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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不少专家呼吁，应推动编制内外的
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人才晋升的平等
竞争环境，提高社会基本保障和福利，
激发大学生从事个人创业和知识生产
的热情。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解决就业
渠道变窄的一条重要通道是发展服务
业——这是容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行
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说，我国应该寻找发展服务业的积极对
策，而不是对一些传统岗位，附加上户

籍、编制等好处。
与此同时，鼓励并支持青年学生的

自主创新创业。骆守检说，一方面，政
府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加强对小微
企业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高校要开
设“创新精神”方面的课程，重视培养学
生冒险意识、责任感等素质。

“我毕业的时候也面临‘编制内’岗
位的诱惑，但最后，我还是想趁年轻多
锻炼自己。”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研究
生吴恒说。他在大学期间就发起了资

助宁夏贫困学生的“一本正经”计划，并
在近几年先后创办了“掷出窗外”食品
安全信息网和“流言研究中心”网站，是
一个对“编制内”成功说“不”的案例。

此外，黄洪基说，对城乡基层岗位，
国家和学校应该提供政策扶持和教育
引导，他们的编制和待遇应该得到保
证。“我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
大学生的就业观一定会有所改变，他们
最终会选择一份如何让自己更幸福的
工作，而不是只考虑现实利益。”

哈尔滨7名研究生为获得事业编制而走上环卫工作一线

高校毕业生热衷编制折射出什么？

□新华社西宁1月20日电（记
者 顾玲）

青海各高校和中职院校
积极适应青海省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
求，围绕市场需求，2012 年
共停招、减招、隔年招106个
就业率偏低的专业，使高校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得到有效
提高。

青海省教育厅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2012 年，青海
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到88.65%，比2011年提高了
1.95个百分点。

青海大学是青海唯一
入 选“211 工 程 ”的 大 学 。
2012 年，青海大学将招生
与社会需求，尤其是青海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停止
了毕业生就业率较低的中
药学、植物保护、动物药学、
日语等 7 个专业的招生，减
少了行政管理、旅游管理等
18 个专业的招生，对麻醉
学、医学检验学等专业实行
隔年招生。与此同时，青海
大学新增了化学工程与工
艺（煤化工方向）、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煤炭机械与自
动化方向）、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光伏发电技术方
向）等专业，这些专业都与
青海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

事业编制是指为国家创
造或改善生产条件，增进社会
福利，满足人民文化、教育、卫
生等需要，其经费一般由国家
事业费开支的单位所使用的
人员编制。

其实施单位包括：科研单
位、教育单位、文化单位，新
闻、广播、出版单位，卫生单
位，体育单位，勘察设计单位，
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单位，
社会福利单位，环境保护单
位、交通、城市公用等其他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列入事业
编制的，其工资和活动经费一
般由国家事业费开支，还有部
分事业单位的经费，采取自收
自支，差额补贴等办法。

□新华社上海1月20
日电（记者 俞菀 吴
振东）

2013 年 1 月，
哈 尔 滨 7 名 研 究
生为获得事业编
制而走上环卫工
作 一 线 ，成 为 舆
论焦点。当今的
中国大学生如此
热衷编制折射出
什么？

2013年年初，全国不少省区市的
首轮大学生招聘中，拥有事业单位编制
的环卫工、城管、讲解员等基层岗位均
引来众多想栖身于此的“凤凰”。哈尔
滨3000名大学生争相应聘有事业编制
的环卫工作岗位，其中7名研究生为获
得事业编制而走上环卫工作一线，被不
少舆论认为是“没出息”：一个编制就把
职业理想“收买”了？

其实，让大学生激烈竞争的不是环
卫工作岗位，而是一份稳定的社会保
障。“有的人死磕‘编制内’，连考好几

年，原因有很多：待遇好、福利高、虽然
工作比较琐碎枯燥，但很稳定，业余时
间有保障，退休养老不用愁……”上海
中医药大学药学专业大四学生施燕飞
说，面对这样的诱惑，很多人都会动心。

相形之下，“编制外”的就业就显得
十分不易：自主创业难，外企竞争累，不
会旱涝保收，丈母娘都会看不起……清
华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朱丽丹说：“我
之前在外企做过，每天加班到很晚，根
本没有个人生活。也想自主创业，但国
内还没有良好的创业环境，错过了黄金

就业期很可能一辈子沦落。”
同时，很多毕业生也承认，在大学里

没能掌握多少创造力、实践力和开拓精
神。职业理想谁都有过，但现实情况是
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扎堆应
聘“编制内”，也是身不由己求出路。

一些曾“碰壁”的“过来人”传递给
毕业生这样的信号：体制外再牛的人，也
不如体制内人员稳妥。同济大学工业工
程专业大四学生黄澍君说：“很多家长都
用一辈子的坎坷，证明了‘编制内’的优
越，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现实。”

一个编制就把职业理想“收买”了？

扎堆报考有编制的岗位，最大的
副作用是让不少名校培养的高材生

“大材小用”。不少社会学家和教育
界人士对这种趋势感到忧虑——对名
牌大学研究生，国家和学校都进行了
大量投入，其中不少人却最终放弃知
识与能力，这是对高等教育公共资源
的浪费。

华东理工大学创业教育中心主任
骆守检说，很多孩子在安逸的环境中成
长，缺乏“不走寻常路”的锐气和“攻坚
克难”的勇气。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
大学教授黄洪基说：“趁年轻，到体制内
与体制‘一起慢慢变老’，这种心态非常
危险。”人人都想进入“编制内”的社会，

不是一个有创新精神的社会。
复旦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任远说，如果

知识生产部门和企业不能吸纳最优秀的
人才，将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繁荣与活跃。

他认为，如果最能吸纳人才的部门
都是“编制内”，说明社会的活力在减
弱，体制壁垒可能会形成社会分化和社
会割裂。

营造编制内外平等的竞争环境

过度热衷编制令社会缺乏创新活力

青海大幅调整专业
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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