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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毕业生就业过程的信息
对称性分析及对策一

口陈德利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610054]

[摘要] 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存在着的信息不对称是当前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

一，它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加大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制约就业市场的发展，对毕业

生的就业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促使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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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可以顺

利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同时，另一个话题却不期然地成了社

会关注的焦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

关键时期，国家机构改革、经济发展的动态不均衡、就业竞争

日趋激烈是造成该现象出现的现实社会环境因素，此外高校

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毕业生的就业意

向、择业观念等主观因素也影响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此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高校、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徇私行为，导致了毕

业就业过程的非最优化结果。本文试对此加以分析。

现象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当市场的一方无法观测

和监督另一方的行为或无法获知另一方行动的完全信息，亦

或观测和监督成本高昂时，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所处的不对

称状态。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现象发生时，往往会

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信息占有优势方经常会做出一些“败德行

为”；二是信息占有劣势方不得不为信息占有优势方的行为承

担风险，从而使自己面I|缶交易中的“逆向选择”[2】。此二者都

是从最大可能维护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因此可以称为“徇

私”行为。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毕业生和企业必须相互搜寻

对方的信息并达成协议，而要达成就业协议，供求双方就必须

相互提供、传递必要的信息给对方，接受对方的筛选。但在这

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由于决策人对经济现实中存在着的事实

不了解，或者说了解程度不够；或者某一方故意隐瞒或掩盖真

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等诸多原因，造成经济决策人所获

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这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高校毕

业生就业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只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信息

不对称情况的集中体现。事物总是普遍联系的，高等教育在

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诸多的矛盾，其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容

忽视，如图l所示。

图1 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矛盾

首先，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

关键环节，表现为教育行政部门同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不对

称。目前高等教育改革仍在某些方面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需

要，高等教育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严格组成部分——国家

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如学科设置、学位授予、招

生规模等，使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同市场需要的契合度受

到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受信息传递链条的影响而不能

及时、准确地反映在有关政策措施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就

是说，当前教育行政部门不完全准确掌握市场需求变化的信

息，同时由于这些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滞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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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毕业生就业。 最后，高校毕业生就业表现为企业和毕业生的双向选择，

其次，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重要环节，企业通过学校推荐，学生自荐、面试等得到的有关毕业生的信

国家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引导高校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息是不完全的，不能够使企业真实地了解毕业生的情况，而毕

高校有相当的自主性。因此，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无法确切业生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了解企业的相关情况，这就使得企业

掌握高校发展状况，无法也无可能制定完全符合不同地区、不可能选择了综合素质能力一般的毕业生而错过了优秀的毕业

同层次、不同规模的高校发展需要的同一政策；另一方面，高生，或者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出现违约的现象。

校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引导方向的理解和认识也不一样，

出发点千差万别，对这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关信息不完全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
掌握，这也成为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效应

第三，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高校培养人才过程的最终环节，

高校对人才的营养从客观上说，无法做到因材施教。一个班 以上列举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级小则30～40人，大则近百人，一个年级甚至可能达到2～3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而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信息

千人，老师不可能详细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假设一个班主任不对称会产生何种效应?这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

带4个班，每个班50个同学，班主任只同每个同学谈一次话，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直接的所谓“局内人”只有企业、高校、毕
也要花去将近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更无论学生不认同老师、自

业生三方㈨，因此，以上列举的其它不对称现象可以作为外部
闭等情况。学生中间则存在着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理想等差

因素来考虑，这里仅就直接的内部因素加以考察，以此可推及
异，使得他们不仅在选择可接受信息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对同

外部因素。
一个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逆向

高校根据市场发展所做的人才培养方案不能够完全落实。此选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某一市场上劣质品排斥优质品
为影响毕业生就业的第三个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矛盾。

的现象，其实质是一种市场失败或市场无效。逆向选择理论

第四，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学生同家长协商的结果，高校毕认为，劣质品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取代，，优质品，主要存在三个

业生在就业选择时，很大程度上要遵从父母的意见，尤其是女条件：一是买主不知道商品的真实质量：二是劣质品的生产成

同学；而相当一部分毕业生甚至是父母为他们安排好了工作。本低于优质品，具有相对价格优势；三是劣质品可以“伪装，，成

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即使抛除了感情等因素外，父母也在相优质品，且伪装后的总成本不会高于买主所出的平均价格⋯。

当程度上不了解孩子的理想、兴趣、爱好等，不了解孩子4年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存在着大量优秀的毕业生和能力一般

来学到了什么，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能力，使得他们针对孩子或很差的毕业生，他们的能力各不相同。在就业协议签订前，

就业的意见等不切实际。同时，高校毕业就业的压力使得毕求职者知道自己的能力信息，而用人单位不知道或不完全知

业生无法正确审视自己，对父母的初衷不十分清楚，对他们的道。用人单位当然愿意选择能力强、素质高、离职率低的优秀

意见和安排等被动接受，这不仅影响了毕业生就业，而且也影毕业生。但问题是：第一，毕业生的能力信息属于个人私人信

响了毕业生就业后的进一步发展。 息，用人单位不能完全获取；第二，如果用人单位依靠各类证

第五，高校毕业生就业也是企业发展同市场经济发展的 书或通过询问求职者来选择，由于作假的成本很低，因此可能

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同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面临着低能力毕业生不说实话的道德风险。因为在信息不对

企业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竞争使资源在企业问优化配置。称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无法完全准确判断求职者证书的真假

高校毕业生是企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因此企业必优劣，使真正高能力毕业生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这就是

然为之展开竞争。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与企业发展是相对应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逆向选择”——“次的”毕业生就把“好
的，而企业掌握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全信息，因此对经济发 的”毕业生排挤出了市场；第三，如果假设毕业生的能力水平

展的判断同现实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误差。这也必然 与他们的保留工资(所愿接受的最低工资)正相关，保留工资

影响到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造成企业对优秀毕业生无便成了衡量毕业生能力的信息，能力越高，需要支付的工资也

序竞争的情况。例如：有的优秀成长性企业由于对整个行业越高。面对同一工资，其保留工资超出这一水平的高能力毕

经济发展的错误估计，一年招聘数千毕业生，最后不得不同部业生不愿受雇，而低能力毕业生愿意受雇，如果工资降低，将

分毕业生解除合同。 会导致更多的高能力毕业生退出该用人单位的求职者行列，

第六，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高校向企业推荐人才的过程，企低能力毕业生将高能力毕业生“逐”出了市场，所以叫“逆向选

业通过高校向毕业生宣传介绍自己，也通过高校了解毕业生 择”。而且，如果用人单位通过实施提高工资的反“逆向选择”

的情况，这中间存在的矛盾是——企业不可能将全部经营信措施，虽然能使申请求职的毕业生能力上升，但它所支付的高

息向高校传递，如详细的资产负债情况；企业不是“内行”，无于市场一般水平的工资就成了它挑选高能力毕业生的额外成

法了解高校的发展状况，如专业、素质教育等，这也影响了高本，从而就会减少招聘人数。如果全体用人单位都采取提高

校毕』k生的就业。 工资这一措施，就会造成社会工资水平的不断抬升和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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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毕业生吸纳能力的下降。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信息不对称还突出表现为败

德行为。所谓的败德行为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

地增进自己的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在信息经济学

中，道德风险的前提假设是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

信息)。与此假设不同，由于存在就业信息资源分布的不对

称，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无论是签约前，还是签约后都很容易

发生道德风险。我们假定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参与人是理性

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种理性是有限理性)，在我国信

用制度、立法及执法体系还不健全，企业及个人制造虚假信息

几乎不受成本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在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的行为决策时，就暗含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如果社会没有

一个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这种提供虚假信息的败德可能就

会变成现实。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所发生的种种现

象证实了这种可能。如有些单位为利用招聘会来推销企业形

象和挖掘大学生中潜在的市场，夸大招聘名额，本来只准备招

一名，写出来的却是若干名，甚至只“招”不“聘”，其不良影响

却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无形中加大了大学生就业的思想压力；

其次是浪费了招聘机会与资源；第三是浪费了应聘者的时间、

精力与财力。而少数毕业生为求得好的职位，在求职材料上

夸大其词甚至弄虚作假，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会为自己带来

好处，但这也容易让用人单位对其期望过高。当看到毕业生

的真实表现后，用人单位的过高期望极易变成失望，就会进一

步“抬高招聘门槛”，使人才高消费升级，从而对其他毕业生的

应聘产生不利影响。还有一些毕业生在找工作时，有“保底签

约”的情况，等再找到了更满意的工作时就无情毁约，导致在

招聘会上有的单位打出了名牌大学学生免谈的标语，就是害

怕其毁约或跳槽。这些道德风险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

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

变得更加困难。

三、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

的对策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由于信息传递的

失真和非零成本造成的，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根本办法就

是有效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信息传递成本。目前国内高

校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为解决高校毕

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当然，信

息不对称现象仍然存在，这是由信息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此

要求我们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机制，

从“软”层面为解决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

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全

力建设和用好‘就业网’，加速实现毕业生就业服务信息化。”

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市场化的“双向选择”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分配”，给企业和毕业生都提供了更大自由度的空间。

然而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企业选择的毕业生与企业各部门切

实需要的毕业生存在差异，企业愿意选择的毕业生和能够选

择的毕业生存在差异；对毕业生来说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其

间固然是信息的不对称性，而造成这种不对称性的根本原因

在于信息传递的途径——具体的岗位需求信息通过部门主管

到人事部门，再到决策者，通过决策者到高校，最后到毕业生，

或者有更多的环节夹杂其间，使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受到各种

主观影响而失真。因此有关部门和高校应加大信息化建设的

力度，同时鼓励毕业生同企业主动建立和保持联系，加强沟

通，通过不断的反馈滤除信息杂波。例如，随着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发展，网络的时空特性在毕业生就业方面起到的作用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就业网”，企业具体的岗位需求

同到毕业生个人信息直接约和，减少了中间环节信息载体的

主观影响；各高校也可以联合建立统一的就业供需信息网，使

“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互为补充，使毕业生就业的成本极

大减少，效率却明显提升。

(二)多方介入，降低信息传递成本

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认为，社会规则的选用，应当视

为最小化交易成本的活动bJ。如图2。

成本

随着需要达成一致的人数的增加，配置无效性的成本D

降低，即所谓的人多力量大；而决策成本E则增加，即可理解

为内部协调成本增加。有效决策原则可以通过二者和(E+D)

的最小值得到，在该点上，边际无效性成本降低正好等于边际

决策成本增加。有效决策在群体N，N(max)％人数达成一致

的时候最优。该理论对毕业生就业的意义在于，企业和毕业

生应该多渠道互相了解对方信息，征求适当数量的建议，如企

业多关注有关学校的推荐意见，也可以通过一个专业的同学

了解其它专业同学的情况；而毕业生则可以多咨询老师，多倾

听家长、同学、朋友的意见作为参考，为最终决策获取满足需

要的适宜的信息量。当然这些信息互相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因此不是涉及面越广越好。

(三)拓展校企合作领域，延长信息传递时间

理性的优秀毕业生必然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最适合自己发

展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也需要这些优秀人才。近年来，企业和

高校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合作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合作力度也

越来越大：“3+1”订单培养模式，共建教学科研实验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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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实践基地等，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全方位合作。很多毕信原则。

业生就是在参与了相关的合作项目，对企业有深刻的了解后 (五)加强就业指导，弱化信息不对称效应

将其作为自己的毕业就业选择。而企业在与高校的合作过程 学校要把就业指导纳入素质教育的必修环节，帮助学生

中，一方面更加清楚了高校在该领域的人才培养水平，另一方在校期问尽早了解就业形势与政策，了解社会和用人单位对

面也更好地宣传介绍了自己。从传播学的角度，校企合作是人才素质的要求，分阶段分层次地为学生提供包括职业生涯

促进学生同企业沟通了解的有效信道，延长了主体和受体信规划、求职技巧、心理咨询等各个方面的指导与培训，从而减

息传递的时问，增大了信息传递量，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少由于学生在求职时不能正确向用人单位传递能力信息而造

整性。 成的就业困难。同时教育毕业生摆正心态，认清形势，根据现

(四)提高机会成本，减少信息传递失真 实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确立适当目标，加大就业信息的收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中常见的词汇，简单的说是只为获取集、开发力度，掌握求职技巧，向用人单位传递有效的信号，让

一定价值而必须放弃的其它可能获得的价值。在毕业生就业用人单位通过这些信号相信自己是值得雇用的好员工。此

市场上，提高机会成本实际上是针对“败德行为”而言，即加强外，加强心理咨询，对在毕业就业市场上受挫折的同学进行劝

法制建设和诚信教育，规范就业市场信息传递机制，建立一套导和鼓励，帮助他们建立公平竞争的信心。

使提供真实信息者得到利益，作假者必然付出代价的制约机

制；逐步规范就业市场，政府或民间建立评估和仲裁机构，形 参考文献
成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市场秩序；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企业及

求职者的违约成本，使我国的就业体系及其发展真正建立在 [1]顾春．大学生毕业难题[N]．人民日报，2003—1一17

法制化的轨道上；探索建立、健全用人单位与个人的信用评级 [2]刘向荣．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其意义——对2001年度诺贝尔经

制度，并对信用档案的记录与移交、管理与评级、披露与使用 济学奖的评介[J]．新疆社科论坛，2002。(1)

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进场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要有严格 [3]施锡铨．博弈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

的资质审核制度，一旦发觉用人单位只招不聘或者以招聘幌 [4]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J]．人口

子行违法勾当就给以严惩，不但要将其清理出场，还要向社会与经济，2001，(6)

公布这些不守诚信的单位名单，以规范就业市场。这些措施
[5]c·V_布朗，P·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

将使存在败德行为的企业或毕业生感到“得不偿失”，从相反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8

的角度督促双方在就业市场上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坚持诚

Analysis of tlIe Infor瑚ti佃缸yH曲etry in啦e Procedllre of l置i曲Couedge
Gmduates’Job H蛐ting and Its Counteme嬲ures

CHEN De—li

(uEST of ChiM chengdu 6l0054 China)

Ab蛐mct The infbnnation asy咖e町in tIIe procedure of high c01kdge graduates’job hunting becomes one of the impontant reas0Ils fbr

tlle hard employment of g飓duates．It le8ds to山e increasment of lost，low 0f market e伍ciency and bowndedrless of employmant market．There—

fore，we shollld adopt e伍cient countemeasures to eliⅡli腿te the negatiVe impactions and solVe tlle pmblems of graduates’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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