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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造成这种现
状的原因主要有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过快发展、高校研究生培养体制滞后、用人单位观念的变化

以及研究生的就业心态等。要破解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困局，就要求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研究

生自身形成合力，共同努力，形成全社会关注就业、推进就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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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９年中国高校扩招以来，硕士研究生数量
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研究生教育事业也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硕士研究生在求职过程中

已经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是不得不面对

的严峻的问题。

一、硕士研究生就业现状

（一）整体就业率呈下降趋势

在全国范围内，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下降已经是

不争的事实（国内部分省份研究生就业率统计情况

见表１）。２００８年６月，江苏省教育厅向媒体通报的
统计数据表明，该省研究生就业率从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０７年连续四年下滑，而湖北、黑龙江、甘肃等省也
相继出现了此类报道，在广东、吉林等省份更是出现

了研究生就业率低于本科生的“学历倒挂”现象。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部分省份研究生就业率统计 ％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广东省 ９２３１ ８１７２ ９４３７ ９４６２ —

江苏省 ９７９８ ９７３２ ９６０３ ９４８４ —

湖北省 ９５６ ９３４ ９０７ ８６８５ ９２６２
黑龙江省 ９５６５ ９４９１ ９１３２ ８８３８ ８８３７
甘肃省 — ９２１ ８２８ ７３２ —

　　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就业指导中心公布
的近五年研究生就业数据（见表２，其中２００９年统
计数据为初次就业率，其余年份为最终就业率）可

以看出，在毕业研究生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虽然每年仍能保持较高的就业率，

但就业优势明显有所下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
就业情况统计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毕业研究生总人数 ３７３ ５３９ １０５３ ８５１ ９５３
就业研究生总人数 ３６７ ５２３ ８９４ ７５１ ８０５
研究生就业率（％） ９８３９ ９７０３ ８４９ ８８２５ ８４４７

（二）就业行业和地域流向有所改变

从就业的行业来看，作为多年来研究生主要就

业领域的高校、科研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用人单

位的需求增长速度与研究生数量增长不匹配，研究

生就业重心开始流向中小企业，从而呈现多元化分

布，以《浙江大学报》（网络版）公布的数据为例，浙

江大学２００６届、２００７届、２００８届可分毕业研究生流
向各类企业的比例为４８２８％、５３４４％和６０００％，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２００８届毕业研究生进入科研
机构、机关和医疗机构的比例，与２００７届相比均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从就业地域来看，硕士研究生的主

要流向仍然是东部沿海地区，地区流向失衡现象依

然严重，但是已经出现就业地域由大城市和东部地

区向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中山大学

毕业研究生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就业流向广
州、深圳、北京、上海四大城市的比例分别为



７７１５％、７０５３％和 ７１５９％，而流向西部地区、省
内和省外其他地区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见表３。
表３　中山大学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研究生就业地区流向

％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广州 ６３２７ ５９１２ ５８２９
深圳 ９１０ ８２４ １０３１

北京、上海 ４７８ ３１７ ２９９
西部地区 ２２４ ３４０ ２８９

省内其他地区 １０４２ １２０５ １２３２
省外其他地区 １０１９ １４０２ １３２０

数据来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ｃｉｎ．ｃｏｍ／ｐ－４００６１３．ｈｔｍｌ

（三）不同专业就业难易度不同

专业也是影响研究生就业的明显因素。现实表

明，如果专业竞争力不强，即使是名牌大学的毕业

生，可能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总体来说，在就业市

场上，对应用型专业需求较大，这些专业的研究生要

比从事理论研究和人文社科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更

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因而也容易就业。这些专业包

括：通信、电子、机械等等，而诸如工商管理、中文、历

史等人文社科类专业则较难就业。［１］１４５１４８

（四）女硕士就业难

所谓“就业难”并不是说女硕士找不到工作，而

是指与专业相同、情况相近的男硕士相比，女硕士择

业时间相对较长、就业满意程度相对较低。一些用

人单位“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认为再好的女

生也比男生“略逊一筹”。由于机会的不均等，女研

究生就业总体情况呈现出“门槛高、机会少、待遇

差”的现象，从而成为研究生就业时一个最为尴尬

的群体。［２］８１３

二、硕士研究生就业现状成因分析

（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过快发展

根据教育部《２００７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７年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３６０６
万人，而在１９９８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仅为５７５
万人。高等教育的连年持续扩招导致了硕士研究生

人数的跳跃式增长，而与研究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对于硕士研究生的需求并没有

明显增加，这种供需失衡现象导致了研究生的就业

竞争日趋激烈。

（二）高校的硕士学位点设置、研究生培养体制

和管理模式明显滞后

１．高校在研究生学位点和专业设置等方面未能
贴近社会需求，缺乏针对性与灵活性

一些学校在传统学科上的基础雄厚，扩招比例

和规模也就相对较大，而一些适应加入 ＷＴＯ后经

济发展需要的新兴学科，却由于师资力量不足而无

法大量招生，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从而造成毕业生

就业时专业结构性矛盾凸现。

２．现行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亟待改革
当前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主要借鉴了欧洲模式，

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作为主要目标，而单一的研究型

人才显然无法满足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多样化

需求。单一化的培养目标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之间

的矛盾造成了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制度设计缺乏针对

性，操作实践失去有效性。其结果是培养出的人才

没有特色，缺乏市场竞争力。［３］１７１９当前，尽管中国的

学位类型中包含工程硕士等偏重实践性的专业学

位，但招生人数还远远不够。

３．高校的研究生就业指导环节薄弱
由于多年来研究生总体就业形势较好，高校对

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研究生就

业指导工作体系无论在制度建设、岗位设置方面还

是在实践经验方面都尚显不足，大多是照搬本科生

就业指导的经验，没有形成针对研究生特点的就业

工作体系。

（三）用人单位观念的转变

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加深，

用人单位的观念更加务实与理性，高学历人才消费

虚热明显降温。用人单位招聘不再“唯学历是用”，

而是以实际岗位需要为主，由“重学历”转向“重能

力”，很多本科生能胜任的岗位都不再使用研究生，

使研究生的就业优势逐步丧失，而且由于金融危机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研究生面对的就业环境进一步

恶化。

（四）硕士研究生自身的不足之处

硕士研究生较本科生而言，求学过程的花费以

及机会成本都很高，因此对于工作的心理预期值也

就较高。在择业过程中，研究生往往缺乏对自身科

学客观的评价和理性的分析，对就业形势也认识不

足，大都把理想职业的标准定位为待遇好、收入多、

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而就业倾向的集中也导致了

研究生就业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热门职业出现局部过

剩的情况。

此外，由于女研究生毕业时恰好处于结婚和生

育的高峰期，往往需要分心兼顾家庭、承担家务等，

很难全身心投入工作，且男女精力也有较大的差异。

这在客观上造成用人周期变相缩短，人力资源“隐

性浪费”，所以用人单位在录用女研究生时通常会

有所顾忌。虽然《劳动法》第１２条明确规定不允许
就业歧视，国家也三令五申要求用人单位在招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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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女大学生、女研究生，但偏见还

是客观存在。［２］８１３

三、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对策与建议

硕士研究生目前的就业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政府、高校、用人单

位和研究生自身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应加强对研究生招生的宏观调控，调

节研究生供需平衡，制定和落实鼓励政策和相关法

律条文，合理引导毕业研究生的就业流向

１．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研究生供给量与社
会需求量之间的平衡，缓解就业压力

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看，解决研究生就业问题在

理论上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减少研究生的供给量，二

是扩大研究生的社会需求量。减少供给量，也就是

减少研究生的就业人数，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控制研

究生的招生人数，使得每年毕业的研究生人数基本

上适应当年的需求。而扩大研究生的需求量，也就

是说社会对研究生的需求要足够多，要比目前的需

求大。那么社会怎样才能容纳更多的研究生呢？首

先从求职者的角度看，要明白研究生是怎样一个劳

动群体。研究生的必备特征，第一应具备高精尖的

技术，第二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因此，相应的社会

要求就是必须有需要高附加值、高技术且有深厚理

论功底的人才的用人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

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必须支持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

究事业。具体努力方向如下：一是加强国家创新体

系的建设；二是继续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三是加强科

技中介机构建设；四是加大国家和全社会的科技投

入；五是采取更加积极和灵活的激励政策，推动科技

创新的科技成果转化；六是支持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研究事业和人文学科事业。［１］１４５１４８

２．合理引导毕业研究生的就业流向，促进高学
历人才的合理布局

虽然目前硕士研究生在局部地区和热门行业有

过剩现象出现，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中西部地区和中

小企业对硕士研究生尚有大量需求。为此，政府不

仅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为跨地区应聘的研究生

提供落户的便利，简化有关手续，而且应该树立正面

典型，加强教育和引导，吸引研究生流向中、西部地

区，鼓励研究生到基层和中小型企业就业，更要加大

监管力度，将已有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解决研究生

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高学历人才的合理布局，保证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

就业公平

面对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问题，政府需要制

定相关法律维护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明确各类用

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女性歧视的法律责任，也可以借

鉴挪威、瑞典等国的作法，通过立法对女性从业者达

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在税收上予以一定的优惠，从而

鼓励企业吸纳女性就业，帮助女性摆脱就业弱势。

此外，政府应考虑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机制，并将其纳

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生育保

险法律，在有效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的同时提高

其规范化程度，从而有效化解企业面对的生育成本，

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切实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

（二）高校应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学位点与专业

设置，确立多元化的研究生培养目标，重视专业学位

硕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加强对研究生的就业指导

工作

１．高校应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学位点和专业设
置，优化人才培养结构

在高校扩招和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高校需要

对自身所承担的任务和在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有

明确的界定，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意识，在

对基础学科和重点学科实行倾斜措施的同时，理性

分析社会需求，提高办学的前瞻性，及时调整学位点

设置，优化专业学科建设。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消

息，教育部与有关部门积极研究出台了有关政策，要

求高校加强对紧缺型人才的培养，在２００９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工作中，适当增加工学类、环境保护类、农

林类、地矿类等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力求优化人才

培养结构，积极应对就业困境。

２．高校应确立多元化的研究生培养目标，扩大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

对于全日制普通研究生，高校应确立多元化的

培养目标，在坚持精英教育办学层次的基础上，突破

单一的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而从社会需

求、学科发展和学生个性差异出发来构建多样化的

人才培养体系，确立研究型、复合型、应用型并存的

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３］１７１９与此同时，要增加现有

专业学位招收全日制研究生的规模，专业学位研究

生相对普通研究生更突出专业性，以研究实际问题

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有利于培养出有较好理论基

础的应用型研究人才、提高硕士研究生在就业市场

中的竞争力，这是研究生培养的一种有益尝试。

３．高校应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与校
际就业合作

高校应该建立专业的研究生就业指导队伍，积

·１１１·第２５卷　第６期　　　　　　　　　　　　　　姜　飞，等：硕士研究生就业问题探析



极邀请政府官员，工商界、教育界人士，研究生导师

及不同专业的成功校友举办各种就业专题讲座、咨

询会，与研究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帮助研究生全面

了解就业政策和当前就业形势，更好地掌握实用的

求职技巧；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便利，完善研究生就

业信息网的功能，让就业信息网成为研究生展示自

我的平台和用人单位认识、了解研究生的重要途径；

发挥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与各地校友会进行联动，

及时为硕士毕业生提供最新的就业信息；组建具有

专业水准和实际指导经验的心理咨询队伍，为毕业

生提供就业心理咨询服务，帮助研究生减轻就业焦

虑心理，解决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形成良好

的就业心态；打破校际间的就业信息壁垒，建立“校

际就业联盟”，不但能实现学校间的就业信息资源

共享，拓宽研究生就业信息来源，更加有效地实现用

人单位需求与毕业生供给的对接，而且由于各校办

学特色和专业差别明显，联盟学校的学生资源也能

够被充分地发掘和利用，从而实现共赢。

此外，除了对应届毕业生进行相关就业指导外，

从入学之初就需要对硕士研究生加以引导，让研究

生了解就业现状，提早进行准备，增强应对就业市场

的主动性。

４．高校应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对硕士研究生
提供全程化的就业关注

在读研期间，导师会给予硕士研究生学业与生

活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对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工作能

力和性格特点比较了解，导师在为研究生制定培养

计划、选择研究课题时，要做到因材施教，充分考虑

到不同研究生的特点和相关课题经验对研究生就业

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应主动为研究生提供现场实习

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帮助研究生积累社会经历和工

作经验，力求学以致用。在通常情况下，导师与本专

业研究领域的相关部门能够建立相应的联系，拥有

许多社会关系和良好的信誉，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

就业资源，如果导师能够向业内单位推荐优秀的硕

士毕业生，就有助于研究生找到更为理想的就业岗

位，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

（三）用人单位应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促进共同发展

社会各用人单位应加强与研究生培养部门的沟

通，积极寻求校企合作，高校可按照用人单位的要

求，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和部分应用型硕士研究

生进行“订单式”培养，用人单位对合格的毕业生实

行直通式就业。这样一方面为用人单位提供人力支

撑，有效解决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既有较高理论基

础，又有较强技能水平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

也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锻炼场所，协助研究

生掌握处于发展前沿的生产技术，增强硕士毕业生

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效拓宽研究生的就

业途径，实现“高校培养人才，企业储备人才，学生

顺利就业”的三赢目标。

（四）硕士研究生应积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树

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积极应对就业困境

对于硕士研究生而言，职业生涯规划不但是其

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法，更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职

业生涯规划不仅是简单的学习目标、职业理想、职业

计划，还包括达到最终职业目标的步骤、途径、方法

等。研究生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首先，要充分了解

自身的兴趣特长和性格气质，对自己进行科学的定

位，对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有清楚的认识；其次，要

从个人的长远发展出发，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根

据自身的情况和当前的就业环境，确立合理的职业

目标；最后，需要针对职业目标进行相应的准备，广

泛涉猎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知识，拓宽专业知识

面，合理安排社会实践与实习活动，提高自身的动手

能力与创新能力，积极收集相关的就业信息，注重职

业技能和求职技巧的学习，通过参加各类培训取得

行业从业资格证书和驾驶证等实用技能证书，提升

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并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环境

的变化不断对职业目标进行修正。职业生涯规划不

仅有助于硕士研究生明确学习目标、调整择业心态、

寻找自身发展与社会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而且对于

促进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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