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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岚清副总理今年1月在南昌高校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农(教高)1996年

59号文件精神， 我校在上海地区对1991-1995届毕业生就业使用状况作了一次较全面的调

查。

1 肯定主流，稳中有动

我们先后在长征农场、五四农场、上海鱼品厂等抽样调查了16个单位和38位毕业生，并举

办了一个专题座谈会。

1.1 毕业生工作现状

根据调查的结果，对毕业生的工作现状作了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知，有14人对目前的

工作满意，占总数的36.8% .有19人对目前的工作比较满意，占总数的50.0%.两者之和占总

数的86.8%，有8人还想重新择业，占总数的21.0%，想从事第二职业而苦于无条件的有8人，也

占总数的21.1 %， 从这几组数据中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毕业生安心于本职工作，但也有相当一

部分人有"跳槽"的想法。对于农口专业毕业生来说，"跳槽"去从事非农职业是一种人才培养的

损失，是不合理的，目前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非农口专业的毕业生也普遍存在这个

1996-10-29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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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调查中，还对东海农场、�征农场和五四农场的我校1991-1995届毕业生工作状况作了

进一步分析。结果见表2。

寝1 毕业生的工作现状
Tab. 1 Current worklng sltuation or the graduates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有无重新选择工作的愿望 是否从事第二职业
内 容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有

人次 14 19 5 8 

比例<%) 36.8 50.0 13.2 21. 1 

从表2可以看出，我校毕业生总体素质较

好，在单位的工作表现也比较好， 但仍有部

分毕业生"跳槽"，有的单位毕业生的流失率

甚至超过了50%。

1.2 人才流失，话之有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人心思动呢?综合

自身和社会因素的分析，有以下主要原因。

1. 2.1 单位效益不好，待遇较差

这是"跳槽"的最主要原因，农林院校毕

业生的就业单位，有相当部分效益较差，影响

了毕业生的工资福利。据调查统计，毕业生的

无 没考虑 有 无 想但无条件
11 19 。 30 8 

28.9 50.0 0.0 78. 9 21. 1 

寝2 三个单位1991-1995届毕业生工作状况
Tab.2 Worklng øltuation of the graduateø 

。f three dlrrerent unlts durlng 1991-1995 

单 位

东海农场

t生征农场

五四农场

高 校 工作表现 对毕业
毕业生 离走 生总体
总 数 人数 较好 一般 较差素质的

<%) 评价

20 7 20 60 20 -咣量

7 4 25 75 。 较高
7 5 10 60 30 一般

年收入一般在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中算是较低的，再者住房条件也不理想 ，毕业生因工资低而无

力购买房子，对以后的婚姻等都有很大影响，不少毕业生对此很是担忧，因而，千方百计跳到别

的单位，指望待遇有所好转。

1. 2. 2 毕业生自身的心理定位问题

刚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可谓踌躇满志，不免心理定位较高，想 一显身手，急于求戚，然而

到了工作岗位上就或多或少有点失望，特别是农业生产部门，规模较小，设备较落后，觉得在这

样的单位工作很难有所作为，对前途失去信心。自认为是"千里马何不去找伯乐"呢?于是有了

"跳槽"的念头。如在冷晦厂任职的一毕业生，刚分到单位时表现很好， 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嫌设

备简陋，不适合自己发展，总觉得有能力而不能发挥，自感前途渺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的

"跳槽"主要因素是他本人心里定位太高，而实际上该厂很需要他，也有一定的发展前途。

1. 2. 3 工作条件的原因

农林院校的毕业生大多工作条件艰苦，毕业生必须怯期到生产第一线，经常加班加点地

干，尤其养殖场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与那窗明几净的办公室不可相比。再如远洋渔业专业的

毕业生往往是数月在海上工作，生活枯燥乏味，有些人不堪忍受，干了几年，有了些钱，就改行

从事其它职业，改变自己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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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努力，组织落实

2. 1 用人单位对校199 1-1995届毕业生的评价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摘上去，当

务之急就是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级人

才，人才的来摞主要就是大中专院校的毕业

生。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也确有一批真正热爱

专业、献身农业的人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默默地奉献。在这次调查中，随机

访问了十六个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

价见表3.由表3可知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

评价较高的占62. 5%，评价一般的占37. 5%，

评价较差的没有。总体来说我校毕业生还是

受到用人单位好评的。

2.2 单位优化措施，稳定人才

由于毕业生工作出色，也引起了单位领

导的重视。一些单位为了留住人才，充分发挥

毕业生的主观能动性，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

做法有z

(1) 工 作上放手，给他们压担 子。两名

1995届毕业生在鱼晶厂因工作成绩突出，被

提拔到领导岗位，其中之一已担任该厂中美

合资的海富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部经理，现

在他们正在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本职工作。

(2)在生活上关怀照顾。单位的领导为外地大学毕业生添置电视机和洗衣机、液化气等，关

心他们的吃住生活。

(3)政治上关心他们成长。有的单位由党政一把手做他们的师傅，领导经常找他们谈心，提

出具体要求。

1995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和教卫联合发出《关于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管理人才的

通知)) ，从培养和选拔跨世纪优秀年轻干部的战略考虑，每年要选择一批应届优秀本科大学毕

业生进行重点培养后，作为跨世纪的中高层管理干部的后备力量。我们学校输送了十名，据跟

踪调查，这十位同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如用人单位评价说z你们学校的学

生不如复旦、交大的灵活，但比他们踏实， 从这些毕业生身上可以看出你们学校的教育是不错

的，可以大胆使用，给予压担子。

由于领导重视，为毕业生发挥才能提供了外部条件。这些同学对目前工作感到满意，无重

新选择工作单位和从事第二职业的愿望，经一年的锻炼，大多数毕业生已经进入不同层次的领

导岗位，分别担任了·副镇快、镇团委书记、经理助理、车间主任、公司生产部经理等职，而且到市

郊去的毕业生要比在城区里的提升得快，得到重用，这也告诉我们，广大农村是大学生发挥聪

寝3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Tab. 3 Unlta' commenu on the araduatel 

评 价

较高 一般 较肇
J 
J 

0 
0 

JV
J
J
J
 

J 

J 
10 6 

62.5 37.5 

J 
J 

J 

J
JV
JV
fv
d
 

用人单位

爆明县人事局
长征农场

东海农场

五四农场

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市商品检碰周

梅林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鱼品厂
远浮渔业公司

冷冻广
上海水严总公司

金山县外经委
市粮食储运公司

，居贤西渡镇政府

闵行马桥镇政府
合 计
所占比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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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才智的用武之地，应改变观念，到农村去，到第一线去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人才短缺，需求矛盾

3. 1 用人单位中农业专业人才的结构

在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中，对农业专门人

才的结构也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三个单位的职工总数都

寝4 若干农业单位的人才结构
Tab. 4 Staff formatlon of lome aarlcutural unlts 

专科以上学历 农业技术人员
单位 职工总数 比例 比例人数 人数

(%) <%) 

在五千人左右，而专科以上学历的比例最高 东海农场 4800 294 5. 9 67 1. 4 
只有7.7%，其中农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更低， 长征农场 6000 315 5.3 60一70 1-1. 2 
最高仅1. 4%。建议有关单位重视农业专业人 五四农场
才的配置，使之渐趋合理。

3.2 毕业生就业的供求矛盾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深感到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的重要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相当一

部分农村依然处在贫困之中，农业需要发展，需要科技知识，但是本来就少的农业院校毕业生

又有多少愿意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呢?因此， 人才市场中出现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分不出去，而

广大农村生产部门又缺少农业专门人才的怪现象。许多农业院校的毕业生纷纷改行，有很多想

往城市挤，而城市对这类毕业生需求甚少，因而许多学生便从事与专业不相关的事情，严重琅

费人才资摞。究其原因有t

(1)农学专业的毕业生单位效益差，收入低，毕业生留不住而大量流失。

(2)用人单位因为留不住毕业生心有余悸，只能少要或不耍， 造成用人单位的技术人员更

加奇缺，产生不良循环。

(3)面对就业制度的重大改革，政策滞后， 国家还拿不出一套好的办法使农业对人才的需

求得到有效保护。

(4)对水产类专业来说，基层单位都实行承包责任制，鱼塘、海滩化整为零， 刚毕业的学生

又无力承包，而水产局、渔政局等相关部门基本上不进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更增加就业

的难度。

4 集思广益，反馈信息

4. 1 谈高校体制的弊端

从这次调查反馈的信息来看，大多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认为，高校教育体制滞后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还是过去的老套，已显现出一些弊端。

(1)高校.的严进宽出，不利于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全面培养。远洋植业公司经理对此颇有感

慨，学生进校后，自认为可以包毕业了，学习不用功，倒是一些自费生学习较努力，到单位表现

也不错，由此看出，高校中应加强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宽进严出，使学生在校学习质量得

到提高，为将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我国高校现有资摞利用率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有些高校现有资源尚未得到

充分利用，完全可以在不增加国家投入或增加少量投入就可培养更多人才。现在逐步改革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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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招生制度就是一个方向，达到减轻国家的教育负担，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以提高民族的整体

素质。

(3)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与实践有些脱节。许多毕业生就业后需要再进行一段时间的学习

锻炼，待到培训一年半载后，又可能会"跳槽"，这样就会给企业造成直接损失，这也就是许多企

业为什么招聘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技术人员的原因。为此，人有建议象德国 一样，实行

两年见习期，见习期满一般就能胜任工作了。当然，针对我国目前的状况，只有缩短纯理论的学

习时间，增加实践时间，才能使人才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

4.2 对学校的融学改革和课程设置的意见及建议

在调查中，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学校的教学改革、课程设置等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

有z

(1)良好的专业能力是必要的，但是不全面的，要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 开展多形式

多渠道的活动，让更多学生参与教育和管理，在教育和管理的实践中锻炼成长。大学生的素质

教育、能力锻炼对以后工作影响很大，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良好的素质、高尚的人

格可以直接影响人、凝聚人，有利于大学生进入社会后作用的发挥。

(2)谈化专业，加强基础教育，拓宽知识面。 目前的课程设置和教育管理有不尽合理之处，

要深化改革，课本知识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要加强外语、计算机的教学，多开些经济、写作能

力、企业管理、社会学、公共关系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选修课.

(3)要注重社会实践。创造机会让大学生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联系实际参与社会实践。

"八五"已经过去 ，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展望未来我们任重而道远。"丸五"计划

刚拉开帷幕，我们面临的将是更加严峻和坚实挑战，我们坚信高校的体制改革会跟上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形势，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发展解决关键的人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