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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研究生高质量就业体现在就业率均值高、方差低,即大多数年份保持在90%及以上,且不同学科

和个体特征之间就业率相对均衡。研究生主要在教育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就业,约90%从事高级技能职业,全

职工作薪酬达到中高收入水平。英国研究生高质量就业的维持得益于其构建了一个公平、高效、健康的就业

生态系统,包括:建立全面性与引领性的就业权益法律保障体系、形成高效且具创新性的教育与市场需求协

同机制、塑造灵活且稳定的外部环境适应型市场、构建系统且兼具差异性的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模式。学习

借鉴英国的经验,我国应积极推进就业信息公开,促进招就衔接;丰富学位类型体系,培育多元化人才;重塑

研究生就业观,提升可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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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2024
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就业

工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持续扩招,

2022年研究生毕业规模达到了86万人,有力推动

我国研究生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转

型期[2]。然而,随着研究生教育这一人才“蓄水池”
持续扩容,在“排水”阶段就业市场就极有可能经历

消涨期,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社会上正在发生的“研究

生就业难”问题。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助

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

增进民生福祉的根本。那么,当下我国研究生就业

问题应当如何纾解?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且亟待解决

的问题。
我国是典型的后发型国家,具有借鉴他国经验

的后发优势。英国和我国在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

以及面临内外部压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英国当前

已步入研究生教育后大众化阶段[2],全日制研究生

毕业规模从2018年的20.2万人以41.0%的增长

率扩张至2022年的28.5万人。然而英国在经受政

变与疫情的双重冲击后,仍然维持了研究生高质量

就业,因此其经验可以为我国促进研究生就业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当前,国内学者研究了英国大学生

就业能力培养[3-4]以及促进青年群体就业的政策保

障体系[5-6],较少针对英国研究生群体就业开展研

究,也有学者对英国研究生就业率进行了简要分析,
但年代较为久远且基础数据的分析有待充实[7]。从

现实出发,攻读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多为在职人士,所
以就业问题其实是聚焦在全日制研究生上,而以往

的就业相关研究中,多数是将二者合在一起探讨,缺
少针对性。本研究基于英国全日制研究生的就业数

据,分别从就业率和就业分布两个方面分析就业现

状,并深入挖掘英国研究生维持高质量就业的原因,
最后得出促进我国研究生就业的有益启示。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全国就业数据源于英国国家统计

局(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ONS),研究生就

业 数 据 来 自 英 国 高 等 教 育 统 计 局 (Higher
EducationStatisticsAgency,HESA)。HESA 自

20世纪90年代开展 “高等教育毕业生去向调查项

目 ”(Destinations of Leavers from Higher
Education,DLHE),每年在官方网站面向社会公开

发布毕业生就业去向。调查收集学生毕业离校6个

月后的相关信息,包括以学历等级、学科等为分类的

就业情况、工作领域等内容。需要说明的是,HESA
的就业数据依赖于毕业生的答复,因此本研究是基

于回收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分析时段为2017/
2018学年至2021/2022学年(即2018至2022年),
研究对象是英国(含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

兰)的全日制研究生(以下简称为英国研究生,含博

士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本研究样本描述具体如

表1所示。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分类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学位类型

学术型研究生(%) 15 13 13 11 11

授课型研究生(%) 72 76 78 75 78

研究生教育证书生(%) 13 11 9 14 11

生源地
本土研究生(%) 57 53 51 62 65

国际研究生(%) 43 47 49 38 35

合计
样本占比(%) 100 100 100 100 100

数量(份) 87,715 103,075 108,860 91,220 97,005

  HESA将毕业去向分为10类①,为使数据便于

观察分析,本研究对数据进行归类处理,由于“其他”
和“待业”去向的学生在未来大概率仍有就业需要,
因此除了这两种毕业去向,其余均视为“就业”,计入

“就业率”中。

三、英国研究生高质量就业现状

结合多学科视角,深入分析研究生就业政策的

成效,主要从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分布两个方面入

手,即(1)基于研究生总体、文理分科、个体特征观察

到的就业率;(2)研究生在各个行业、职业、薪酬水平

中的就业分布。
(一)就业率

1.研究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0%及以上高位

2018至2022年,英国研究生就业率表现较高

的稳定性,如图1所示,除了2020年,其余年份的就

业率均维持在90%及以上的高水平。相比之下,英
国全国劳动人口这五年的就业率维持在75%左右,
也就是说,应届研究生的就业率大约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15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尽管英国研究生就业

率在特定年份有所波动,但其整体就业表现仍然显

著优于全国劳动人口的平均水平。

图1 2018—2022年英国研究生和全国劳动人口就业率

2.不同学科和个体特征的研究生就业率差异

微小

(1)理科研究生就业率比文科更稳定

分不同学科类型来看,2018至2022年,理科

(Science)研究生的就业率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而

文科(Non-Science)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其就业率

峰值超过了理科生,但也有谷值低于理科生的情况。

具体而言,理科生在五年间的就业率,其中两年为

90%,另外三年为91%,极差为1%。而文科生的就

业率在2018年达到了92%的高点,经历了2020年

的88%低谷后,在2022年再次攀升至92%,极差为

4%。然而,从整体趋势来看,文科和理科生的就业

率大致持平,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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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2022年英国分文理研究生就业率

(2)不同个体特征的本土研究生就业率比国际

生高5到7个百分点

在2022年,不同性别的研究生就业率显示出细

微的差异(见表2)。女性本土研究生的就业率为

97%,略高于男性的96%。此外,其他性别群体的

就业率为93%。在年龄方面,21~24岁、25~29岁

和30岁及以上的本土研究生就业率均高达96%。
残疾情况数据显示,已知残疾的本土研究生就业率

为96%,略低于未知残疾的97%,表明残疾可能在

某种程度上影响就业率,但差异不大,反映出社会对

残疾研究生的包容性不断提高。种族维度上,白人

本土研究生的就业率为98%,而黑人、混血和亚洲

人的就业率分别为96%、96%和95%,其他种族的

就业率为94%。这种轻微的种族差异可能源于文

化背景、语言能力以及潜在的职业歧视。在性别方

面,女性本土研究生的就业率为97%,而国际研究

生为91%;男性分别为96%和90%。在其他类别

中,本土研究生的就业率同样高于国际研究生5到

7个百分点。
表2 2022年英国不同个体特征的研究生就业率(%)

分类 本土研究生 国际研究生

性别

女 97 91

男 96 90

其他 93 95

年龄

21~24岁 97 92

25~29岁 97 90

30岁及以上 96 91

残疾情况
已知残疾 96 91

未知残疾 97 91

种族

白人 98 —

黑人 96 —

亚洲人 95 —

混血 96 —

其他 94 —

  (二)就业分布

1.主要分布在教育等知识密集行业

根据2018年至2022年各产业吸纳英国研究生

就业的情况来看,在21个标准行业分类中②,按就

业行业领域占比从高到低排序,教育,人类健康与社

会科学,专业和科技活动,信息和通信以及公共行政

和国防、社会基本保障始终跻居前五(见图3)。凸

显了这些行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在推进行

业持续和创新发展过程中对研究生的依赖。

从2018年到2022年,教育行业的研究生总体

就业比例始终占比最高,这五年间,理科生在教育行

业的就业占比持续下降,从20%降至14%,文科则

始终在34%到43%的区间内波动,反映了劳动力市

场对教育教学人员的旺盛需求。人类健康与社会科

学、专业和科技活动、信息与通信这三个行业对理科

生吸引力较高,这与行业的技术驱动特性有关。

2018年,理科生在人类健康与社会科学行业的就业

比例为26%,而文科为4%,2022年分别上升至

28%和6%。从2018年到2022年,理科和文科在

专业和科技活动行业的就业比例分别维持在18%
和16%左右。五年间,信息和通信行业对理科毕业

生的需求略高于文科生,维持在7%左右,这与该行

业的技术性质相符。公共行政和国防、社会基本保

障行业对研究生的需求相对稳定,理科生在该行业

的就业比例在5%左右,而文科为8%。

2.约90%从事高级技能职业

2018年到2022年,英国研究生就业的职业分

布稳定,其中九成选择高级技能职业③,中级技能职

业和低级技能职业分别约占8%和4%,总体上呈倒

金字塔型(见表3)。数据表明,拥有研究生学位之

后,毕业生更愿意从事专业职业,发挥自身聪明才智

和学历优势,服务知识和技术密集的行业与岗位。

综合分析表明,研究生就业主要分布在高级技能职

业,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且英国劳动力市场对此类

人才仍有大量需求。考虑到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及

高层次人才定位,如牛津大学生物博士的培养目标

是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科学家”[8]、利兹大学对教育

学硕士的培养定位是“领头人”[9],研究生在就业时

较少选择中、低级技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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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8—2022年英国研究生就业前五行业

表3 2018—2022年英国研究生从事职业分布(%)

分类 职业细分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高级技能职业

专业职业 4 4 3 3 3

副专业技术职业 68 68 66 68 66

经理、董事和高级官员 17 17 17 17 19

中级技能职业

行政和秘书职业 4 4 4 4 4

护理、休闲和其他服务职业 1 1 1 1 1

技术行业职业 3 3 4 3 3

低级技能职业
销售和客户服务职业 2 2 3 2 2

工艺、设备和机器操作员 1 2 2 2 1

  3.全职工作薪酬达中高收入水平

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研究生毕业从事全职工

作半年后,年薪中位数在30000英镑到32999英镑

(约合人民币24.8万元到27.4万元)之间,而本科

层次毕业生仅为27000英镑到29999英镑(约合人

民币22.4万元到24.9万元)之间,即研究生比本科

毕业生高出3000英镑(约合人民币2.5万元),属于

中高收入群体(见图4)。这说明相较于本科,研究

生学历凸显了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因此研究生学

历往往与更高的薪酬回报相关联。同样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不同个体特征群体的年薪集中在24000英

镑到26999英镑阶段,但是仍然暴露了不同群体之

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性别和年龄群体之间,而
在残疾情况和种族方面差异不明显。从2022年数

据来看,男性研究生年薪中位数比女性高3000英

镑,25~29岁的研究生年薪中位数比21~24岁的

高3000英镑。

四、英国研究生高质量就业原因分析

英国研究生高质量就业原因主要分为四个部

分,分别是就业权益的法律保障、教育与市场需求的

对接、市场的外部环境适应,以及研究生的职业能力

培养(见图5)。其中,法律保障作为基础,直接支撑

就业实践;教育对接和市场适应分别作为内部机制

和外部环境,共同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态;而职业

能力培养则是研究生教育的精髓。四者相互依存,
共同构成了一个公平、高效、健康的就业生态系统。

(一)就业权益的法律保障:全面性与引领性

为了维护劳动者权益,英国早在20世纪50年

代就开始批准反歧视国际条约,如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在1951年颁布

的《同酬公约》(EqualRemunerationConvention),
“脱欧”前遵守欧盟《建立就业和职业平等待遇的一

般框 架 指 令》(A GeneralFrameworkfor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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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2年英国研究生薪酬分布

图5 英国研究生就业生态系统

TreatmentinEmploymentandOccupation),旨在

消除宗教信仰、残疾、年龄等方面造成的就业歧视。
英国政府同样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

体系,内容涉及整个雇佣环节,强调了性别、种族、年
龄等与生俱来的特征,2010年又以单一法案《平等

法》(EqualityAct)取代了以往的反歧视相关法律,
极大保障了弱势求职群体权益。最重要的是用人单

位的违法成本极高,一旦触犯相关法律,将面临巨额

罚款[10]。此外,英国劳动者享有一套最低就业权利

保障,包 括《最 低 工 资 法 案》(NationalMinimum
WageAct)、《工 作 时 间 条 例》(Working Time
Regulations)、《就 业 权 利 法 案》(Employment
RightsAct),分别赋予劳动者最低时薪10.42英镑

(约合人民币86.5元)、享有28天带薪休假、育儿休

假,以及要求灵活工作模式等权利。2024年又出新

法规,扩大了劳动者在弹性工作制、带薪与无薪假期

以及产假期间避免被解雇等方面的权利[11],维护了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与此同时,英

国政府为吸纳全球人才,从2021年开始,对来英深

造的研究生开放毕业生工作签证,提供硕士2年、博
士3年的留英工作的机会[12],为国际研究生提供留

英就业的选择,更是为英国科研注入创新活力。
不同研究生群体之间就业率的差异微小得益于

此。另外,不同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异可能是由政治、
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性别

差异可能与专业选择和社会化过程有关;种族差异

可能与文化适应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偏见有关。虽

然《平等法》明令禁止同工不同酬和性别歧视,但是

女性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仍会面临来自社会和文化方

面的固有偏见,不同性别在涉足行业上会有不同,而
且男性更青睐高回报的工作,女 性 则 不 然[13-14]。

25~29岁的研究生年薪中位数比21~24岁的高

3000英镑,归因于用人单位看重求职者的工作经验

和能力,年长一些的研究生往往拥有更多的工作经

历和更强的综合素质,这使得他们在求职市场上相

比年轻研究生更具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薪酬。调

查显示,持有毕业生签证的研究生中超过60%获得

了工作[15],所以不同群体的本土研究生就业率均高

于国际研究生,也可能是国际研究生学成回到生源

国之后的就业形势一般。
(二)教育与市场需求协同:高效性与创新性

为了更好地平衡高校人才输出和劳动力市场的

人才供求关系,以英国教育部、高等教育统计局、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协会在内的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

构每年都会对毕业生进行统计,包括毕业生规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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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就业情况等,例如,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The
UK Commission for Employment and Skills,
UKCES)发 布 的 报 告 《职 业 前 景 2014—2024》
(WorkingFutures2014to2024),全面分析劳动力

市场 现 状 和 未 来 趋 势,英 国 权 威 市 场 调 查 机 构

(HighFliersResearch)逐年发布《英国毕业生就业

市场报告》(TheUKGraduateCareersSurvey),通
过调查总结出紧缺职位、实习名额、应届生初始薪

酬,不仅为毕业生提供了宝贵的就业信息,而且有利

于基于劳动力市场人才饱和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预测人才需求。此外,英国研究生教育十分强调与

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如1996年发布的《迪尔英报告》
(TheDearingReport)要求高校培养满足社会发展

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强调政府、企业与高校积极互

动,使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致力于研究生教育

供给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双向互动,努力实现人才

供求的动态均衡。
英国研究生教育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研究生培养模式,依据实际发展需要丰富研究生学

位类型,专业发展与就业能力并重,以适应瞬息万变

的时代发展。在研究生教育层次,《英格兰、威尔士

和北爱尔兰高等教育资格框架》(TheFramework
forHigherEducationQualificationsinEngland,

WalesandNorthernIreland,FHEQ)将学位分为

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两级。1963年《罗宾斯报告》
(TheRobbinsReport)发布后,英国研究生教育转

向职业导向,旨在拓展人力资源与促进就业,硕士学

位涵 盖 授 课 型 硕 士 学 位(PostgraduateTaught,
PGT)和学术型硕士学位(PostgraduateResearch,
PGR)。此外,博士学位授予类型已经从传统哲学

博士(TheTraditionalPhD),演化发展出新路径博

士(New RoutePhD)、发表型哲学博士(PhDby
Publication)、专业博士(ProfessionalDoctorate)、实
践博士(Practice-basedDoctorate)等。英国研究生

教育注重能力素质与未来就业发展匹配,《研究人员

发展 声 明》(ResearcherDevelopmentStatement,

RDS)和 《研 究 人 员 发 展 框 架》(Researcher
DevelopmentFramework,RDF),明确列出研究人

员应当具备知识与智能(KnowledgeandIntellectual
Abilities)、个人效能(PersonalEffectiveness)、科研管

理与组织(ResearchGovernanceandOrganisation)、科
研协 作 和 科 研 影 响(Engagement,Influenceand
Impact)这四种能力,为人才培养提供了遵循,推动

了研究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并行发展。

(三)市场的外部环境适应:稳定性与灵活性

2019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2020年

英国正式“脱欧”,都为过度依赖金融和服务业的英

国经济带来混乱,连带造成国民就业问题。然而,研
究生就业呈现相对稳定趋势,可能原因是虽然疫情

期间用人单位削减招聘计划,但是“脱欧”降低了欧

盟劳动力来英求职的吸引力[16],恰好达成了英国研

究生劳动力供需相对平衡的状态,表现出较强的自

我适应性。与此同时,为了应对超预期事件对市场

的影响,英国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一方面在2019
年通过《工资补贴计划》(FurloughScheme),由政府

支付员工工资的80%,保障已就业的研究生不因就

业单位经济困难失业,另一方面在2020年通过《自
由职 业 收 入 补 助 计 划》(Self-EmployedIncome
SupportScheme,SEISS),为自由职业者提供最高

每月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1万元)的补贴,鼓励

研究生创业和灵活就业。
教育领域持续位居研究生就业吸纳榜首,而外

部环境的波动引发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进
而影响各行业对人才的吸纳。一方面,教育行业提

供的广阔专业成长前景、相对优渥的福利待遇构成

了对研究生群体的吸引力[17-18],从而促使他们选择

在教育机构中寻求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高等院校

在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的过程中,亟需吸纳具备研

究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博士对

于高校学术职位的偏好尤为显著[19]。此外,研究生

教育证书(PostgraduateCertificateinEducation,
PGCE)作为研究生教育层次的一部分,开设目标旨

在培养有志于从事教育行业的教学人员。然而,当
前教育行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这与

该行业对人才资质要求的逐步提升、工作量的增加

以及对教师职业尊重程度的降低、研究生毕业规模

持续增长但行业吸纳就业有限不无关系。研究生就

业趋势的变化是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环境变化的综

合反映,多因素交织影响使得研究生的就业趋势发

生了变化。疫情的蔓延加深了人们对卫生健康的重

视,政府对相关行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进一步扩大

了人才需求,其中,对文科生的需求增长可能与注重

人文情怀的社会工作、心理学等领域有关。
(四)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系统性与差异性

英国的职业生涯教育始于19世纪末期。1993
年发布了《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与科技策略》
(RealisingOurPotential:AStrategyforScience,
EngineeringandTechnology),鼓励大学开展可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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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技能或称软技能培训,以提高学生就业优势。
2002年出版的《科学、工程 与 技 术 的 成 功 之 路》
(SETforSuccess:TheSupplyofPeoplewith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andMathematicsSkills)指
出要为研究生提供促进未来职业发展的机会,受该

报告启发,英国政府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专项财

政资助,以支持研究生就业能力提升的相关培训项

目。2010 年,英 国 高 等 教 育 质 量 保 证 局 (The
QualityAssuranceAgencyforHigherEducation,

QAA)发布的《高等教育学术质量和标准保证实施

规定》(CodeofPracticefortheAssuranceofAcademic
QualityandStandardsinHigherEducation)明确指出

高校应当做好职业生涯教育、就业信息统筹、就业指

导 (CareerEducation,Information,Adviceand
Guidance,CEIAG),并明确规定职责内容和程序,
为帮助和促进学生就业提供高质量服务。政策驱动

下,英国研究生职业生涯教育由高校就业服务中心

主导。就业服务中心教师专业性非常强,要求持有

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学位,并且有国

家统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才能上岗。就业服务中

心提供全面职业技能学习资源,以牛津大学就业服

务中心为例,成立就业服务网站,为不同就业去向的

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制作简历、传授

面试技巧、心理测试等,以及向学生推送就业工作

坊、讲座等会议信息。从研究生入学到毕业,始终为

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信息。
英国高校十分注重可迁移技能的培养,如曼彻

斯特大学在就业服务网站上设置可迁移技能专栏,
提供技能评估、培训服务;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开发可

迁移技能和胜任力框架(TransferableSkillsand
CompetencyFramework),在技能习得目标方面提

供指导。英国劳动力市场昭示了对于人才可迁移技

能的重视,英国知名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发布《终结停滞:英国的新经济战略》
(EndingStagnation:ANewEconomicStrategyfor
Britain),称英国现在已经经历了15年的相对衰退,
虽然理科在过去五年中越来越受欢迎,但文科研究

生凭借其思维灵活性和在沟通、协作、创新等方面的

优势,在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市场中显示出更强的适

应性。相对来说,理科研究生工作可能更受特定行

业 和 领 域 的 限 制。英 国 国 家 学 术 院 (British
Academy)发布的报告同样指出,文科研究生对经济

动荡时期的就业适应能力强,而且在英国经济发展

的关键领域———金融,入职的毕业生近70%有文科

背景[20]。同时,英国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侧重于专业

与职业发展观念的融合,在培养环节中传授有助于

学生长期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如新政要求为理科博

士生在培养过程中留出时间参与工业生产,以确保

理科博士生职业可持续发展[21]。

五、启示

英国在经历“脱欧”所引发的政治转型和新冠疫

情这一全球性健康危机后,其研究生就业仍展现出

显著的韧性,实现了高水平的就业率和不同群体间

的就业机会均衡。尽管中英两国在经济结构、社会

文化和教育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英国维持

高质量就业的成功经验,仍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和启示:
(一)推进就业信息公开,促进招就衔接

在研究生就业信息公开方面,英国采取的做法

是在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网站上定期发布

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数据。早在2017年,我国教育部

就提出了“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统计、分
析和发布制度”[22]的意见,然而,时至今日,我国仍

未建立起类似的公开透明的研究生就业信息发布系

统。鉴于此,我国应加快推动研究生就业信息公开

工作落实,促进研究生招生与就业市场有效衔接。
即通过教育部或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渠道,定期发布

经过跟踪调查的研究生就业数据,涵盖分学科就业

率、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分布、薪酬水平以及工作满意

度等多个维度。研究生就业信息公开透明化将产生

积极影响:一是有助于降低研究生报考的盲目性;二
是为帮助应届研究生做出更为合理的就业决策;三
是为精准预测国家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未来人才需

求提供依据,进而优化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和布局。
(二)丰富学位类型体系,培育多元化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研究生教育作

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其学位类型的丰富

化对于解决就业问题至关重要。为此,英国在传统

研究生学位的基础上,创新性引入和发展了新路径

博士、发表型哲学博士等学位,相比之下,我国研究

生学位类型较为单一,应当至少增加“应用型”学位,
构建中国特色的“科学型、应用型和职业型”三类学

位体系[23]。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宜宾学院实地考

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时指出:学校专业设置、学生

知识结构要同社会就业结构相匹配。因此,聚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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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

求,可以通过丰富研究生学位类型体系,匹配劳动力

市场需求,不仅就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能向社会

提供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层

次人才支撑。
(三)重塑研究生就业观,提升可迁移能力

在当前社会需求和高等教育结构已发生显著变

化。过去精英化教育阶段的观念导致研究生普遍倾

向于寻求稳定和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尤其是博士生,
他们作为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高级专业人才,
更倾向于在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寻找就业机

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部门在人才吸收方面

的能力正在逐渐减弱[24]。要求研究生重塑就业观,
掌握可迁移能力,为多元就业做好准备。英国通过

在博士技能培训上的大量投资,为其在学术界以外

的领域就业做好准备。因此,高校和社会应致力于

塑造一种更为开放和多元的就业观念,“以择业新观

念打开就业新天地”,帮助研究生探索更广泛的就业

可能性。此外,培育研究生的可迁移能力至关重要。
这些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沟通能力、领导能力、协作能

力和抗压能力等,是适应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关

键。高校应当通过专业课程的渗透和建设专门的可

迁移技能提升平台,提高研究生对这些技能重要性

的认识,并激发他们学习这些技能的自主性。

注释:

① HESA 对 毕 业 去 向 的 分 类 分 别 是,就 业 与 升 学

(employmentandfurtherstudy)、全 职 工 作(full-time
employment)、全日制学习(full-timefurtherstudy)、兼
职工作(part-timeemployment)、非 全 日 制 学 习(part-
timefurtherstudy)、未 知 受 雇 形 式 的 工 作(unknown

patternofemployment)、未知学制形式的学习(unknown

patternofemployment)、志 愿 无 偿 工 作(voluntaryor
unpaidwork),其他包括旅行、照顾他人或退休(other
includingtravel,caringforsomeoneorretired)、待 业

(unemployed)。

② 2007 年 行 业 领 域 标 准 分 类 (Standard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SIC2007)将行业领域分为21种,分别是

1.农业、林业和渔业、采矿和采石;2.制造业;3.电力、燃
气供应;4.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救活动;5.建
筑业;6.批发和零售贸易、机动车修理;7.运输和储存;

8.住宿和餐饮业;9.信息和通信业;10.金融和保险业;

11.房地产业;12.专业和科技活动;13.企业管理和商务

服务业;14.公共行政和国防、社会基本保障;15.教育;

16.卫生和社会福利业;17.艺术、娱乐和文娱;18.其他

服务业;19.家庭作为雇主的活动;20.家庭自用,未区分

的生产货物及服务的活动;21.域外组织和机构。

③ 2020 年 职 业 标 准 分 类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SOC2020)将职业分为了9个层级,分别

是1.经理、董事和高级官员;2.专业职业;3.副专业技术

职业;4.行政和秘书职业;5.技能贸易职业;6.护理、休
闲和其他服务职业;7.销售和客户服务职业;8.工艺、工
厂和机器操作员;9.基本职业。其中,1~3为高级技能

职业 (HighSkill),4~6 为 中 级 技 能 职 业 (Medium
Skill),7~9为低级技能职业(Low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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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StatusQuoandCausesofUKPostgraduateHigh-QualityEmployment

WANGDingming1,2,LINYuzhu1

(1.SchoolofEducation,Bei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Beijing102488,China;

2.Lanzhou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Lanzhou730010,China)

Abstract:ThehighqualityofemploymentofUKpostgraduatesisreflectedinthehighaverageemploymentrateandlow
variance,i.e.theaverageemploymentrateremainsatorabove90%inmostyears,andtheemploymentrateisrelatively
balancedacrossdifferentdisciplinesand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Postgraduatesaremainlyemployedin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suchaseducation,witharound90%inhigh-skilledoccupations,andtheirfull-timeearningshavereachedmediumand
highincomelevels.Themaintenanceofhigh-qualitypostgraduateemploymentintheUKbenefitsfromtheestablishmentofa
fair,efficient,andhealthyemploymentecosystem,includingacomprehensiveandleadinglegalprotectionsystemforemployees
'rightsandinterests,anefficientandinnovativesynergymechanismbetweeneducationandmarketdemand,aflexible,stable,

andmarket-adaptiveexternalenvironment,andasystematicanddifferentiatedmodeofpostgraduatevocationalabilitytraining.
Inspirationfromthestudytoimproveourworkincludesmakingemploymentinformationmorepublictobalancerecruitment
andemployment,enrichingthesystemofacademicdegreetypessothatwecantrainstudentsintodiversifiedtalents,and
reshapingtheemploymentmindsetandimprovingtheirtransferableskills.
Keywords:theUnitedKingdom;postgraduateemployment;transferableskills;academicdegree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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