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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因素与长期规律

“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1158 万人，再创新高。去年的数字

是 1076 万人。新增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青年就业的压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就业

领导小组办公室首批专家、南京大学就业质量研究中心主任方

长春如此分析。在方长春看来，2023 年 5 月份的青年失业率数

据，所反映出的既有一些客观因素，也有一些长期规律。“客

观因素，比如疫情、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确实存在，但我认为

这些都是短期因素，随着经济形势的复苏与好转，情况是会发

生积极变化的。此外，也要看到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特性，

它需要一个过程。”方长春说。从往年数据走势看，青年就业

率数据通常在每年 7 月到达低谷，然后会往上行。比如 2022

年 7 月，16—24 岁青年失业率为 19.9%；8 月为 18.7%；9 月为

17.9%……今年理应有类似预期。

2023 年的春天，周同学在不长的一段时光里，体会到了方

长春所说“客观因素”的种种滋味。2022 年秋，在华东理工大

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升入大四的周同学，一门

心思准备参加国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与他高考时

投考专业有关，也因为大一到大三期间参加了一些有关部门和

学院组织的社区调研、实践调查，感悟到上海城市的巨大变迁，

之后，又在暑期回到家乡，参加了亳州市“扬帆计划”大学生

暑期实践。这些都令周同学愈发感觉到，假如能成为公务员，

不仅专业对口，还更有机会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发挥自己的

价值。但没想到国考报名之际，突然冒出比想象中，或者说比

往届更多的竞争者。那些天，无论是在教室、寝室、食堂，他

耳畔听到的最热词就是“国考”“考公”。体制内工作，从吃香，

变成了香极了！国考，更是热门中的热门，香得不要不要的！

加之一些“高考指导师”“职业规划师”之类大肆鼓吹，希望

高中生高考填志愿首选中文、计算机、法律等公务员考试之“万

金油”专业。也就是说，填报中文系的，未必是因为有文学梦；

填报计算机系的，未必想闯荡 IT 业界的蓝海；填报法律系的，

倒是想当法官，最好一步进入某地政法委工作，却未必愿意当

律师……这又反过来令高校在读的更多学子瞄准了公务员岗位。

在方长春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与我国劳

动力市场存在体制内外分割有关。“在毕业生求职方面，体制

内热，体制外冷。一些人认为，体制外就业缺乏稳定性，再加

上有一部分人有经济下行预期，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体制内工作。”

方长春说。当然，体制内工作并不局限于公务员系统。国企，

特别是央企本也是吸纳毕业生的大户。周同学在国考失败后，

没有选择继续脱产备考，而是积极备战春招，终于签约中交城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不少今年国考失败

者，并没有主动选择就业，而是早早报了 9 月份开班的全封闭班，

准备明年再战国考。

其实，从希望从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这一角度去衡量，也

并非国考一条途径。“如果调整预期，尝试到县城去，甚至到

乡镇去，也未尝不可。”方长春向记者解读道，“在 2022 年，

就已经出现名校硕士、博士下基层的情况。我当时就表示，这

是一种‘双向奔赴’。2018 年 7 月，中央首次提出‘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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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日，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联合杨浦职校举办学生专业能力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