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 年，国内开始了新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第二
次大规模高校扩招。高校扩
招十余年，使更多的学生圆
了大学梦，但同时也出现了
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每年
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也会成为
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为了解决大学生的就业
问题，国家和高校出台相关
政 策 ，鼓 励 大 学 生 自 主 创
业。与此同时，在就业难的
大背景之下，大学生择业也
更加理性，公务员和国企作
为最稳定的工作，备受大学
生青睐。不少大学生也选择
逃离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
到二三线城市就业，寻找适
合自己的舞台。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王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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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
国 家公务员考试指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时
间相对比较固定，一般集中在
10-11月份，简称“国考”。近
年来随着就业压力增加，国
考报名人数逐年上升。

最苦金饭碗
今年国考报名启动后，

国家公务员考试具体职位表
公布。职位表上一半岗位都
加了“常年出差”、“需要晚上
值班”、“条件艰苦”等条件限
制或描述，网友感慨，公务员
工作是最苦金饭碗。

“四大”
指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和
安永。本世纪初，以四大为代
表的外企因其高工资、高福
利，又带着“洋儿味”，而被国
内大学生追捧。如今“四大”
在大学生眼中仍然有着较大
的吸引力，但随着国企崛起，
其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

逃离“北上广”
北上广这三个超一线

大城市一直是大学生择业
的首选，因为这里有着发达
的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
开放的文化环境、众多的发
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平台，
但同时这里也有着昂贵的
房租、拥堵的交通和钢筋水
泥背后的冷漠。随着这些
城市容量的日益饱和以及
政府的各种限制性或引导
性政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
业生开始选择北上广之外
的城市去发展。

事件1 公务员考试成第一大考
公务员考试大概分为几个

阶段。从中央国家机关统一公
开招考公务员开始，2001 年到
2005 年，算起步阶段，那个时
候公考还比较淡，一年报考人
数只有两三万人。当时“逢进
必考”的原则和公开招考的公
务员录用制度，刚刚被考生了
解，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有
一个探索和磨合期，社会对公
考制度的认知有限；同时政府
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
革还没有大范围铺开，公务员
的职业前景和福利待遇等，对
大学生的吸引力不是太强。

2006 年之后，国家公务员
考试开始热起来，公考培训行
业也进入了成熟和黄金时期。

《公务员法》的颁发实施，对公
务员考录制度的规范是一个巨
大的促进。一方面，从生源角
度看，大学扩招之后，毕业生
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公考作
为一个考上就可以就业的考
试，竞争力是其他考试不可替
代的；从公务员的职业吸引力
来看，随着“阳光工资”的实施
及连续几轮制度化的加薪，公
务员待遇不断改善，特别是在
金融危机、外向型经济和制造

业走低的背景下，公务员没有
失业之忧，社保不用自己买单
且替代率比其他行业和社会成
员更高，使这份职业的吸引力
大幅度提高。在这几种因素的
作用下，公考报名人数大幅度
增长，对于培训的需求也有了
一个质的飞跃，公务员考试培
训市场逐渐成熟。

2009年和2010年的国考报
名人数和招录人数是93：1，达到
了一个高峰。2013年国考最热
的职位，重庆合川的一个统计局
调查队的职位达到了“万里挑
一”，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当今公
务员考试的热度。现在，无论公
考还是公考培训，其关注者的范
围都已超越了学生和在职报考
群体，而受到从学术界、教育界
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每年百万人参考、淘汰
率高达 98%的形势下，不少应
届生和在职考生也逐渐意识到
公考的残酷性，机会渺茫，其
报考心理逐渐回归理性。从近
年来报名数有十万级的递增，
而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不断回落
可以看出，大多数考生并没有
盲目去追捧公考，而是把这个
职业作为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事件2 大学生自主创业掀热潮
★见证人：路军，北京林业

大学职业发展与创业教育研究
中心专家，人社部中国就业促
进会创业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8 年，清华大学发起首
届“ 清 华 大 学 创 业 计 划 大
赛”。随后，创业大赛被纳入
团中央挑战杯大赛系统，掀起
了大学生创业的热潮。同年，
清华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
为 MBA 开设了“创新与创业
管理方向”课程。

2002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
发文确定清华、北大、人大、北
航等 9所高校为创业教育试点
院校，中国高校创业教育进入
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发展阶
段。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深
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
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
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高校毕
业生自主创业，工商和税收部
门要简化审批手续，积极给予

支持。”并对自主创业的大学生
在户籍、社保等方面予以照顾。

2008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
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完
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
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
劳动者成为创业者”。2010年，
教育部成立“高等学校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开始全面推进
高校系统创业教育规范化。

2011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规定了很多具体优惠政策，实
实在在惠及大学生创业者。

2012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
《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教学
基本要求（试行）》，要求高校
面向全体学生单独开设“创业
基础”必修课。

十年激荡，中国大学生创
业从无到有，从试点到普及，中
国高校创业教育已逐步走上正
轨，大学生自主创业成就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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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教育十年回顾之就业

高校扩招后公考、创业成热潮

事件3 全社会关注大学生就业
★见证人：苏栋，北京科

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近十年，随着大学扩招而

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题。伴随
这一问题，出现了一系列新局
面：一是数以百万计高校毕业
生涌入就业市场，对整个就业
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同时
出现了大量高校毕业生离校时
无法就业的情况；二是大学毕
业生数量的增加，带动了全国
各类型企业校园招聘的热潮；
三是各个地区，以政府为主导，
企业积极参与，制定了一系列
吸引高校毕业生的优惠措施，

加强了引才力度。
伴随就业难问题，大学毕业

生的择业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
最倾向的单位，从十年前的外资
企业，变为如今的机关事业单
位、大型国企、知名民企，选择更
加多元化。对于就业区域，十年
前毕业生的主要选择在京沪、长
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和经济发
达地区，如今，传统经济发达地
区、中西部省会城市、新兴经济
发达城市等都对学生有很强的
吸引力，同比留在北京、上海等
一线城市的毕业生人数比例在
下降，大学生择业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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