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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岁的小范，就读于某高校电子信息

工程专业。与往年一样，今年暑期，也有招

工代理到学校发布相关信息。为了赚点儿

“外快”，小范“应邀”成为富士康流水线上

的一名“短工”。小范向记者介绍，学校里

选择利用暑期外出打工的学生很多，其中

去流水线打工的学生更是不在少数。小范

所在的系里就有三四百人选择了这种工

作，而他们系大一大二的学生总共也才 700

多人。小范说：“选择暑假去做这种没有什

么技术性的工作，是为了赚点钱。打这种

暑期工在我们学校已经算是一种传统了，

师哥师姐们都参加过。”

小范的事情并不是个例，近年来，无论

是暑期实习，还是毕业找工作，当代大学生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向下走”。此前，媒体

上就曾相继出现过上海世博会招聘 50 名

大学生清扫卫生间、30 余名研究生签约进

摊档卖猪肉、女大学生应征瘦西湖船娘的

相关报道，这不禁让人发问，这些被称为

“天之骄子”大学生们“从低做起”的职业规

划是否只是应景呢？

大学生“就业难”VS“用工荒”

就在不久前，互联网上一篇名为《我无

颜 面 对 的 事 情：怎 么 大 学 生 不 如 农 民 工

呢？》的帖子，引发了众多网友激烈讨论。

发帖者称，自己是国家重点院校的一名大

四学生，从大三暑假开始就不停地找工作，

而她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月薪还不到 2000

元。可是，她过年回老家时发现，很多在外

地打工的亲戚都能拿到 3000 元以上的月

薪，而且包吃包住……于是，她感慨道：“真

没想到我竟是混得最差的一个。”

今年年初开始，一波又一波的“ 民工

荒”接踵而至，广州缺工 15 万人，深圳缺工

80 万人，东莞缺工近 100 万人，而上海的各

种劳动力岗位也由于严重缺人，不得不举

办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中国社科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

在珠三角经济区调研发现，当地企业 2009

年至 2010 年间用工成本普遍上涨 30% 到

40%，2011 年预计仍继续上涨 10%到 15%。

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涨已成为劳动密

集型产业面临的严峻问题。

然而，与“民工荒”、“用工贵”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日趋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北

京 青 年 压 力 管 理 服 务 中 心 日 前 发 布 的

《2011 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

示，2011 年，中国内地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

已经上升到约 660 万，就业形势严峻，其中

硕士学历的毕业生求职压力最大。另外，

随着物价、房价急剧上涨，除了专科生外，

大学生对月薪期望值普遍比去年上涨了 1

倍左右。由于大学生毕业后不甘心做工

人，纷纷扎堆“白领”阶层，导致“白领”严

重供过于求。不过，现在看来，很多大学

生毕业后的工资还没有那些所谓的“ 民

工”高。据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

构麦克斯公司发布的《2011 年中国大学生

就业报告》显示，全国 2010 届大学毕业生

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是 2479 元。这远不

及内地一家富士康工厂普通工人的工资，

也仅是北京普通快递员月薪的 60%。从

投资收入比来说，读大学似乎已经成了一

笔性价比不高的“生意”，甚至可以说是一

项非常失败的“投资”。

一面是劳动技术性人才年年“荒”，民

工也能拿高薪；另一面是大学生一毕业就

失业，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当面临

以上两种局面的时候，求职心切的“高材

生”们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从低做起也能创造职业价值

在采访中，当被记者问到这种流水线

工作是否能对其专业学习或者今后进入

社会起到帮助时，小范的回答很干脆：“没

有，就是想挣点儿钱，暑假这么长，闲着也

是闲着。”

“暑期工作的基本工资是 1000 元左右，

再加上加班费能达到 2000 多。对于一个大

学生来说，算是不少了，而且工厂提供员工

宿舍，是 8 人间，生活条件也算可以。唯一

比较让人郁闷的就是要加班，一般一天需要

加班 3 小时左右，很辛苦！”小范说。

而在被问到为什么不去找对自己今后

学习、工作、生活更有帮助的工作时，小范

的回答是：“其他的实习工作很难找。”

随着大学生越来越多，找到合适工作

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现在，很多大学生

就业方向的转变，大多还是出于对现状的

无奈做出的短期妥协。那么，如何令他们

在工作中将自身能力与从事的业务相结

合，职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结合，从而使

这种就业趋势向健康化、正常化的轨道靠

近呢？

斯必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主管吕蒙对记者说：“中国人口众多，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

化趋势，必然会造成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

的人才不断增加。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些人的专业化程度和实际操作水平

也会相对减弱，大学生在人力资源领域其

实已经不再具有‘稀缺性’，必然会流入更

广泛的就业领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专家指出，从全局出发，越来越多的大

学毕业生“向下走”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

进步与转型。无论这些人毕业于几流学

校，他们都比一般的农民工具有更好的个

人素质、创新意识以及学习能力。他们走

进生产一线，更容易成长为高素质的产业

工人和技术创新带头人，他们的加入将大

大提升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提升

“中国制造”的水平。同时，他们也将提升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推动农民工群体社会

地位改善。

企业乐见大学生投身基层

吕蒙认为，在基层工作中，大学生可以

学习到很多东西：增加对社会现实的了解、

锻炼能力、积累经验，以及通过工作获得满

足感等。他表示，大学生刚刚从学校毕业，

面对残酷的社会竞争，自身的脆弱很容易

显现，如果不能成功应聘会对其自身造成

一定的打击。相对而言，低端职位比较容

易应聘成功，也容易操作，反而有助于其自

信心的提升。而且，从基层做起也可以为

其日后晋升打好基础。事实上，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时

候放下身段，采取一种先就业后择业的方

式，在岗位选择上更务实。

而企业家们也看到了大学毕业生民工

化就业的价值。据了解，由于大学生的整

体素质比较高，对于一线工种的技术操作

较容易掌握，再加上，如果能够将大学生顺

利充实到民工队伍中去，在一定程度上也

会缓解企业因“民工荒”产生的困扰，越来

越多的企业愿意招收高学历的大学生工

人。吕蒙指出，大学生的自控能力普遍较

强，对于产品和服务要求自觉性较高，这就

在客观上提高了公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而且，大学生能够很好地协调车间里的各

种关系，不轻易滋扰生事，也能使公司的整

体素质得到提高。

大学生就业难值得学校社会共同关注

不过，专家也指出，面对大学生就业

难的问题，社会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

大学生有更多选择。同时，创造更多的机

遇和上升空间，增加人力资源的竞争性、

流动性。

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国家和家庭投

入很多的资源，因此，务必应该让大学生

通过就职达到学以致用。据了解，面对现

实困难，为解决就业市场上的矛盾，中央

和地方政府近年来已经采取了包括“大学

生村官计划”等一系列增加大学生就业机

会的举措，努力扩大就业空间，提供就业

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

渠道。

外经贸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副教授

曾祁对记者表示，在引导大学生就业方面，

学校也肩负着比较重要的责任，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应该正确引导学生们的价值观

和就业观。国家则可以为大学生创造更多

的工作岗位，调动大学生就业的积极性。

大学生择业“向下走” 被逼无奈还是时代召唤？

■ 本报记者 徐淼 杨颖 魏小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毕业生与社会

精英之间是画等号的。然而，这种等量关系

近几年正不断趋于瓦解。随着中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和大学毕业生的逐年增多，高学历人才

大众化正成为必然趋势。但不可避免的是，“精

英”们所面对的现实处境已经越来越不乐观。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

推行以来，中国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了经济增

长对人才的需要，大学生就业难度逐年增加，“毕业即

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根据官方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31

万，初始就业率在70%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190万

人是以失业状态离开校园的“毕剩客”。即使毕业半

年后，仍有10%即60万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仍然找不

到工作。而2011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

形势更加严峻。据统计，2011年，将有660万应

届高校毕业生。如果按照上述统计口径，半年

内，进入失业状态的大学生又将新增200万。

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带

来的后果之一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毕

业生开始“下沉就业”。而中国人

力资源“向下走”的趋势也被

不少人看作是对人才的

浪费。对此，对外经贸大学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副教授曾祁持否定态度。他表示，

这种“下沉”并不是人才的浪费，而应该被看

作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教 育 的 不 断 普 及 和 高 等 教 育 的 大 众 化

趋势，造就了大批的大学生，他们的专业化程

度不高，实际操作水平有限，但是，这些年轻的

力量却又都是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无

论 是 一 线 还 是 二 线 都 需 要 他 们 来 补 充 新 鲜 血

液。”曾祁说，“ 随着二线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

些一线的传统观念里的‘ 下等’工作，开始进入

大学生的视线。现在，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从侧面缓和了这一局面。不少大学生开始自愿

或者在学校和社会的引导下到基层来工作，这

种趋势是社会的进步。”

曾祁对记者表示，以往，大学生是“稀缺

产物”，炙手可热。 但现在，随着高素质

人才不断涌现，大学生们正在扭转以往

简单化的就业观，“下沉就业”就是他

们在择业上更加理性和务实的表

现，这是市场经济观念广泛影

响 的 结 果，也 是 社 会 进 步

的重要体现。

专家论道：“下沉就业”

编者按：暑假来了，毕业的大学生急着找工作，放假的大学生急着去实习。但是，大学生就业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去哪儿找工作呢？很

多工厂在流水线上给大学生们留下了位置。去还是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