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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实证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在学期间的各种就业准备对于他们就业结果的影响。
这些就业准备包括就业信心、就业观念、对自身以及就业环境分析后确定的就业期望、学校的就业引
导等。

　　另外，本书还重点关注了高校毕业生迁移就业这一问题。
本书对于高校毕业生迁移就业的实证结果有助于从微观角度进一步解读为什么毕业生愿意“蜗居”、
“北漂”的原因。

　　本书还专门研究了“女博士”的就业问题，发现社会上关于“女博士”就业难的问题存在夸大与
炒作的嫌疑，而“女博士”成为“剩女”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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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广泛，包括工作找寻、收入变化、过度教育；社会资本的构建与效益，尤其关注的是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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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些和工作直接相关的满意度既包括短期性质的比如工资、福利、物质、设施、工
作自由度等，也包括长期性质的比如未来发展空间、实现个人抱负等；实证结果还发现整体而言迁移
就业能够显著提高毕业生在“单位所在地区／城市”与“家庭因素”等方面的满意度。
 基于上述实证发现，本书作者认为这说明迁移就业虽然给毕业生带来的经济性的收益不显著，却能够
显著提高他们非经济性的收益，体现为能够在喜爱的城市生活，能够和男／女朋友、配偶生活在一起
、能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等。
这也就意味着硕士毕业生做出迁移就业的决定更多是基于获取非经济性收益考虑的。
 本书作者认为上述发现就能够从侧面解释“蜗居”与“北漂”等社会现象。
大量不同层次的高校学生毕业后聚集来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并不是因为现有工作在经济上能够带
来显著更高的收益，也可能并不希求未来能够事业多么的发达；而更多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大都市，可
以享受到别的地方很难享受到的教育、文化、社会网络等资源与机会，尤其是潜在的优质的学前教育
与基础教育资源，使得许多高层次人才可能舍弃其他地方更好的发展机会而选择有利于子女将来获得
各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
 因此，虽然近两年来大众媒体纷纷报道说许多毕业生与白领由于考虑到大都市工作压力大、生活成本
高而选择逃离“北（京）、上（海）、广（州）”。
但本章研究根据实证结果认为只要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替代的教育、文化、社
会网络等资源与机会，那么这种“逃离”必定将是个别的与暂时的；而且还将吸引更多那些已经在其
他地方获得事业成功的人为使子女能够有机会读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与大学而源源不断继续举家迁移进
入北京与上海。
 众多高素质人才选择聚集在特定的几个大都市，这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
。
这种现象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因为当一个社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需要人才聚集来促成社会分
工的顺利发展以及保证知识溢出的效应（Marshall，1920；Krugman和Venabals，1996）。
但如果这种聚集现象长期存在从而使得某些地方出现人才浪费而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却出现人才紧缺，
那么这种聚集现象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将打击落后地区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
加剧地方教育投资与资源的不均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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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求职的准备、行为与收益》还专门研究了“女博士”的就业问题，发现社会上关于“女博士
”就业难的问题存在夸大与炒作的嫌疑，而“女博士”成为“剩女”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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