重知识，忽略通用
技能培训；缺乏实践，永远都在纸上谈兵。这些都导致大学生
进入工作岗位后适应能力不足，与职业要求存在巨大差距。
这也是“企业求贤难，大学生求职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一。

此外，企业也难辞其咎。在招聘时，企业常常会附加各种
专业以外的要求，比如外貌、性别、家庭、户口等，以至于很多
毕业生不得不走上整形之路。而某些企业的急功近利，对人
才“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的态度，也使年轻人失去了
很多长线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很多大学生“眼高手低”，没
有以一个成熟的心态去找工作，也是导致失业的原因。

前不久，网上一个《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服毒
气绝》的视频，让河北保定的苗卫芳一下成了“热点人
物”。她曾因考研成功变为整个村子的骄傲，如今却因
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回家务农，致使父亲经不住周围压力
选择服毒自杀。这位父亲的选择也许有些极端，但是连
硕士生找工作都很难的现实，的确在我们身边上演着。

正在攻读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学位的小岳明年即将
毕业，他已经深深体会到了就业的不易。“我面试了好几
家小外贸公司实习，可他们一看我是硕士，都奇怪我是
找了多少地方，才跑到这么一家小公司的。惊讶之后，
多数人还会跟上一句‘现在很多研究生都不好找工作，
学历高太难伺候’。”

在“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的情况下，
很多大学生将目光锁定在考公务员上，于是出现了蔚
为壮观的公务员热。10月22日，公务员考试报名还
未截止，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一职位竞争比已达
6348:1，一举刷新了近年国考报名竞争最激烈职位的
纪录；而哈尔滨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的
环卫系统员工，457个招聘岗位竟引来11539个报名
者，其中竟有近30名硕士研究生。

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也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啃老
族。杨洁是家中独女，从小受尽宠爱。自视甚高的她毕
业后欲谋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然而眼高手低与缺乏工
作经验，让从未受挫的杨洁屡屡碰壁，渐渐陷入“高不
成、低不就”的状态，毕业一年了，至今仍待业在家。对
此，杨洁父母却称，孩子还需要时间适应，反正家里也不
缺她这点钱糊口。

小杨本科毕业两年了，如今，他还当着没有稳定收
入的北漂。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小杨考过公务员，
但以失败告终；去律师事务所打过工，但因为律考没过，
只能端茶倒水打杂，熬了不久，辞了职。由于没有稳定
收入，付不起房租，他常去同学的住处蹭住，一家住两个
月，浑浑噩噩地“漂”了2年。老家也没怎么回，用他自
己的话说，就是“没那个脸回去”。

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80万
人，再加上往年剩下没就业的，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和
退伍复员的军人，估计至少需要1300万以上个新增岗
位才能基本满足需求。但目前每年新增的岗位距离这
样的需求还很远。

就业压力大催生啃老族

求职难，关卡在哪儿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大学生就业难并非中国仅有，它已
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所不同的是，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各国努力推出各种举措，这值得我们借鉴。如德国“慕尼黑
就业模式”，由大学、企业、劳动局三方合作，共享信息，互相
联动。学校设立就业市场学院，负责学生专业能力以外的
其他能力的培训，企业则常年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基地。韩
国政府鼓励高中毕业生“先就业后升学”，让年轻人真正学
以致用。

当然，这些外部环境的改变需要时间，作为大学生要认
识到自身的不足，动手能力差、社会实践少都是就业道路上
的“短板”。现在，多数大学都会安排实习时间，但很多学生并
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回想起4年大学时光，刘晓彤十分后悔：

“当时学校让我们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为图省事，我让爸妈找
关系随便盖了个实习章，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去旅游了。”毕业
后找工作，招聘单位上来就问工作经验和作品，当时刘晓彤就
傻了眼，最终好几份工作，她都因缺少实践经验被拒。

因此，林永和建议，新生一入学就应为自己定好职业目
标，作好时间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强化学习和训练有用的
技能，多参加与专业有关的实践。另外，找工作时树立一个
合理的目标，摆正心态也很重要。

不要放弃每个实践机会

余先生 大学时间：1961年~1966年
月生活费：15元

“我那时上大学，一个月只有 15 元
助学金，家里基本拿不出钱来，除了吃喝
外，基本没有余钱。”余先生看着孙子手
里正在摆弄的变形金刚，感慨地说，“那
时在兰州考上大学很不容易，家里我是
老大，父母对我高中毕业不工作本来就
很有意见，我怎能伸手向他们要钱？”余
先生是文革前毕业的最后一届大学生，
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同学每天都
饿着肚子念书。即便这样，年轻人的学
业一点也没有耽误。

吕女士 大学时间：1979年~1983年
月生活费：30元

吕女士是恢复高考后的头一批大学
生，目前在北京一家央企做高管。她在
西南交通大学念书时，每个月除了能领
到22元的助学金外，还有母亲给的几块
零花钱。吕女士说班里同学们的经济状
况都差不多。谈恋爱的同学最多也就是
请对方吃碗担担面。她说当时自己那些
钱除了吃饭和买书外，偶尔会买个手绢
头绳什么的，毕竟是女孩子嘛！

张先生 大学时间：1995年~1999年
月生活费：350元

张先生 1995 年考上了武汉一所大
学，那年正赶上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每学期学费加住宿费大约1500元，生活
费每月 350 元。当年的生活费中 2/3 是
家里给的，1/3是勤工俭学挣来的。“那时
我在大学里交了女朋友。我用做家教挣
来的钱，攒了好几个月送给她一副两百元
的真皮手套。她现在是我妻子，这副皮手
套到现在还留着呢。”张先生笑着说。

小李 大学时间：2008年至今
月生活费：2000元

秋日的早晨，小李开着自己的大众
速腾，驶入首都经贸大学校园。走下车，
身穿里维斯的T恤、牛仔裤，脚蹬耐克最
新款运动鞋，手拿iPhone4S手机的他，满
面笑容地跟记者打招呼。小李的父母都
在机关单位工作。“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要什么他们都会给。再说这些东西，
同学们都有，我要是没有那不跌份吗？”
小李说，他的同学家庭条件大多不错，好
几个都有自己的车。“苹果三件套”（苹果
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班上一半人都置
齐了，都是父母给买的。小李每个月的
生活费大约在2000元左右。

大学生生活费40年涨百倍

4个时代，4种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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