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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大学生就业问题，尤其是1997年以后，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
紧张，1999年起，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连续扩大，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
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84.7 6万人，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
增加了106万人，增幅达45.6 9％。
高校毕业生成为了继下岗职工之后最受关注的群体。
“十五”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累计1090万人，年均增幅27％，就业压力前所未有。
1999年10月，教育部有关部门公布了44所直属高校1999年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情况，截至1999年5月
底，总体就业率达到82％，其中本科生一次就业率85％，，专科生一次就业率44.9 ％。
截至2001年6月，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本科生超过80％，研究生超过95％，专科生为40％。
而2002年大学生首次毕业分配时只有70％能够就业；2003年全国毕业生就业率为70％，教育部直属院
校达91％；2004年截至9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3％。
随后几年里，我国大部分高校大学生就业状况江河日下，这一现象尤其在师范类院校、文科类专业及
长线专业表现最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大学生就业问题显得愈加突出。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人尽其才，使之能够服务于社会。
高校是学生从学校到社会，从学习者到劳动者转变的中间环节，是学生社会化重要的一环，为了实现
这样一个重要的转变，就必须增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正体现了当前社
会、大学生个体、高校等多方面的综合需要。
明确这一概念有其深远意义。
　　首先，它是高校综合办学效益的直接体现。
高校以为社会培养j输送合格人才为己任，在教育行业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直接体
现了学校的办学水准。
就业率高能使高校获得积极的社会评价，从而拉动高校的招生市场，形成高校生存和发展的良性循环
，给高校带来巨大的办学资产和发展前景。
其次，它是大学生自我实现的有利工具。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就业能力的提出是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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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
之一。
我国劳动力市场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日渐频繁的工作变动和日新月异的职业演变也常常令人无所适
从。
这些颇具时代特征的新情况不断引发出择业、就业、失业、再就业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与思考。
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具备专业背景的专门人才，对他们进行就业和创业指导，不断提升其就业能力以
顺利地选择职业和成功地进行创业，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这是教育工作者和就业指导人
员的责任和义务。
    本书循着人生设计把握方向、素质拓展苦练内功、实践锤炼储备张力、职业搜寻广开视野、岗位适
应无缝对接的“渐进式”就业能力培养思路，融知识性、实战性、可操作性于一体，对当代大学生未
来职业选择与发展极具启发和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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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重视职业阶层、发挥管理能力。
这类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围绕着沿某一组织的权力阶梯逐步攀登，直到到达一个承担全面管理责任
的职位而组织起来的。
在这种职位所做出的决策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都明确地与他们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决策时所做的努力联
系在一起。
这类人明显地努力追求诸如总裁及常务副总裁等全面管理的职位。
　　（3）发挥创造力。
这类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围绕着某种创造性努力而组织起来的。
这种创造性努力使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或是搞出什么发明，或是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调查中发现这类人都已形成了自己的事业。
其中一些是成功的，还有些仍在奋斗与探索之中。
　　（4）重视职业的安全或稳定。
这种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围绕着某一组织中的一个适当位置而组织起来的。
这个职位能保障连续的就业，有稳定的前途，以及能达到一定的经济独立从而充裕地供养其家庭。
　　（5）重视职业的自主性。
这种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围绕着找到像教书、咨询、写作、经营一个店铺等类似职业而组织起来的
。
这类职业能使他们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这种人员可能离开常规性的企业组织，可是他们的咨询或教书活动却仍能继续与工商企业活动及管理
工作保持着联系。
　　此外，还有为他人服务，为意识形态或宗教性事业服务，为权力或金钱而奋斗等类型。
同一种职业的从业者和其职业系留点可能是不同的。
如对待警察这一职业，有的看中的是其技术性与晋升前途；有的因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有的则愿
做“独往独来”的侦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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