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导航   

点击下列标题即可选读 

22001111 年年就就业业蓝蓝皮皮书书发发布布      

2011 年 6 月 9 日，由麦可思研究院（MyCOS Institute）

独家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的 2011 年就业蓝

皮书《2011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此次蓝皮书

发布得到了诸多教育专家、学者、关心高等教育和大学生发

展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他们都对 2011 年就业蓝皮书给

予了高度评价。 

【简  介】 

《2011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是自 2009 年以来的第

三次年度报告。就业蓝皮书首度出版以来，受到政府、高校

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一份基于科学的数据调查来研究

高等教育的权威报告。报告通过对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就业

质量、就业流向、能力与知识的满足程度、为读研所做的本

科学术准备的分析，来反映社会需求与就业质量。就业质量

是大学生培养质量的最主要的社会评价指标。 

2011 年就业蓝皮书基于麦可思公司对 2010 届大学毕业

生半年后的抽样调查以及对 2007 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后的抽

样跟踪调查研究撰写。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调查抽样达

到 46 万余人，回收问卷约 22.7 万份；大学生毕业三年后职

业发展调查对象为曾经在其毕业半年后参与过调查的 2007

届毕业生群体（回收问卷约 20.3 万份），本次调查为该答题

群体三年后的连续跟踪调查，回收问卷约 10.95 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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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年度报告共分为三个子报告：“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大

学毕业生中期职业发展报告”和专题研究“高等教育人口流动分析”。其中，

“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是对全国层面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需求与

就业质量的分析。就业率、薪资、专业对口率、职业期待吻合度、毕业半年

内离职率、毕业生满意度是主要的分析指标。“大学毕业生中期职业发展报

告”是本年度报告的全新部分，是基于对 2007 届大学毕业生的半年后和三

年后两次跟踪调查而得。“高等教育人口流动分析”分析了各地区的应届大

学毕业生吸引力、大学教育引起的区域性人才流动、家庭的职业阶层上升和

“北上广”地区的流动。本刊将连续三期为您介绍 2011 年就业蓝皮书的主

要发现，本期为第一部分。 

2011 就业蓝皮书主要发现   之一：  

2010 届大学毕业生 

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就业率和月收入持续上升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09 届和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

率连续两届呈现上升，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增长趋势更为明

显。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全国总体就业率为 89.6%，比 2009 届全国

总体（86.6%）上升了 3 个百分点，比 2008 届全国总体（85.5%）上升了

4.1 个百分点，高于金融危机前 2007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87.5%）

约 2 个百分点。可见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其中本科院校 2010 届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1.2%，比 2009 届（88.0%）

上升了 3.2 个百分点；高职高专院校 2010 届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88.1%）

比 2009 届（85.2%）上升了 2.9 个百分点。 

 

1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就业率   毕业生的就业

率=已就业毕业生数/需就

业的毕业生数；需要注意

的是，按劳动经济学的就

业率定义，已就业人数和

需就业人数均不包括国内

外读研人数或专转本人

数；政府教育机构统计的

就业率通常包括国内外读

研人数或专转本人数，也

就是本报告中“211”院

校的非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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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8~2010 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变化趋势 

绝大多数专业门类的 2010 届毕业半年后就业率均比 2009 届有明显上

升。2010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工学（93.3%），最

低的是法学（86.7%）；高职高专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材料

与能源大类（92.9%），最低的是法律大类（79.1%）。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显示，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 2009 届、2010

届连续两届呈现增长，2010 届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的增长尤为明显。全国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2479 元）比 2009 届（2130 元）增长

了 349 元，其中本科毕业生 2010 届（2815 元）比 2009 届（2369 元）增

长了 446 元，高职高专毕业生 2010 届（2142 元）比 2009 届（1890 元）

增长了 252 元。“211”院校 2010 届月收入增长了 649 元，增长最为显著。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与薪资的上升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旺盛相关。同

时，物价上涨导致薪资期待的升高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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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8~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变化趋势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月收入   是指工资、奖

金、业绩提成、现金福利

补贴等所有的现金收入。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就

业率与薪资的上升与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旺

盛相关。同时，物价

上涨导致薪资期待的

升高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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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 

“红黄绿牌”本科和高职高专专业名单出炉 

2011 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

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

语、国际经济与贸易。2011 年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临床医学、

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汉语言文

学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以上专业与 2010 年的红牌专业基本

相同，表明就业不好的专业具有持续性，这些专业失业量较大、就业率低，

且薪资较低。部分红牌专业是供大于求造成的；部分红牌专业如计算机类是

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的要求造成的，一方面应届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岗

位，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 

2011 年本科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审计学。2011 年高职高专就业绿

牌发展专业包括：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以上

专业与 2010 年的绿牌专业基本相同，这些专业的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

高。 

临床医学和法律事务“领衔” 

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专业 

美术学、音乐学为 2010 届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专业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为

临床医学（30.7%），其次为法律事务（19.2%）。医学和法律类专业对应的

医生和律师等职业的学历门槛较高，通常要求从业者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和

知识水平，并通过执业资格考试。刚毕业的高职高专毕业生要达到这些要求

还很困难。同时，高职高专的医学类毕业生更多是面向基层，而与部分高职

高专医学类毕业生的就业期待地区可能不符合。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

美术学（15.6%），其次为音乐学（15.0%）。这与这两个专业的供应高于、

超前于社会需求有关。 

3 

2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红牌专业   失业量较

大，就业率较低，且薪资

较低的专业中的前 10 个

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

业。 

绿牌专业   薪资、就业

率持续走高，且失业量较

低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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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届本科毕业人数最多的 100 位专业中失业率最高的 10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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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人数最多的 100位专业中失业率最高的 10个专业 

本科经济学专业门类毕业半年后、三年后月收入均为最高 

高职高专：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土建大类分列半年后、三年后 

最高月收入专业门类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本科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

入最高的是经济学，其月收入为 3023 元；其次是工学（2953 元）；最低的

是教育学（2491 元）。高职高专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其月收入为 2586 元；其次为材料与能源大类（2432

元），最低的是医药卫生大类（1713 元）。 

2007 届本科专业门类中毕业生毕业三年后月收入最高的也是经济学，

为 6164 元，高于该专业门类半年后月收入（2934 元）3230 元。其三年后

月收入涨幅也在各专业门类中居首位。三年后月收入最低的历史学（3920

4 

医学和法律类专业对

应的职业学历门槛较

高，刚毕业的高职高

专毕业生要达到这些

要求还很困难。同时，

高职高专的医学类毕

业生更多是面向基

层，而与部分高职高

专医学类毕业生的就

业期待地区可能不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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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三年内涨幅仅为 1947 元。高职高专专业门类中三年后月收入最高的

是土建大类，其三年后月收入为 4058 元，涨幅最大，高于半年后月收入（1949

元）2109 元。月收入最低的是医药卫生大类，三年后月收入为 2914 元，其

三年内涨幅（1428 元）也是最小。 

2010 届本科、高职高专毕业生专业对口率有所上升 

历史学、法律大类分列 2010 届本科、高职高专毕业生 

专业对口率最低的专业门类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为 69%，高

职高专为 59%，均比 2009 届上升了 2 个百分点，但仍然低于 2008 届（本

科 71%，高职高专 61%）。 

2010 届本科专业门类中，专业对口率最高的是医学（88%），其次是工

学（75%），最低的为历史学（47%）。而高职高专对口率最高的专业门类为

材料与能源大类（86%），其次是土建大类（81%），最低的为法律大类（33%）。 

六成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认为目前工作不符合职业期待 

34%毕业半年内就有离职经历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大学毕业生中，有 60%的人认为目前

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其中本科这一比例为 56%，高职高专为

63%。在认为工作与职业期待不吻合的 2010 届大学毕业生中，有 36%的人

认为目前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还有 22%的人认为目前工作不符

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2010 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 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为

24%（“211”院校为 16%，非“211”本科院校为 26%），高职高专为 44%。

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可能是造成毕业生离职的主要原因。 

 

 

 

6 

5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专业对口率   在“受雇

全职工作”中包含两类：

一类是有全职工作，与专

业有关；一类是有全职工

作，与专业无关。专业对

口率=有全职工作并且与

专业有关的大学毕业生

数/有全职工作（包括与

专业有关及无关）的大学

毕业生数。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离职率   2010 届大学

毕业生毕业半年内有多

大百分比有过离职的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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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届大学毕业生目前的工作与职业期待不吻合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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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内的离职率 

2010 届本科各专业门类中，农学的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最高，为 31%，

工学最低，为 18%；在高职高专各专业门类中，艺术设计传媒大类的毕业半

年内的离职率最高，为 54%，材料与能源大类最低，为 20%。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内的离职的人群中，有 98%发生过主动离职，

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30%）和薪资福利偏低（22%）。 

需要注意的是，频繁离职并不利于毕业生以后的职业发展。2011 年就

业蓝皮书中显示，2007 届本科毕业生中毕业三年内一直为 1 个雇主工作的

毕业生月收入最高，为 5463 元。毕业三年内工作过的雇主数越多，其月收

入反而越低；为 5 个及以上雇主工作的本科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最低，仅为

4624 元。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月收入呈现同样的趋势，雇主数为 1 个的高职

高专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最高，为 3549 元；雇主数为 4 个的高职高专毕业

生三年后月收入最低，为 3245 元。 

 

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

业期待可能是造成毕

业生离职的主要原

因。但需要注意的是，

频繁离职并不利于毕

业生以后的职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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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7 届本科毕业生三年内工作过不同雇主数的人群月收入对比 

销售：2010 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比例最高的职业 

销售与营销：是最重要的知识，却满足度最低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是销售，就业比例为 12.0%，其后为财务/审计/税务/统计（9.6%）和金融（银

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8.8%）。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是销

售（15.3%）、财务/审计/税务/统计（11.3%）和行政/后勤（9.0%）。 

值得注意的是，2007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三年内转换过的职业类中，最

热门的是销售，有 17.1%的人转换职业后从事销售；高职高专毕业生转换职

业中最热门的职业类也是销售（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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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7 届本科毕业生三年内转换职业中最热门的前 10 位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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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7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三年内转换职业中最热门的前 10 位职业类 

2011 年就业蓝皮书中显示，2010 届大学毕业生最重要的核心知识是销

售与营销知识，然而毕业生在大学学到的销售与营销知识难以满足实际工作

需要，满足度为 78%，是各项核心知识中满足度最低的一项。 

2010 届大学生毕业时对基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 

均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 

优秀人才认为“有效的口头沟通”是大学生最重要工作能力 

2011 年就业蓝皮书发现，2010 届毕业生中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

高专毕业生，其毕业时对基本工作能力掌握的水平（本科 53%，高职高专

50%）均低于工作岗位要求的水平（本科 62%，高职高专 58%）。本科毕业

生的能力满足度和高职高专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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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8~2010 届大学毕业生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 

8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核心知识满足度    

离校时掌握的核心知识

水平满足社会初始岗位

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

比，100%为完全满足。

满足度计算公式分子是

离校时掌握的核心知识

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

核心知识水平。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工作能力的能力满足度  

离校时掌握的水平达到

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

求水平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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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8~2010 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要求达到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 

2010 届本科毕业生在理解交流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有效的口头沟通和积

极学习能力，而其满足度则均为 86%。科学思维能力中最重要的是科学分析

能力，其满足度为 86%。管理能力中最重要的是说服他人，其满足度为 78%。 

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在理解交流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有效的口头沟通

和积极学习能力，而其满足度则分别为 86%和 84%。科学思维能力中最重

要的是科学分析能力，其满足度为 86%。管理能力中最重要的是说服他人，

其满足度为 78%。 

2007 届大学毕业生工作三年后认为重要的工作能力包括有效的口头沟

通、积极学习、积极聆听、协调安排、科学分析。优秀人才认为，有效的口

头沟通是最重要的工作能力。因此加强沟通能力的培养可以帮助大学生未来

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人群认为创业最重要的基本工作能力前 3

位的是有效的口头沟通、谈判技能、判断与决策，其中判断与决策的满足

度最低。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人群认为创业最重要的知识前两位的是销

售与营销、消费者服务与个人服务，其中销售与营销的满足度最低。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上升， 

主要动机是自身创业理想 

创业起步资金八成来自亲友资助和个人储蓄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2.2%）

9 

优秀人才认为，有效

的口头沟通是最重要

的工作能力。因此加

强沟通能力的培养可

以帮助大学生未来有

更好的职业发展……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优秀人才   毕业三年内

晋升次数在 3 次及以上

的 2007 届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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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本科毕业生（0.9%）。中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连续两届略有上升，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达到了 1.5%，比 2009 届（1.2%）高 0.3

个百分点，比 2008 届（1.0%）高 0.5 个百分点。2010 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

业人数最集中的专业是艺术设计（6.2%），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人数最

集中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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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8~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变化趋势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者自己当老板的比例占首位，主要集中在

总经理和日常主管（本科 7.7%，高职高专 6.2%）。 

2010 届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在小学和中学教育行业（3.0%）、互联

网运营和网络搜索门户业（2.7%）。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在

服装零售业（3.6%）和建筑装修业（2.8%）。 

创业理想是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最重要的动力（本科 41%、高

职高专 42%），只有 7%的本科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创业，高职高专这

一比例为6%。加强创业意识的培养才是提升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有效途径。 

2010 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亲友和个人储蓄（本

科 80%，高职高专 82%），来自商业性风险投资（本科 4%，高职高专 1%）

和政府资助（本科 2%，高职高专 2%）的比例较小。因此有创业意愿但家

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大学毕业生并不容易实现创业梦想。政府资助的比例虽然

比 2009 届（1%）有所上升，但依然很低。 

2007 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有 1.2%的人（本科 0.7%，高职高专 1.6%）

自主创业，三年后有 4.9%的人自主创业（本科 2.8%，高职高专 6.9%），说

明有更多的毕业生在毕业一段时间后才开始自主创业。 

创业理想是2010届大

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最

重要的动力。有更多

的毕业生在毕业一段

时间后才开始自主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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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07 届本科毕业生仅有 36.4%的人三年后还在继续

自主创业，有 59.1%的人选择了全职工作，还有 2.7%处于无工作状态；半

年后自主创业的 2007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仅有 36.6%的人三年后还在继续自

主创业。 

2007 届本科毕业生三年后自主创业人群的月收入为 7717 元，高于同届

本科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5296 元）46%。2007 届高职高专三年后自主创

业人群月收入为 4790 元，高于同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三年后月收入（3480 元）

38%。 

2010 届大学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满意度均有较大提升 

毕业生认为大学专业教学最大问题是缺乏实践 

毕业三年后对母校校友服务最大的期待是使用母校图书馆和 

建立校友联系网 

2010 届本科院校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是 61%，高于 2009 届 10 个百

分点；高职高专院校为 51%，高于 2009 届 8 个百分点。各类型院校的校友

推荐度均比 2009 届有很大的提高。大学毕业生对母校的认同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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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9 届、2010 届大学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推荐度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大学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与

2009 届相比，总体上升 7 个百分点。其中本科院校校友满意度为 82%，高

于 2009 届 6 个百分点；高职高专院校校友满意度为 76%，高于 2009 届 8

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有所提高。 

10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校友推荐度  在同等分

数同类型学校条件下，

2010 届大学毕业生是否

愿意推荐母校给亲朋好

友去就读。推荐度计算公

式分子是回答愿意推荐

的人数，分母是回答愿意

推荐、不愿意推荐、不确

定的总人数。 

校友满意度  被调查的

2010 届大学毕业生给自

己所毕业的大学进行满

意度打分。选项有“非常

满意、很满意、满意、不

满意、很不满意、无法评

估”共 6 项，其中“满意、

很满意、非常满意”属于

满意的范围，“不满意”、

“很不满意”属于不满意

的范围，选择“无法评估”

的人群比例相对较小，所

以本报告中的满意度分

析集中在回答了“满意”

或“不满意”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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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届大学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实习和实践环

节不够（本科 50%，高职高专 46%）、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本科 20%，

高职高专 18%）；其中本科毕业生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

实习（85%），高职高专毕业生认为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技能相关实训

（69%）。对于已毕业三年的 2007 届大学毕业生来说，认为母校专业教学中

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的比例更高（本科 72%，高职 69%）。这一方面可能由

于几年前的大学专业教学中更加缺乏实践环节，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三年

后，更高的工作要求使得毕业生更多地发现到当初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的不

足。可见，加强教学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对学校教学

的最主要的要求。 

有 68%的 2007 届本科毕业生希望可以使用母校的图书馆系统，其他较

受本科毕业生欢迎的校友服务有建立校友联系网（61%），组织在本人所在

地的校友聚会活动（46%），组织在母校的校友聚会活动（如校庆活动）

（45%）。2007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三年后希望母校提供的校友服务类型前两

位是建立校友联系网（59%）和使用母校的图书馆系统（52%）。 

2007 届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都认为基础知识面的扩展

（本科 62%，高职高专 54%）、人生观的建立（本科 45%，高职高专 39%）

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本科 39%，高职高专 41%）是母校对事业和生活帮助

最大的前 3 位的活动。 

2010 届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度降低， 

月收入期待底线连续两届上升 

2010 届毕业生最主要成功求职渠道：本科与高职高专大不相同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 届大学毕业生求职成本（1057 元）相较

2009 届（1134 元）下降，但仍然高于 2008 届（998 元）的求职成本水平。

2010 届求职份数（8 份）也比 2009 届（9 份）有一定的下降，可以看出 2010

届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度降低。 

2010 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期待底线连续两届上升。2009 届大学毕业

生的月收入期待底线比 2008 届上升了约 600 元，2010 届这一上升趋势略有

缓和，但仍比 2009 届上升约 300 元。这个月收入期待变化可能与物价上涨

有关。 

11 

名名词词解解释释  

求职成本  是指大学毕

业求职活动的总花费（服

装、差旅、印制简历及其

他）。 

月收入期待底线  是指

大学生对自己毕业时第

一份工作能够接受的最

低月收入。 

毕业半年后和三年的

调查发现：大学毕业

生均认为母校专业教

学中实习和实践环节

不够的比例更高，可

见，加强教学培养与

社会需求的对接已经

成为大学毕业生对学

校教学的最主要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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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8~2010 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期待底线变化趋势 

2010 届本科毕业生最主要的求职成功渠道是通过本大学的招聘活动或

发布的招聘信息（32%）；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最主要的求职成功渠道是

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23%）。 

 

“211”院校留学比例上升，非“211”本科院校留学比例下降 

高职高专毕业生专转本比例最高的专业类为法律实务类、 

临床医学类 

2011 年就业蓝皮书指出， “211”院校 2010 届留学比例为 2.21%，比

2009 届（1.64%）上升 0.57 个百分点，相比其国内读研比例减少的情况，

可以看出，“211”院校毕业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有明显上升。非“211”本

科院校 2010 届的留学比例为 0.65%，比 2009 届略有降低。2010 届出国留

学的毕业生有近一半选择工商管理学作为研究生专业（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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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届大学毕业生的留学比例 

2010 届专转本比例最高的高职高专专业类是法律实务类（6.7%），其次

为临床医学类（6.0%）。2010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选择读本科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职业发展需要（32%）和就业前景好（29%）。 

《2011 年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 

【专家点评】 

査査建建中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理事会主持人 

（2011 年就业蓝皮书中有）很多重要的数据及分析，非常全面。特别

是连续三年的数据更能揭示规律性的问题。麦可思的调查和分析越来越深入

并成熟。这对彻底改变“不摸石头、或摸不到石头就过河”的中国高校缺乏

数据盲目决策、管理和行进的状态，无疑是根本性的举措，具有战略意义和

价值！开展对雇主和产业的调查相对比较困难，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配合。

这也是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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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姜嘉嘉乐乐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 

读罢《2011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不禁深为叹服。这是迄今为止

关于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大学毕业生中期职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人口

流动情况的视野最为宽广、资料最为翔实、分类最为精细的实证调查和定量

研究。王伯庆博士和他的精英团队所表现出来的远见、热情、毅力、科学精

神和专业才能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这份文献定能为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

教育决策、各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各行业的人才资源建设、大学生及其家

庭的专业和职业选择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 

王王辉辉耀耀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祝贺《2011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发布。该报告内容翔实，调查独

到，分析到位，用数据说话，对我国大学生教育与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建言

献策作用。 

 

洪洪成成文文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高等教育研究各有目的，有的是为了大学生，有的是为了高校管理者，

有的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还有的为用人单位提供服务。但麦可思的报告却

能让上述所有的被服务方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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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截至发刊，在搜索引擎中键入“2011 年就业蓝皮书”，Google 显示

有 1,010,000 条报道，百度网页有 959,000 条报道。6 月 9 日当天，《2011

年就业蓝皮书》正式发布，各大门户网站推出专题，直接点击以下网站名可查

看蓝皮书发布专题。 

 

中国教育在线专题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专题 

网易教育专题 

新浪教育专题 

腾讯教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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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reer.eol.cn/html/c/2011lanpishu/index.shtml
http://www.jingpinke.com/news/focus/daily?uuid=1cb858ca-1307-1000-9567-f9bd00bff4d1
http://edu.163.com/special/2011daxueshengjiuyepaihangbang/
http://edu.163.com/special/2011daxueshengjiuyepaihangbang/
http://edu.qq.com/zt2011/2011j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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