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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23 年的国考报名，又一
次创下近十年新高。11 月 5 日
报名截止后，总报名人数已突破
250万，相比去年增长了50万人，
同比增长 25％，资格过审最大
竞争比超 5800:1。
　　今年的国考招录继续向应届
生和基层岗位倾斜。3.71 万个
招录名额中，有 2.5 万个计划专
门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这也是
为了给应届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
业与发展机会，同时吸引大学毕
业生到基层中去。不过，有专家
建议，应该淡化应届生身份，也
给往届生更多机会，为青年就业
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最热岗位竞争比六千比一

　　根据公开信息，2023 年度
国考招录共计设置了 17655 个职
位，计划招录 37100 人，较上年
度明显增加 5858 人，这也是国
考招录连续第四年扩招，是近十
年来招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
近十年来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从报考人数来看，11月 5日
资格审查结束后，共有 259.77
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
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
划数之比约为 70: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分析，今年报名持续增长，
仍然与目前的就业现实有关。过
去，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
机构，但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背景下，加上国际经济形势影响，
尤其是今年，民营企业遇到的困
难较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大
量较少，加上体制内工作越来越
受到追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公考队伍。
　　“其实还是就业难的问题。
国考是开放报名，而且信息公开，
报考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但如
果把其他用人单位的信息公开，
可能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补
充，每年的国考报名人数都在不
断上升，但过去每年很多考生会
临阵弃考，例如 2022 年考试前

有接近 20% 的人弃考，最终的平
均竞争比也会有所下降。
　　根据教育机构的统计，截至
报名结束，已有 9个过审竞争比
达到 2000:1 的岗位。此外，还
有 158 个岗位无人报考，其中，
统计局成了无人报考岗位剩余最
多的系统，共有32个，海事局、
铁路公安和综合岗，三个系统紧
随其后，剩余岗位分别是21个、
20 个和 20 个。
　　从报名地区来看，这次招考
有近2.8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
级及以下直属机构，较为边远地
区基层机关职位的要求较为宽
泛，学历、专业条件、工作年限
等，门槛也相对较低。
　　这也使得一些职位热度持续
攀升。例如，青海省税务局曲麻
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 ) ”一职是本次国考报名的
热门职位之一。虽然仅招 1人，
但截至 11 月 3 日 17:30，该职
位报名岗位竞争比达 6002:1，
这也是今年竞争比最激烈的岗
位。
　　上述职位为税 (费 )征收管
理和服务工作，学历要求大专及
以上，服务基层项目工作经历及
基层工作最低年限均无限制，同
时要求在该单位最低服务年限为
5年。
　　此外，今年国考报名竞争最
激烈十大职位中，有三个来自青
海税务系统。不少人调侃，青海
又一次成为 2023 国考的竞争高
地。
　　这已不是西部省份第一次成
为国考热门的报考地。2022 年
国考，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
“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
截至报名通道关闭时，报录比就
超过 20000:1，这也是最高报录
比的岗位。
　　岗位报考门槛低，符合条件
的考生相应变多，这是热门岗位
容易出现在西部省份的原因。储
朝晖则补充，这也反映了当地就
业的现状，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
才而放宽基层岗位的报考条件，
另一方面，目前公务员考试的规

模越来越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这个岗位有一定的执行权力，且
相对比较稳定，在限制条件较少
的情况下，大量考生报考了这个
岗位。

“建议淡化应届生身份”

　　自从 2020 年教育部发布促
进应届生就业相关政策后，近几
年里，应届生在国家公务员考生
中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
　　有教育机构统计，2019
年 -2022 年度，国考仅面向应
届生的岗位占比，从 39% 升至
58%；国考仅面向应届生的人数
占比，从 42% 升至 67%。今年的
国考中，共设置 2.5 万个计划专
门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约占总
招录人数的 67.2%。
　　大部分机会向应届生倾斜，
主要是为了缓解应届毕业生的就
业压力。数据显示，2022 年，
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
千万，达到 1076 万，而 2023 年
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 1174 万，
多出近 100 万人。
　　“应届毕业生的竞争力相对
低于历届学生，其社会经验等相
对较差，这也是机会倾向于他们
的考虑，另一方面，新招的公务
员大多要到基层岗位，这也是国
家希望更多应届毕业生能到基层
去锻炼”，储朝晖说。
　　但这对非应届生而言并非好
事。一名网友说，他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多年，今年被裁员后，
他开始考虑体制内的工作。然而，
他在报名时发现，应届生、专业、
学历的限制下，他的机会并不多，
“有些应届生岗位没有人报，但
是非应届生岗位大量扎堆，甚至
还有人没有岗位可报。”
　　熊丙奇说，从整体的就业形
式来看，目前不仅是应届毕业生
就业难，往届毕业生也面临同样
的处境，同时，考虑到现在的就
业形势更加多元化，很多人呼吁，
国考的报名条件不应该限制在应
届生的身份上，“或者将应届生
身份由原来的两年拓宽更长，让

国考报名创十年新高，最火岗位六千人竞
争，西部省份成热门

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近几年来，社会上不少
人也在呼吁，公务员考试应
淡化应届生身份，给往届生
更多机会。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乔旭提到，本科毕业生中二
次考研、考公的人数逐年增
多，此外，由于“应届”身
份在求职、考试、落户，尤
其在公务员招录等方面具有
优势，导致一些毕业生为了
保持“应届”身份一次就业
慎之又慎，出现了待价而沽
和“慢就业”甚至“不就业”
的现象。
　　熊丙奇也提到，随着应
届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
大，其中一部人在考公、考
编、考研等失败后，其他选
择机会又少，为了还能保留
应届生的身份优势，不得不
选择延迟毕业，“这就是强
调应届身份导致的一个扭曲
现象”。
　　针对“延迟就业”持续
升温的现实，乔旭提出，把
二次考研、二次考公、提供
报考材料者都纳入“灵活就
业”范畴。同时，淡化“应届”
身份，不将“毕业生报送过
就业相关信息、购买过社会
保险等情况”作为限制公招、
公考的报考条件。
　　熊丙奇则认为，随着我
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新增城
镇就业人口超过 80% 都是高
校毕业生，这种情况下特别
强调应届生就业问题，实际
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其实
更应该关注整体青年的就业
问题，并把它纳入整体社会
就业的一部分，为青年求职
者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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