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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度教育”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周  婧，符少辉 
(湖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中国“过度教育”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高校的招生人数、区域分布以及教育模式来看，中国

“过度教育”现象具有长期性、局部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过度教育”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毕业生的供给

超过了现代经济部门的有限职业需求；高校教育模式单一导致毕业生就业能力缺失；“惟学历论”的职业筛选标准

助长了“知识失业”。治理“过度教育”现象必须实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举，坚持市场对专业设置的引导，

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供应渠道，适当调整毕业生的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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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education” phenomenon in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ZHOU Jing, FU Shao-hui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Over education” phenomenon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recently. Viewed from the aspect of enrolment,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educational model, China's “over-edu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long-term feature, locality and 
structural feature. The main causes for “over education” phenomenon lie in: the supply of graduates exceeds the limited 
demand; education mod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prives students of employability; the occupational screening 
standard emphasizing on educational history has fostered education unemployment. This paper then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over education”: to stress import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well as higher education; to set up 
majors guided by the market demand; to establish long-term stable supply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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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过度教育”现象就是指个人所拥有的受教育

水平超过了现有工作岗位的需求，教育供给超过了

社会的需求，因而破坏了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造

成教育过剩、人才浪费、学历高消费或知识贬值的

现象。 
“ 过度 教育” 一词源 于 1976 年美 国作 家

Freeman.R.B的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过度

教育的美国人》）。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

三次科技革命和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动下，大幅度增

加对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使得高

等教育规模空前膨胀，逐步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受

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造成岗

位供应日渐趋紧。而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的受教育

水平超过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使得他

们不得不从事低学历就能胜任的工作，西方教育经

济学学者将“知识贬值”和“知识失业”这一现象

称为“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美国教育经济

学家Henry M.Levin在全面阐述“过度教育”本质及

其表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衡量“过度教育”的三

种标准：一是指相对于历史上较高受教育水平者而

言，现在受相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经济地位下降

了；二是受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

望；三是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

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总体呈现

出“结构性矛盾与供大于求矛盾并行”的特点。具

体表现在：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很大，人才的供给与

需求出现失衡，部分企业“招工难”与部分劳动者

“就业难”问题并存，高知识分子群体就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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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低就、薪资水平下降，出现了个人或社会拥有

的教育存量超过社会中现有职业岗位的需要等“过

度教育”现象。[2]

二、 中国“过度教育”的特点及其负面
影响 

为此，笔者试结合大学生就业形

势，探讨中国“过度教育”现象的特点、成因以及

治理对策。 

中国“过度教育”现象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1) 长期性。自中国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招生

人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教育部有关数据显示，

1999 年高校招生总数为 159.68 万人，同比增长

47.4%，此后的 2000 年扩招幅度为 38.16%，2001
年为 21.61%，2002 年为 19.46%，到 2010 年全国高

校招生人数达到 657 万。[3]

(2) 局部性。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差异性

大，无论是高校总数,还是各批次高校的数量，东部

地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据邱均平等调查，东部 11
个省区，拥有全国高校总数的 49%，重点高校总数

的 60%，一般高校总数的 44%。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一

直保持 7％以上的高速度,但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

所需的工作岗位还是远远大于社会新增就业岗位

和在岗人员自然更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尽管目前

总招生人数已开始逐年下降，但由于大学生人数基

数大，减少毕业生人数毕竟还需一个较长的过程，

短时期内中国的“过度教育”现象还很难消失。 

[4]

(3) 结构性。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侧重大力

发展高等教育，忽视了对职业教育等技能型培训教

育的投入，这严重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

济模式的改变，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人数增

长过快，其他教育层次却发展不足的局面。据统计，

中国初、中、高等人均教育经费与人均GDP的比例

分别为 0.05，0.15，1.93。

另外，大城市和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地域优势明显、事业

发展前景较好、薪酬待遇较高等多方面的绝对优势

逐渐成为了人才的聚集地，大多数毕业生都滞留在

大中城市，导致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人才拥挤，失业

率高，就业率低；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由

于地域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劣势，对人才的吸引力相

对缺少，表现出“过度教育”现象的局部性特征。 

[5]

夏再兴认为“过度教育”会导致知识性失业，

知识性失业又会进一步加剧“过度教育”，二者形

成恶性循环；“过度教育”还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

当和使用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不同学科专

业之间的毕业生也面临不同的处境，一些新兴学科

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传统学科专业毕业生由于

人数过多，竞争异常激烈，中国“过度教育”的结

构性特征日益凸显。 

[6]何斌认为“过度教育”会降

低毕业生个人的经济收益，导致教育成本和教育收

益严重不对等，同时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7]

三、中国“过度教育”现象成因 

另外，对现有社会阶层来讲，还可能会加剧

受教育水平的两极分化：有能力支付教育投资的群

体会为自己和子女提供超过一般水平的教育；对于

无力支付这笔投资的群体来说，参与这场代价昂贵

的教育投资竞争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从而对高等教

育敬而远之。受教育水平的两级分化，可能会导致

社会结构的两级分化和对立，对社会的稳定和协调

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史潘斯从筛选理论、思罗从职业

竞争理论、拉菲尔·艾里查理从依附理论等经济学原

理、福尔熙从冲突理论、布顿从社会化理论等社会

学理论阐述了“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8]国内学

者马永霞从二元经济结构、高等教育高收益率、教

育发展先行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来解释中国“过度

教育”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教育生态平衡

能使教育生态系统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

然而，教育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条件、有限度

的，当高等教育所提供给社会的人才类型和层次结

构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科类结构与各科类内部所需

的专业、技术结构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

时，“过度教育”现象将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9] 

(1) 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超过了现代经济部门的

有限职业需求。中国目前正处于传统经济与现代经

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明显存在着比较现代

化的城市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传统经

济部门由于收入太低，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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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吸引力，因此他们就大量寻求现代经济部门

的职业。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中国现

代经济部门对知识劳动者的吸纳能力是有限的，行

政事业单位就业职位短缺，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必

然有一部分成为了知识失业者；或者学非所用到一

些不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单位就业；或者屈身俯就寻

找低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工作，形成教育替代(即具

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才对较低教育程度的替代)，表

现为“过度教育”现象。 
(2) 高校教育模式单一导致毕业生就业能力缺

失。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比较单一、区域性差异过

大，在追求高层次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了职业院校、

民办高校、社会企业以及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出现“穷国办‘大’教育、‘高’

教育、‘贵’教育”的怪现象，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形成一种“过度”，并直接导致符合中国实际经济

发展情况的应用型人才数量远远不够。另外，中国

高校的培养模式与产业结构不协调，高校资源分

配、薪酬制度不合理，专业划分过于详细，内部结

构失衡，教学内容陈旧老套、缺乏更新，课程、课

时设置过多，课程安排与实际专业匹配失调，学生

知识面窄，适应性差，毕业生进入社会，不能很好

地胜任实际工作岗位，降低了就业能力，这也是一

种 “过度教育”。 
(3) “惟学历论”的职业筛选标准助长了“知

识失业”。职业筛选理论认为，决定劳动者在求职

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是他的受教育水平。[8]

四、中国“过度教育”现象的治理 

一些用人单位衡量人才的标准是“惟学历论”，学

历层次较高者，说明其实际能力较强；反之，则说

明其能力较弱。在选择人才时，受这种人才社会评

价标准的误导，就根据求职者的学历高低来判断和

选择。而求职者为了获得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会

选择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忽视了整个社会对各种

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和吸纳能力，从而导致从事各

项工作的人员所拥有的受教育水平和学历不断上

升，超过了实际工作的需要，人才积压、大材小用

的情况随之产生。原本专科生就能胜任的工作却要

求最低学历为本科，而本科生适合的工作却要求硕

士生来做，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失业”，从而助长

“过度教育”，使其在社会上不断蔓延和扩张。 

“过度教育”现象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

凸显，时至今日，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领域的问题，

更是一个关系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问题，

需要包括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在内的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积极加以应对。 
(1) 适度调整教育结构，实现职业教育和高等

教育并举。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投资结构，将有限的教育

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从而缓解“过度教育”。其次，

应正确处理好三级教育的关系，确保社会收益率相

对较高的初、中等教育的投入，加大对新兴第三产

业投资力度，促使新兴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创造更

多适合知识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增加社会就业机

会，从而从根本上消除“过度教育”。再次，政府

应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传授创业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以无息借款、股份投

资或贷款贴息等方式，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内的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根据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情

况，鼓励高职、民办高校健康快速地发展，进一步

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它们的潜

力，做到“校尽其用”，以减轻正规高等教育的超

负荷压力，这样既可节约教育资源，又能有效避免

“过度教育”。 
(2) 适时调整培养模式，坚持市场对专业设置

的引导。高等院校应及时调整培养模式与产业结构

之间的关系，根据社会发展和学校自身实际情况，

改革高校资源分配制度和薪酬制度，走集约型内涵

式学校的发展道路。加强对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的

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设置专业。在对学

生进行基本理论灌输和思辨能力培养的同时，更应

加强学生工作技能的提高，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

进教学方法，拓宽专业口径，将学历教育和职业技

术教育相结合，培养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在专业设置上，坚持市场对专业设置的引导，

通过科学的调查，以长远和整体的眼光来预测社会

对各种人才的需求，根据未来社会的变化和需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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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加快学科专业综合化步伐，使高校培养

的人才在规模和质量上都符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做到既要防止置社会市场需求于不顾的“冷门”倾

向，又要防止急功近利的“热门”倾向。 
(3) 适度调整用人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

供应渠道。用人单位要转变引进人才和使用人才的

机制，在聘用本企业所需人才的同时，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尽量给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更多的机会，

不要盲目只招收高学历的人才。高学历并不代表高

能力，是否适合在这个岗位发展才是选择人才的最

佳标准。大量能力出众的毕业生也许并不具备用人

单位所要求的高学历，但是他们确实具有极大的发

展前途，并且能为该企业带来很大的收益，这才是

企业在聘用人才时最应考虑到的。用人单位还要树

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那些没有区域

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单位，更应该加强自身的主动

性，积极与高校联系，建立长期稳定的毕业生生源

供应渠道，以形成高效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库，

这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来讲都是互惠互利的好事。 
(4) 适当调整就业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

质。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

阶段，高校扩招已成定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远远

赶不上大学生供给的数量，根据供求规律，均衡价

格必然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应该转变就

业观念，关注今后的职业发展，作好个人规划，找

准定位，随着市场供求状况来调整自己对职业岗位

的期望值，树立正确的、符合市场趋势的就业观，

从“精英”的梦幻中走出来，在新形势下改变“高

薪、白领、大城市”的陈旧观念，逐步树立“先就

业、后择业、再创业”的新理念，重新进行职业审

视和就业定位，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在学习目标的定位上，应以扎扎实实地学习知识，

积极地发挥自学能力，多学备用，不断提高自己的

认知能力，增强自己的工作技能与社会适应性为主

要目标，而不只是一味地追求高学历，随波逐流。

高学历固然对自己就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工作

岗位上想长期立足并不断发展，最终还是靠个人的

实际能力。在求职和就业的过程中，将个人能力、

知识、价值的实现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这样才能

地尽所需，人尽其才，达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又能有效防止目前存在的“过度教育”现象。 
总之，“过度教育”存在的弊端已经日渐凸显，

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

影响。作为国家、高校、用人单位都应采取措施有

效防止这种现象，受教育者也应更新自己的求学观

与就业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预防和消除中国

的“过度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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