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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您面前这本《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是一本以数据和图表为主要内容的查询式工具
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就业与收入、就业流向、工作能力、求职分析、就业与教育公平、自主创业、
读研与留学、高考志愿填报、大学毕业生的满意度分析。
这是一份基于科学的数据调查、借助于统计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来研究高等教育的全新报告，
也是一个结果导向的评价系统。
　　本报告供高校的各级管理者、各级政府的教育管理官员、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招募大学毕业生的
企业参考使用，对于高考生和求职的大学生了解就业市场也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本报告完全基于麦可思（MyCOS）公司对毕业半年后大学生的就业、工作能力、读研、留学等问题的
全国性、科学性的大样本调查与数据分析。
对于这些数据的代表性以及分析的科学性在本报告第一部分的技术报告中有详尽描述。
　　本报告的特点是以大量数据和图表说话，尽量避免作者对数据和图表的解读，除非不得不做。
因为作为查询式工具书类的年度报告，数据和图表最能展示研究的客观性，作者担心自己的解读会或
多或少影响到数据和图表的独立性。
好的图表能够启发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该报告的读者大多是在高等教育方面理论和经验都十分丰
富的管理者或研究者，或是最了解自己境况的高等教育消费者，本报告把解读的自由空间留给了他们
。
　　虽然《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是第一次公开出版，但这实际上是第三届麦可思大学毕业生
就业年度报告。
2008年的全国报告和23个分省报告一经推出，就成为高等教育管理者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引起了社
会对麦可思大学毕业生年度报告公开出版发行的强烈要求。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使得本报告及各分省报告能够以蓝皮书的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这
也是中国第一次出版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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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以数据和图表为主要内容的查询式工具书，它从就业与收入。
就业流向、工作能力、求职分析、就业与教育公平，自主创业、读研与留学、高考志愿填报、大学毕
业生的满意度等方面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
这是一份基于科学的数据调查，借助统计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来研究高等教育的全新报告，也
是一个结果导向的评价系统。
　　本书供高校的各级管理者、各级政府的教育管理官员、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招募大学毕业生的企
业参考使用，对于高考生和求职的大学生了解就业市场也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本书的作者——麦可思公司（MyCOS）是中国最专业、最全面、具有第三方公正性的教育数据咨
询公司。
自2007年以来，麦可思每年对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的就业状态和工作能力进行全国性调查研究，三年
累计有效问卷50万份以上。
目前，麦可思公司正在为中国的众多高校、各级政府教育和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级
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毕业生和高考生等提供教育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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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报告　　技术报告　　一　调查背景介绍　　（一）调查背景　　就业是国家政治与经济景气
的最重要指标。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在激发经济长和工作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以及就业者的失业风险
。
在全球处于金融危机的今天，增加就业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目前，就业更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最重要指标。
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2009年以来，中国在大学生就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009年1月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2009年1月19日
，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育部等有关部委也出台
了针对大学生就业的各项具体办法。
　　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是否能够实现就业、是否能够找到适合其专业及特长的工
作、是否拥有综合素质及工作能力以尽快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是中国的高校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
《关于进一步深化大学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指出：“研究建立
人才需求的监测预报制度，定期发布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状况，引导高等学校及时设置
、调整专业和专业方向⋯⋯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
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
”　　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职业，这必将对员工从业所需的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要尽可能及时和准确地反映这一变化，为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跟上经济对职业能力的新要求服
务，避免大学本、专科毕业生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即一方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业找不
到合适雇员），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使大学本、专科人才人尽其用。
　　解决大学生就业的科学方法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出发，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供需关系进
行调查、研究、分析和判断，在大量的、系统的数据积累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措施、改进教育
。
例如国外许多大学聘请第三方机构每年对从本校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就业能力调查，劳工部门对
企事业单位职位和能力进行调查，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需求方信息。
中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其职业和能力需求是世界最快之一，中国有必要跟踪评价社会对大学
人才的需求，为调整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提供科学依据。
　　麦可思公司（MyCOS）自2007年以来，每年对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的就业状态和工作能力进行全
国性调查研究，每三年对雇主对大学生的能力要求和雇用情况进行全国性调查研究。
目前，麦可思已经调查了2006届、2007届、2008届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三年累计有效问卷50万份以
上。
麦可思数据库已经被中国的众多高校、各级政府教育和人力资源主管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级学术
研究机构、大学毕业生和高考考生等广泛参考。
　　麦可思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的能力分类方法、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技术，取得了50％的问卷回收率
和70％的问卷完全完成率。
　　（二）2009年调查数据　　1.调查规模及覆盖面　　2009年2月底完成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调查研
究，抽样达到44.4万人，回收问卷23万份，回收率约52％；有效问卷21.8万份，其中完成全部答卷问题
者为70％；共覆盖3079所高校或分部分院，其中“211”院校为109所，非“211”本科院校（部）
为1282所（包括分校、二级学院本科），高职高专院校为1688所（部）（包括本科院校的高职高专部
）；共调查了1196个专业，其中本科专业为565个，高职高专专业为631个；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港澳台除外，下同）；覆盖了本科毕业生能够从事的644个职业、高职高专毕业生能
够从事的598个职业，共计648个职业，占全国所有职业分类的58％（麦可思中国职业分类词典2009年
版）；覆盖本科毕业生就业的107个行业、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的107个行业，共计108个行业，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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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行业（麦可思中国行业分类词典2009年版）。
　　2.调查对象　　毕业半年后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包括“211”院校、非“211”本科院校、高职高
专院校、本科院校的高职高专部的毕业生，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军事院校和港澳台院校毕业
生。
　　3.调查方式　　向毕业半年后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答题邀请函、问卷客户端
链接和账户号；答卷人回答问卷，答题时间15—30分钟。
　　4.调查对象的分类　　调查分为6个毕业生群体：　　（1）就业，与专业有关或与专业无关；　
　（2）自主创业；　　（3）毕业后立刻国内或出国读研；　　（4）没有就业和求职，在家准备考研
和留学；　　（5）没有就业，继续求职；　　（6）没有就业，放弃求职和也没有准备考研。
　　5.调查问题分类　　调查问题分以下8类：　　（1）就业状况；　　（2）工作能力；　　（3）
求职过程；　　（4）家庭背景；　　（5）自主创业；　　（6）读研与留学；　　（7）高考志愿填
报；　　（8）满意度。
　　二　研究概况　　（一）研究目标　　本调查研究采用麦可思公司自主研发的“麦可思中国高等
教育供需追踪系统”（CHEFS）来进行。
CHEFS是“以社会需求信息为依据的就业导向”的评价系统，如图1所示，通过收集毕业生的就业状
况和能力应用状况的信息，把信息分析结果反馈给高等教育机构，以帮助高等教育机构按社会需求来
改进招生结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求职服务，实现以就业结果评价为重要
依据的高校管理过程控制。
　　（二）研究目的　　1.了解2008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状态，发现存在的问题。
　　2.了解2008届大学毕业生对高等教育、雇主等的满意度。
　　3.通过毕业生工作中自我评估，了解2008届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离校时掌握的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
是否适应其职业的看法，反映出能力培养侧重点。
　　4.了解高校对2008届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服务的有效性。
　　5.了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公平问题。
　　6.了解大学毕业生的自主创业和读研状况。
　　7.根据研究结果暴露的可能存在的问题，为高等教育的改进提供科学参考。
　　（三）研究样本　　虽然有52％左右的答题率和高达约21.8万份的答题样本，仍需提醒读者注意
以下几点。
　　1.抽样。
抽样排除了没有电子信箱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当然，没有研究显示有多大比例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
群体没有电子信箱，也没有研究显示拥有电子信箱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不能代表其整体。
　　2.同样，答题是通过电子问卷客户端实现的，没有受到邀请的答题将被视为无效问卷，不是2008
届的大学毕业生的答卷也被视为无效问卷。
　　3.对于样本中与总体不成比例可能带来的统计误差，如在本科与专科之间、教育省之间等，本研
究采用权数加以修正。
　　4.专业、职业、行业等有效问卷基本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相当（见表1）。
　　（四）研究过程　　本调查研究分为三个步骤：信息反馈、分析问题及研究报告（见图2）　　
（五）基本研究框架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见图3）：　　就业流向　　一　主要结论　　1.2008届
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200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08届
“211”院校毕业生半年后非失业率为90％，非“211”本科院校就业率为87％，高职高专就业率为84
％；而2007届毕业半年后，“211”院校非失业率为94％、非“211”本科院校就业率为90％、高职高
专院校就业率为84％。
本科院校就业率明显下降，高职高专院校持平。
　　2.按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8届高校毕业生总数为559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生总数约为529万人，按
本研究得出的比例推算，2008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就在国内外读研究生的人数为21.43万人，毕业半年
后的就业人数达到约434万人。
在毕业半年后的73.56万的失业大学毕业生中（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有51.59万人还在继续寻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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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5.46万人无业但正在复习考研和准备留学，另有16.51万人无工作、无学业又没有求职和求学行
为者（即所谓的“啃老族”，本报告定义为待定族）。
　　3.省（自治区、直辖市）外200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净流人率较高的地区依次为广东、北京、上
海、浙江、福建，净流出率较高的地区依次为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
流人流出取决于各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当地大学生的培养规模。
　　4.200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成
都、南京、济南、苏州；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南京、苏州、杭州、成都、郑州、青岛。
　　5.浙江省的2008届“211”院校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指数全国第一，上海在非“211”本科院校和高
职高专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指数上继续领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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