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热不均，学历越 高工作反而越难找
2011年烟台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报告出炉，三大因素 影响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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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就业渠道统计，实
现就业的35513人中，在
国有企业或集体经济组
织中实现就业1594人，占
就业人数的4 . 5%；在外资

企业就业2148人，占6%；
在民营企业就业 1 3 4 2 4

人，占37 . 8%；升学2618人，
占7 . 3%；在机关事业单位
就业802人，占2 . 5%；参军

入伍88人，占0 . 2%；灵活
就业13980人，占就业人
数的39 . 3%；自由职业794

人，占2 . 2%；自主创业65

人，约占0 . 2%。

格原因分析

高校盲目扩招带来就业矛盾
三因素影响毕业生就业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根据上述报告分析，除
了各地就业政策不同外，三
大深层次原因影响毕业生就
业：高校盲目扩招、企业用工
不规范、毕业生不愿下基层。

报告分析称，在当前教
育体制的根本影响下，高校
的不断增加和专业的迅速扩
增使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攀
升。而受教育经费投入影响，
部分高校新办学院和新增专
业多为对设备、技术要求不
高的非工程技术类学院和专
业，这些高校的盲目扩招，加
上扩招后师资力量相对不
足，给学生培养增加了难度，
造成学生综合素质下降。此

外，高校专业设置重叠现象
普遍，个别专业供给量远大
于社会需求的矛盾明显。

部分企业管理不规范影
响毕业生就业。一些企业用
人制度不规范，解约、毁约现
象严重，有的工资待遇不兑
现、有的延长工作时间不发
加班费等，对高校毕业生合
法权益损害很大；有的中小
企业为求生存降低人才培训
成本，重使用、轻培养；而不
少大企业为求发展积蓄人
才，选用人才有宁缺勿滥的
保守思想。这些都影响到高
校毕业生到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就业的积极性，成为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一大障碍。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

未转变也是就业难的一大原
因。不少毕业生希望能够一
毕业就步入机关事业单位或
大中型国有、外资企业就业，
而愿意到农村基层、中小企
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毕
业生很少。

据调查，没有就业的毕
业生绝大多数是对岗位、薪
酬、工作环境要求过高，期望
做“白领”，对从事“蓝领”工
作心有不甘。高校毕业生适
应艰苦条件、高强度工作的
能力不足，实践能力差、怕苦
怕累怕压力的思想，使一些
高校毕业生难以适应岗位需
求。而在调查中，企业特别是
民营企业对高校毕业生吃苦
耐劳精神评价不高。

毕业生去了民营企业

2011年，用人单位通
过“信息网”发布招聘岗
位 1 . 0 1万个，岗位需求
47188人。2011年总需求人

数 与 2 0 1 0 年 相 比 减 少
12029人，降幅为20 . 3%。

其中，26922个岗位
要 求 专 科 学 历 ，占

66 . 86%；12616个岗位要求
本科学历，占31 . 33%；只
有729个岗位要求硕士及
以上学历，占1 . 81%。

个岗位中只有729个招研究生

根 据“ 信 息 网 ”发
布 的 招 聘 需 求 统 计 ，
2011年用人单位对学历
的需求情况分别为：博
士 2 2人、硕士 7 0 7人、本
科 1 2 6 1 6人、专科 2 6 9 2 2

人；2 0 1 0年需求情况分
别 为 ：博 士 1 6 人 、硕 士
772人、本科16166人、专
科26375人。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博士生的需求有所增加，

硕士与本科生的需求则
有所下降，分别下降65人
和 3 5 5 0人，降幅分别为
8 . 4%和22%；专科生需求
人数增加547人，增幅为
2 . 1%。

本科生需求量下降

报告统计了专科和
本科学历就业人数排在
前5位的专业，第一位都
是机械类专业。专科生就
业最多的专业有：机械设
计与自动化类、财务会计

类、计算机与电子信息
类、语言文化类和工商管
理类。

本科生就业最多的
专业有：机械与电气信息
类、工商管理类、经济学

类、艺术类和土建类。
硕士以上比较好就

业的专业有：临床医学
类、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类、法学类、工商管理类、
中医学类。

机械类专业就业人数排第

岗位需求比毕业生多

2011年烟台市共接收非师
范类高校毕业生约为3 . 9 1万
人，当年各类用人单位岗位需
求4 . 72万人，总体需求大于供
给，岗位供给相对充足，比毕业
生人数多了8100个。

但2011年欧债危机累及实

体经济逐步显现，对烟台外经
贸企业中的机械、电子、船舶等
制造业企业造成很大冲击，中
小招聘企业数量也明显减少，
2 0 1 1年毕业生总需求人数与
2010年相比减少了20%。

学历越高就业率越低

从学历层次看，研究生以
上学历需求为729人，而当年毕
业生为1 3 7 0人，供过于求641

人；本科生需求量为12616人，
当年毕业生为13561人，供过于
求945人；专科生需求26922人，
而专科毕业生24188人，求大于
供2734人。用人单位对实践能
力更强的专科生更加青睐。

博士、硕士生、本科生、

专 科 生 的 就 业 率 分 别 为
58 . 6%、77 . 7%、88 . 2%、93 . 1%。
用人单位的招聘理念更讲求
实效，而并不只是注重毕业
生的学历；另一面，高学历毕
业生对工作岗位、就业环境
和发展预期更加理想化，就
业期望值比较高，高不成低
不就的现象比较突出。

各专业冷热不均

2011年，烟台市高校毕业
生实名就业率达到90 . 1%，绝大
部分毕业生实现了当年就业。
但专业间的差别很大，护理、法
律和语言类等专业毕业生人数
较多，但岗位需求较少，毕业生
就业压力相对较大。

有的专业需求旺盛，出现
了大量空岗，像机械设计与自
动化、市场营销、计算机与电子
信息等专业毕业生需求人数相
对较多，分别为9923人、4561人
和3411人，就业形势较好。

毕业生更加务实

毕业生的就业观念趋于
理性和务实：从盲目追求工
资薪酬绝对量，向看重工资
与发展转变，高校毕业生更
倾向于选择有良好发展前景
的工作；从过去只看重机关
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向灵活
就业和中小企业转变，特别
是非热门专业、非重点大学
的毕业生，更有这种意向。

格专家把脉

总体不错，但就业结构有问题
扶持政策落实效果也不太理想

招工难和就业难还会并
存吗？今年的就业扶持政策
落实情况如何？针对2012年
的就业形势，专家分析称，总
体就业形势向好，但结构性
矛盾更加突出，扶持政策落
实效果不太理想。

烟台市相关专家预计，
2012年将有4万人来到烟台
找工作，高校毕业生总体就
业形势向好，但结构性矛盾
仍然存在，就业不平衡问题
突出。今年市人才市场、人力
资源市场的招聘情况反映
出，大学生就业市场虽供求

两旺，但结构性矛盾更加突
出。

烟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落实有所脱节。近年来，烟
台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
业生就业和创业的优惠政
策。但由于受资金管理体制
机制等原因，大学生就业和
创业的扶持政策落实效果不
太理想，真正享受到社保补
贴、小额贷款、创业补贴、见
习补贴等政策的高校毕业生
还不多。

再者，整个就业环境更
加有利于技校生就业。大学
生的期望薪酬一般在2000元
/月以上，但很多企业并不愿
意出这么高的工资。有的大
学生薪酬待遇还不如技校生
高。技校生就业前景看好，而

大学生就业紧张，这与高校
毕业生与技校生的投入与产
出比严重不符。

此外，招工难和就业难
并存。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出
现用工难，既缺少普通一线
操作工，也缺少有实践能力
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广大乡
村和城市社区也需要大量基
层岗位人员，但大学生极少
愿意去中小民营企业就业。

该专家分析称，解决大
学生就业问题，除了要从根
本上改革教育体制外，既要
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规
范用工行为、提高工资待遇，
还要加强就业培训和就业服
务、更新大学生就业观念，使
民营企业能够成为吸纳大学
生就业的最主要阵地。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6日从
烟台市相关部门获悉，2011年烟台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报告
出炉：截至2011年12月31日，烟台
共接收非师范类应届高校毕业生
39119人，实现就业35513人，就业率
达9 0 . 8%，略低于2 0 1 0年就业率
91 . 8%。

“近八成毕业生回到老家找
工作。”烟台市相关人士介绍，其
中回生源地的毕业生是30591人，
占总毕业生人数的78 . 2%。省内、市
外毕业生6349人，省外来烟毕业生
2179人。

这一点在3日举办的“山东省
2012年秋冬季高校毕业生服务‘蓝
黄’两区专场招聘会暨烟台大学
2013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得到
印证。不少毕业生希望找到老家
的好企业，地域位置成为招聘双
方都十分看重的因素。

报告显示，专科生最好找工
作，学历越高越难就业。来烟台找
工作的博士生有140人，实现就业
82人，就业率为58 . 6%；硕士生1230

人，实现就业 9 5 6人，就业率为
77 . 7%；双学位毕业生100人，实现
就业81人，就业率为81%；本科生
13461人，实现就业11877人，就业率
为88 . 2%；专科生24188人，实现就
业22517人，就业率为93 . 1%。

报告中所有就业数据均来源
于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该网站是由山东省大中专学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建设的服务网
站，基本上山东所有的毕业生都
通过它签订网上就业协议。

□记者 侯文强 报道

qlwbhwq@vip. 163 .com

2011年就业毕业生就业
方式统计图表

格报告解读

就业形势呈四特点 学历越高就业越难

□本报记者 侯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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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侯文强

qlwbhwq@vip. 163 .com

▲在近日举行的一场招
聘会上，一名求职者在现
场观摩别人做的简历。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以以下下售售车车均均为为44SS店店新新车车））

有意购买者价格可议 电话：13573567757 卜 18353575825 刘

车型 配置 指导价格 联系方式

北京汽车
1 . 3L

手动舒适型

市场价

58800元

北京汽车

1 . 5L

自动时尚型

市场价

75100元

帝豪EC8

2 . 0L

手动舒适

导航版

市场价

117800元

菱智V5

2 . 0L

9座

市场价

99800元

菱智M5
2 . 0L

舒适版
市场价

123800元

陆风

陆风6L
新风尚
精致版
7座

市场价
94300元

透过烟台市高校毕业生
就业情况分析报告可以看
出，毕业生就业形势呈现出
四特点。

格展望

多举措促进

未来毕业生就业

烟台市未来如何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6日，记者
专访了相关部门负责人。

发展地区经济是解决
就业的根本措施。该负责
人说，他们将结合经济发
展战略，扩大就业容量，增
加就业需求，从根本上解
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
题，并建议政府在招商引
资或批准大型项目投资工
程时，加大吸纳优秀应届
高校毕业生力度。

加大资金投入，统筹
安排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经
费和大学生创业扶持资
金，全面落实大学生就业
援助计划、大学生创业引
领计划和就业见习补贴
等。

烟台将优化升级毕业
生就业信息网，将毕业生
网上签约、信息发布、就业
落户、档案存储等职能延
伸到镇街平台，纳入户籍
所在地失业人员统一管
理，并协调帮助落实相关

就业扶持政策。
实现烟台就业网、高

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烟
台人才热线信息数据“三
网整合”、信息共享，提高
就业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

“打铁还需自身硬，大
学生素质也要提高。”该负
责人说，他们将开展大学
生职业技能培训，提高高
校毕业生实践能力，不断
适应企业需求。

烟台市将继续举办
“创业培训进校园”活动，
组织大学生创业培训；发
挥人才市场和人力资源市
场两个市场的积极作用，
拓宽就业信息发布渠道。

针对烟台东部新区建
设和高新技术海洋经济型
人才、临港产业、新能源等
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大增的
实际，采取“走出去、引进
来”的办法，招聘引进紧缺
专业的高层次毕业生。

本报记者 侯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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