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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利用 2003 年- 2009 年北京大学实施的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 考察高校学生毕业后发

展路径选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 1)随着就业竞争加剧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效应, 高校

学生的毕业后发展路径选择呈现多元化格局, 其中继续升学和非传统型就业群体比例增加; ( 2)高校毕业生中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群体在毕业后陷入失业困境, 其中女性, 来自农村地区、家庭社经地位和文化资本积累不足

等先致性因素导致毕业生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增高; ( 3)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受到个体特征、所属高等院

校特征、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以及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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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凸显, 尤其是在近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该问题

日趋严峻。作为中国社会/失业者0中的特殊群体,高校失业者在承受心理、经济、生活窘困的同时,将对

家庭产生诸多负面效应, 甚至可能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基于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关切,本研

究在对相关先行研究进行归纳与梳理, 在此基础上,利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 2003年、2005年、2007年、

2009年实施的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探讨近年来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的变化趋势, 考察高校学

生毕业后不同选择群体的特征,分析其背后决定因素, 以期为未来政策完善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

二、相关研究的梳理

1.高校就业问题的研究视域

高校就业问题研究的发展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呈现出不同态势。20世纪 60 年代, 高等教育与就

业曾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当时,高等教育被寄望于能积极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 经济学者

与社会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的未来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研究,分析焦点集中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职业

流动的模式、社经背景和教育在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取中所具有的影响作用。然而进入 70年代之后, 该

领域的研究焦点逐步转移至技能型劳动力需求与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之间的错位问题。在此背景

之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过度教育0和/学术无产阶级0等问题¹。时至 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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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淡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心地带。但进入 90年代之后, 由于知识经济的崛起、高

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市场适切性需求、高学历失业现象的骤增、社会问责压力的增加,高等

教育与就业间关联性的研究重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多年以来,教育与就业关联性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两大领域, 学者们对该领域的主

要概念与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讨 ¹。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者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市场的调节能

力、人力资源需求、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收益率的测量、教育生产函数与教育的筛选功能等。而在社会学

领域中,研究者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流动机会、教育的社会阶层再生产功能、教育所引发的社会地位强

化和社会地位再分配、文凭在职业发展中的影响力等方面。

2.金融危机后各国高学历者失业趋势的加剧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经济不景气导致高校毕业生失业

率增加,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原本就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各国高

校毕业生失业率纷纷创历史新高。据欧共体近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欧洲国家 25岁- 34岁大学

生失业比例平均为 6. 2%,其中西班牙则高达 11. 5%。º 2010年英国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英国每 11位

高校毕业生中就有 1人在毕业后 6个月内处于失业状况, 高校毕业生失业率已达到 1993年以来的最高

值。» 此外,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实施的大学毕业生长期追踪调查结果显示, 2007年毕业的大学生在毕

业三年半后,仍然有接近 28%的人尚未从事全职的工作。¼

另据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美国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失业比例达 5. 1%, 达到 1970年以

来的最高值。½ 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公布的5学校基本调查6数据显示, 2011年日本本科院校毕业

生中,继续升学或非进入正规就业岗位的毕业生高达 10. 7万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61. 6%。¾

与之类似,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趋势也呈现类似趋势。据麦可思发布的调查报告, 2010 年 6 月,

我国应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 42% ,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为 43%。¿

3.高学历者失业的成因

失业问题的原因极为复杂,对于高学历失业问题, 大量的先行研究分别从劳动力需求方、供给方以及

求职者本人三个不同视角,对问题出现的机理提供了解释。

从劳动力需求方,即从劳动力市场视角解释该问题的观点可归纳为如下三大类:市场分割论 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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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论¹和劳动力市场工资匹配论º。

其次,从劳动力供给方,即高等院校视角解释对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关联性、高学历失业问

题。代表观点为过度教育论»和学用匹配失衡论 ¼。

最后,从求职者的角度,即高校毕业生个体的视角考察高学历失业现象的生成。代表观点包括地位

获得的资本理论½和择业观念滞后论 ¾。受篇幅所限,各种理论不做逐一展开。

4.高学历失业者的特征

农村户口、政治面貌为非党员的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父母的社会资本存量,

可操作的资源能够显著增加子女的就业概率。相反,家庭社会资本存量较少的高校毕业生容易陷入高学

历失业的困境。À 此外,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包括所属高校学历层次、学术声望以及院校所

提供的就业信息的充足性等。Á

5.失业背后隐含的危机

高学历失业将造成严重的人力与物质资源的浪费
�lu
。高学历者失业影响人们正常的教育投资与教

育消费。一方面可能引发中产阶级家庭不断加大教育投资,盲目追求高学历。另一方面导致教育投资收

益下降风险增大,使得一些低收入阶层减少甚至放弃教育投资。�lv

与传统失业群体相比,高校毕业生失业者由于缺少系统的就业经历和社会生活阅历, 心理耐挫能力

相对较弱,日趋加剧的失业问题可能引发焦虑、恐惧、人际交往障碍、非理性认知以及群体事件、犯罪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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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反应,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0,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¹

三、分析框架与数据说明

通过以上的相关先行研究梳理,可以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复杂性。这也意味着对高校毕业生

就业问题的考察,需要建构多维度的分析框架,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度。

1998年至 2000年由欧洲九国和日本共同实施的高校毕业生调查研究( Careers after H igher Educa-

tion: A European Research Study, CHEERS) 团队提出了将个体特征、高等教育体系特征等要素包含在

内的,考察高等教育与毕业生就业甚至职业发展间关联性的综合性分析框架。º 本研究在借鉴该研究理

论框架的基础上,依据问题设定,构建了从宏观背景、毕业生个体特征、院校特征以及区域劳动力市场四

个视角,考察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选择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参见图 1)。

本研究首先假设学生的毕业后发展路径

受到其个体特征的制约。具体而言, 主要关

注学生的家庭社经背景、性别、户籍、学业成

绩以及专业兴趣对学生毕业后的发展的影

响;其次考察劳动力供给方, 即高等院校特征

在学生个体毕业后发展的影响作用, 其中具

体考察院校的学术声望、学科专业、教学质量

及其就业指导对学生毕业后是否顺利进入劳

动力市场、是否选择继续升学的影响; 此外研

究也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 即毕业生

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供求结

构(城镇就业失业率)对学生毕业后选择所带

来的影响。最后在控制了上述学生个体、高

等院校、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

之上,本研究关注宏观背景对于学生毕业后

发展路径的影响,具体将关注 2008年之后全

球金融危机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所带来的冲击效应。

本研究的分析素材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 2003年、2005年、2007 年、2009年实施的全国高校毕

业生问卷调查的混合截面数据。四年调查的总计样本数为 70, 803人。其中各调查年度样本所占比重分

别为 2003年 24%、2005年 28% ; 2007年 21% ; 2009年 27%。调查院校分布在全国 24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其中来自东部(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包括黑龙

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西部(包括陕西、贵州、宁夏、四川、新疆和云南)院校的毕

业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58%、21%、21%。

调查总样本的分布特征为,从性别看, 男性占 56%,女性占 44% ;从民族看,汉族学生占 91% ,少数民

族学生占 9% ;从生源地而言,城市学生占 31% ,非城市学生(包括县镇和农村在内)比例达 69%。在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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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方面, 985院校毕业生占总体的 12%, 211院校毕业生占总体的 13% ,来自一般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

的毕业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53%和 22%。学科专业上, 人文学科(包括文史哲学科)占 15%, 社会科学(包

括经法教管学科)占 32%, 工学类(含军事)及理农医则分别占总体的 31%和 22%。

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为了考察劳动力市场对于高校毕业生发展路径的影响, 本研究依据不同调

查年度和各毕业生所属院校的所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增加了相应地区的人均 GDP、第三产业产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等相关指标。具体数据来自各年度的5中国统计年鉴6。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1.变化中的高校学生毕业发展路径

调查数据显示, 2003 年- 2009 年, 我

国高校学生的毕业后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

化的发展趋势(图 2)。具体变化态势可以

归纳为如下四点。

第一,顺利签约、确定就业单位的高校

毕业生比例明显下滑。2003 年, 1999年扩

招入学的本科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该

年度高校毕业生中顺利签约, 确定就业单

位的比例仅 43%。该比例虽然在 2005 年

升至 52%, 但在 2007 年后呈明显下滑趋

势, 2009年仅有三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能

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

第二,择业失败毕业生比例呈微弱增长趋势。择业失败陷入待业困境毕业生的比例在 2003年高达

34% ,但此后大为改善,在 2005年减少为 18% ,但 2007年开始却再次呈现上升趋势。

第三,选择非传统就业模式的毕业生比例快速增长。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 选择从事自

由职业、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等非传统就业模式的毕业生在 2005 年之后出现了快速增长, 在 2007年和

2009年分别达到 15%和 12%, 这是近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中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第四,在国内或国外高校继续升学已经成为后扩招时代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相关

研究指出,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提升学历、强化就业市场竞争力或暂时规避就业风险成为当前高

校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的重要动机。¹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 毕业后选择继续读研、专升本或国外留

学的学生比例在 2009年达 23%。

2.不同发展路径选择的毕业生群体的特征

表 1是对四个不同发展路径选择的毕业生就业者群体的统计描述。根据该表, 可以将这些毕业生群

体的特征做如下归纳:

首先,毕业后顺利与雇佣方签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群体中约有 13%就读于/ 9850院校,其中毕

业于专科院校学生的比例为 23. 4% ,明显高于继续升学群体。相对于自由职业等非传统性就业群体和

待业群体,就业群体对所就读高校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从就业者个体特征来看, 男性在这一群体中占主

体地位,这一群体的家庭社经地位明显高于待业群体, 并且在专业兴趣和学业成绩方面也优于待业群体。

其次,放弃就业,选择在国内外院校继续升学的毕业生群体,无论院校选拔性, 还是家庭社经地位,

都明显优于其他群体。该类群体中,毕业于/ 9850院校的学生占四分之一, 主要为本科院校毕业生,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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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群体对就读院校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毕业生。从家庭社经背景和学业而言,升学群体处于明显的优

势,约 70%的学生对所就读专业具有浓厚兴趣。

第三,对于选择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等非传统型就业方式的毕业生而言,他们中毕业于/ 9850院校的比

例极少,其大多数毕业于低选拔性院校,其中约 38%毕业于专科院校。从家庭社经地位而言,选择非传统型

就业的毕业生虽然低于升学群体,但与选择传统就业或失业群体相比, 依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类学

生的学业成绩较差,并且其中有约 38%的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该比例甚至高于待业群体。

最后,至于高校毕业时陷入失业困境的群体, 这类毕业生中毕业于/ 9850院校的仅占 3. 4%, 超过四

分之一的学生来自专科院校, 并且对就读院校的满意度最低。失业群体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最高,其家庭

的社经地位也明显处于弱势。此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类群体的学生学业成绩在各类毕业生中为最

低,并且有超过 37%的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

3.毕业发展路径选择背后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四个不同毕业生群体特征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毕业生的发展路径选择与其就读院校的特

征、毕业生的个体特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在这里依据本研究设定的分析框架,采用多元逻辑回

归模型作进一步分析与检验, 以估计学生个体特征、高等院校特征、所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特征、以及宏

观经济发展状况四个不同层次因素是如何影响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选择的。需要特别注明的是, 在

模型中投入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时, 考虑到本研究数据集为混合截面数据,为了控制时间变化对相关

指标的影响,本研究对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此外,在考察宏观背景影响作用

时,为了考察 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所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在分析模型中投入了 2009调

查年度虚拟变量( 2009调查年度= 1,其他调查年度为 0)。

在具体分析中,本研究将/待业0毕业生作为参照组, 其系数标准化为零。逻辑斯特回归模型中的回

归系数反映的是每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概率的对数的影响, 发生比 Exp( B)则表明自变量每一个单位的

变化给原发生比带来的变化。多元逻辑模型的估计结果参见表 2。从中可以看出, 该模型的对数拟然值

为 1. 071E5,模型整体检验显著,表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首先,看毕业后顺利签约就业的学生群体,在学生个体特征而言, 与基准参照组的/待业0毕业生群体相

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男性、来自城市、学业成绩优异, 并且对所学专业抱有兴趣的毕业生在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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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就业的概率较大。此外,毕业生的家庭社经地位对其是否成功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待业

群体,父亲职业地位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毕业生顺利就业的倾向性更强。至于高等院校特征,分析结果

显示,院校的选拔性和教育质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概率分别增加 1. 545倍和 1. 271倍。

在专业方面,相对于参照组(理农医学科) , 工科、社科专业的毕业生顺利就业概率更大,而人文学科毕业生

的就业概率则比参照组少 14. 4%。从劳动力市场特征来看, 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毕业生顺

利就业的可能性越高。但研究也发现,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与所在区域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呈负向关系,

并且与城镇劳动市场的失业程度呈正向影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发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

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相比之前, 2009年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概率降低了 42. 5%。

其次,对选择继续升学的毕业生群体而言,分析结果显示,成绩优异、专业兴趣浓厚、城市生源、家庭

社经地位较好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继续升学。并且院校的学术选拔性和教育质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毕

业生选择继续升学的概率分别增加 163. 1%和 16. 5%。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准相对较低的地区,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的倾向越强。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整体

供求状况,即城镇失业率对升学选择并无显著影响作用。此外,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毕业生继续升学选择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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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等非传统型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上,相对于待业群体, 男

性、城市生源、家庭社经地位较好的学生选择非传统型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但值得深思的是,专业兴趣与

这一选择之间存在显著负向作用, 即和继续升学的群体不同,院校选拔性的影响方向为负。具体而言, 院

校的学术选拔性每增加一个单位, 其毕业生选择非传统型就业路径的概率就降低 19. 4%。此外,分析结

果显示金融危机导致高校学生毕业后选择非传统型就业路径的概率显著增加。

4.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以上的分析表明,高校学生的毕业后发展路径选择,除受到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制约之外,在很

大程度上也受到毕业生个体特征、所就读院校的机构特征、所在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三个不同层面因素

的影响。以下聚焦学生就业与待业两种毕业后发展路径,考察在不同调查年度中求职者个体、高等院校、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的变化。

图 3是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

归的方式,依次追加学生个体特征、高等院校特

征、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相关变量时, 不同年度高

校毕业生失业影响机制分析模型的判定系数的

累计变化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与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不同,逻辑回归模型并不能提供模型的判定

系数。为此,本研究尝试使用在拟然值基础上模

仿线性回归模型 R2 解释的 Cox & Snell R2 , 考

察以上不同层次因素在近年高校毕业生失业现

象中的解释力度。

通过图 3可以清晰地发现,虽然在不同年度

中解释力度有所不同,但其共性体现为,导致高校毕业生陷入失业的首要因素是高等院校特征的影响作

用,其次才是求职者个体特征,而相比之下作为需求方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则最弱。此外, 需要引起

注意的是,包括家庭社经地位在内的求职者个体特征在 2003年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力度为 0. 045, 在此后

一度出现明显下滑,然而在 2009年之后该层面因素的影响作用却再度上升,并且超过了 2003年的水平。

虽然由于数据样本和统计方法的局限性,对年度之间分析结果进行直接对比需持谨慎态度, 但该现象提

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金融危机之后, 随着就业竞争的进一步激化, 个体所拥有的资源

(资本)在其职业获得中的决定作用可能再度上升。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进入 21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扩招导致高校毕业生规模急速膨胀,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

更新的滞后使得用人单位吸纳高学历劳动力的能力出现停滞。二者形成的合力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问

题日趋严峻。本研究利用 2003年-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对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的变

化趋势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主要研究结论为:

第一,随着就业竞争加剧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效应,高校学生的毕业后发展路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近年高校毕业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呈下滑趋势,但与此同时继续升学和选择自主创业、自由职业

等非传统型就业成为目前高校毕业生的重要发展路径。2009年后两种群体的合计比例已高达 35%。

第二,高校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群体在毕业后陷入失业(待业)困境。研究发现该群体比重在

近年出现再次上升的趋势。同时, 相对于就业和继续升学群体, 女性, 来自农村地区、家庭社经地位和文

化资本积累不足等先致性因素导致毕业生陷入失业困境的概率增高。院校在学术选拔性、教学质量、学

历层次方面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成功就业的可能性。此外,学生本人就学期间对所学专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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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兴趣、学业成绩不良也是此后陷入失业困境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高校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与其所处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有密切关联, 而我国第三产业内

部结构未能有效发挥其就业吸纳能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或继续升学。但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 与发达国家相关研究中所发现的第三产业发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

之间的正相关性截然相反,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 第三产业发展与就业之间却出现了负相关

性。对于该现象的解释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相关研究发

现,由于近年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规模的农村流动人口涌入城镇, 其规模高达 2. 2亿,其中约

71%的流动人口进入第三产业,并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中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及居民服务等传统服

务业的比例高达 83% ,而金融、保险、高新技术等现代服务行业所占比例却极低。¹ 这意味着, 由于我国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低端化, 其吸纳的主要劳动力为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投入较低的农村流动人口。

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并没有为吸纳高校毕业生提供有效支撑。

第四,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受到个体特征、所属高等院校特征、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以及宏观社

会经济发展环境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而相比于其他层面因素,高等院校的特征对于学生毕业后的成功

就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以上研究对未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一,政府及高等院校应给

予充分关注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面对非传统型就业毕业生群体,如何提升其就

业质量和保障其职业发展将成为未来高校就业促进政策的新课题。其二,针对高校毕业生失业群体的特

征,高校学生就业指导部门需要瞄准农村、女性、家庭社经地位较低、学业成绩及兴趣薄弱等群体,开展针对

性的指导与扶持。其三,高等院校需要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毕业生成功就业中的重要影响作用,特别是积极

提升教学质量和学术选拔性,为毕业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有效支撑。其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促进

不能仅依赖于政府决策部门与高等院校,同时需要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而其中改变现有的粗

放的低端发展模式,升级优化第三产业结构是提升劳动力市场吸纳高校毕业生能力的重要前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未来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 为了准确全面地考

察高校学生的毕业后发展路径及其职业生涯发展,一方面需要研究设计的精致化, 另一方面有必要对高

校毕业生进行追踪调查, 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在方法论方面,还需要引入

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对多层嵌套性数据进行恰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Who Gets Unemployed, Employed, or Ad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 ) ) An Invest igation of t he Employment Sit uat ion of College G raduat es in China between 2003 and 2009
BAO Wei  LI Bing- long

( Gr aduate schoo l o f Education / Institute o 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 Peking Univer sity , Beijing , 100871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has become a focus of higher educat ion po-l
icy and research in China. This art icle analyzes the data of National College Graduate Survey conducted by Pe-

king University between 2003 and 2009, and examines the t rend of development choice of college graduat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s show that ( 1) due to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colleg e graduates show a multiple pattern of pos-t graduat ion choices, w ith in-

creased proport 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entering graduate school and non- tradit ional professions; ( 2) over a
quarter of college graduates go unemployed, w ith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unemployment attributed to gender

( female disadvantage) , low SES, rural origin, and insufficient cultural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 3) the em-
ployment choices are inf luenced by mult-i level fac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raduate universities, job

market , and macro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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