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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某高校本科毕业生小李5
月份收到学院通知：“6月5日前必
须提交就业信息，否则无法打印报
到证，没有报到证则无法派遣档案，
学校对档案损坏或丢失概不负责。”

收到此信息后，小李的班级群
炸开了锅：“拿报到证和档案说事，
就是强迫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证明自
己就业了。”

毕业季事务本就较多，一旦部
分高校、部分专业“下令”学生“配合
就业”，毕业生还要分心填写、提交

各类证明自己就业的材料。做这些
对他们而言，纯属“添乱”。

今年刚毕业的本科生小孟向
记者吐槽学校要求她开具就业证
明的各种软硬手段及说辞——“影
响报到证打印”“档案寄送可能受
影响”“早填早省心”“不影响未来
招考求职”……小孟也曾上网写长
帖猛批学校，但被问及“是否会向上
级部门反映此事”时，她叹气说“还
是算了吧”，并请求记者不要公开她
的身份。

特殊就业季上演“表格就业”？
让毕业生配合“演戏”，部分高校套路多，就业率大注水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遭遇特殊就业季。记者调查发现，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部分高校、部分
专业为追求就业率“好看”，变相要求毕业生提供就业证明等表格材料，以完成就业率的统计。令人烦恼的
是，毕业生本就因求职而背负较大压力，却还得分心配合“表演”。“表格就业”，何以流行？

其实，毕业生被学校“就业”此前
并不鲜见，只是近年来上级部门监管
趋严，高校再想搞“被就业”已不能绕
开学生这关。“以前学校改学生就业
信息都无需让学生知情。”一位高校
辅导员说。

今年，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他
们为了做出让上级满意的就业率数
据，反复联系学生催交协议，也是头
疼不已。“满世界找人，追着学生问就
业。”中南地区某高校辅导员刘瑶说，
今年毕业季，辅导员们压力很大。“做
就业统计是门苦差事。学生如何就
业，打算何时就业，辅导员无权干
涉。但上级下达的就业指标是要完

成的，如同刀架脖子。”
作为评价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一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关乎专业
设置、专业规模与校内各学院的资源
分配。如果就业数据不好看，专业面
临停招、缩招风险，相关专业的教师
薪资、教研课题项目经费都受影响。
有的学校规定，专业就业率低于
80%的，下一年停招。压力层层传导
之下，“表格就业”产生了。

多位受访高校辅导员都向记者
提到，他们所在的高校会将就业率指
标压实到每个学院的每个专业，辅导
员如果交不出好看的就业数据，待遇
奖金都将受影响。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
追求高质量就业，“不将就”，职业路
径规划越发清晰，有的则主动选择

“缓就业”“慢就业”。结合当前毕业
生就业心态，客观看待近几年高校
初次就业率下降的实际情况，有助
于有关部门找准就业指导服务工作
发力点。

根据目前情况，强化对就业数据
的监管核查并不一定能彻底解决就
业率注水问题，反而可能导致普通师
生进一步承压，迫使辅导员让学生把

数据做得“真实”一点。
一些高校教师认为，杜绝“表格

就业”和就业率注水，重点在疏不在
堵，应着力转变评价机制，改变当前
高校就业工作重就业数据、轻就业质
量的评价方法，鼓励高校在择业指
导、就业政策讲解上下功夫，强化专
职就业指导教师配备，开展个性化就
业指导服务，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实现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长
期、稳定、有效。

据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就业统计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重要内容，对及时掌握毕业生就
业进展、服务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决
策具有关键意义，就业数据保真是就
业统计工作的底线，是不可触摸的

“高压线”。
为准确掌握当前高校毕业生就

业情况，确保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结
果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教育
部今年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坚决杜绝

“虚假签约”“被就业”以及“就业率掺
水、造假”等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确保就业统计工作真实准确。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格落
实“四不准”要求，即：不准以任何方
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
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
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

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
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
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6月下旬，教育部再次下发通
知，严格核查各地上报的就业数据。
此次核查的重点包括：按就业统计指
标内涵，核对分类统计信息；核实“学
信网”上毕业生反馈存疑信息；核实
用实习单位顶替就业单位、毕业去向
中“其他形式就业”比例失实、就业证
明作假等违规行为。毕业生的相关
纸质或电子就业材料要在校级就业
部门存档备查，存档时间3年及以
上。各高校在自查后，要在全国高
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中纠正错误
数据。此后发现并核实的问题，将
视为数据造假，视情况予以通报并
从严惩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加大力度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真实准确
记者发现，如今高校想要让毕

业生配合“演戏”，手段不少。
◎抓住毕业生“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心理，以报到证、档案相威
胁，迫使毕业生就范。

小李说，学校帮助毕业生保留两
年档案本是政策，但学校传达时稍改
口气就成了“扣留”。再加上多数学
生并不了解国家政策，也不愿冒诸如
迟发毕业证、拿不到档案等风险，便
选择“认个尸怂”，只图顺利毕业。

毕业生离校后也不愿再追究，
因为许多毕业生将来参加企事业
单位招考、升学考试乃至参军入伍
时仍有赖学校开具各种证明。“把
跟学校的关系搞太僵不划算。”小
李说。

◎打感情牌，搞道德绑架，让毕
业生帮母校“撑面子”，美其名曰“一
荣俱荣”。

一些高校会联络毕业班学生干
部，动员同学帮学校一把。“学院说，
如果大家不配合，就业数据会很难
看，到时专业声誉受损，我们求职受
影响，将来师弟师妹也会恨我们。”
小孟说。

◎软磨硬泡“骚扰”毕业生，迫
使其松口。

“许多学生根本不指望学校帮
他们解决就业，只求学校不打扰。”
已经毕业一年多的小于曾是学校负
责就业统计工作的学生干部，他曾
帮学院将就业率加以“提升”，且得
到了毕业生同意。

谈起秘诀，小于说，他会以“就
业回访”的名义给未就业的毕业生

打电话，如果对方说自己仍未就业，
就隔三差五再打，直到毕业生声称
就业为止。有的毕业生不耐烦，表
示“只要不影响我求职，材料可以随
便填”。

◎以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等灵
活就业形式，为毕业生“配合演戏”
降成本，减难度。

据高校内长期负责就业工作的
李兵透露，目前能够算作就业的毕
业形式有10多种，包括签就业协议
就业、签劳动合同就业、自由职业、
自主创业、升学等。其中，以自由职
业、自主创业为代表的灵活就业形
式最易注水。

知情人士直言，前几年，部分地
方规定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形式就
业时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等硬性材
料，搞“表格就业”“配合演戏”成本
较高。有几年有关规定松动，在教
育部2020年新规出台之前，有的地
方，毕业生只需提交一份个人创业
声明即算自主创业。毕业生选择自
由职业，只要有自主择业申请等表
格材料就行。

而且，如果毕业生以灵活就业
形式就业，可以保留应届生身份，将
来参加各类企事业单位考试时不受
限制。这种就业形式对毕业生影响
几乎为零。高校也偏向于“操作”学
生以此种方式“就业”。

“高校知道学生嫌填表格材料
麻烦，所以给毕业生提供最省力的
方式来完成就业信息上报。上级的
宽松规定反而成了可利用的空间。”
李兵说。

催协议，填材料，毕业生很无奈

让毕业生配合演戏，部分高校套路多

就业率指标影响待遇奖金愁煞人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