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庄文石 美编 组版：郭晓妮

C

“吃不饱”的单位

屡见不鲜

一说就业，许多大学生抱
怨 不 断 ， 但 就 业 真 的 那 么 难
吗？

在 山 东 畜 牧 兽 医 职 业 学
院，2013年毕业生2680人，如今
2600多名学生已经直接就业，其
余学生选择升学，学院的就业
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该校招
生 就 业 处 处 长 王 金 诺 告 诉 记
者，今年全国毕业人数多，经
济形势也不乐观，但是对他们
学院的学生就业却没有什么影
响。“今年来学校招聘的企业
提供的岗位很多，一个学生平
均可以有6个岗位的选择。但因
为需求大，毕业生少，很多企
业都开始预定2014年的毕业生
了。”他说。

而 从 年 初 至 今 的 招 聘 会
上，“吃不饱”的招聘单位也是
屡见不鲜。22日，在四平路人才

交流中心，50多家招聘企业发布
了招聘广告，人员需求数百人，
但“满载而归”的企业却寥寥无
几。“现在学生虽多，但是对口的
人才却很短缺。”黄洁是一家机
械公司的招聘经理，今年她单位
计划招聘业务经理、电焊工、铸
造工20余人，招聘广告张贴3个多
月了，人还没招满。她分析，这种
技能性的工作，学习的人本来就
比较少，岗位需求量又比较大，
因此造成了这种招聘困境。

专业设置

跟不上市场需求

采访中，不少专家认为，
“ 就 业 难 ” 并 不 等 于 求 职 者
“供大于求”，更多的是因为
供求错位而造成的，如高校专
业设置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错位、求职者的职业能力与岗
位需求错位等等。此外，今年
经 济 增 速 放 缓 ，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导致部分行业就业需求下
降，毕业生总量又增加，造成
部分毕业生就业难。

潍坊学院招生就业与创业
指导办公室主任康晓俊告诉记
者，今年潍坊学院应届毕业生
达到了6500人，是毕业人数最多
的一年。康晓俊说，从去年11

月起至今年6月前学校组织的校
园招聘会情况来看，目前就业
比较冷的专业有文秘类和法律
类专业，热门就业专业则是机
械类、经济类和营销类。

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康
晓俊介绍，学校今年开始利用
飞信，创建信息平台及时为学
生提供企业的招聘信息，同时
他也建议，大学生们在寻找工
作时应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

大学生首先需要降低对工作的
预 期 ， 因 为 在 目 前 就 业 形 势
下 ， 找 不 到 理 想 工 作 实 属 正
常，应届毕业生可以采取“先
就业、再择业”的方式缓解就
业压力。

“现在一些高校最缺乏的
是骨干专业。”山东畜牧兽医
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国
家一级职业指导师王金诺告诉
记者，一些高校更愿意设置培
养成本相对较低的专业，如中
文、新闻学等等，而那些培养
成本较高的专业，不少高校却
不愿意设置。王金诺说，因为
专业点过多过滥，就业难成了
普遍问题。“要解决就业率的
问题，我觉得关键是要按照快
速 发 展 的 市 场 需 求 去 设 置 专
业。”王金诺说。

追逐安全感

导致扎堆争岗

“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
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其次
是安全感。”潍坊市全民科学
素质教育研究会会长、全球职
业规划师“大川”说，人们为
什么都扎堆报考公务员？因为
相比众多工种，公务员能提供
更大的安全感——— 不错的社会
地位，较高的工资，完善的保
障。在房价高、医疗贵、教育
贵，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
情况下，人们都趋向于争夺安
全感更高的岗位，而非那些连
五险一金都没有，不知何时倒
闭的企业。正因如此，很多大
学生不愿意往中小企业流动，
不愿意往经济不发达的西部流
动，造成了部分岗位、部分地
区就业难。

这种安全感如何保障？最
根本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
立。试想，若医保、养老保险
都很完备，人们工作起来根本
没有后顾之忧，那时工作在人
们眼中只有工种的不同，而没
有 社 会 地 位 、 福 利 待 遇 的 差
别，就业率将会提升很多。很
多人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找
不 到 能 满 足 内 心 安 全 感 的 工
作。很多专家批评求职者眼高
手低，心态浮躁，归根结底，
是由求职者内心的不安全感造
成的，这种不安全感逼迫他们
去寻找更好的岗位。

“毕业之际，很多学生内
心是焦虑和茫然的，有的甚至
是悲观的。”他说，这既源于
就业压力大，也源于对就业公
平的担忧：暗箱操作、拼爹潜
规则是否剥夺了自己的就业机
会。说到底，还是社会长效保
障机制的建立完善问题。社会
要营造公开、公正的竞争氛围
和就业环境，同工同酬，化解
就业焦虑，缓解大学生就业困
境。再者，企业培养人才是需
要成本的，经济越低迷，企业
越不愿意花费成本培养、储备
人才，国家保障体系应该通过
补贴扶持等政策，来增加企业
储备人才的欲望，分流部分毕
业生。

而从教育方面来说，多数
学校都没有职业规划方面的指
导，导致不少毕业生盲目选择
专业，盲目选择职业。没有航
向的船，任何风都不是顺风。
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应接受职业
规划的指导，进入大学期间，
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才能更
好 地 选 择 专 业 ， 进 而 选 择 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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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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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当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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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调查。

很多用人单位招不到人。（来自网络）

学生高喊就业难 企业头疼用工荒

供需错位
造就职场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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