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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治
、

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

高校毕业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

双向选择
、

自

主择业已成为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方式
。

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既为毕业生拓宽了就业

渠道
,

提供良好的成才机遇
,

也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和毕业生如何正确择业提出了严峻挑

战
。

一
、 “
统包统配

”
分配制度的利弊分析

我国统包统配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
,

是在建国初期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

这种分配制

度的主要办法是
:

先由计划部门统一下达分配计划
,

再由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制订统一调配计

划
,

然后由用人单位的各大系统统一制订分配方案
,

最后由学校统一制订派遣计划
。

这一政策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行之有效的
,

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

但是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社会结构
、

组织结构
、

生产结构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

社会对人才需要的

数量和专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

这种分配方式的弊端 已越来越明显
。

( l) 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

在统包统配的制度下
,

大学生普遍存在着
“

进了学校门
,

就是国家人
” ,

上了大学就等于成 了
“

准国家干部
” ,

就端上了
“

铁饭碗
” ,

进了
“

保险箱
”
的思想

。

这就使学生在学习上既无压力又无动力
,

在一部分学生中就出现了得过且过
,

混文凭
、 “
六十分

万岁
”
等不思进取的思想和观念

。

同时这种分配方式还会挫伤一些优秀毕业生的学习积极性
。

因为学校分配 时
,

对学生的来源
、

家庭困难
,

是否容易做工作等考虑较多
,

而对学生的学 习好

坏
、

表现优劣
、

发展前景等考虑极少
,

即使有所考虑
,

学校也力不从心
,

难以做到优生优配
。

(2 )学校
、

用人单位缺乏输送人才
、

使用人才的自主性
。

由于国家对高校包得太多
,

计划统

得过死
,

使得输送人才的学校和需要人才的用人单位都处在被动的地位
,

都在被动地等待上级

计划和调配部门的意见
。

而负责毕业生分配的主管部门 在制订分配计划时
,

又存在一定的主

观随意性
,

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毕业生的实际情况
,

不太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的专业
、

规

格和轻重缓急
,

分配渠道不畅通
。

学校根据下达的计划派遣人
,

用人单位根据下达的计划接受

人
,

输送与接受双方都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
。

用人单位是否需要这样的毕业生
,

毕业生是否适

合分配这一单位
,

是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等问题都难以解决
。

( 3) 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开发
、

利用
。

统包统配造成了不少毕业生专业不对 口
,

难以达到人尽

其才
、

学以致用的目的
。

这一方面表现在用人单位抱着
“

不要白不要
”
的思想

,

盲 目地接受毕业

生
,

人为地造成人才积压 ; 另一方面
,

有些用人单位不够尊重人才
、

爱惜人才
,

随心所欲地安排

毕业生
,

使得毕业生专业不对 口或难以发挥特长这样就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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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双向选择

”

就业制度的现状及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

我国改革
、

开放的不断深入
,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

弊端
,

特别是体制上的弊端 已 日渐 突出
。

1 9 8 8 年元月李鹏总理在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提出
:

“

在毕业生分配制度中
,

要为用人单位和学生创造一定范围内互相选择的机会
,

要逐步建立学

生选择职业
,

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
`

双向选择制度”
, 。

此后
,

国家教委在 中期改革方案中便提 出

了
,

进一步探索从
“

统包统配
”
过渡到

“

双向选择
”
的分配方法

。

自
“
双向选择

”

就业政策的出台以

来
,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

( 1 )
“
双 向选择

”

就业制度的确立
,

改变了过去传

统的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计划分配模式
,

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初步适应了我国经济体

制的转轨
。

( 2) 促使高等学校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

对于高等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

办学效益
,

引导
、

激励学生成才都产生了积极的压力
、

动力和活力
。

( 3) 使高等学校
、

用人单位自主意识增强
,

以

人才为中介
,

促进了高等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

大学生认

识自我
、

关心社会
、

适应社会的意识得到了增强
。

但是
,

由于政策不够配套
,

人才市场不够规范等原因
,

在
“

双向选择
”

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

的问题
。

( l) 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学校在毕业生就业中的主导作用降低
, “

统筹安排
,

合理使用
,

加强重点
,

面向基层
”

等基本原则和政策难以实现
,

毕业生流向上可控 因素日趋减少
。

(2 ) 由于

人才市场的不规范
,

公平竞争
、

择优录用的竞争原则未能充分体现
,

分配中的裙带关系
、

权钱交

易等社会不正之风
,

严重导致了毕业生的思想混乱
,

冲击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

( 3) 随着 自费

生的增多
,

双向选择
、

自主择业
、

自谋职业的推行
,

加之我们的教育
、

舆论宣传引导的滞后
,

使一

部分学生淡化了 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

认为交费上学上大学不再是国家培养而是个人努力的结

果
,

为社会服务
、

奉献的意识趋淡
。

(4 ) 人才市场上
,

择业
、

选才期望值
“
二头高

”
的势头有增无

减
。

一方面
,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学历层次
、

专业要求普遍提高
,

使一些低层次特别是专科层

次
、

长线专业的毕业生受到了冷落
。

另一方面
,

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效益
、

待遇
、

地理环境的要

求也普遍提高
,

使得基层特别是需要人才的艰苦行业
、

国家政策扶持企业
、

乡镇企业难以得到

急缺人才
。

( 5) 由于学生进入毕业阶段
,

忙于参加各类人才市场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关

键性的后期培养质量
。

三
、

完善
“
双向选择

”
就业制度的几点思考

( 1)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
,

要着力倡导公平
、

公开
、

竞争
、

择优的社会环境
。

规范人才市场的

行为
,

减少随意性较大的行政性政策
。

( 2 )
“

双向选择
”
就业制度的推行要与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用工制度改革
、

现代企业制

度改革
、

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同步进行
。

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

使人们逐步认识到
,

高等教育主

要是满足社会需求和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
,

淡化大学生过高的择业期望
。

( 3) 要妥善体现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

例如采取一些明显的政策导向性措施
,

鼓励人才向一

些急缺人才的行业
、

单位流动
。

(4 )要更加重视毕业生就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

学校尤其要加强学生人生观
、

价值观教育
,

引导他们认识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和正确的成才之路
,

培养他们的创业精神
,

敬业精

神
,

贡献精神
,

到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
,

到最能发挥 自己的专业特长和最易成才的地方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