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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分析及路径选择 

黄新珍 

[摘要] 文章从分析湖北省严峻的就业形势及大学毕业生就业特点出发，阐述了湖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的不足，即政策缺乏针对性、对企业及毕业生吸引力不够、对困难家庭毕业生扶助效果不明显等，提出进一步开

发基层就业岗位、制定鼓励企业吸纳毕业生的政策、强化就业领域的宏观调控、调整高校专业招生结构等五项对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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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为中部欠发达省份，亦是教育大省，高校共75 所。大部分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沿海发达省市就业，暂时留在湖北省就

业的一些毕业生后来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工资太低、升职发展环境欠佳而离开。湖北的教育投入与教育社会效益不成正比，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除了湖北经济基础薄弱、第三产业落后等客观因素外，还包括政策缺乏针对性，实施难度大、未结合各地

方实际需要等因素。 

一、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特点分析 

1． 本科生就业率降低，考研通过率提高，整体就业持平。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应届毕业生就

业问题比以往年份更为突出。仅以2008 年度为例，武汉地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滑至67． 53% ，同比下降6． 59% ，为2000 年

以来的新低。考研率破历史记录，达到21． 54%。 

2． 就业地点趋向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本地就业率低于发达地区。近年来，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到深圳就业的人数大幅

上升，到北京、广州的略有升温，到上海的持平。2008 年武汉地区毕业的大学生到深圳沿海省市就业达到5900 多人。从就业

城市类型来看，湖北省2008 届大学毕业生对就业地域的期望不是完全理性的。大学毕业生最愿意去的是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

最不愿意去的是区县。本地就业地区主要选择在武汉地区的人数占50%以上，远远高于到其他县市的就业率。 

3． 毕业生到企业就业的比率远高于到高校、医疗卫生单位的就业率。麦可思调查发现，2008 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到企业的

毕业生占到了84%；到高校、医疗卫生单位的就业率持续下滑。民营和个体企业也是湖北省2008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雇主

类型，雇用了37%的本科毕业生以及67%的高职高专毕业生。湖北省2008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雇主规模首先是300 人以下，

其次是3001 人以上；进入雇主规模300 人以下的企业本科毕业生占到47%，高职高专毕业生为61%。广东民营和个体企业亦是广

东省2008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雇主类型，雇用了48% 的本科毕业生以及60%的高职高专毕业生。 

4． 不同专业就业差异大，农学专业就业率最高，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工商管理等专业就业率较低。湖北省2008届本

科各专业大类中，农学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为93%;法学( 82%) 相对较低。湖北省2008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失业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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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专业人数占了本科失业量的43． 0% ，其中有5 个专业同时也是2007 届大学毕业生失业最多的专业:法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工商管理。而广东省经济类专业是就业率最高的，经济学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高，达到93%。 

5． 湖北省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人数偏低。湖北省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人数仅占毕业生就业总人数的1． 41%，其中只有

0． 21% 的研究生、2． 76% 的本科生和0． 53% 的高职高专生选择自主创业。 

6． 家庭阶层差异影响毕业生就业。研究发现，来自不同家庭阶层的湖北省大学毕业生在高考录取分数、就读学校、就业

率、月平均收入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在就业数量上，来自退休人员家庭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处于弱势地位，其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低于来自其他高考分较低的家庭阶层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在就业质量上，来自农民工家庭的本科毕业生平均高考分相对

较高，而毕业半年后月平均收入相对较低。 

7． 湖北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对民营企业、对薪资福利满意度最低。湖北省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对雇主的总体满意程度与全

国相比低3 个百分点，为67%。从雇主规模来看，在湖北就业的本科毕业生对规模在3001 人以上的雇主满意度最高。从雇主类

型来看，“民营企业/ 个体”是湖北省2008 届大学毕业生最大的雇主，但本科毕业生对其满意度最低，仅为55%，远低于“中

外合资/ 外资/ 独资”79%的满意度。毕业生对民营企业满意度最低的是薪资福利。 

二、湖北省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分析 

湖北省政府有关部门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先后出台了多项应对措施，对保障毕业生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些政策效

果十分明显，比如: 直接给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鼓励毕业生到基层、社区从事各种社会性服务等等。但是，针对湖北省大学

毕业生就业的新特点，也有一些政策并未达到如期效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1． 湖北省就业政策概述。2009 年，湖北省教育厅印发《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公告》，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在税费

等方面提供以下政策及优惠: 

一是开发新的就业岗位，吸纳毕业生从事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这些岗位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基层服务，比如: 公务员招考

选调生、资教生等。2009 年，湖北招募4500 多名高校毕业生到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政策规定: 毕业生到

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公益性岗位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除薪酬或生活补贴外，还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参

加基层服务项目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享受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研究生招录加分及升学等政策，优秀大学生

士兵可直接提拔为干部。参加“三支一扶”( 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 的高校毕业生按月发放生活补贴，每

年另发400 元交通补贴；所在地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和基本医疗保险。参加“三支一扶”年度考核合格者，由省财政按每人

每年5000 元标准发给；具有两年以上基层经历的高校毕业生报考湖北省、市两级公务员，适当增加笔试分数，进入考核的，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参加服务基层项目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免费托管其户档关系。 

二是鼓励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积极招聘大学毕业生，建立国有企业人才储备制度，鼓励高校及科研单位吸收大学毕业生从

事教学辅导、科研辅导及学生工作。政策规定: 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参与项目研究期间，享

受劳务性费用和社保补贴，续聘或到其他岗位就业的，工龄和社保缴费年限按有关规定合并计算。鼓励科研项目聘用高校毕业

生，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要积极聘用优秀毕业生参与研究。 

三是建立专项帮扶资金，资助特困家庭毕业生顺利就业。根据湖北省教育厅要求，按照5 － 10 万元的标准，陆续设立“家

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专项资金”，重点关注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机关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

作人员时免收其报名费。对到乡镇及农村申请登记从事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的个人独资企业或普通合伙企业的特困毕业生，

免收登记费用。参加职业培训者按每人每月150 元给予生活补助。对其中自主创业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后的特困毕业生，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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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2009 年全省已资助1． 5 万名特困家庭毕业生顺利就业。 

四是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财税、金融支持。湖北省为高校毕业生创业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注册登记优惠、金

融贷款优惠、税费减免优惠和创业补贴优惠。 

五是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民营和个体企业是湖北省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雇主类型，湖北省为此制

定了鼓励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的政策，规定对吸纳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由政府给予一次性补贴或

贷款贴息。毕业生到企业就职，取消落户限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企业招用普通高校专科以上

毕业生，省内城市取消落户限制。 

2． 湖北省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公共政策分析。湖北省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选择上运用了多种政策，从具体类型来看， 湖

北大学生就业政策包括市场规制政策、就业准入政策、招考录用政策、权利维护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创业扶持政策、社会保

障政策、派遣接收政策、指导服务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等。各项政策实施效果不一，政策操作难易度存在较大差异。 

( 1 ) 招录高校毕业生门槛相对高职高专学生过高，导致该类毕业生无法公平竞争。湖北省规定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岗位

的招考条件必须是本科毕业生，专科生排除在外。招考录用高素质的毕业生就业对扩充基层服务队伍，提高人员素质十分必要，

但将所有高职高专学生排除在外，完全丧失竞争机会显然有失公平。 

( 2 ) 政府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应大力开发企业接纳毕业生。从以上相关省份就业情况对比发现，制造业是大学生

就业最多的行业。湖北省制造业就业率不仅低于发达地区，还低于四川省和河南省。与北京市的就业行业相似，文化体育业居

多。而且，湖北省大学生就业大部分选择武汉等城市，在县市就业的人数极低。 

( 3 ) 对企业招录毕业生监管不力，毕业生各种保障难以落实。湖北省各类企业是毕业生就业最多的部门，但据麦可思调

查发现，湖北省毕业生就业的企业多为私企，规模不大。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低。在私企就业的毕业生工资及福利难以保障。 

( 4 ) 缺少对贫困家庭的毕业生有效的就业扶助。政策中提出对贫困生建立专项就业资金，但对资金的具体用途未作具体

说明，提出对困难家庭的毕业生免收各种报名费和登记费等等，作用不大。贫困生就业缺少的不仅是就业所需资金，更缺少的

是机会和就业信息。政府在面向毕业生提供的各种就业岗位应该完全竞争，招聘时减少社会关系因素的影响。招聘的岗位完全

择优录取，规范招聘程序和规则。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指导监督各类学校、事业单位招考录用大学生。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进行，为贫困生提供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 

( 5 ) 湖北省虽然对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较多的税收、金融政策优惠，但对促进就业效果不明显。湖北省地处中部地区，经

济还不够发达，适合大学生创业的环境尚不成熟，毕业生创业比率较低，成功率更低。政府每年用于扶持大学生创业的资金不

少，但难以发挥作用。选择创业的大学生大都家庭经济实力较强，资金不成问题。少数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困难不得不选择创

业，政府的资金优惠对创业者杯水车薪。所以，政府创业政策虽多，但对解决就业效果不明显。 

三、促进湖北省大学生就业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进一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思路是:以湖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区为着力点，支持各类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聘

用高校毕业生；继续开发政府基层管理服务岗位;建立更加有效的扶助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就业机制，重视对政策的监督落实。 

湖北省积极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公共政策应选择以下基本路径: 完善政策体系———引导就业观念和流向———继续开

发基层服务管理岗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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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继续发挥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目前，湖北省相继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尤其是政府开发的大量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岗位，对缓解就业难起到了重要作

用。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经验，要求各地区按生源的一定比例提供就业岗位，比如1 / 3。 

2． 继续大力扶持自主创业，重点加强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和指导工作。针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扶持范围较窄、

力度不足的问题，应建立高校毕业生创业服务体系和服务平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指导，强化创业培训，为高校毕业生创

业提供智力支持。 

3． 强化就业领域的宏观调控，引导就业观念，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就业压力。湖北省高校毕业生本地就业主要选择省会及

副省级城市，而不愿去其家乡和中等城市，政府必须引导毕业生对就业地域进行理性选择。要重视对地区发展差别引起高校毕

业生就业差别的调控，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扶持政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 

4． 发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科技企业集中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作用。政府应该发展地方经济，大力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吸引外资落户湖北，引进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改善投资环境。 

与发达地区相比，湖北省私营企业在吸纳毕业生比例上还有很大空间。广东省私营企业吸纳的本科生比率为48% ，高于湖

北省37%的比例，湖北省私营企业整体规模不大，水平不高，也需要通过招用高校毕业生来提高职工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升企

业竞争力。 

5． 按照市场需求，调整高校专业招生结构。各高校在专业设置上要按照市场需求确定，对于就业难的专业，加强招生调

控和就业前的培训和引导，调控那些连续造成较大失业量的专业招生结构，并适当调整一些专业的在校生规模，可以较快地改

善总体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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