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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平民化迈进的步伐中，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
增加，即使全球经济已处于逐渐复苏状态，社会就业压力仍在不断增加，大学生就
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由此，新时期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也被赋予了更加重
大的责任和新的内涵。

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两点，一是学生难，二是企业难。毕业生找到满意的岗位
难，用人单位要找到合适的人才也难。不难看到，在激烈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中，
有成千上万的学子面对着各种困惑：顺利毕业，成绩优良，却不知道社会需要什么
样的人才和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学历不高，不是名牌大学毕业，难以确立自信；
面试屡屡遭拒，招聘市场上往来奔波却一无所获，茫然无助；面临若干选择难以取
舍，高不成、低不就，不知何去何从。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了缺乏职业生涯规划、
就业观念偏狭滞后、就业知识与技能匮乏……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更加需要全过程、
全方位的就业指导。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教育部印发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提
出：“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现阶段作为公共课，既强调职业在人生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又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通过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
主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力在学
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对于当今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而言，
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结合学生个体特性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是就业
指导的必然趋势。

新的课程发展趋势，也对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的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教材尚处于探索阶段，总体来讲，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提高。本书编者
根据当前大学生就业的新形势和就业指导工作的客观需要，紧密结合大学毕业生自
身特点，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实用性，通过学习和使用本书，将有助于大学生准确进
行自我定位，认知职业世界，树立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科学的就业观，引导学生珍
惜大学时光，管理好学习、生活，全面拓展素质，提升职业能力；让学生了解当今
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和就业政策，学会求职择业中心理问题的自我调适；掌握求知材
料准备、面试、收集和使用就业信息等求职技巧，明确当今大学生就业权益与法律
保障知识；掌握职业生涯管理知识，完善自我，适应职场，更好地培养自己的职业
竞争力，从而奋斗成才，创造完美明天。



衷心地希望大学生们能在本书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并有助于形成正
确科学的就业观，最终对求职就业和个人职业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将因此
而感到无比欣慰，同时，这也是我们编写本书的最大期望。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自身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以臻完善。

编者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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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学生为何就业难

２００４年，２８０万；２００５年，３３８万；２００６年，４１３万；２００７年，４９５万；２００８年，５５９万；

２００９年，６１１万；２０１０年，６３１万人……这是一组来自教育部且不断攀升的高校毕业生数字。
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就业率连年持续下滑，２００１年６月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超过８０％，

２００２年底就业率降到８０％，２００３年就业率降为７５％，２００４年７３％，２００５年７２．６％，近几年就
业率也维持在７０．６％左右。一增一减，这两组数字非常直观地告诉人们：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
很严峻，且在今后若干年内都不容乐观。

也许有人会觉得，大学生就业难都是扩招惹得祸，其实不然。对于一个有着１４亿人口，且
正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一年有６００万新增大学毕业生，这个规模并不算大。特别
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我国劳动者队伍中所占比重不到５％，远远达不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需
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应当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
整个劳动者队伍中所占比例偏低的格局，正在日益制约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
升。

那么，就业难的原因究竟在哪呢？

一、结构性矛盾突出，供求错位
“就业难”不是供给大于需求，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造成的一种阶段性社会现象。一是

高校专业设置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错位。我国四年一个周期的高校专业设置赶不上产业结构的
调整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周期；另外，一些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
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二是人才结构失衡，供求矛盾加大。由于中国依然徘徊在国
际分工金字塔的底部，新增加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就业岗位。近年来的人才市场需求、供给情
况反映，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而一些专业划分过细、就业面窄的长线专
业则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在人才分布上，我国东部与西部、沿海地区与偏远山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每万
人中大学生占有量差距也很大，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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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力差，知识转化率低
一份调查报告反映，６０％企业认为，应届大学生到岗工作，学什么专业干什么工作，实际知

识应用率不足４０％，而且多数学生表现出所学过的知识转化不出来，不能变成自己在岗的实际
能力。

说来原因是很简单的，一些学校仍然沿袭传统的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很多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习多是为了应付考试，考试一结束，知识该还给老师的还给老师，该还给课本的还给课本，基
本没有留给自己的。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很多人都没思考过这个较为深层次的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竞争靠的就是学习力。大学生在社会大市场中与各个群体的人在一个平台
上竞争岗位，起决定因素的便是个人学习力的强弱和知识转化率的高低。

三、准备不足，职业目标模糊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６０％的大学生没有 “职业生涯”的概念，不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

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市场配置成功率。据国内各
大城市举办的大型人才交流会统计，多数学生参加人才交流会都有一种 “赶集”的感觉，没目
标、没准备、全凭运气碰，自然很难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大学生就业不是临毕业时才开始准备，而应在读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要考虑自己的生涯发展和
职业前程问题。确定了职业目标后，还要进行不间断的完善和补充，按照自己的职业目标和社会
需求做好准备。

四、就业心态浮躁，期望过高
“我的首选是出国，其次是上海，再不行呆在杭州也可以。”在一家跨国公司的面试现场，当

被问到 “你打算在哪里开始你的职业生涯”时，社会学专业的小林这样回答。考官皱着眉头问：
“我们打算在一些二线城市开拓市场，你有没有兴趣？”“说实话，我本来就是从小地方来的，如
果还回到那里，有点无颜面对父老。还是大城市更适合我吧。”

虽然就业形势严峻，可是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仍然普遍存在着相互攀比的现象，就业心态
浮躁。实际上，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但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就有一定的难
度了。部分大学生自身对就业所持的浮躁心态更加大了就业的难度，毕竟理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差
距。很多学生求大轻小，希望进大城市、大机关和大公司，对小城市、小单位和小岗位不感兴
趣。

智联招聘进行的针对大学生就业起薪的调查，共８０００余名职场人参与，调查结果显示，三
年来，４２．９％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在１５００元以下。但近八成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仍存在期望过
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薪酬、地域、个人发展机会、职位要求、行业要求、假期要求和专业对口
等方面。不少大学生对此感到很委屈，由于低工资难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往往不能形成足
够的工作激励，结果必然带来就业的多次选择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理。

五、就业效率不高，缺乏求职技巧
很多大学生一份内容相同的简历，投给想投的所有单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 ＨＲ，你会把

面试机会给那些对自己的单位和岗位一无所知的求职者吗？还有一些学生的简历内容冗长，无关
信息较多，很难过第一关的海选，如果简历中出现拼写、语法错误和措辞不当，把企业、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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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职位名称写错，将直接导致应聘学生失去面试的机会。

面试，同样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有许多同学，好不容易得到了面试机会，却因为不

懂面试流程和规则，面试前不做任何准备，面试时又不注重细节，或是表现得不够自信，回答问

题时支支吾吾，表现不出自己的实力，同样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现在用人单位对人才的挑选

越来越重视，面试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专业，面试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如果同学们对此一无

所知，面试时被淘汰的概率就可想而知了。

更有部分学生面试时弄虚作假，企图蒙混过关，谁知很快就被有经验的用人单位拆穿，不得不再

次承受面试失败的惨痛教训。久而久之，就会慢慢失信于用人单位。

六、企业用工制度不合理
一个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需要在毕业后的工作岗位经过一定时间的继续学习，才能成为一

个合格的工程师。而事实上，有不少企业在招人时追求实用和低成本，拒绝承担大学生就业后的
“在岗培训”费用，招聘中普遍要求有 “数年工作经验”，要达到企业的这一要求，只能是大学生

个人和家庭共同承担。但如果把 “在岗培训”转移到学校里面去完成的话，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将

是非常不经济的。

此外，一些私营企业不但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且社会保险、养老金、公积金等一系列

社会福利也没有。起薪较低，升幅不大，并伴有苛刻的罚款制度，让大学生承受不起。同时，用

人单位还设置经验、性别等障碍拒绝应届毕业生。拒绝的理由有动手能力差、需花费培训费用、

稳定性不高等等。

七、就业渠道不畅
目前的就业渠道无非是学校推荐、熟人介绍、校园和社会的招聘会、就业网站、报考公务

员、服务西部等。但是，学校推荐一般是学生干部或成绩突出者才有机会；报考公务员受专业、

志趣、是否党员等限制，这些只适用于特定人群。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的

就业渠道，而这并不能满足广大毕业生的需求。

八、金融危机加剧就业问题
受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我国吸纳就业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已有相当一部分先后倒闭，而中小

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加之数据显示，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

量，已由 “九五”时期的９４万人减少到 “十五”时期的８０万人，并呈持续下滑状态，截至

２００５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６３万人。因此，２００９年的就业形势已是

相当严峻。

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已处于逐渐复苏状态，大学生就业问题却并未有所缓解。

其实，不用读这些数字，同学们都已经感受到就业形势的严峻了，毕竟从长远来看，即便金

融风暴过去了，如果前面几个问题不妥善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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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十个故事看大学生就业难·

１．缺乏谋业意识，没有职业生涯规划
让我们看一个 “三只动物的三年”的故事：
三只不同的动物被关进了笼子，天使对它们说，我可以满足你们每个动物一个愿望。
贪吃的猴子说，我要很多很多的核桃。浪漫的熊猫说，我要一只美丽的雌熊猫。勤奋的鸽子

说，给我一大叠信纸和一支笔吧。
三年后，它们被动物保护协会放出来了。
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猴子，它抱着一大堆核桃，大喊大叫着：给我砸开，给我砸开，因为猴子

忘了要榔头。第二个出来的是熊猫，只见它怀里抱着一个小熊猫，雌熊猫拉着一个小熊猫，后面
还跟着一个小熊猫。最后出来的是鸽子，它激动的握住动物保护协会人的手说：这三年来我一直
和外界保持着联系，我的鸽米生意不但没有停顿，而且还增长了２００％ 。

这个寓言给我们的启示是选择决定未来。什么样的选择决定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工作成果。你
今天的状况是你昨天选择的结果，你未来的状况取决于你现在所做的选择。所以，无论过去、现
在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不要抱怨，因为这都是你自己曾做出的选择。

什么是谋业意识呢？
谋业意识就是大学生在大学时树立一种职业是要谋划要提前规划准备的意识，也就是说，大

学生在毕业时所找到的工作并不只是大四所付出的努力的结果，而是大学生在整个大学阶段努力
的回馈，毕业时的成果更多的是你大学整个阶段的收获，而不是你单纯哪一年的所得。这个道理
看来大学生都懂，但有多少大学生是在大一或大二就为就业做准备呢？

大学生没有树立谋业意识就不会提前为就业、职业做准备，从而也就影响了大学生在毕业时
的就业抉择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前程。

２．没有职业自救意识，过度依赖外在人脉
有个关于观音的故事。某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音正撑伞走过。这人说：“观音菩萨，普

渡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何？”观音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渡。”
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雨中了，该渡我了吧？”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
在雨中，我不被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渡自己，而是伞渡我。你要想
渡，不必找我，请自找伞去！”说完便走了。

第二天，这人遇到了难事，便去寺庙里求观音。走进庙里，才发现观音的像前也有一个人在
拜，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这人问：“你是观音吗？”
那人答道：“我正是观音。”
这人又问：“那你为何还拜自己？”
观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那就是成功者自救。
在职场上，人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很多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

别人，却忘记了自身的巨大潜力。我们的潜力足可以解决掉未来路上遇到的几乎所有困难，遗憾
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去开发。

请记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大家的事情一起做。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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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大学生没有职业自救意识体现在：一是在职业能力的积累上过多的重视人脉关系，将营造丰
富广泛的人脉视为个人职业能力增强的主要方面，从而忽略了个人内在能力的培养与打造，一时
的人脉可以助你成功，但长久的成就还是要依赖于你的内在能力；二是在职业生涯发展上过多的
依赖于人脉，这也是导致出现上一点的重要原因。如在毕业找工作时，个人职业晋升时，过多地
去打通人际关系，过多的依赖亲朋好友的帮助，从而把最应该为职业发展负责的自我放在了后
面，这将直接导致职业、事业发展阶段的断层与乏力。简单的说，要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你可以
依赖于别人，但要想在职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要靠自己了。

３．不明职业自我，难以找到匹配职业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

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
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
肤上敷药等大手术，就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预防。
可惜大多数的大学生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

既然在职场犯下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前期忽视所造成的，那为什么不早些准备，有意识地加强自
我认识呢？

大学生在找工作时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能做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因为大学生对职业自
我的认识不清。职业上的所有成功都是由内而外的成功。职业自我是个人谋求职业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人在职业上的抉择缘于其对职业自我的不满与期望，职业自我直接决定了人的职业兴
趣、职业能力、职业理想等职业发展因素。对职业自我的深刻分析才可以也才可能找到与己匹配
的职业，而开发职业自我的程度则决定了职业理想的实现程度。先天与后天的综合因素决定了人
只可能最适合一类职业，分析职业自我的目的就是在主观上找到这个职业，并且最大化的发挥自
己的优势。

４．少有职业理想，不明职业实现通路
有一位军阀每次处决死刑犯时，都会让犯人选择：一枪毙命或是选择从左墙的一个黑洞进

去，命运未知。
所有犯人都宁可选择一枪毙命也不愿进入那个不知里面有什么东西的黑洞。
一天，酒酣耳热之后，军阀显得很开心。
旁人很大胆地问他：“大帅，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从这黑洞走进去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没什么啦！其实走进黑洞的人只要经过一两天的摸索便可以顺利地逃生了，人们只是不敢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罢了。”军阀回答。
原来，看不到目标比死亡还可怕。
职业理想是个人在深刻准确的分析职业自我并在充分明确职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源于自我

而又超越自我的切己的职业期望。职业理想不是职业幻想，更不是职业空想；因为职业理想是可
实现、可操作的，是自我在职业上的合理期望，是职业自我追求自我自由，达成自我实现的主观
因素。一旦职业理想确定了，那实现职业理想的职业通路和职业方式就都确定了，如你要成为人
力资源总监，那如何才能实现当人力资源总监的因素就都确定了。

7



１０　　　

如今大学生很少有职业理想，而误将职业理想视为职业空想，岂料不仅混淆了概念，更忽略
了职业理想的实现，最终只能在不明职业通路的短暂而混乱的职业经历中，把职业理想摒弃了。

５．不明专业出路，无法与职业理想相匹配
从前有个魏国人，想要到楚国去。他带了很多盘缠，雇了上好的车，驾上了骏马，请了驾车

技术精湛的车夫，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的人赶着马车一直
朝北走去。一路上，他不听别人的指点劝告，仗着自己马快、钱多、技术精，朝着相反方向，一
意孤行。而他走得越快，就会离楚国越远。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南辕北辙的故事，良车、宝驹和高超的驾术并不能让那个魏国
人到达目的地，因为他选错了方向。做正确的事，远比把事做正确更重要。在职业发展上，
我们只有在弄清楚发展方向后，才能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你的条件
越好，错得就越远。

很多大学生在不知道专业出路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形成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从而导致专
业与职业的错位不对口，不能产生针对性的、相关性的支持，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
尴尬局面。

事实上，大学生要做的就是把专业正推，职业反推，两者如果可以找到相关或匹配，
就说明专业可对职业理想产生直接或相关的支持。如你学的是行政管理，那你的出路可以
做国家的公务员，也可做企业的管理工作，而你的职业理想是人力资源总监，那这两者间
的职业匹配度就相当高了。

６．不明职位要求，难以融入职业生活方式
有个鲁国人擅长编草鞋，他妻子擅长织白绢。他想迁到越国去。
友人对他说：“你到越国去，一定会贫穷的。”
“为什么？”他对友人的说法很是不理解。
“草鞋，是用来穿着走路的，但越国人习惯于赤足走路；白绢，是用来做帽子的，但越

国人习惯于披头散发。凭着你的长处，到用不到你的地方去，这样，要使自己不贫穷，难
道可能吗？”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一个人要发挥其专长，就必须适合社会环境需要。如果脱离社会
环境的需要，其专长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我们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决定自己的行动，
更好地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尤其是大学生在找工作时，根本不明确所要应聘或实践的职位的要求，甚至也不衡量
职业自我与职位要求间的匹配因素就盲目的去应聘目标职位，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大
量的应聘失败，另一种就是即使勉强进入到了目标职位，也很难融入目标职业的生活方式，
这时职位不是给个人造成大量的麻烦的职业心理问题，就是个人选择辞职或跳槽，从而增
加职业发展成本。

７．没有掌握职业技能，缺失职业核心竞争力
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老鼠首领带领着小老鼠们出外觅食，在一家人的厨房内，垃圾桶

之中有很多剩余的饭菜，这对于老鼠来说，无异于发现了宝藏。
正当一大群老鼠在垃圾桶及附近范围大挖一顿之际，突然传来了一阵令它们肝胆俱裂

的声音———大花猫的叫声。老鼠震惊之余，各自四处逃命，大花猫毫不留情地穷追不舍，
终于有两只小老鼠走避不及，被大花猫捉到。就在大花猫准备大快朵颐之时，传来一连串
凶恶的狗吠声，吓得大花猫狼狈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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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大花猫走后，老鼠首领施施然从垃圾桶后面走出来说：“我早就对你们说，多学一种语
言有利无害，这次我就因而救了你们一命。”

温馨提示：“多一门技艺，多一条路。”
大学生都有学习职业知识的观念，但还没有形成掌握职业技能的观念，职业技能是需

要一定的操作练习才掌握的职业能力，是衡量个人职业素质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非一日
之功可以打造的。观念、知识、经验、技能和道德是职业素质的五大因素，而职业技能是
职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部分，没有掌握职业技能，就很难达到职业上的不可替代性，从而
很难成为企业的核心员工，并且这种状况会持续广泛地影响个人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而
大学生职业技能的缺失会导致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的职业投机行为，即大学生只有两份力，
但却在寻找三份钱的工作，如此不良的职业跨越发展，必定为日后的职业心理问题和职业
跳槽埋下隐患。

８．缺少职业见习，没有职业经历经验
一个人在高山之巅的鹰巢里，抓到了一只幼鹰，他把幼鹰带回家，养在鸡笼里。这只幼鹰和鸡

一起啄食、嬉闹和休息，渐渐长大，羽翼丰满，这时主人想把它训练成猎鹰，可是由于终日和鸡混
在一起，它已经变得和鸡完全一样，根本没有飞的愿望了。主人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毫无效果，最
后把它带到山顶上，一把将它扔了出去，鹰像块石头似的，直掉下去，慌乱之中它拼命地扑打翅
膀，终于，它飞了起来！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磨炼才能召唤成功的力量。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缺少做相应的职业见习，从而导致没有职业经历经验。大学生职业见习的

目的：一是检验理论所做的职业选择；二是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职业知识；三是积累职业经验，
为将来就业做准备。

职业见习是大学生职业生涯阶段的第一个尝试期，是决定大学生是否成功度过待业准备阶段
的标志。

９．轻视职业道德，影响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
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说要离开建筑行业，回家与妻子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老板

舍不得他的好工人走，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老木匠说可以。但是大家后来都看得出来，
他的心已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出的是粗活。

房子建好时，老板把大门的钥匙递给他，“这是你的房子，”他说，“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老木匠震惊得目瞪口呆，羞愧得无地自容。如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还会那么心不

在焉，应付了事吗？现在，他得住在一幢粗制滥造的房子里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漫不经心地 “建造”自己的生活，不是积极行动，

而是消极应付，凡事不肯精益求精，在关键时刻不能尽最大努力。等我们惊觉自己的处境时，早
已深困在自己建造的烂 “房子”里了。

把你当成那个木匠吧，想想你的房子，每天你敲进去一颗钉，加上去一块板，或者竖起一面
墙，用你的智慧好好建造吧！你的生活是你一生惟一的创造，且不能抹平重建，因此即使只有一
天可活，那一天也要活得努力认真，因为墙上的铭牌上写着：“生活是自己创造的。”

在职业素养的五大因素中，职业道德是大学生最轻视的因素。职业道德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态
度和职业规范，是职业行为有序、有效、可持续进行的必要保证。常常，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大
学生要谋求更大的职业发展，内化学习职业道德则是必不可少的方面。概括来说，就是你的职业
态度决定你的职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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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０．盲目考取职业资格认证，抹杀职业自我和分散职业核心竞争力
有句著名的谚语：“一支箭无法同时射中几只鸟儿”。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一些爱钻牛角尖的人

误会，不是有 “一箭双雕”的成语吗？但实际生活中，有几个人真正见到过 “一箭双雕”的情景
呢？

这个谚语蕴含了两个道理：
第一，不要指望射出一支箭就实现多个目标，想通过仅仅一次的努力就把梦想全部实现或者

把利益全部得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如果你想实现多个目标，就必须不断地射出自己的
箭，不要怕不中，只要你射得箭多，即使命中率低，射中的概率也一定不低。成功其实与命中率
高低无关，它直接决定于概率的高低。

第二，告诉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目标专心，射一支箭只能奔着一只鸟儿去，不要幻想同时命
中很多只飞翔的鸟儿，否则，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哪只鸟儿也射不中。

大学生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以为考取更多的职业资格认证就代表职业能力的增强，即使目
前用不上，但学了总是有用的上的地方的，这种学习的心理是对的，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天
下也没有劳而不获的事。但这种学习行为忽略了职业自我的适合性和职业核心能力的专注性。每
个人都可以做很多事，但只要你可以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事，那就完全可以安身立命，甚至取得
很好的成就。

大学生在职业发展上追求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做，而是在一点上只有我可以做并且只有我做的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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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第二节

教育“大众化”时的大学生出路

一、“大众化”教育与就业难的非因果关系
就业难题的爆发式呈现开始于２００３年，这一年也是第一批扩招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的一年，

于是，太多的人将就业难与扩招画上等号，高等教育的 “大跃进”成了导致大学生 “过剩”的罪
魁祸首。

其实，扩招不能导致大学生过剩，而且从总量上看，中国大学生远没有达到过剩的奢侈程
度，其数目，充其量也就是个寒酸，连小康的边都靠不上。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２０００年我国从业人员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学水平的人员
为主体，占７５％左右，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４．７％，这种受教育比例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
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２００５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２１％，加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口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几，美国是百分之三十多，相比之下，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实在
是太低，甚至还赶不上八十年代初拉美国家的水平。

如此低的受教育程度比例，相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需求，大学生算得上是稀缺资源。那
么，理论上大学生总量不足，实质上大学生就业存在严重困难的特殊现状，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来看，一般来说，经济转型期整体就业压力的增大势必会
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实际上是全社会就业压力传导的结果。区域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经济的差异直接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取向指向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
市。例如，我国从业人口比例的５％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而城市从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比计算的平均情况约高出两倍，将近１５％，大城市的吸收能力并不能满足所有试图留在大城市
发展的大学毕业生。此外，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
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当前高校的专业设置很多仍是按照计划
经济的模式统一运行，不能及时、灵活地反映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往往导致专业设置与
市场经济需求脱节，造成人才 “积压”。而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 “拿
来主义”等也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

归根到底，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根据国家 “十一五”规划，２０１０年我
国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要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这十年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７％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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