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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探求知识失业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j匕京市用人市场进行问卷调查分

析，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短视行为是导致知识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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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hort-sighted Behavior in the Enterprises Impact on Knowledge

Unemployment：Based on survey of employers in Beij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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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d the seated reason for the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economy．Through analyz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employers in Beijing labor market．We find that

the short—sighted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n market economy is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for knowledge

unemployment．This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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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企职工下岗、返乡农民工失业之后，

我国的就业市场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即知

识失业。知识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

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

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在我国主要

表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随着近两年毕业大

学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大学生一次就业率的

逐年下降，大学生失业已经越来越引起有关部

门的关注。以大学生失业为主要表现的知识失

业不仅是对个人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失

业者及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j，不

仅如此，知识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比国企下岗

职工、返乡失业的农民工更为深远，更容易引

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找出知识失业现象

的深层次原因，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是十分

必要和迫切的。

一、社会上关于知识失业现象的解释

目前关于我国知识失业的解释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①从政府的角度分析，认为高

等教育扩招政策是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

主要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本

身对知识性人才的需求量远没有那么大，因此

导致大量知识性人才失业¨1。②从高校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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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认为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是导致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我国对知

识性人才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但是高校的培养

方案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以至于造成人才市

场的结构性失业H’。③从知识失业主体的角

度分析，认为失业者本身(主要指大学生)

不能顺应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期

望值，以至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如

果失业者肯降低门槛、降低身份和薪金，或者

去二线城市，就业仍然是不成问题的”1。

对于以上的几种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赞

同。首先，我国人力资源总体水平不高，不但

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①。中

国对高水平的知识性人才的需求不是过多而是

过少。只是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导致大学生的供

给速度增长过快，快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

整速度，以至于造成结构性的失衡。

其次，造成知识性人才结构性失衡的主要

责任不在高校，高校专业的确存在不合理的现

象，但这不能作为解释大量知识性人才失业的

原因，因为高校的专业设置是根据当时的市场

情况进行调整，而人才的供给却是在3—4年

以后，即使设置的专业完全符合当时市场的要

求，4年后也很难跟得上市场形势的变化。供

给和需求要达到平衡需要一个很长的调整时

间，如果我们把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看做是某种

专业人才的生产，那么它属于一种生产周期较

长的商品。如图1所示，在某专业的人才供给

数量为Q．的水平下，市场对某专业的人才出

现了供给缺口，与此相对应的P，的工资水平

必然吸引人们对该专业的培训投入，高校或培

训机构则相应增加对该专业的招生和培训数

量，经过一个生产周期(3年或者更长的时

间)，新生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此时需求方

愿意为该专业的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率已经降到

P：水平，市场出现了供给过剩的状况，而这

种状况的改变需要等到下一个生产周期结束。

至于最终能否达到供需均衡的结果，则取决于

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斜率的对比。另一方面，

即使高校设置的专业与市场需求完全吻合，也

不可能达到用人单位的“拿来就用”的标准。

因为普通高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大学生对知识

的学习和应用能力，而不是单纯掌握知识的多

少，那无异于培养僵化的操作性工人。例如学

生在大学期间学习的程序设计语言是Basic，

但在他们进入工作岗位时社会上普遍使用C

语言。如果当初招聘单位本着“拿来就用”

的标准，那么现在活跃于各领域的很多骨干人

才当初都是不合乎标准的。

图1 某专业人才供需曲线

再次，从求职者本身找原因看似合理，符合市

场供需的原则，然而这其中却存在很多难以掌

控的因素，因为求职者本身的选择属于个人行

为，政府只能做一些指导性工作。选择一个能

让人充分发挥潜能的职务、较高的薪金、发达

的城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人都有这样

的权力，我们无法改变求职者整体上的选择偏

好，只能通过市场本身进行调节。另一方面，

让一个经过10多年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一个

几乎不需要培训就能从事的工作，如果是一个

群体现象那么这将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对

大学生本人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本文试图从市

场经济本身探求知识失业的深层次原因。

二、短视行为对知识失业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用人单位存在一

定的短视行为，即追求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

而不是企业长期的稳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需求方在招聘员工时更看重员工能否立即给企

业带来收益，对于企业的长期人才储备并不看

重，在招聘人才时经常会出现一系列的就业歧

视现象，如性别、年龄、经验歧视等等。这对

于那些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力而缺乏实际工作经

验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为了弄清

楚在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是否存在短视行为，

哪类企业更容易出现短视行为，短视行为对大

学生就业的影响有多大，本文采取简单随机抽

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含

①200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
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6％，美国为60％，日本、韩国为
30％，印度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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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资、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共83家企业进

行问卷调查，实得问卷74份，其中有效问卷

67份，在被调查的单位中，国有企业17家

(其中大型国有企业6家)，外资企业19家，

民营企业31家，问卷调查的截止日期是2008

年11月30日。

1．用人单位是否存在短视行为

在被调查的单位中，当问及每年招聘的应

届毕业生占全年招聘计划的比例时，三类企业

的选择有明显的倾向性(见表1)。选择招聘

应届生占全年招聘计划50％以上的国有企业

只有3．1％，外资企业稍微高些，达到12％左

右，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选择10％以下的应届

毕业生招聘计划。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招聘应

届生的比例在30％一50％之间，还有相当一

部分选择招聘应届生的比例在10％一30％之

间。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

在招聘员工时不会考虑应届生，或者招聘数量

很少，而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每年却愿意招聘

相当比例的应届毕业生。

表1 企业招聘应届毕业生占每年全部

招聘计划的百分比

在调查企业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优先考虑

的因素时，三类企业也表现出不同的差异。通

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选择应届毕

业生时对3个因素的偏好从强到弱依次是学历

与毕业院校、专业和工作与实习经历，而民营

企业则与国有企业恰好相反，对专业和工作与

实习经历更为看重一些，外资企业对毕业生的

学历与毕业院校表现出较强的偏好，对工作与

实习经历不太看重。尽管学历与毕业院校不能

完全作为评判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但对于用

人单位来讲学历与毕业院校仍然是衡量个人能

力的最简便快捷的标准，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

为某种潜能而不是技能。而专业和工作与实习

经历则更多的是某种技能的体现。因此从调查

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最

为看重的是毕业生的潜在能力，这点外资企业

尤其显著。而民营企业则更多地偏好对某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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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需求，这和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有工作

经验的人员而不是应届毕业生的情况吻合。

表2企业招聘应届毕业生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在调查企业是否愿意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岗

前培训或实习时，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和外资

企业都愿意提供，而约69．3％的民营企业不

愿提供岗前培训或实习的机会，只有不到

22％的民营企业愿意提供(见表3)。而当问

到企业招聘到大学毕业生以后，愿意为其提供

多长时间的免费培训或实习期时，三类不同的

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见表4)。大多数

国有企业倾向于提供3个月左右的培训，有少

部分愿意提供半年的培训；外资企业更倾向于

1周或1个月的培训，少数愿意提供3个月的

培训，但都不愿意提供6个月的培训。而民营

企业绝大部分只愿意提供为期l周的培训。
表3企业对毕业生进行岗前培训或实习的意向％

表4企业愿意提供免费培训或实习的时间 ％

以上的调查分析说明，北京市劳动就业市

场中的企业的确存在短视行为，短视行为主要

存在于民营企业中，主要表现为经验歧视。

2．短视行为存在的原因分析

短视行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盲

目追求利润是分不开的。首先，很多企业尤其

是民营企业往往缺乏长远规划、目标和成熟的

人才机制，一些企业在发展的初期，资金、市

场、人员都很紧缺，为了使企业能够获得维持

和发展的机会，当务之急考虑的是如何尽快盈

利，因此很多民营企业在招聘员工时要求能够

立刻带来经济效益，对没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根本不予考虑。其次，现在不少单位是短期的

项目公司，如房地产公司、软件开发公司，一

个项目开始时招聘员工，项目结束就将人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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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整个项目期间短的3—5个月，长的1～2

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单位都不会考虑招聘大

学毕业生，而是需要能直接上岗的具有丰富工

作经验的人员。再次，企业招聘大学生往往会

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生

在经过一定的培训，以及1—2年的在岗学习

(干中学)后，很快成为既具备一定经验又有

一定理沦功底的人才，此时如果企业缺乏一定

的规模与实力，不能给大学生带来长期发展的

机会和优厚稳定的待遇，就有可能面临人才的

流失。长此以往，企业就几乎成为大学生的实

习和职业培训“基地”，不要说发展，连短期

收益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市场中不占优势的民

营企业不愿招聘大学毕业生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规模与实力较强的国企和外资企业原本就是

大学生们争相向往的地方，由于风险相对较

低，也就愿意招聘优秀的大学生，并进行一定

的培训，为本公司日后的长久发展进行人才储

备。至于那些尽管效益不是很好、规模也不是

很大的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仍然保留着计划

经济时代的作风，在招聘人才时不太计较成

本，同时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很难留得住人

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国有企业“锻炼”

多年的大学生很容易被高工资、高福利吸引到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很快成为工作的骨

干。这同时也是某些国有企业效益不好的原因

之一。

企业的这种短视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首先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说，由于用人单位的短

视，很多具备很强实力的优秀大学生不能得到

发展的机会，并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心理和经济

上的压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存在这种短视行为

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更大，因为民营企业和广

大中小企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①。其次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由于企业的短视，不少企

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着人才危机，民营企业

往往是凭借“高薪引才”，而不注重人才的储

备、人才后劲的积蓄。民营企业在用人方面的

短视直接导致了民企的信任危机，更缺乏国企

所拥有的向心力和归属感。在竞争激烈的知识

经济时代，如果不能解决人才的核心问题，民

营企业将很难获得长久的发展。再次，从社会

角度来说，由于企业的短视行为，导致很多人

才无法获得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这对社会

来讲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会造成知识的贬值，

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人力资源水平。

三、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

业过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不注重长期发展

规划，忽视人才的长期储备，导致相当一部分

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只愿招聘有工作经验的熟

练劳动力，而不愿招聘缺乏经验的大学生是知

识失业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加大我国的职业化

教育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本文

提出建议如下。

首先，提高我国职业教育水平，扩大职业

教育范围。不仅在普通高等教育以外设置职业

教育，以满足青年人才的培养需要，同时在普

通高等教育阶段也要加入职业培训和实践培训

方面的教育；其次，政府在政策上应该对企业

的招聘进行指导，例如规定各类企业在年度的

招聘计划中对应届大学生的招聘最低比例，并

对那些招聘大学生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政

策或税收上的优惠，以此鼓励广大民营企业或

中小企业加大对大学生的招聘；再次，政府帮

助普通高校建立实习基地，进行统一的实践培

训，以弥补大学教育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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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表明，大学生的主要雇主是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本科毕业生
就业人数的36．2％和高职、专科毕业生就业人数的57．1％都受雇于民营企业，占中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总数的40．2％。
另外，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单位的主力军，300人以下的企业雇用了48％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其中包括本科毕业生的40％．高职、专科毕业生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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