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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问题关系民生，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毕业生能

否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是评判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和当前国内外经

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呈现出数量多、期待高、就业难、形式变等特点。本文旨

在分析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难点，探讨如何通过强化价值引领、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加强全过程生涯

教育，努力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共同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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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s from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precious talent resources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ir employmen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but also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Whether graduates can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graduate employ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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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seekers, high expectations,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employment, and diverse employment form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in graduate employment work and explore how to promote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for graduates through multiple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value guidance, reforming talent cultivation methods, enhancing career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improving graduates’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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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战略性人才资源，是党和国家最重视的重点就业群体。习近平

总书记 2024 年 5 月 27 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就业作为重中之重”[1]。高质量充分就业，对于毕业生个体而言，是实现其人生理想与自我价值的重要

基础；对于高校而言，也是评判高等学校以及各培养单位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指标。促进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党和政府在布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目标，也是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必须切

实履行的基本职责。 

2. 正文 

2.1.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突出特点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升高和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

的焦点。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呈现数量多、期待高、就业难、形式新四个突出特点。 

2.1.1. 数量逐年增多，近年超过千万 
近 20 多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一直呈现显著性增长趋势。1999 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启了较大规

模的“扩招”之路。教育部《199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为

1071 所，当年招收普通本专科生人数为 159.68 万，1998 年为 108.36 万，增幅接近 50%，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也首次突破 10%，达到 10.5% [2]。2019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达到 2688 所，是 20 年前的 2.5
倍，普通本专科生的招生人数达到 914.9 万，20 年间更是增长了近 6 倍，毕业生人数达到 758.53 万[3]。
到 2022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4]。据统计，2025 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 1222 万

人，创历史新高[5]。这一规模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同时进入就业市场，为社会经济各领域发展提供了大量

高学历层次的备选人才，同时也给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2.1.2. 毕业生及其家庭的择业期待普遍较高 
当前的高校毕业生出生在千禧年前后，从一出生起就享受着较为丰足的物质生活条件，接受到更加

民主开放的家庭教育和更加优质均衡的学校教育，是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他们眼界更加宽广，思

想更加活跃，价值更加多元，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对就业岗位的期待也在不断提升。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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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追求高水平的薪资福利，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对工作环境、工作氛围和管理文化等都有自己的期待

和要求。特别是 2020 年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爆发且持续发展了较长时间，让毕业生及其父母对就业岗位

的稳定性更加重视，使得原本一直存在的“考公考编热”更是持续升温。 

2.1.3. 就业竞争加剧，就业难度加深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直受到媒体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近几年尤为突出。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当然

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毕业生人数逐年较大规模增加，而另一方面，受全球经济政治形势

复杂多变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加上产业结构转

型、智能装备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入应用，导致企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增量有限，招聘计划甚至缩减，

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竞争日益加剧。近两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扑面而来，呈迅猛发展之势，特别是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对未来的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不少毕业生和在校生对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取代原本的就业岗位产生担忧。 

2.1.4. 就业的形式有许多新变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

展，各类高层次人才也带来了科技水平的飞速提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新的职业

形态不断涌现，如近年来，智能家居管理师、整理收纳师、房屋 VR 摄影师、直播策划运营师等上百个新

岗位频频出现在招聘公告中。随着互联网的广覆盖和各类应用技术的普遍推广，远程工作和跨地区协同

越来越便捷，“平台 + 个人”的新型就业模式也越来越普遍。与就业单位和个人签订劳动协议的传统就

业形式截然不同的是，各类短期的、以单一任务为导向的灵活就业方式日益增多。与此同时，慢就业、

缓就业、不就业、自主创业等新情况在毕业生中也更多出现。 

2.2.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难点 

当前，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难点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还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 

2.2.1. 毕业生求职理想与就业市场现实情况不匹配的矛盾 
宏观方面，就业机会还不够充分，就业环境还不完全公平，人岗匹配还不够高效，劳动关系还不够

和谐，一些大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岗位趋于饱和，基层乡镇、村和中西部地区人才相对

缺乏，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由民营企业提供。对个体而言，毕业生普遍感受到求职竞争过于激

烈，未来工作的稳定性不足、收入达不到预期，职业发展前景不明，工作压力过大等，他们往往期望能

够比较容易和快速找到待遇优厚、工作稳定、环境舒适且有长远发展前途的工作，同时对于就业岗位所

在地域、代表的社会地位等有明显的期待。如中部某“双一流”高校对 2025 届毕业生的就业意向调查数

据显示，近 75%的毕业生希望未来就业地为北上广深、东部新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或家乡所在地，超过

80%的毕业生希望进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2.2.2. 毕业生的能力素质结构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的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迭代升级，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岗位类型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虽然规模不断提升，在教育教学改革方

面也不断探索，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技术和评价方式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

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学科专业的设置调整步伐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步

伐相比，存在比较明显的滞后性。部分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达不到就业市场的用人需求。比如，一

些传统专业的毕业生通过几年的在校学习，求职时可能面临行业萎缩导致可匹配就业岗位稀缺的困境，

而一些新兴的行业则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毕业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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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毕业生的传统就业认知与新型就业市场不匹配的矛盾 
毕业生特别是其父辈仍然存在社会的传统认知，认为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应该形成雇佣关系，即与用

人单位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否则就视同未找到“正式”工作，只是被迫暂时“打零工”。传统就业观念

还往往特别强调工作的稳定性，认为只有进入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等，才能确保长期且可靠的工资收

入和获得认可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式发展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创造的“平台 + 个人”新型就业模式迅速扩充，促使灵活就业人群正日趋庞大[6]。传统的认知

模式导致毕业生就业观念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就业过程中错失寻找工作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毕

业生和家庭需要提升认知，转变观念，积极拥抱多元化的新型就业市场。 

2.3.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路径分析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会、学校、毕业生个人等多方面协

调联动，但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高校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促进

毕业生就业工作。 

2.3.1. 强化价值引领，促进毕业生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当代大学生更加注重自我，追求高品质的个人生活，受到不良自媒体言论影响，

对大众追捧的“光鲜”岗位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大量毕业生瞄准大城市、大厂、大机构，不愿意到基层岗

位和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其家庭不合理的择业观念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就业选择

和就业行为，这不仅导致毕业生求职不顺利，也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高校应将就业价值观教育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为毕业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同时面向就业集中的行业开展实习实践，特别是利用优

秀校友、先进典型分享职业经历和成功经验，激发在校大学生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追求，增强他们对多领

域各行业不同岗位的认识和认同，增强他们对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念和实现个人未来职业

发展理想的信心。同时，也要强化政策激励，协同推动建立更多的引导支持体系，通过奖学金、学费代

偿、升学激励、跟踪培训服务等多项切实的举措落实激励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引导高校毕业

生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现

当代建设发展大局。 

2.3.2. 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毕业生能力素质与市场的适配度 
就业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检验器。当前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还存在培养质量有待提高、人才

培养的同质化倾向明显、培养方案的设置与社会经济产业需求脱节、培养方式与新技术结合不够紧密等

突出问题。高校必须大力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以应对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对新

型人才的需求。一方面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审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前景，研究新兴产业的人才需

求、预判未来产业的形态业态，依此来规划布局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及时调整和淘汰与产业发展不匹配

的专业，结合优势打造适合未来社会需求的特色学科，“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

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

才培养”。同时，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建立深度产教协同机制，加强专业与行业的联系，引入行业的

优质人才加入高校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落实好实习实践，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精准匹配。要定

期调查各学科专业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与用人单位保持联系，调研现有毕业生能力素质结构与用人单

位对各岗位人才需求的差异；要从需求端出发，建立长期稳定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反馈机制，将反馈

的有效信息及时吸收进新的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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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加强全过程生涯教育，努力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 
在当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社会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水平不断迈进、新一轮产业革命呼之欲

出的大背景下，市场对人才能力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如何提升毕业生的

就业竞争力，成为高校必须要重点推进的方向。高校培养人才以专业为依托，首先必须以提升学生专业

能力为基础来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方案的设计和调整应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加强

能够匹配和引领行业发展的课程建设，拓展专业教育与行业发展的融和度，在打牢学生专业基础的同时

注重提高学生知识应用能力。要通过公共课程和通识课程的教育，拓宽学生知识视域，培育学生跨专业、

可迁移能力、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心理韧性等。面对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推进数智人才培养，

增强学生数字思维能力和对数字技术的掌握也变得十分重要。学校应抓紧规划，借助学校多学科资源优

势，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础知识融入和渗透到各专业教育中，提升学生适应未

来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能力。通过开设生涯指导课程、鼓励学生参与实习实践、加强求职技能培训、开展

职业规划比赛等多种形式推动学生尽早明确职业目标，提升毕业生的求职竞争力。面向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寻求海外发展机会。高校应积极推进国际化办学，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

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推荐更多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助推更多毕业生实现全球就业。 

3. 结语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和就业特点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和挑战，高校作为

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当通过加强思想引领、招生结构调整、培养方式创新、生涯教育拓展等多重发力，

共同提升毕业生与国家社会需求的适配度，从而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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