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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是高校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的 

重要参考，更是国家采取促进就业措施，制定各项就业政策的重要依据。世界各国政府、社 

会和高校都重视大学生的就业统计工作，但由于就业机制和就业模式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高 

校就业统计指标及内容方法也各具特色。本文主要从统计主体、统计方法、统计时点以及统 

计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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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ge graduates statistics has the significant referenc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And it is also helpful when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employmen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socie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ll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tistical work． Because of the employment mechanisms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methods in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nd contents． This article mainly to hav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statistics， statistical methods， statistical timing and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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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system． It also gav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combining the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Keywords：college graduates；employment statistic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enlighten 

一

、 引言 

高校毕业生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如果该人群不能实现就业，不仅会造成 

人力资本的浪费，还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真实、全面地反映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状况，需要准 

确、科学的就业统计数据，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是各个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都投入大量人 

力 、财力和物力加以研究和统计。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关心高校毕业生就业及其统计工作。目前我国高校就业统计主要依据的 

是教育部于2004年 6月重新修订的 《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办法》，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主要来 自各 

高校按上述办法以 “就业协议书”为主要依据所形成的统计报表。就业统计口径上包括升学出国出 

境留学工作人员，统计时点上多数高校一般只统计 9月 1日的就业情况，对外公布的也就是所谓的初 

次就业率。由于目前初次就业率指标承担了部分政绩、任务甚至效益功能，高校纷纷要求毕业生尽早 

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甚至 “被就业”和 “注水”)以提高初次就业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我国高校就业统计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j̈。国外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跟踪与评估方面起步较早 

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经验对做好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二、国外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及其特点 

1．美国：多主体多维度统计指标体系 

美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以其多个统计主体、多维指标体系为显著特点。其统计主体通常由政府 

机构、非政府组织和高校三方进行，以劳工部门为主，教育部门参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监测、统计和 

数据发布_2 J。美国政府负责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专门机构是劳工部下属的劳动统计局 (BLS)和教 

育部下属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NCES)。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在学生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 (NACE)，目前已有 1800多家高校和 1900多家用人单位成为其会员， 

每年为100多万大学生提供就业服务。该协会作为用人单位和学生的桥梁一方面促成学生就业，还每 

年出版定期刊物，对就业市场现状与市场需求、发展趋势以及求职和招聘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等进 

行调查分析。其中最有名的是 《择业》 (Job)杂志，许多学校把它列为学生就业的指导用书。美国 

高校也同样非常重视自身的就业统计工作，大部分高校均成立了 “就业服务中心”或 “就业服务办 

公室”等类似机构进行就业统计调查分析。 

调查方法方面，为确保高信息反馈率，减少统计误差，美国的高校就业统计大多采取按照一定的 

时问间隔通过书信多次 (一般为3次)发放问卷，辅以E—mail或者电话访谈进行调查。除此之外， 

他们还通过网上在线调查系统广泛搜集毕业生的就业信息 (大部分美国高校都拥有毕业生就业状况 

在线调查系统，毕业生可以方便快捷地把个人就业的相关信息反馈给母校)。在调查时点上，为了尽 

最大可能地减少统计误差，各机构在统计就业率时都注重克服就业统计的 “时间局限性”，一般将调 

查对象确定为毕业即时就业状况，毕业后 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乃至 4年等不同时点的就业 

情况，注重毕业生离校后的跟踪调查与信息反馈。其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是计算毕业后 6个月和 9个 

月的就业率 J，以减少统计初次就业率产生的误差，更加真实地反映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此外，为 

了能全面地反映出整个美国高校事业的发展情况，美国教育部每隔一定时间会开展全国范围的调查， 

这种调查具有时间跨度大、调查范围广、调查统计指标多样等特点，如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开展的一些 

教育纵向研究，都是将毕业生毕业1—4年的就业状况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调查指标方面，美国高校就业统计指标体系比较健全，一般将高校毕业生分为已毕业就业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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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临时工作)、未就业 (失业但正在找工作)、不就业 (未找工作)以及继续接受教育等几种类型， 

每个调查者只能归属于其中的一类。在统计就业率时也相应的计算出各自比率，以体现高校毕业生毕 

业取向的总体状况。此外，美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指标相当完备，鲜有单一统计毕业生就业率的， 
一 般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以及附加指标等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来对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统计。如 

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一项名为 “从学士到就业”的研究调查中，其统计体系一级指标包括专业领域、 

性别、种族、年龄和婚姻状况等，二级指标包括毕业生的薪金福利、全兼职率、工作安全性、晋升机 

会、同事及工作条件、工作变更次数、失业比例及工作的平均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与所学专业一致 

性与否以及工作原因等。 

就业率的计算方面，美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机构计算毕业生就业率的公式可以概括为：就业 

率 =就业总人数 ÷ (所有毕业被授予学位或证书的人数 一继续接受教育者 一出国者) ×100％。其 

中，就业总人数为全职工作 (平均每周工作正常时数不低于35小时)、兼职工作 (平均每周工作正 

常时数低于35小时)以及自主创业者之和，而升学、出国以及培训不作为就业形式计人。从就业率 

数据上看，根据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统计，2004年全美高校毕业生毕业离校时的就业率为49．8％， 

离校6个月以后的就业率为76．1％，但这一数字不包括19．8％的考研升学率。当然，由于金融危机 

的影响，2007年毕业离校时的就业率为51％，2008年这一指标已下降到26％。 

2．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制度保证统计信息真实可靠 

英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统计工作由高等教育统计署 (HESA)和各高校共同完成，由国家高等 

教育统计署主导，以 《教育法案》(1994)、《北爱尔兰法案》 (1998)和 《数据保护法案》 (1998) 

等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就业信息统计的真实性是英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中最显著的特 

点 ]。对毕业生的调查问卷由高等教育统计署统一设计，各学校负责组织学生据实填报，英国政府 

部门则指派机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调查实施监督和评估，并由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 

(HEFCE)在毕业生离校后的第6个月向社会公布，并进行国际比较 (尤其是与OECD国家比较)。 

英国在调查方法、调查时点、统计分类以及指标体系等方面与美国基本类似。但在统计毕业生就业率 

时，通常采用两种公式分别计算：一是把升学、出国和培训人员作为就业的一种形式，计入就业率之 

中：二是把升学、出国和培训人员单独列出，不作为就业的形式 J。就业率数据方面，牛津大学 

2005年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5．4％，读研率为41．0％，未就业率为 13．6％；研究生初次就业率 

为56．3％，继续深造率为36．8％，未就业率为6．9％L6j。而对于全国高校而言，英国高等教育统计 

局 (HESA)现有的两批针对大学生毕业初期 6个月的调查数据显示 J，2004年大学毕业生只有28％ 

在毕业后3个月内找到了工作，12％在一年内找到了工作，54％要花一年多时间才能找到工作。 

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和加拿大联邦政府人力资源发展局 (CHRD)等全国性机构以及一些社会组 

织，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估并在媒体上公布，各高校也利用自身的就业指导中心 

或其他机构进行统计。加拿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因其永久社会保障号码 (SIN)等劳动就业保障体 

系拥有科学的管理机制而既简便又真实。加拿大高校统计就业率时，也不计入升学这一项。此外，政 

府十分重视大学生就业并通过使用就业率这一杠杆推动学校重视就业指导及服务工作。加拿大政府人 

力资源部在毕业生毕业6个月之后，通过电话、雇主反馈等方式调查统计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并 

按就业率高低，把高校分为好、中、差各三分之一，把每年对学校拨款总数的十分之一用于奖励就业 

率高的学校，其中就业率为前三分之一的学校获得奖励总额的三分之二，处于中间三分之一的学校获 

得奖励总额的三分之一，处于后三分之一的学校则得不到奖励 J。 

3．印度：纳入全社会就业统计 

印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通常是由政府部门和高等院校承担，社会组织 (包括媒体)协助政府 

部门调查，监督其真实性，并公布有关信息。劳工部 (MB)是全国就业率统计的权威性机构，负责 

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社会就业工作，统计国家各个年龄层次的就业率和失业率，通常将大学生作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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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结构中的一部分纳入15—29岁年龄段进行统计，并没有针对大学生就业的专门统计。国家样本 

调查组织 (NSSO)是政府部门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与评估的权威机构，它对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状况 (包括就业率、失业率和就业流向等)做较为详细的统计与评估 J。印度高等学校一般都有 

自己的就业指导机构，通常称为培训和就业部 (DOTB)或称为就业信息和指导办公署 (EIGB)，承 

担对各自学校或院系就业状况的调查研究。 

就业指标的计算方面，印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指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占进入劳动力市场毕业生总 

人数之比。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是指国内外继续深造、出国就业及闲置毕业生等不包括在就业 

统计范围内。数据方面，根据德里大学工程学院就业指导机构对2003年、2004年毕业生就业的调查 

结果，各专业的就业率分别为计算机76．2％、电子67．4％、电气85．3％、产品加工50％、民用类 

32．3％、环境科学33．3％、材料30．6％，各专业平均就业率为59．2％。当然，印度工科专业的就业 

率远高于文科专业，从统计资料的计算上看，印度近年来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30％左右，半 

年后的就业率在 60％左右 。 

4．日本：国家正式专项调查统计 

日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主要由文部科学省 (MEXT)和厚生劳动省 (MHLW)负责。文 

部科学省关于毕业生的具体职能中包括做好与毕业生就业相关的调查和统计分析 (包括就业希望率、 

考研希望率、供需比、签约率、就业率等)，掌握毕业生就业供需状况的动态，从总体上把握全国毕 

业生的就业形势。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也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日本利库路特 

公司 (RECRUIT)等。日本文部省每年 l0月1日、12月 1日、次年2月l FI、4月1日都对高校毕 

业生进行就业专项调查，属于国家正式统计行为，选取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都是一样的，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从调查结果看，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2001年日本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 

为57．3％，2007年毕业 6个月后的就业率平均为 88．1％，其中国立大学为 92．1％，私立大学为 

87．7％，短期大学为76．7％，高专为99．6％。 

为方便直观比较，表1提供了世界上各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情况。 

表 1 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的国际比较 

注：由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突出表现为大群体 、大规模、短时问内集中就业，而国外高校毕业生主要是分散的个体就业。我 

国大学生在毕业离校前 ，用人单位的年度招生计划 90％以上已经完成，70％以上的高校毕业生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从初次就业率看， 

我国一般保持在70％以上，即使扣除 10％的考研升学率，我国高校毕业生毕业离校时 60％的就业率也远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当 

然，离校6个月后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就业率与我国基本相当，大多保持在85％左右 (不含考研升学率)。 

三、启示及建议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国外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普遍具有多元统计主体、多统计时点、多资料 

搜集方式、多维统计指标体系等特征。这些经验对完善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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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启不意义。 

1．科学界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内涵，并与现行劳动就业统计并轨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与国际比较最大的差别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升学、出境的毕业生列 

入就业范畴，而国际上普遍将其归人劳动力统计范畴或作为主体指标单独列出，并不作为毕业生的就 

业看待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的解释，就业是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依法从事某种 

有报酬或劳动收入的活动。按照这种解释，攻读研究生、专升本和出国留学的毕业生这些再学习的人 

员显然不属于就业。相应的，用这种方法所计算出来的毕业生就业率也就比实际的就业率要高。因 

此，将毕业生的就业形式中的升学、出国、出境留学或工作的毕业生人数从就业人数中去除，才符合 

就业的定义与就业统计工作的本意。二是关于待业率和失业率的分类和界定。目前我国仍采用待业率 

指标而不是失业率指标来考察毕业生毕业后 (尤其是半年内)的就业情况，并把有就业愿望，但尚 

未就业的毕业生界定为毕业生待就业。而多数国家都把毕业后未就业的毕业生计为失业而不是待业 ， 

并将其作为计算失业率和推算就业率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也要与我国现行的 

劳动统计制度并轨，只统计就业和失业，取消毕业生待业统计，并将该群体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 

体系中。 

2．克服时间局限性，建立多时段统计的信息跟踪制度 

就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我国高校就业统计基本上局限在初次就业率的统计上，统计时点单 
一

。 国际上大学生就业统计时点普遍采用毕业后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既有利于克服统计初次就业 

率产生的误差，同时也有利于更加确切地掌握毕业生就业的动态，研究毕业生的就业曲线。因此，为 

提高就业统计信息的信度和效度，尽可能地降低误差率，应适当增加我国高校毕业生统计的次数，参 

照国外高校就业率统计的做法 ，把原来的两次统计调整为多次，并区分为毕业初次就业率、毕业 6月 

后就业率、9月后就业率，1年后就业率等，并明确就业率的计算截止时间点，这样得出的就业数据 

就比较客观和准确。在就业统计公布的程序上，应建立由国家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向社会公布的 

规范程序，各高校对外宣传公布的就业率数据均应以此为准，以增强就业数据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同 

时以制度化的措施约束高校擅自浮夸就业率的行为，防止片面、虚假的就业率宣传误导的倾向，使就 

业统计与信息发布发挥出正确的导向作用。 

3．健全制度，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统计机制 

不同机构进行就业统计会体现不同的价值取向，采用多主体、多渠道的信息收集方式可以增加就 

业统计的客观性。目前我国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获得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高校上报的 

报表，政府公布的就业率实质上相当于汇总转发高校自己上报的数据，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统计结 

果自然缺乏严肃性和真实性。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就业率统计主体的构建上，应形成政府监督，由 

专门的非政府组织实施，高校积极参与的多主体形式，尤其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高校对毕 

业生就业状况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同时尽快健全对就业统计工作的评估审查和抽样检查制度，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以确保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4．细化指标，建立多维度的就业统计指标体系 

国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统计不仅仅局限于就业率这一数据本身，通常与一系列相关的指标结合 

起来进行统计，如就业途径、层次、环境、质量以及工作薪酬等，这就使就业的统计体系不仅能反映 

单纯的就业数量，更能反映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质量。与此相比，我国毕业生就业统计的指标相对单 
一

， 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评估中仅有就业率一项指标，近年来又增加了待就业率，尽管有些 

高校又增加了签约率、应聘率、灵活就业率等指标，但总体来看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化指标，尤其 

缺乏工作满意度、稳定性和薪酬等能体现就业质量的指标，而简单的数据对比根本无法判断真实情 

况，这就弱化了就业统计应有的指导作用。对此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在指标体系上树立就业数量与 

就业质量并重的理念，按专业、性别、年龄等与就业层次、专业相关性、工资薪酬和工作满意度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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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指标交叉形成一个完整的多维度统计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估，这样才有利于综合反映高校的教学质量 

和就业质量，为国家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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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地域；③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和林场 

等特殊区域。城乡划分标准的变更对近十年城镇人口增加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有待深入的研究。总 

之，人口迁移流动是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纵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人口流动已成为人口普查的重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十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愈发活跃 ，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已经对我国的人口地区分布和城乡分 

布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人口向东部地区、沿海发达省份和三大城市群流动和集中的趋势越发明显； 

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是我国快速城镇化最主要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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