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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分 析 地 方 高 校 工 程 学 科 在 全 国 研 究 生 培 养 体 系 中 的 地 位；基 于 调 查 数

据，分析中南某省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的基本就业形势，包括就业去向、影响因素、价值取向、学科差 异 等，提

出提高地方高校工科硕士生就业质量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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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研究生

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超常规的发

展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

时，诸多的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凸显。研究生就业不

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在一些地区或学科，甚至

出现了研究 生 就 业 率 低 于 本 科 生 或 者 高 职 生 的 情

况。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社会的经济 形 势、行 业 的 发 展 状 况、所 属 高 校 的 声

誉、就业支持体系，以及研究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就

业期望值等等，都是影响就业的直接因素。地方院

校已经成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主体，但相对于

部委所属院校，地方院校在区位、历史、生源、师资、

资源、品牌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劣势，也直接影响着研

究生的就业竞争力。就业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

前途，还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关系

到我国社会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件大事，
做好地方院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工作非常重要。由于

历史原因，工程学科在我国多数地方高校中占主体

地位，工科硕士也在近年发展起来的地方高校研究

生教育体系中占较大的比例和规模，因此，分析地方

高校工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现状，探讨提升就业竞争

力的策略，对于培育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研

究生综合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教育规模

　　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底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国大

陆研究生培养学校（机构）共７９６所，其中地方高校

３５９所，所占比 例 为４５．１０％［１］；硕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生

数 ３２２６１５ 人，招 生 数 ４４９０４２ 人，在 校 学 生 数

１１５８６２３人，预计毕业生数３５２６８２人，其中，地方高

校所 占 的 比 例 分 别 为４４．８０％、４６．９８％、４７．３５％、

４６．３２％，无论是研究生培养学校（机构）数，还是研

究生的培养规模，地方高校都已成为硕士研究生教

育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占近半比例。但在博士生

培养 规 模 中，２０１０年 博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生 数４８６５８
人，招生数６１９１１人，在校学生数２４６３１９人，预计毕

业生数１１７９７８人，其中，地方高校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１６．２４％、１８．８７％、１７．３８％、１６．４２％［１－２］。地 方

高校的研究 生 培 养 主 要 是 近１０年 中，伴 随 高 校 扩

招、重组、升格发展起来的，以硕士生培养为主。中

南某 省 地 方 高 校 中，有 硕 士 学 位 授 予 权 的 高 校１０
所，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７所，９０％左右的

硕士点是近１０年内设立，硕士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

的９０％左右。另据教育部２０１０年底公布的统计数

据，工学硕士的毕业生数、招生数、在校学生数、预计

毕业生数在 硕 士 研 究 生 中 的 比 例 分 别 为３５．０７％、

３０．１６％、３２．１４％、３３．０１％，如果不计入专业学位研

究生，在学术型硕士生中，工学硕士的上述四项比例

分别 为３７．８０％、３５．８６％、３６．０３％、３５．８６％，超 过

三分之一［３］。由于历史原因，工程教育在我 国 地 方

高校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近年高校重组、升格，地

方高校的综合性增强，但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实力依

然处于弱势，研究生学位点的申报大多数不具备条

件。因此，提升地方高校工学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
对提升我国人才智力资源的结构层级有重大意义。

二、中南某省地方高校工学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调查

　　１．调查对象的样本分布

调查工 作 在２０１１年５～６月 间 进 行，为 期４５
天，调查对象为中南某省８所高校的工学硕士研三

学生，调查试卷为随机发放，未针对特定专业，但限

定工学硕士。实际发放问卷１５２２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２５５份，数 据 采 集 的 最 后 时 间 为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５
日，样本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中南某省地方高校工学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调查样本分布

总数
性别分布 学科分布

男 女 机械 土木 电气 化工 计算机 安全 环境 热能

发放问卷（份） １５２２　 １１１０　 ４１２　 ３３９　 ３６４　 ２７６　 ９５　 １９４　 ５４　 １０２　 ９８
回收问卷（份） １２５５　 ８７６　 ３７９　 ２８１　 ２６１　 ２３５　 ８７　 １７８　 ４６　 ８５　 ８２
回收比例（％） ８２．４６　 ７８．９２　 ９１．９９　 ８２．８９　 ７１．７０　 ８５．１４　 ９１．５８　 ９１．７５　 ８５．１８　 ８３．３３　 ８３．６７

　　从有效试卷回收情况来看，对于调查的响应度，
女生高于男生，就业相对困难的学科学生高于就业

容易的学科 学 生，未 签 约 学 生 高 于 已 签 约 学 生，另

外，品牌影响力相对较低的高校的学生高于品牌影

响力较高的高校的学生，反映了就业相对困难的学

生群体对就 业 前 景 的 忧 郁 情 绪 和 期 望 社 会 关 注 的

心理。

２．调查对象的签约进展

研究生大多在毕业前一年的年底就开始联系就

业事宜，投寄简历、参加招聘会、托人情等等，无不使

出浑身解数，但是付出同样的努力未必有同样的收

获，签约的进展，签约单位与理想的切合程度各有差

异。调查对象的签约进展情况如表２所示。
从签约的进展情况来看，女生的总体进展明显

滞后于男生，反映了工科女研究生相对于男生在就

业上的劣势。得益于国家经济繁荣发展，工程学科

研究生就业机会较多，但也存在学科差异，土木、机

械、电气等学科研究生在就业中比较紧俏，具有明显

的优势，土木等学科的研究生目前基本处于供不应

求状态。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考虑婚育等影

响因素，一些工程单位对女毕业生的求职相对持保

守态度，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更愿意选择男生。
表２　调查对象的签约进展情况（人数）

性别 学科

男 女 机械 土木 电气 化工 计算机 安全 环境 热能

回收有效问卷 ８７６　 ３７９　 ２８１　 ２６１　 ２３５　 ８７　 １７８　 ４６　 ８５　 ８２
３月１５日前签约 １７８　 ２４　 ５１　 ６２　 ３５　 ７　 ２６　 ６　 ５　 １０
４月１５日前签约 ４６０　 １２６　 １２２　 １５９　 １０６　 １３　 ７４　 ２２　 ４３　 ４７
５月１５日前签约 ７３７　 ２１１　 ２０９　 ２４１　 １８５　 ５３　 １１５　 ３６　 ５２　 ５７
６月１５日前签约 ８３１　 ２９７　 ２５３　 ２６１　 ２１７　 ６７　 １４５　 ４３　 ７１　 ７１

　　３．调查对象的就业去向

从已签约的地域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中 心 城

市等经济发达的区域对工程学科研究生仍然有较强

的就业吸引力，签约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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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４２．０４％，签约省会城市和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中心城 市 的 比 例 达 到７７．３３％，签 约 经 济 发 展

欠活跃的三 线 城 市 的 比 例 为２２．６７％，签 约 三 线 城

市的主要就业单位为政府机关、高校等事业单位，当
地具有垄断经营色彩的企业，大型企业设在三线城

市的子公司、事 业 部 等 待 遇、收 入 都 比 较 优 厚 的 机

构。从已签约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如表３所示）来
看，选择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其他事业机构等工作

相对稳定的单位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反映了毕业生

求安稳的心态。地方高校工科硕士研究生自主创业

的积极性不高，尽管国家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工科

研究生或许也掌握了一技之长，但由于工科研究生

就业空间相对比较宽松，考虑投资风险和门槛等市

场因素，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依然很低。签约科研

机构的比例仅为５．１８％，说明学术型硕士在面向科

研机构求职中的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科研机构对

人员的基础 理 论 水 平、科 研 素 养 要 求 较 高，在 用 人

上，更倾向选择重点、名牌院校的毕业研究生。签约

工程设计机构、其他企业的比例达到５４．８２％，成为

地方院校工科硕士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因此，
加强产学研结合，强化工科学生工程素质的培养，对
提高地方高 校 研 究 生 的 就 业 竞 争 力 有 直 接 促 进 作

用。另外，签约政府机关的毕业生超过半数是通过

报考不同级别公务员的方式获得的就业机会。
表３　签约单位的类型分布

单位类型 签约数 政府机关 高等院校 其他事业机构 设计机构 科研机构 其他企业 自主创业 继续深造

人数 １２５５　 ８８　 １１３　 １７１　 ２１４　 ６５　 ４７４　 ４　 １２６
比例（％） １００　 ７．０１　 ９．００　 １３．６３　 １７．０５　 ５．１８　 ３７．７７　 ０．３２　 １０．０４

　　４．就业影响因素

在就业影响因素多选项中，“学校品牌影响力”
排 在 第 一 位，勾 选 该 选 项 的 毕 业 生 比 例 高 达

７２．８％，“社会背景关系”的比例为６３．３１％，排第二

位，“自身综合素质”的比例为６１．０５％，排第三位，
“性别歧视”的比例为４７．５９％，排第四位，“就业信

息障碍”的比例为４４．５２％，排第五位，“专业冷门”
的比 例 为３０．６３％，排 第 六 位。上 述 勾 选 排 序 既 反

映了目前地 方 高 校 工 学 研 究 生 在 就 业 竞 争 中 的 地

位，也反映 了 学 生 就 业 中 的 某 种 浮 躁 情 绪 和 无 奈。
地方高校应直面市场经济环境，加强学校、学科品牌

建设，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本校毕业生就

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学校应健全就业指导，协助机

构建设：一方面，应加强就业心理疏导，开展求职、应
聘基本知识、礼仪培训；另一方面，不拘一格建设就

业协助平台，及时搜集、整理、发布就业信息。研究

生自身应保持平和心态，理性就业。

５．择业价值取向

关于选择职业时主要考虑因素的多选项中，“个
人发展空间”、“经济收入”、“职业社会地位”是排在

前三位 的 选 择 因 素，勾 选 的 比 例 分 别 为６１．５４％、

５５．６７％、５１．２４％，反映了年轻人对事业有成的希望

和期待；“工作环境和强度”、“个人兴趣爱好”、“社会

关系与情感因素”、“就业地区”等选项的比例依次为

４１．３８％、３４．２４％、３１．６９％、３０．５１％，表明现在的多

数毕业生在 “事业”的现实压力面前，不得不委屈个

人情感、爱好等因素。上述选择似乎说明了，尽管对

刚毕业的“新移民”而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

市立足和发展，压力巨大，但因为可能面临更多的事

业机会，更多的年轻人还是选择“爱拼才会赢”的生

活，而不是小城市那种平淡闲适的生活，也似乎从另

一个方面解释了，相当一部分恋爱毕业生“毕业即分

手”的 情 感 无 奈：“不 是 不 想 爱，只 怕 爱 也 是 一 种

伤害。”

三、提升地方高校工学硕士研究生就业竞争力的策略

　　１．培育优势和特色学科

区域内高校专业设置雷同，缺乏特色和品牌影

响力是我国地方高校扩张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南

某省１２所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普通高校中，设计算

机技术、电气工程硕士点的高校７所，设土木工程硕

士点的高校８所，设 机 械 工 程 硕 士 点 的 高 校９所。
研究生学位点的重复建设和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

直接导致区域内学科发展空间的相互挤压，生源、教
学、科研等学科发展资源竞争加剧，而且带来了研究

生就业的 更 大 压 力。得 益 于 国 家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发

展，基础建设投资居高不下，土木、机械、电气等相关

专业研究生就业环境持续多年宽松，但是，计算机技

术、环境工程等工程学科的研究生就业问题将越来

越严峻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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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优势和特色，发展核心竞争力是学科建设

的生命线。从近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统计资料看，硕

士研究生毕业后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一线的

比例不断增加，而到大学或科研院所从事基础理论

研究的比例逐年下降；地方高校不具备基础理论研

究和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科研资源优势，在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方面又盲目照搬重点高校的模式，不强

调研究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硕士研究生教

育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紧密结合区域、行业

经济发展的需求与高校自身的优势学科、专业，立足

长远，定位明确，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强化

特色和品牌建设，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培养类型、专业

方向上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差异化需求，拓展学

科发展空间的同时，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应成

为地方高校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基本策略和目标。

２．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

研究生培养质量受“教”与“学”的多种因素制约。
首先，地方高校研究生生源素质相对较低。地

方高校尤其是近几年才获得硕士授予权的地方高校

的研究生生源，普遍存在“三多”现象：同等学力人

员多、新升本或三本院校生源多、调剂生多。这部分

生源的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不具备报考名牌院校的

实力，或者是上了国家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不能通过

重点院校复试关。攻读学位的主要目的大多不是为

了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希望提高文凭层次，
提高就业竞争力。一些近年才由专科升格为本科的

院校为了提高就业率考核指标和学校知名度，对学生

考研实施种种积极鼓励政策和措施，包括设奖金、评
优秀、考研动员、考研辅导等等，一些高校甚至设立了

考研复习专用教室，对大四考研学生实施所谓“弹性

考勤”等做法，方便学生集中精力复习应考。在这种

氛围下，出现了所谓“考研专业户”、“考研学堂”。在

一些新升本或三本院校，一些班级的考研比例超过半

数，一些学生一进校就树立考研目标，集中精力攻读

几门升学考试科目，虽然考研成绩上来了，专业基础、
综合素质却很落后。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院校新建硕

士点也缺乏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特别是本科段就业

形势比较宽松的学科，无人报考的学位点并不鲜见，
这些点的研究生培养主要靠调剂生维持。

其次，研究生培养资源相对欠缺。地方 高 校 的

导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课题、教学资源紧缺，人力、
物力、财力相对缺乏，不能满足导师和研究生的科研

需要，但为了适应扩招的需要，降低了导师的遴选条

件。根据有效回收问卷的统计，所调查的４４２位工

科硕士生导师中，可支配经费账上余额低于５．０万

元的导师比 例 为４９．７７％，难 以 支 持 某 些 工 程 技 术

的深入研究。年龄４５岁以上的导师中，拥有全日制

硕士或以上学历学位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相当比

例的导师只是获得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或者只有学

士学位，也不具备导师应具备的较深厚的科研工作

经历或经验积累。另外，一些地方高校研究生生源

紧缺，在导师 分 配 上 存 在 学 科 带 头 人、领 导 优 先 现

象，这些身兼领导职务的导师往往事务繁忙，对名下

的研究生疏于管理和指导。同时，一些学科课题资

源、科研经费也集中于少数领导、学科带头人手中，
可支配的课题资源两极分化，等等。这些因素都不

利于提高有限的教育、课题资源的效益，也直接影响

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优秀的综合素质才是提升研究生就业竞争力最

有效的法宝。地方高校应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

体系，针对研究生培养全程的每一个环节加强教育

资源整合，加强监管考核，从而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招生环节，一方面加强宣传，争取优质生源，
优化复试环节，宁缺毋滥，不盲目扩张规模；导师分

配环节，优先考虑那些课题资源相对充足，学术水平

较高，精力有保障，勤于指导的导师；同时，健全学术

研讨、课程教学、课题考核等等管理制度，强化过程

监控，确保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地方高校应加强产

学研结合，一方面整合课题资源，实现导师队伍、培

养模式多元化，提高教育资源效益；另一方面确保研

究生的培养类型、知识和技能结构能更好地满足社

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差异化需求，从而避免高校之间

研究生教育资源和就业空间的相互挤压，形成高校

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和谐互动局面。

３．做好研究生就业服务工作

健全研究生就业服务平台、制度建设，促进研究

生积极、理性就业是高校应尽的责任，也是提高高校

研究生整体就业质量的重要保障。
总体来说，研究生综合素质较高，具有独挡一

面的潜力，但多数研究生阅历、经验不足，知识结构

和技能与岗位需求有一个磨合、适应的过程。一些

研究生择业存在误区，期望值偏高、理想主义严重，
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境地。高校应将就业

指导工作贯穿研究生培养全程，制定研究生就业指

导计划，从入学开始，定期通过讲座、报告、交流等灵

活务实的方式，加 强 职 业 规 划 教 育 与 就 业 指 导，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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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究生了解自我特长和潜质，指导其进入自我规

划、自我优化的状态，引导研究生把个人利益与社会

利益结合起来，自我价值实现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
减少择业过程中的盲目性和从众心态，实现理性就

业。另外，要对他们进行心理素质教育，消除异常心

理，摒弃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或过于悲观的想法。
高校就业管理部门存在研究生“不愁嫁”的老观

念，就业工作重本科生，轻研究生，在研究生就业培

训、信息提供及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也
是导致研究生就业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据调查统

计，认为存在“就业信息障碍”的地方高校工科硕士

毕业生的比例达到４４．５２％，就业信息来自“网络搜

索”、“参加招聘会”的比例为４８．５７％，来自“亲友介

绍”的比 例 为３１．４４％，来 自“导 师 推 荐”的 比 例 为

１２．０８％。就业信息障碍不仅增加了研究生 就 业 难

度，而且直接加大了就业成本。研究生不得不通过

频频参加招聘会、广泛投递电子、纸质简历的方式，
获取职位信息，导致身心俱疲，甚至出现所谓“求职

综合征”。地方高校应整合地方、行业、校友资源，将
本科生就业、研究生就业纳入统一管理，建立和完善

研究生就业网络和信息库，及时公布用人单位招聘

信息，主动对外发布毕业研究生信息，使研究生就

业网络成为用人单位与研究生相互交流的平台，做

好研究生就业的服务工作。

四、结　　论

　　地方院 校 已 经 成 为 我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主

体，工程学科在多数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占

主体地位，但相对于部委院校，多数地方高校研究生

培养在生源、师资、历史积淀、品牌影响力、课题资源

等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改善地方高校研究生就

业工作，对于培育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得益于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多年居高不下的大环

境，工程学科研究生就业环境持续多年宽松，但也存

在学校、学科差异。区域内高校学科设置重复，缺乏

特色和品牌影响力，研究生就业服务工作欠缺，研究

生自身素质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不匹配，择业

欠缺理性等因素，是一些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就业

困难的主要原因。
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培育特色和

品牌，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和师资队伍素质，加强培养

环节的监管考核，创新产学研结合模式，在研究生学历

层次、培养类型、专业方向上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

差异化需求，健全研究生就业服务平台、制度建设，应
成为地方高校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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