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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中，不少专业的就业率低于

50％，个别专业的就业率居然
为零！如，研究生中的人口学、
生态学，本科中的编辑出版学、
专科中的国际工程项目开发、
中文应用、表演、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等，就业率统计均为零。
“连续三年，专业就业率

偏低，就得停开！”昨天，江苏
省教育厅有关人士直言，对这
些专业，教育主管部门将会采
取相应措施，有的责令缩减计
划，有的停开。所幸的是，绝大

多数高校都会根据就业率的统
计情况，来决定专业的增减和

招生计划的缩放。
昨天，河海大学有关负责

人也透露，出口决定进口，一些
就业率不高的专业，学校就会
适时减少招生计划，或者干脆
停招。比方说，学校的电子商
务、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这两

个专业，因为这类人才社会需
求并不是很大，而且高校开设
得也太滥了，这两个专业学校
就隔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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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江苏省共有高

校毕业生 287018人（其中：
师范类毕业生 29189人，非
师范类毕业生 257829人），
比2005年增加了 3.6万人，
增幅 14.2％。截止 2006年
12月 31日，江苏省高校毕
业生总就业率达95.5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1个百
分点。和2005年的95.93％
相比，稳中微降。其中研究生

的就业率为96.03％，本科毕
业生的就业率为95.65％，专
科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率 为
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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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年相比，今年毕

业生就业的质量有所提
高！”昨天，江苏省教育厅学
生处有关负责人分析，总就
业率共包括三项：协议就业
率、灵活就业率和升学出国
率。其中，灵活就业率是指毕
业生以灵活方式就业，包括

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等。而协
议就业率才是最实在的数
据，主要是指毕业生通过学
校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书，到用人单位就业。据统
计，全省高校协议就业率为
59％，比 2005年增加了 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灵活就
业率降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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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基层工作的毕业生有

65.8％！江苏省教育厅学生
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基层
做起，从一线干起，可以缓解
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毕业生
们眼高手低的现象已经有所
好转。但这里统计的基层并
非仅仅局限于农村、社区等，

而是非常宽泛，包括企业一
线等等。

此外，在就业单位流向
和就业地区流向上，毕业生
们也有了一些新动向。就业
区域上，苏南五市仍是学子
们的最爱，约占55％，比上年
减少1个百分点；在苏北五市

就业的毕业生占19％，比上年
增加2％。在就业单位上，去事
业单位就业的约为16％，比上
年减少4％，而去非公有制单
位就业的为61％，比上年增加
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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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年 的 书 全 都 白 读
了！”南京某高校新闻专业的

应届硕士毕业生小林发出这
样的感慨，感觉三年前的压力
还没现在大呢。本科时，她是
班里的能人，无论是学习成绩
还是个人能力都很强。当时，
已经有几家单位相中了她，但
是考虑到保研的名额十分难

得，她还是选择了读研。应聘
高校教师岗位，学历不够；和
本科生一同应征，用人单位宁
选本科生……距离毕业还剩
两三个月了，小林的工作至今
还是没着落。

对比近几年来，江苏硕士

研究生的就业率，记者惊讶地
发现，近三年来，硕士毕业生的
就业率一直在滑坡。

2004年：江苏省研究生就

业率97.98%，比上一年下降了
0.47个百分点；

2005年：研究生就业率为
97.32%，比 2004年下降了
0.66个百分点；

2006年：研究生就业率为
96.03％。

昨天，河海大学有关负责
人分析，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下

降，最关键的原因还是由于前
几年研究生大幅扩招，而市场
对硕士研究生的需求并没有相
应的增加。对用人单位而言，他
们并非都唯学历，更看重学生
的能力。建议有些基础学科的

硕士生，可以继续深造，成为
学者型的人才；而一些实用性
相对较强的人才，还需要成为
通才，了解专业之外的知识，
不能太专。

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金
融、法学、新闻学……几年前，

这些专业是社会“公认”的热
门专业，就业率却排名倒数。
而相比之下，一些倍受冷落的
专业，就业形势却一片大好。
如动物科学、车辆工程等等。
“热门”专业为何就业不

热？一名家长也十分困惑，当

年，女儿挤破了头，才考进了
国际贸易专业，当时，这个专
业的录取分数线在全校名列前

茅。谁知道，就业时却难得不
得了。

对此，有关专业人士分析，

人们对“热门”专业一直有误
解，认为报考人数越多的专业
越好，但其实不然，社会需求旺
盛的专业才是真正的热门专业，
就业才能走俏。不少高校也起到
了误导作用，报考人数多了，一
些不具备专业办学能力的高校

也蜂拥开设这些专业，导致毕业
生人数远远供大于求。

2006年，89％的毕业生都
会选择在江苏省内求职，比上

一年又增加了1个百分点。江
苏省教育厅学生处有关负责人
对此十分担忧：拥挤在江苏就
业，将使得就业压力更大。
“江苏学生的这种恋家情

结在高考时就很明显了！”昨
天，南京一名高校招生就业处

负责人连连感慨，很多江苏学
生的高考志愿表从上到下，全
部都是江苏省内的高校。外地

很多不错的高校，考生都不愿
意考虑，这就造成了江苏省内

高校分数飙升。而就业的情况
也非常相似，有的学生明明有外
地企业抛出橄榄枝，也不愿意接
受，宁愿在江苏找份差些的工
作。相比而言，这种情况在江苏
省属院校内更为严重，因为省属
院校约80％～90％的生源都在
江苏。这种情况下，建议毕业生
们要放宽眼界，多考虑外地，让
自己的就业触角伸得更远。

63.54％、57.51％、55.11％
……翻看高校本科生就业率统

计表，发现不少高校的灵活就
业率非常高，有的甚至远远超
过了协议就业率。

昨天，南京一位高校招生
就业处处长分析，学校灵活就
业率比较高，但其实真正符合
灵活就业条件的学生只有

20%左右。主要是由于不少学
生到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的
大企业就职，无法落户，所以被
统计进了灵活就业率。

但有关专家也向记者透
露，灵活就业率攀升并不是好

事，因为这就意味着学生并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就业，除了一
些学生是自主创业等，其他不
少情况都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比方说，有的单位和学生存在
劳动关系，但单位并不接受这
个学生的人事关系，也不签订

相关协议。还有的学生可能处
于观望态度，打算在一个单位
打一段时间的短工，过些时候
再跳槽，这也是很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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