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 择业 创业

Jiuye zeye chuangye

孙兴和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若有破损、 缺页、 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Ⅰ.①就… Ⅱ.①孙… Ⅲ.①职业选择－青年读物
Ⅳ.①C913.2-49

就业 择业 创业／孙兴和编著.—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311-03630-0

CIP (2010)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 第230734号

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 C I P ）

书 名 就业 择业 创业
作 者 孙兴和 编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 （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 （营销中心）

0931-891429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 onbook. com. cn
电子信箱 press@lzu. edu. cn
印 刷 甘肃欧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630-0
定 价 25.00 元

责任编辑 钟 静
封面设计 王 根



前 言

我想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这三个问题可以称为人生三坐标， 它将伴随你走过一生。 你

的人生轨迹就是建立在这个三维坐标系中的一条曲线。 孩提时代，
这三个坐标变量的影响虽然朦朦胧胧， 时有时无， 时弱时强， 带
有很大的随意性、 模仿性、 不确定性， 但是它却通过日常玩耍、
学习、 生活直接地体现出来。 随着你由童年、 少年进入青年， 人
生轨迹曲线将会渐渐具有某种规律， 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倾向。
特别是在青年后期， 这种倾向更加稳定。 当然， 并非所有人都如
此。 通过学习、 生活以及就业、 择业、 创业过程的不断调适， 每
个人的人生曲线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一些人来说， 这种变化
是正向的，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并且沿着这个方向坚持
不懈的努力， 终于取得了成功， 活出了一个绚丽的人生。 但对另
一些人来说， 这种变化是负向的， 他们容易被各种因素所左右，
受从众心理、 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或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或站在这山望见那山高， 或 “悔不该” 不离口， 不能正确处理学
习与职业， 就业与择业、 创业之间的关系， 没有使自己的聪明才
智得到应有的发挥。 对社会来说， 没有人尽其才， 对自己来说，
没有实现人生价值。

谁不在生活的激流中扬起生命的风帆， 谁就会被搁浅在时代
的岸边。 诚如此言， 然而， 扬不扬生命的风帆， 这只是个人生态
度的问题， 如何扬起， 怎样扬起， 却是个科学规划的问题， 这就
是职业指导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曾经说过， 无产阶级要在认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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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界的同时认识主观世界， 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
界。 就认识世界来说， 从宏观方面讲， 人类已经跨过了太阳系， 但
是， 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 仍然存在着一个又一个永远解不尽的
谜， 永无尽头； 就微观方面说， 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 也存在着一
个又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也是永远不会到头。 对于物质的我， 是
这样， 对于意识的我， 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认
识、 自我调整、 自我完善， 才有可能通过就业、 择业、 创业三部
曲， 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对职业指导及其教育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很长
时间， 在我国也已经开始研究与探索， 但在我市还是个全新的问
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形成， 学校教育与就业之间、 学生学习与职业选择之间
的关系日益密切。 政府促进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 个人自主就业的
市场就业方针打破了传统的统包统分的就业格局， 唤起了学生参与
职业选择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意识。 但是， 由于缺乏系统的职业知识
教育和指导， 不少学生在个人择业与岗位择人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无
所适从， 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如何使学生 “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
界， 面向未来”， 在激烈的竞争中首先解决生存问题， 做好就业，
然后， 根据自己的兴趣、 能力等个性特征， 做好择业， 并尽可能地
进行创业， 完成职业三部曲： 就业、 择业、 创业， 完成从生存性职
业到理想职业、 从理想职业到职业理想的转变， 实现自己的远大抱
负， 职业指导课的开设， 将有助于学生在这方面的提高。

我想做什么： 你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你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我能做什么： 你的兴趣、 性格、 能力等个性品质适合做什么工

作？ 你所在的环境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机会？ 你有可能做什么工作？
我在做什么： 你的义务是什么？ 环境赋予你的责任和对你的期

待是什么？ 你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的所作所
为与你的理想、 能力是否一致？

随着社会的变化、 个体的发展， “我想做什么”、 “我能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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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我在做什么” 在不断地变化着。 当然， 最理想的境界是三
个指标的一致， 即 “我想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在做什
么” 三者一致。 “我想做什么” 与 “我能做什么” 如果不一致， 应
该根据 “我能做什么”， 对 “我想做什么” 加以调适， 也可以根据
“我想做什么”， 对 “我能做什么” 进行改进。 如果 “我在做什么”
与前两者发生矛盾时， 应该多从自身考虑问题， 不要荒废学业， 根
据自己的理想和个性品质， 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 从而达到理想的
结果。

凡正常人， 不可能没有职业， 职前的学习是为了日后所从事的
职业。 所以在人生三坐标中， 职业是当然的坐标原点， 不论就业、
择业还是创业， 都以职业为归宿， 故就业、 择业、 创业均属于职业
的范畴。 本书将人生三坐标又细化为职业理想、 职业道德、 职业性
格、 职业兴趣、 职业能力、 职业礼仪、 职业选择、 职业设计八个问
题。 职业理想多属于 “我想做什么” 的范畴， 职业道德、 职业性
格、 职业兴趣、 职业能力、 职业礼仪多属于 “我能做什么” 的范
畴， 职业选择、 职业设计多属于 “我在做什么” 的范畴； 但是又不
尽然， 事实上每个问题都包含 “我在做什么” 的成分， 而 “我在做
什么” 通过积累， 由量变引起质变， 又构成了 “我能做什么” 的新
的要素， 形成对 “我想做什么” 的影响。 正所谓你中有我， 我中
有你， 生生不息， 变化无穷。 在数学里， 三坐标将欧氏空间分成八
个卦限， 本书的三坐标也将职业指导分成了八个问题， 有些牵强附
会， 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为了形式上的一致， 权且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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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职业理想

第一节 职 业

一、 职 业
职业就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从事的相对稳定、 有经济收

入、 属于专门类别的社会劳动， 职业是人的生活方式、 经济状况、
文化水平、 行为模式、 思想情操的综合反映， 也是一个人的权利、
义务、 职责以及社会地位的一般性表征。

通俗地说， 职业就是人们所说的工作岗位。 从社会的角度来
看， 职业是劳动者的社会角色， 劳动者获得职业意味着他为社会承
担了一定的义务， 同时也获得了参与社会分配的权利。 义务和权利
是双向的， 二者不能偏废。 义务感使人们对社会尽职尽责， 正是在
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下， 社会才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 社会发展的
同时， 不断地提供着无穷无尽的财富， 正是这些财富， 才使得社会
成员有一定的生活基础， 享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 不断
增强着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义务感、 成就感、 幸福感。

（一） 职业的特点
1. 基础性
职业是从业者谋生的手段， 从业者靠职业取得经济收入， 是社

会生活的基础。
2. 社会性
除了一些老弱病残者， 每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职

业。 有些人可能短期内没有职业， 即所谓的 “失业”， 但是， 一旦

第一章 职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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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择业 创业·

“失业” 问题解决， 也就意味着有了职业。 这里， 着重谈一下下岗
职工和农民工的社会性问题。
下岗职工。 下岗职工是特指在我国内地原企业已没有工作岗

位， 但没有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有就业要求， 尚未就业的人
员。 我国出现职工大量下岗的现象， 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
必然反映， 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的综合结
果， 也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没有这个过程， 国有
企业就无法摆脱困难， 更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长远来看， 随
着改革深入、 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劳动力的相应调整与流
动依然会经常发生， 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据统计， 1998 年至 2000 年， 我国国有企业共有下岗职工 2137 万
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开始凸显， 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国家及各级政府通过
扩大就业岗位、 降低失业率、 优化创业环境， 促进创业， 带动就
业， 实施就业援助， 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题， 强化职业培
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及就业能力等途径， 有效地解决了下岗工人的
生活、 工作问题。

农民工。 农民工是指中国内地进城从事非农工作， 却未改变身
份的农民。 农民工有农村户口， 有承包土地， 但离开户籍所在地，
主要从事体力要求较高的土木建筑、 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 绿化育
苗等工种和居民家政等工作。 农民工向往城市， 希望在城市工作，
同时也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 不享
受城市社会保障。 国务院指出， 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 主要
是： 工资水平偏低， 被拖欠现象严重； 劳动时间长； 安全条件差；
缺乏社会保障， 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等。 农民工在接受培训、 就
业、 子女上学、 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 经济、 政治、 文
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 农业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是世界各国工业化、 城镇化的普遍趋
势， 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 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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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 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
出来，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2010
年国际劳动节前夕， 有消息称， 目前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近 2.3 亿，
政府将积极促进中小城市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 将放宽中小城市、
小城镇落户条件， 促进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
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国家将把农民工工作列入未来五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 进一步在劳动报酬、 户籍、 培训、 子女教
育、 精神生活等方面保障农民工权益。 有关部门将加强农民工工资
支付监控， 积极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 实行高危行业农民工经
过培训持证上岗制度， 以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

3. 规范性
各个职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要求不尽相同， 每一种职业都有特

定的职业规范。 例如 《机械行业职业技能技术操作标准规范》、
《化工行业十大工种技术操作规范与国家职业标准》、 工程建设行业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公务员法》、 《教师法》 等。

4. 时代性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使得社会生产的技术基础由机械化向自

动化、 信息化方向发展。 1956 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
技术、 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蓝领工人的现象， 信
息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0％以上。 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
家， 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 职业的更新与流动加快，
据统计， 在 1950—1966 年的 16 年时间里， 大约有 8000 多种职业
从西方劳动力市场上消失了， 同时又出现 6000 多个新的职业工
种， “经合组织” 国家的职员平均每 5 年要更换一次工作。 美国
的职工平均每人一生职业流动 12 次， 在 16 岁到 65 岁的美国人
中， 有 36%处于 “实际的” 职业转移或 “期待中” 的职业状态。
由此可见， 现代职业结构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呈现出极强的时代
性的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 总有一些旧的职业被淘汰， 如 “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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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夫”， 这些曾经的职业现在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 再过若
干年， 恐怕也只有一些专门的学者才能知道它。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 总有一些新的职业产生，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国家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又向社会发布了一批新的职业。 这批新职业是会展策划师、
商务策划师、 数字视频 （DV） 策划制作师、 景观设计师、 模具设
计师、 家具设计师、 建筑模型设计师、 客户服务管理师、 宠物健康
护理员、 动画绘制员等。 这些新职业基本上都集中在现代服务业，
主要职能是管理、 策划创意、 设计和制作。 这些新职业不仅要求从
业人员有较高的理论知识素养， 而且要求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属于
高技能人才中的知识技能型人才。

5. 多样性
联合国在 1958 年颁发的 《国家标准职业分类》 中， 将职业分

为 9 个大类， 83 个中类， 284 个小类， 1506 个细类。 1999 年， 我
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中， 将我
国职业分为 8大类， 66个中类， 413个小类， 1838个细类。

（二） 职业的作用
职业无论对个人生存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
1． 职业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
社会的分工不同， 决定着职业岗位的不同， 而职业岗位的不

同， 又导致了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 由于市场调节和人为因素诸如
政策的原因， 劳动者所获报酬也就不同， 而劳动者的报酬是本人甚
至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 作为中职生， 在上学阶段， 国家为我们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毋庸讳言， 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们的
学习在经济上作出了很大的付出。 中职教育， 实际上就是就业教
育， 中职生毕业后， 大部分人就要走上工作岗位。 我们要依靠自身
的努力， 获得工作， 自食其力， 报答父母， 报答社会。

2. 职业是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人生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光是在职业生活中度过的， 人也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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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 但不能没有职业， 因为职业是从业人员参与
社会活动、 进行人际交往和实现人生价值的 “桥梁” 和 “载体”。

通过职业， 我们可以获得社会角色， 得到社会的承认， 为社会
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职业， 我们可以播撒理想的种子， 浇灌
智慧的花朵， 收获希望的果实，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

二、 职业的发展趋势
（一） 职业的发展趋势
按照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划分， 产业通常分为三大部门： 第一

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 第一产业包括农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和水利业
第一产业是人们衣食的主要来源，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目

前， 我国第一产业的结构正在加快调整的步伐， 以农业为例， 农业
经济处于粗放经营、 科技含量少和劳动生产率低的状态， 提高农业
的科技含量， 尽快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 立体农业、 高效农业、 优质农业、 高产农业是我国
农业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

平凉市第一产业调整成果介绍。
林果产业。 平凉市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林果产业， 拉长拉粗

产业链条， 不断提高产业效益。 2009 年第一季度， 苹果直接出口
2122 吨， 创汇 157 万美元， 同比增长 64%， 其中向欧盟出口 75
吨， 在全省率先实现了苹果直接出口欧盟国际高端市场零的突破。
平凉市林业局与全球公认的欧盟认证机构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CSTC） 达成协议， 在 2008 年全
市认证的中国良好农业规范 （CHINA－GAP） 示范基地的基础上，
按照欧盟认证标准， 在静宁治平、 庄浪朱店、 泾川飞云确定 900 亩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GLOBAL－GAP） 认证基地， 进行了大气、 土
壤、 水质及果品安全等指标的检测， 制定了部分管理体系文件， 对

三个基地进行了预审和培训管理人员， 为平凉金果取得欧盟高端市
场的准入证做了扎实工作。 2009 年 4 月 26 日， 澳大利亚专家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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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静宁、 泾川两县苹果种植基地、 加工包装厂有害生物防控和
出口苹果检验检疫管理等工作， 为平凉金果打入澳大利亚市场打下
了坚实基础。

王亚鹏， 系平凉师范 93 届毕业生， 曾任静宁县深沟乡乡长，
现任该乡党委书记。 深沟乡距县城 67 公里， 平均海拔 1700 多米，
是静宁县西南部的一个山区乡， 也是中南部贫困片带上的重点贫困
乡之一， 自然条件恶劣， 工作条件艰苦。 王亚鹏上任伊始， 踏遍全
乡的各个村落， 对 8000 多位农民的所需、 所盼、 所愿进行深入调
查， 对产业结构调整进行认真研究。 在反复踏勘调研的基础上， 他
集中集体智慧， 确立了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果品主导产业和瓜菜特
色产业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思路。

4 年多来， 从政府乡长到党委书记， 王亚鹏带领广大干部群
众， 组织实施 “引果上山进沟” 工程， 建设果园化乡镇， 全乡栽植
优质红富士苹果 1.76 万亩， 建成南山、 北山两个示范带， 苹果种
植总面积发展到 2.5 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 65.5%， 川区人均 4.2 亩，
山区人均 2.8 亩。 他带领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走绿色路、 建精细
园、 育优质果、 打特色牌， 每年推广果品提质增效技术 10 余项，
建成丰产 “万元园” 4230亩， 最高亩产 1.2万斤， 每亩收入 2 万多
元； 每年在山地幼龄果园内套种地膜瓜菜 6000 多亩， 间作洋芋
11000多亩， 每亩纯收入达 900多元， 全乡人均增收 700元。

为了适应大力发展苹果产业的需要， 短短 4年间， 深沟乡累计
新修道路 6 条 76.5 公里， 保证了道路畅通； 新修标准化梯田 3142
亩， 建成田间集雨水窖 2688 眼， 户用沼气 860 户， 改善了苹果种
植环境； 基本实现了道路网络化、 林地梯田化、 流域治理化和设施
配套化。 如今的深沟乡山绿了， 水清了， 路直了， 村庄美了， 群众

富了。

草畜业。 平凉市按照绿色、 生态、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加快
养殖小区建设步伐， 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 截至 2009 年， 已新建
成标准化养殖小区 35个， 其中养牛小区 19个， 累计标准化养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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