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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高校“被就业”暗藏的“天机”

编者按：说来实在寒心，每一个
曾经走出校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
觉：当迈出校门的一刹那，都会对自己
背后的校园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留
恋，因为面对眼前这个未知的纷繁复
杂的社会，身后的校园永远是那样的
安宁与平静，就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值
得信赖与依靠。可当你忽然发现，这
个曾经自以为安宁可靠的家园竟也开
始欺骗利用你的时候，那又将会是一
种怎样的慌恐？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连日来，一个新词正在互联网上
广为传播。“就业”俩字前添上了一个

“被”，这个让不少人忍俊不禁的搭配，
却也让一些高校毕业生徒生无奈，甚
至心情沉重。

“被就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
的背后，潜藏着个别高校的何种“天
机”？

还在待业，竟被就业

“从没想到，自己竟成了遭遇‘被
就业’的当事人。”小刘是陕西省某大
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应届毕业
生。一直在为求职奔忙的他知道自己
有了“工作”，还是在毕业典礼之后。

小刘对记者回忆说，临近毕业的
时候，大约在５月下旬，班长打电话通

知同学们“办档案代理”，以便毕业生
能把档案留在高校所在城市。“当时我
还没找到工作，也很想把户口留在这
座城市，就去办了。”

手续并不复杂。小刘交了 130元
钱，填写了情况表，尔后，被要求把“三
方协议”交还给学校。这个要求让小
刘一时有些纳闷。在他的理解中，“三
方协议”是学生就业签约的凭证，其中
一方是用人单位，没找到工作的学生
理应不需要上交。尽管如此，小刘还
是按校方的要求照办了。

７月初，小刘和几名同学毕业离
校后，相约到当地人才交流中心办理
档案转移接收手续。接过自己的就业
协议书，小刘惊诧不已：协议书上盖满
了红戳，工作单位一栏也盖了印，写着

“西安碑林工业公司”。
和他一样吃惊的，还有他的同学

小赵。正在一家图书公司实习、尚未
签约的小赵，也已“被确定”了工作单
位：陕西天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
这之前，我还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更
别提参加面试去求职了。”小赵说。

“还在待业，竟被就业！”小刘愤愤
不平地告诉记者，他们专业一共有 40
多人，同学们打听下来，差不多10人都
有类似遭遇。经计算，班里 80％都实
现就业了，“数字还挺可观”。

小 刘 和 同 学 们 的 遭 遇 并 非 孤
例。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计算机专业的
小黄透露说，在毕业前，学校就一直催
促学生们赶紧找工作，一位老师表示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学校给你们安
排”。一度怀着感激之情的小黄，直到
毕业后才发现，这个“安排”仅仅是在
纸上，她“被就业”到了“北京九崇世纪
人力资源开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而一位同学则“被就业”到了“北
京北苑鸿宇商贸有限公司”。小黄说，
这些同学们以前未曾听闻的企业真让
人“大开眼界”。

公然造假
只为就业率更“体面”

有不知不觉“被就业”，更有成批
学生集体“被就业”。记者探访发现，
这样的情况虽属个例，但在某些高校、
院系确实存在。这是为什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某高
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说，这些
高校的动机在于恶意作假提高“就业
率”，“就业率”反映高校就业工作成
效，甚至决定院系、专业的去留，有的
学校为了让数字看起来“体面”些，就
全然不顾学生利益。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样的现象较
多出现在二、三线高校，尤其是特色和
竞争力不强、专业设置不尽合理的院
系，就可能藏着“被就业”的影子，具体
可能有三种情形。

一是“被逼迫就业”。学校催促学
生找工作，交回“三方协议”才能换取学
位证。如果学生不交协议也不领学位
证，那么学校同样能把学生从“毕业生”

总数中剔除，从而降低就业率的分
母。

二是“被假装就业”。有的学校把
学生拉到一些餐饮店等企业参加短期
打工，“实习”上几个星期，就一律计入

“就业”。
三是“被瞒着就业”。个别学校和

某些企业“心照不宣”，在学生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其纳入就业人数中。

“敢搞‘被就业’的学校，属于胆子
‘贼大贼大’的，因为白纸黑字写着，一
查就会露馅。”这位负责人说。

但最大的受害者显然是那些“被
就业”的学生。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母校
的什么帮助，反而成了借以换取名声和
赞誉的牺牲品。

饮鸩止渴之举
必须得到喝止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并积
极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背景下，个别高
校为了让就业率“看上去更美”，竟然
让一些根本没找到工作的学生“被逼
迫就业”、“被假装就业”、“被瞒着就

业”，这种公然背弃规
则、弄虚作假，甚至不
顾自身名誉、不惜侵害
学生利益的行为，让人
倍感沉重而心寒。

纵观一些网站和
论坛，众多网友对于

“被就业”的感想和评
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

一是“被就业”对
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
是一种恶意的违背。
一些网友认为，“就业
率”的统计有明确的规
则，其概念包含了出
国、升学等“确定有出
路”的毕业生。但把并
没有“出路”的学生硬
生生投到一条子虚乌
有的就业之路，
则是公然在搞

“潜规则”，甚至
“反规则”。

二是此举
无情地伤害了

毕业生。一些网友说，学生一旦
“被就业”，为“就业率”作完了贡
献，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学校自然也就无需再“管”了，这
种行为只会让学子们由爱转恨，
抹掉学子心中对母校的深情。

三是这种公然造假已成为
欺上瞒下的“政绩工程”。让就
业率指标看起来更“体面”，自然
能提升学校的地位和形象，乃至
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表扬和肯
定。正是在这种扭曲的政绩驱
动下，一些高校不惜铤而走险，
不仅自欺欺人，拿着作假的数字
应付、逃避促进就业的责任，还

“忽悠”了政府，扰乱了决策。
上海市总工会就业专家陈

晖认为，部分高校的“被就业”行为，最
终是一种损害自身诚信和名誉的饮鸩
止渴。学校弄虚作假的必然结果，不
仅是人心背弃，也终会被揭露、被查处
从而名誉扫地。

事实上，对于包括“被就业”在内
的一些就业率造假行为，教育部一直
明令禁止。早在 2006年，教育部就针
对个别高校就业率造假行为，提出将
在高校教学评估中加大违规查处力
度。不过，在一些高校，这样的禁令还
未有效阻止“被就业”的悄然滋生。对
此，有专家建议，各地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监管，对于有关部门或媒体查实有
据的，应予公开点名，并对这一违规行
为进行惩处、问责和整治，情节严重的
理当“一票否决”。

有专家认为，对于“被就业”乱象
的产生，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也
应有所反思。“就业率”作为一种决策
的参考，可以反映一些基本情况，但个
别决策者如果眼中只盯着数据，搞就
业率低于多少多少就减少招生甚至停
止专业这类僵硬的指标化管理，且缺
乏有效的监管，那么，这种评估体系也
难免导致弄虚作假行为的滋生和蔓
延。对此，有观点提出可通过权威、独
立的第三方机构来统计就业率，这可
能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

据新华社

如何走出
数字统计信任危机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每天都会听到
或看到诸如GDP、物价指数、经济增长率等统
计数字。在一个用事实说话的社会里,一些数
字是如此的吸引人。但是,我们又是越来越如
此不信任这些数字统计。比如“被就业”的就业
率,比如“被提高”的工资增长。

27 日,面对公众的质疑,先是教育部辩白:
“被就业”只是个别情况。无独有偶,刚刚发布
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11.2%、增幅超GDP的国
家统计局,27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刊载文章称,国
内经济数据之间的不协调,即“打架”现象人们
议论较多,而这种现象在国外也不少见。(7月
28日《新京报》)

“被就业”的就业率到底是不是“个别”情
况,并不取决于公共管理部门基于证明“清白”
的自话自说。就业率被广泛质疑,有着如此深
厚的民意认同,也绝非一个“个别现象”可以解
释。而发达国家统计数据“打架”现象不少,也
不能必然得出我们的统计数据自相矛盾就合情
合理。

一个不容置疑和很尴尬的现实就是,我们
已经深陷在一个统计数字的信任危机之中。以
至于,公共管理部门不得不主动“解释”。

数字统计信任危机,其害无穷。最大的,莫
过于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挫伤。而“被就业”、“被
增长”又漠视和隐匿了多少弱势者的利益诉求?
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在其所著的《统计数
字会撒谎》一书中曾说,统计数字并不总是代表
事物的真相,它可以被精明的统计分析者操纵,
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在面对这些数字的时
候,人们须擦亮眼睛,只需在脑子里多问几个为
什么,就能识破并揭穿虚假的统计资料。

在一个“被××”的时代语境之下,数字统
计的信任危机,给我们的痛感,已是愈发的清晰
和入肌入理。如何挽回公众对统计数字逐渐失
去的信任感,让统计数字独立、公正,让老百姓
信任,已经不容回避。比如,在英国,公众对其官
方统计数据同样也缺乏信任,英国国家统计局
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认为英官方数据基本准
确的公众只有 36%。而为提高信任度,英国国
家统计局今后将有望成为不受政府约束,并直
接向英国议会解释的独立机构。这种思路,也
是一种启示。

是的,正如有人所说,不是统计数字会撒谎,
统计数字只是工具而已。就像魔术师变魔术,
道具只是道具,它不会骗人,是魔术师在骗人而
已。因此,公共管理部门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
以“个别现象”为自己辩白,也不是以发达国家
也存在数据打架为自己开脱,反思如何以缜密
的管理逻辑,把统计领域里的“魔术师”清理出
来,已经时不我待。 石敬涛

媒体道歉了
中石化该不该道歉

近日出版的《信息时报》在其“网事焦点”版登出了一则
“致歉启事”，称其7月16日所刊登的题为《一盏吊灯价千万
中石化再惹众怒》的报道与事实真相严重不符，向中石化集
团公司致以深深的歉意。(7月28日人民网)

媒体因为报道失实而道歉，这是应该的，也是负责任
的表现。但是中石化该不该也给民众道个歉呢？

“中石化大楼安装1200万元天价吊灯”被曝光后，中石
化站出来解释说，吊灯从设计、制作到运输、安装，全部造价
不是1200万元，而是156.16万元。可是，1200万元的吊灯
是天价，156.16万元难道就不是“天价”？156.16万元，在中
石化眼里可能算不上什么大钱，可在一般老百姓眼里仍是
一个很大的数字。在贫困的农村，156.16万元至少可以盖
好几所希望小学。一个吊灯就花了一百多万元，作为一个
一再喊亏、找各种理由向国家要补贴的国有企业，中石化不
该为这事向民众道个歉吗？

还有，针对网友“中石化2.4亿元奢华装修”的质疑，中
石化也解释，中石化小营办公区始建于1986年，总建筑面
积约6万平方米。由于不符合抗震要求、设备老化等原因，
需要重新维修。工程总预算 2.4 亿元，其中内装修费用
5925万元。一下子拿出2.4亿元用于维修，这样的数字也
太让老百姓心惊肉跳了。花2.4亿元装修一幢大楼，中石化
是不是也该向民众道个歉呢？

另据报道，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
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
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元。他的种种腐败行为，给国家
和人民的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报道看，这绝非陈同海一个人的问题，涉及中石化
极严重的管理问题。中石化出了如此巨贪，造成了如此大
的损失，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给民众道个歉呢？ 经胜

山西不带血的负增长应获宽容
目前，在已经公布上半年经济数

据的省(区市)当中，22个省(区市)GDP
增长“超 8”，其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省
(区市)有 14 个，而“不要带血 GDP”的
山西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上半年
GDP 负 增 长 的 省 份 ：GDP 增 长
为-4.4%。但山西省统计局相关专家
表示，该省仍可实现 GDP 年度“保 8”
的目标。(7月29日《南方都市报》)

与 全 国 7.1% 的 平 均 水 平 相
比，-4.4%的 GDP 数据确实有很大距
离。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以煤焦铁电
为主导行业的特殊省份，目前正在调

整产业结构，进行资源整合，重组关
闭煤炭企业。有了这个背景，按照山
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的话说，“山
西省上半年GDP增速为负，在预料之
中。”

今年2月，山西代省长王君表示，
“山西不要带血的GDP。”山西省此次
重组煤矿，被外界看成是“不要带血
GDP”的重要举措。据山西煤矿安全
监察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
全省各类煤矿共发生生产安全伤亡事
故 32 起 ，同 比 减 少 20 起 ，下 降 了
38.46%。付出了 GDP 负增长的代价，

却换来了伤亡事故的大量减少，可见，
山西并非一无所得。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增长”
当然是各省(包括山西)应该面对的问
题。但对山西而言，“调结构”却应该
比“保增长”更为重要。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近日说，保
增长是眼下的迫切任务，但我们所要
的增长是干干净净的增长。在我看
来，只要产业结构调整到位，山西省即
便出现全年负增长，这种干干净净的
负增长，也会得到宽容与理解。

义昆

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

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
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日前，吉
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
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
反复提及。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
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
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
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
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
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
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
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
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
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

众“不明真相”，无异于说老百姓没有
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不
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信息不实造
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
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
因。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
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
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
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
相关。同样，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
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
益的问题？老百姓都愿意过安定的生
活，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
亮的。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
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
推卸自己责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规模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

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
的原因。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
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
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
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
责。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
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
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
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
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贵州省委书记石
宗源在就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回答记
者提问时说，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
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
发生的公式，值得人们深思。

新华文

被就业被就业 朱慧卿朱慧卿 绘绘

中国青中国青
年报社会调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查中心的一的一
项 调 查 显项 调 查 显
示 ，示 ，76.1%76.1%
的人认为博的人认为博
士不是越多士不是越多
越好，博士越好，博士
生教育应回生教育应回
归 精 英 教归 精 英 教
育。育。

王启峰王启峰

漫画：“试”而“白用”

《新快报》报道，“半年被‘试用’三次，
不签合同、不买保险、不发全薪……什么福
利都没有”。广东某职业学院应届生齐同
学初入职场，却连遭遇不良企业，试用期成
为“白用期”。 吴之如 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某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看招聘信息某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看招聘信息

有感于某些高校收到的就业协议有感于某些高校收到的就业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