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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课题组成员的不懈努力，《甘肃省高校就业蓝皮书》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本书三个课题的总结性成果，是课题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自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展， 高校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 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甘肃

省少数民族相对聚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由于经济和高等教育本身都不是很

发达，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较少，就业困难。 从人力资源强国强省的角度出发，甘

肃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更加突出。

本人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3年，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

学求学期间，我参与了导师赖德胜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我国大

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以及浙江大学姚先国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

重点项目“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当时的研究生就业并不困

难，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在此期间，我搜集整理了一些关于大学

生就业的文献，引发了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兴趣。

2005 年博士毕业回到西北师范大学工作后，我于 2006 年申请了甘肃省教育

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甘肃省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衔接研究”（经费

自筹）。 2007 年 6 月份， 我们在甘肃 11 所高校进行了第一次毕业生就业调查。

2007 年秋季，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同年，我

们申请并获准了 2007年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师范生就业难背景

下的西部农村教师短缺”（经费 1.5 万元）。 2008 年 6 月份，课题组继续对甘肃 15
所高校的毕业生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2009 年，课题组出版了《西部地区高校毕

业生就业问题研究———以甘肃省的实证调查为例》（高等教育出版社）， 该书根据

2007年的调查数据撰写。 目前，这两个研究项目已经顺利结项。

在课题已经结项的情况下，我们于 2009—2010年 6月份，又分别对甘肃高校

毕业生进行了两次调查。 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课题组已经对甘肃高校毕业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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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四年的持续调查，建立了甘肃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共涉及 16

所高校，涵盖了 2007—2010年甘肃省样本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信息，成为研究

西部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基础数据库。 作为该课题的后续研究，本书的撰

写基于 2007—2009 年的调查数据。 由于时间关系，2010 年的数据暂未及时分析

处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会陆续增加这部分内容。

回顾本研究的历程，不仅是数据库的逐年拓展的过程，更是课题组成员进步

成长和友谊不断加深的过程。 在研究初始阶段经费极度不足的情况下，课题组成

员不但没有任何工作回报，甚至要经常自己垫付经费，课题组诸位同仁凭着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兴趣，刻苦努力、齐心协力、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坚持不

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数据录入、数据库清理、撰写

报告等研究环节中，态度科学严谨、一丝不苟，让人感动！ 直到申请到教育厅的导

师项目，才得到一些研究经费，但这些经费并不足以支撑课题的研究。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该项目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课

题组在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其中 CSSCI 论文 3 篇；《中国教育报》刊登论文 3

篇；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专著 1部。 同时，项目研究也产生了一系列“正外部性”，

培养了一些青年优秀人才和一批研究生。项目历时五年，有 5名教师和 21名研究

生参与研究，康廷虎同志、高建波同志、刘晓玲同志、李发军同志一直参与课题的

研究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康廷虎同志于 2009年也申请到了另一项甘肃省教

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项目研究期

间一批研究生已经完成学业，分赴到全国各地工作，他（她）们是徐敬建（河南永城

市教师进修学校）、龚丽华（广西大学）、仝辉（兰州理工大学）、康开洁（兰州资源环

境职业技术学院）。

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我衷心感谢课题组各位老师和同学付出的辛劳和作出的

积极贡献！感谢郭秀兰同学为本书的编撰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感谢王嘉

毅教授和赖德胜教授的鼓励和指导！感谢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领导和各位老师

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 感谢教育学院帮助我们录入数据的学生，尽管这里未能一

一悉数。

本课题的调研工作还得到了很多单位和个人的帮助，他们是兰州大学的李晓

莉老师、李晓老师，西北师范大学的张理中老师，兰州交通大学的陈袆鸿老师，兰

州理工大学的谭昌斌老师、党渭平老师，西北民族大学的马微老师、李万虎老师，

甘肃农业大学的刘书明老师，兰州商学院的杨芳老师，兰州城市学院的高炳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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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葛雅慧老师、马文菊老师，天水师范学院的杨学良老师，河西学院的吴玉兵老

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宋生涛老师等。对于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友人，我们

都心存感激，不敢忘怀。

本书的研究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如无特别需要，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

分析，所以本书冠以“蓝皮书”之名，强调是由第三方完成的综合研究报告。本书的

研究是描述性的，主要动机是希望通过描述性处理为人们提供关于甘肃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有用信息，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这一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工

作，破解当前的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尽绵薄之力。 我们也期待本书激发人们的更多

兴趣和进一步的探讨。

由于能力所限，难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高教界同仁

批评指正。

孙百才

2010年 12月于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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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章 导论

摘要： 提出所研究的问题，介绍研究缘起和理论基础，梳理甘肃高校毕
业生面临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制度，归纳促进甘肃省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的策略，说明本书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安排。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960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西奥多·舒尔茨教授发表《人力资本的投
资》的著名演说，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经贝克尔、丹尼森、
明瑟等诸多学者的研究推动，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并从理论研究转变为
许多国家的政策行为。20世纪 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
论在西方国家兴起，卢卡斯、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内生变量纳
入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使人力资本理论融入主流经济学。而加强教育、培训和健
康投资，促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在教育、培训领域进行的投资会提高其在劳动力市
场中的市场价值，指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这一理论
很快被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他们在 20世纪 60年代扩展教育、加速国民经济增
长政策的依据，人力资本理论也就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实践看，20世
纪 60年代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
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存在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之中。”①个体投资教育

后获得相应回报必须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为前提，只有将劳动力雇佣出去，才
能提高收入。获得教育后的平均预期收益等于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的乘积，工作
机会的创造对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经济支撑，高等
教育从“精英化”迅速转向“大众化”，高校毕业生数量快速增加。我国 1999年实施

①卡诺依.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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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在 2000—2010年十年间净增加了 536万人。高
校毕业生人数从 1999年的 85万人增加到 2010年的 631万人（表 1.1.1），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从 1999年的 10.5%增加到 2009年的 24.2%（图 1.1.1。）。与扩招相对
应，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公布的毕业生就业率看，1996—2007
年分别为 93.7%、97.1%、76.8%、79.3%、82.0%、90.0%、80.0%、70%、73%、72.6%、
72.6%、70%①，2008年不到 70%②，2009年为 68%③，总体呈下降趋势。大学生就业
难的现象被确定为劳动保障事业第一位的困难和问题。

表 1.1.1 1999—2010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万人）

注：数据整理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及教育部相关统计。

图 1.1.1 1990—200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趋势

从甘肃的情况来看，高等教育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整体培养规模迅速
扩大。2003—2009年，甘肃省普通高校由 31所增加到 34所，高等教育总规模由
35.5万人增加到 53.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13%增加为 21%（表 1.1.2）。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毕业生数 85 95 104 145 212 280 338 413 495 559 611 631

①1996—2004年的数据来自: 赖德胜，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经济研究［J］，2005

（11）。200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教育在线（http://www.eol.cn/article/20060621/3196426.shtml），《2006大学生就

业率与择业观调查》。2007年数据来自（http://news.mop.com/domestic/45486.shtml），《统计显示：2007年大学

生平均就业率为 70%》。

②报告称今年将有 10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业.http://news.163.com/08/1211/01/4SRI0RE20001124J.html.

③415万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中国教育报 200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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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2003—2009 年甘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甘肃省教育厅。

不仅如此，研究生就业问题也不容乐观。从表 1.1.3可以看出，1999—2009年，
研究生招生数从 9.22万增加到 51.09万，增长了 5.5倍；在校生人数从 23.35万增
加到 140.49万人，增长了 6.0倍，毕业生人数则从 5.47万增加到 37.13万人，增长
了 6.8倍。从研究生的报考情况来看，2001—2010年间，报考人数分别为 46万、
62.3万、79.7万、94.5万、117万、127.5万、128.2万、120万、124.6万、140万。2001—
2006年均增加 16.3万，但 2007年的报考人数仅比 2006年增长 0.55%①，2008年则
出现负增长，比 2007年减少 8.2万人②。持续多年的“考研热”开始降温，考研人数
2008年出现下降拐点，与研究生就业市场较大的就业压力不无关系。

表 1.1.3 1999—2009 年研究生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统计（万人）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各年度教育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2.jsp?tablename=1068）。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招生人数(人) 150 838 122 401 116 401 135 081 147 865 163 270 163 506

毛入学率(%) 13 14 15 16.5 18 20 21

在校生数(人) 355 325 332 665 407 815 438 154 454 942 501 300 534 030

年 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招生

数

硕士生 7.23 10.34 13.31 16.43 22.02 27.30 31.00 34.2 36.1 38.67 44.9

博士生 1.99 2.51 3.21 3.83 4.87 5.33 5.48 5.60 5.80 5.98 6.19

合计 9.22 12.85 16.52 20.26 26.89 32.63 36.48 39.8 41.9 44.64 51.09

在校

生数

硕士生 17.95 23.39 30.74 39.23 51.46 65.43 78.73 89.7 97.25 104.64 115.86

博士生 5.4 6.73 8.59 10.87 13.67 16.56 19.13 20.8 22.25 23.66 24.63

合计 23.35 30.12 39.33 50.1 65.13 81.99 97.86 110.5 119.5 128.3 140.49

毕业

生数

硕士生 － － 5.49 6.62 9.23 12.73 16.20 21.97 27.14 30.11 32.26

博士生 － － 1.29 1.46 1.88 2.35 2.77 3.62 4.14 4.37 4.87

合计 5.47 5.88 6.78 8.08 11.11 15.08 18.97 25.6 31.18 34.48 37.13

①研究生招生趋势: 历年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2008-15-09.http://edu.sina.com.cn/exam/2006-05-09/

145237361.html.

②今年考研人数首次出现大幅下滑，减少 8.2 万人 .2008-01-17. http://news.sohu.com/20080117/

n2547145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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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使得投资高等教育的风险日益加剧，投资高等教育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收入不确定性。新生劳动力面临的就业困难，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提出
了挑战，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高校毕业生，在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的劳动力市场上
遇到就业困难，说明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着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的现象。从表
1.1.4可以看出，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的比例仍然偏低，2009年全国为
2.48%，甘肃的比例更低，为 1.69%。说明我国从业人员中高学历劳动力数量不足，
过度教育（over- education）与教育不足（under- education）并存。①

表 1.1.4 从业人员本科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例（甘肃和全国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9》。

高校毕业生作为社会培养的高素质人才，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不能够和劳
动力市场需求很好地衔接，将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这影响我国实现人力
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投资风险，既不利于国家，不利于家庭，
也不利于学生本人。如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高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
题。那么，西部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如何？
西部地区由于所处的区位不同，高校毕业生就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国内关于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主要有：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就业问题
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03年、2005年、2007年和 2009年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
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分别作了四次大型调查；2006年共青团中央学校
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大学生就业调查，并发布了“2006年中国
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2006年年底英才网联合多家高校组织了“2007届大学
生就业期望调查”。这些调查的取样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的样本量相
对偏少，更缺乏专门针对西部高校毕业生的研究。课题组于 2007—2009年连续三
年对甘肃省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试图通过“解剖麻雀”式的研
究在时序上综合反映西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本书较以往的研究有两个方面
的特殊性：第一，反映的是西部地区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第二，是针对一个地区的
高校连续四年的调查。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全国 1.70% 2.00% 2.23% 2.31% 2.36% 2.32% 2.48%

甘肃 0.80% 1.51% 2.18% 1.54% 0.78% 1.21% 1.69%

①硕士生做起了本科生、大专生甚至中专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并由此带来高校毕业生以学历学位为主

导，由高到低单向挤占就业岗位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过度教育（over- education）”。当一个人处于

“过度教育”状态时，其部分知识是被闲置的，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隐性失业”。当“过度教育”比较严重

时，受教育者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并实现其预期收入，会选择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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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甘肃省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环境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

从总体上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可分为两个阶段：计划分配阶段和市场
就业阶段。计划分配阶段，又称“统包统分”阶段，它是与我国的计划经济相适应
的，对毕业生就业实行统包统分制度。市场就业阶段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供需见
面阶段、双向选择和自主择业阶段。下面分别介绍这两个市场就业阶段。
第一，供需见面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把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正式提上了日程。当年，教育部提出了“在国家方针政策指
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学校与
用人单位通过计划内的供需见面落实毕业生就业，而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并不直接
见面。这里所说的供需见面与现在所说的供需见面是不同的。这里所说的供需见
面只是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的供需见面，而现在所说的供需见面是指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直接见面。

第二，双向选择和自主择业阶段。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了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目标，即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
“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
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高等学校作为就业工作的中介，主要为双向选择的毕
业生提供管理和指导服务。2002年 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
于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明确
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要建立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
向选择的就业机制，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同时对毕业生就业制度的
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完善就业管理体制、调整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实行学
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拓宽到基层就业的渠道、切实做好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
的工作、延长毕业生择业时间、加强就业指导。

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国家“统包统分，包当干部”的毕业生分
配制度，没有出现大学毕业生失业的现象。现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和政策，为
高校毕业生开辟了更为广泛的就业渠道和形式，深化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改
革，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随着“计划型”分配派遣制度被“双
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模式所取代，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现象也就伴之而生。高
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报到就下岗”已不是个别现象，这困扰着就业指导部门和
广大毕业生，牵动着千家万户，成为高校、社会和家庭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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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2005—2009年，甘肃省 GDP年均增长 15.04%，2009年甘肃省全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3 387.56亿元。

（一）甘肃省产业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的产业结构发了很大的变化。从三次产业 GDP所占比

重来看，第一产业占 GDP 的构成呈逐年下降趋势，1983 年为 30%，1990 年为
26.4%，1999年后跌破 20%，并加速下降，至 2009年达到 14.7%；第二产业结构比
例基本稳定，大致保持在 40%~50%的水平上；第三产业比例与第一产业比例呈相
反的发展趋势，1987年所占比重超过第一产业，达到 28.7%，并且与第一产业的差
距平稳拉大。①

从甘肃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来看，整体上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降低，
第二产业发展平稳，第三产业略有上升（图 1.2.1、图 1.2.2、图 1.2.3）。第一产业从业
人员始终占第一位，2009年仍占 62%，1997年以来变化不大，占劳动力的比重仍
有 60%以上。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甘肃省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明显偏高，
2009年全国的第一产业比重为 38.1%，较甘肃低 23.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比重刚好相反，2009年全国为 34.1%，甘肃为 22.7%（表 1.2.1、表 1.2.2、表 1.2.3）。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劳动人口增长迅速、企业用

工制度改革以及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强，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总体就业压力非
常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 2010年，中国
劳动力总量将达到 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 5 00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劳
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 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 1 000万左右。同时在
更长一个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将存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与高失业
并存。在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供大于求的社会背景下，甘肃第一产业吸纳的就业
人员比重较高，则不利于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因为第一产业主要包括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在内的农业，其吸纳的就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表 1.2.1 1991—2009 年甘肃省与全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

年份 甘肃省比例 全国比例 年份 甘肃省比例 全国比例

1991 69.6% 60.1% 2001 59.6% 50.0%

1992 69.1% 59.7% 2002 59.2% 50.0%

1993 68.8% 58.5% 2003 58.9% 49.1%

1994 68.7% 56.4% 2004 58.6% 46.9%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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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图 1.2.1 甘肃省从业人员第一产业比例历年变化趋势

表 1.2.2 1991—2009 年甘肃省与全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年份 甘肃省比例 全国比例 年份 甘肃省比例 全国比例

1995 65.1% 54.3% 2005 63.7% 44.8%

1996 63.5% 52.2% 2006 63.2% 42.6%

1997 61.8% 49.9% 2007 62.7% 40.8%

1998 59.9% 49.8% 2008 62.3% 39.6%

1999 59.0% 50.1% 2009 62.0% 38.1%

2000 59.6% 50.0%

年份 甘肃省比例 全国比例 年份 甘肃省比例 全国比例

1991 14.4% 21.4% 2001 18.5% 22.3%

1992 15.2% 21.4% 2002 18.6% 21.4%

1993 15.7% 21.7% 2003 18.7% 21.6%

1994 16.4% 22.4% 2004 18.7% 22.5%

2000 18.9% 22.5%

1995 17.8% 22.7% 2005 14.7% 23.8%

1996 19.0% 23.0% 2006 14.8% 25.2%

1997 20.2% 23.7% 2007 15.0% 26.8%

1998 20.2% 23.5% 2008 15.1% 27.2%

1999 20.0% 23.0% 2009 15.3%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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