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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由创新起主导作用，以此来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我国大力推行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者们在产业优化与升级的步调大步迈进，不断革新的生产关系也引发了劳动关系

的巨大变革。其中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的求职者常常面临就业困境，而大学生毕业群体正是稳定就业的

关键。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十分必要，这关系到高校毕业生稳就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

民生稳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就业机会以更加灵活和多样的形式涌现，同时也产生了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的供求不匹配、学校职业教育指导存在不足还有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有待提升的挑战。

为此，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自身树立科学就业观念、关注前沿信息技术，参与实践并灵活规

划职业，还需要政府机关完善政策支持产业升级与人才培养、用人单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充分的技

能培训，以及大学学校推进教育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以多方协同共同让大学生群体的就业

道路更加光明、社会发展进步更加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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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innovation-led, breaking away from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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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and pathways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ers are making significant strides in industrial optimiza-
tion and upgrading, while continuously evolv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have triggere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labor dynamics. Among these changes, college graduates, a key group for stabi-
lizing employment, often face employment challenges. Enhancing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
dents is crucial, as it relates to stabilizing graduate employment,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e emerging in more flexible and di-
verse forms. However,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a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employers and workers, insufficient vocational guidance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employabilit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en-
hancing employability requires college students to adopt scientific career perspectives, engage with 
cutting-edg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articipate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flexibly plan their 
careers. Additionally, government agencies must refine policies to support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mployers should provide favo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adequate skill 
training,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advance educational reforms by optimizing curricula and teach-
ing methods. Through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the employment prospects for college stu-
dents can be brightened, fostering smoother societ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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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5 年 1~2 月份国民经济数据释放出强烈信号：以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正加速重构经济增长逻

辑。这一轮变革不再依赖传统要素堆砌，而是以技术突破、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为支点，撬动中国经济

的“质效革命”[1]。在 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比上年全年加快 0.1 个百分

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6%，比上年全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3731 亿

元，同比增长 4.0%，比上年全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1~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6%；

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0%，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1%。31 个大城市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 5.2% [2]。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

新使命。而当前就业大环境氛围紧张，许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的危机，各渠道就业竞争激烈，企业

用人要求过高，从业者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因此，研究新质生产力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具有现

实意义。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研究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策略。本文将为政府机构提供策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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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就业市场中寻求平衡，有效履行职能，解决就业这一民生问题；为企业用人单位提供指导，帮助其

优化和升级生产运营模式，吸引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杰出人才；为教育机构指明方向，积极适应新形势，

深化教育改革，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同时，指导大学生建立科学的就业观念，增强个人的就业

竞争力。 

1.2.2. 研究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与就业市场发生深刻变革，大学生就业

能力提升已成为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面临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职业素

养与新兴岗位需求脱节、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亟需探索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能

力提升路径。本研究通过构建多方联动的就业能力培养体系，对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具有重要价值，具体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国内针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就业能力的研究多聚焦技

术变革的单向影响，缺乏对政府–企业–高校–个人多维联动机制的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构建“四维协

同”理论模型，能够拓展就业能力研究的理论边界，丰富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开发的理论内涵。另一

方面，研究将突破传统就业能力培养的静态分析框架，引入动态能力理论和终身学习理念，为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助力构建与产业演进同步的能力培养体系。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应用价值。对政府而言，通过就业市场供需匹配度测算和人才需

求预测模型的构建，能为就业政策制定、产教融合平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助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目标。对企业而言，研究成果可指导企业完善数字化招聘体系，通过建立能力发展评估工具降低人才

选育成本。对高校而言，通过推动课程体系重构，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力求缩短毕业生岗

位适应周期。对大学生而言，帮助提高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的顺利过渡，为未来的职

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助力实现从“被动就业”向“主动择业”的转变。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在深化研究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诸多

探讨。本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文献综述部分，通过系统梳理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结合批判性

分析，力求揭示理论研究不足与实践应用边界，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并为后续分析提

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外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起步较早，对其定义和特征有较为深入的理解。美国学者 Porter 在其

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产力”的概念，强调技术创新在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核心作

用，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

“创新理论”，就强调了技术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指出，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能够打破传统产业的桎梏，推动经济结构向高附加值、低环境负荷方向升级。相较于国内研究聚焦政策

适配性的特点，欧美学者更注重生产力变革与人力资本重构的互动机制研究。Joseph A. Schumpeter 在《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创造性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对传统就业结构的

颠覆性影响提供了基础框架[3]。这一理论在 Clayton M. Christensen 的《创新者的窘境》中得到延伸，其

揭示的技术范式转换对技能需求的非线性影响[4]，为解释数字技术催生的“技能断层”现象提供了理论

依据。在实践层面，国际经验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针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

策略上，国外学者普遍强调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例如，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被广泛认为是提升大

学生就业能力的成功案例。该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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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路径。该成功经验为我国高校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 
尽管国际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转型、劳动关系变革与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等议题已形成较丰富的

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深度与实践指导性方面仍存在明显局限。现有研究多聚焦理论框架构建而缺乏系统

性实证支撑，导致其结论在应对快速迭代的就业市场时显现出解释力不足的缺陷。尤其在新质生产力的

作用机制解析中，多数研究局限于特定产业或技术维度，未能充分揭示其多模态特征与跨领域协同效应，

这种单一视角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变革的复杂性。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当前研究尚未有效破解

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职业替代与职业增强双重效应在就业能力构成中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一理论盲区直

接制约着就业能力培养的前瞻性布局。同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高校专业集群建设的协同演化规律仍

处于学术探讨的初级阶段，二者在知识流动、资源整合与人才培养方面的耦合机制亟待理论突破。而现

有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虽具启发价值，却普遍缺乏本土化调适，既未能充分考虑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

与产业转型特征，也未能及时回应零工经济等新兴就业形态对传统能力评价范式提出的重构需求。这些

研究不足恰恰为本文提供了突破方向，通过构建“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实践路径。 

1.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层面均取得重要

进展。在理论建构方面，学者们着重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机制。余晓

玲等学者从耦合逻辑视角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高校就业指导系统的协同演进规律，提出通过重构产教融

合生态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徐政等学者聚焦劳动者素质变革，指出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劳动

者需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与复合型技能，并构建了“技术–组织–能力”三位一体的转型框架。贾

卓强学者则系统论证了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就业的理论逻辑，强调需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技能错配与结

构性失业难题，而胡洁学者则从 ESG 视角切入，揭示了环境社会治理效能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动能的作用

路径。 
相较于国外研究对人力资本重构的聚焦，国内学者更注重新质生产力与教育体系的协同创新。冯东

等学者提出职业本科教育应通过专业集群化重构、课程模块化迭代等方式精准对接新兴产业需求，眭依

凡等学者进一步构建了应用型大学“学科–产业–创新”三螺旋培养模型，强调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以

培育跨领域创新能力。王凌超学者基于万余条招聘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岗位对数据分析、人机

协作等新兴能力的需求显著提升，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量化依据。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在前期进行了数据收集，阅读、整理涉及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下的劳动关系以及社

会就业形势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著作、政策文件，将研究成果归纳分析总结。最终确定了围绕新质

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为题，并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变革后的劳动关系形态还有当代

就业的形势为主要研究内容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1.4.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核心数据收集工具，旨在通过结构化问题获取目标群体的主观态度与行

为特征。问卷设计遵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理论基础，结合研究目的构建包含

5 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共设计封闭式问题 10 题、开放式问题 5 题。问题设置注重逻辑，从基本人口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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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过渡到研究主题相关的态度量表，确保问卷的内容效度与结构合理性。正式施测前，选取 40 名目标群

体进行预调查，根据反馈意见对表述模糊的 3 道题目进行修订，形成最终版问卷。 

1.4.3. 深入访谈法 
本研究同时采用了线下访谈形式的调查以加强实证研究，在确定访谈对象及访谈提纲后，将调研内

容划分为大学生职业规划情况及新质生产力认知两个方面。在对广东省广州市大学城中的大学生群体的

随机采访中，同学们就个人现阶段的职业规划作了一定的阐述，表达了对当下社会就业环境的看法和认

识，并且也表示了有在积极考取一些职业证书等为自己以后求职就业做出付出努力。尽管接近一半的学

生认同提升就业竞争力的说法，但涉及具体路径时却还处于懵懂的状态，出现认知与行动脱节。当进一

步谈及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了解程度时，同学们多数表示超出自己的认识范围之外，但是愿意在空余时间

通过新闻资讯多加学习。 

1.4.4.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是一种运用观察、访谈等方法采集相关数据，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从而探究普遍性结论

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了解现如今社会就业形势发展情况，本次调研挑选了近年来在网络媒体中关注度

很高的“高学历低就业”等案例进行个案研究，深入剖析经济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以此论证就业问题

的重要性以及发现一些当下就业趋势发展中已经出现和未来将会遭遇的问题，并在最后为总结出解决办

法与发展经验提供思路。 

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概述 

2.1. 剖析新质生产力 

2.1.1. 新质生产力的意涵 
新质生产力是由创新起主导作用，以此来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其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5]。在信息技术产业，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的深度融合不仅重构了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生产流程，还催生出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新兴应用场景；

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则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性特质，如氢能技术的突破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应

用。这些产业的共性在于均以科技创新为根基，通过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打破传统产业桎梏，推动经济

结构向高附加值、低环境负荷方向升级。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正是通过此类产业的协同发展，构建技术

驱动、生态友好、需求导向的新型生产力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本质上是人才形态与教育生态的双重跃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动能，需具备将前沿技术转化为产业势能的突破能力，这类人才不仅是技术落地的执行者，

更是产业范式重构的引领者。当前全球产业链竞争已演变为人才储备与知识迭代速度的较量。新质生产

力对人才的数智化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复合型人才。这种复合型能力体系的构建，亟需教育体系从“专

业纵深”转向“学科融通”，当教育生态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节奏形成共振，人才方能从“适应变革”进

阶为“定义变革”，最终推动生产力形态从“追赶型”向“引领型”跃迁[6]。 

2.1.2. 新质生产力发展下劳动关系的变革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生产力的跃升，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包括劳动关系的

变革。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及其优化组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这使得传统的以稳定雇佣、固定工作场所和时间为主要特征

的劳动关系难以适应新的生产要求。 
虽然新质生产力与传统质态生产力构成要素基本相同，但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55


陈润钿，罗依琳 
 

 

DOI: 10.12677/ass.2025.145455 793 社会科学前沿 
 

素的组合发生了优化跃升，新质生产力更多体现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对劳动方式带来的变化。从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以及绿色环保技术的推广，催生出大量

新的就业形态、推动了工作方式的改变。信息化、自动化等技术的引入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使得

劳动过程更为复杂，这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以适应这种高效而复杂的生产

工具[7]。区别于依靠简单机械装置的传统劳动资料，新质生产力发展下的劳动资料则呈现出智能化与数

字化的趋势，使得劳动资料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形成了复杂而高效的系统。它不再依赖于人工的简单

操作和经验判断，而是依据大量数据和算法实现自动化的精准运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控

制水平。劳动对象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新型材料的应用，这些材料具有超越传统材料的物理、化学性

能，能够满足现代产业对高强度、轻量化、多功能等特殊要求。它们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物质基础，

为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此外，随着资源稀缺性问题的加剧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对劳动

对象的利用不再是一次性的、线性的模式。而是将废弃物重新纳入生产过程，实现资源的循环流动。 

2.1.3. 新质生产力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机制 
新质生产力通过“三重机制”重塑就业市场结构，进而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出范式转型要求。其一

是技术重构机制。根据鲍莫尔成本病理论，新质生产力中的自动化技术虽可能替代传统岗位的重复性劳

动，但同步催生技术增强型岗位，要求大学生突破单一技能壁垒，形成技术应用和人文价值判断的复合

能力。据《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报告 2024》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新质生产力驱动的柔性制造系统需要从

业者兼具机械工程知识、工业互联网操作能力及客户需求洞察能力，此类岗位的能力阈值较传统制造岗

位提升 40%~60%。其二是产业裂变机制。基于长尾理论与平台经济理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零工经济、

平台就业等新业态打破传统“岗位–能力”一一对应的静态匹配模式，转向“场景–任务–能力组合”

的动态适配。比如说直播电商运营不再依赖固定专业背景，而是要求从业者快速整合消费心理学、短视

频制作、供应链管理等跨领域知识，形成模块化能力拼图。这种变化促使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从学科导

向转向问题导向，亟需构建“场景化学习 + 敏捷知识迁移”的能力生成模式。其三是创新驱动机制。依

据内生增长理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知识要素驱动的持续创新，这要求大学生从适应就业市场转向定

义市场需求。在专精特新企业崛起的背景下，具备技术创新 + 商业转化 + 社会价值创造三位一体能力

的人才更受青睐。而此类能力的培养需突破传统课程体系，通过真实项目驱动与创新创业实践实现从知

识积累到价值创造的跃迁。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本质上是技术–产业–制度三重变革驱动的能力体系重

构过程。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

态，其理论内涵可从创造性破坏理论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中追溯逻辑原点：前者揭示新质生产力对传

统产业的颠覆性重构，后者阐释技术革命引发的就业市场范式转换。在此理论框架下，大学生就业能力

提升可解构为“三维适配模型”，即技术–能力适配层：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特

征，构建以数字素养 + 交叉学科能力 + 可持续发展思维为核心的专业能力矩阵；产业–需求适配层：

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分析新质生产力催生的低空经济、银发经济、元宇宙

等新兴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迭代，形成场景化问题解决能力 + 跨领域协作能力的动态培养机制；制

度–生态适配层：引入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考察产教融合政策、技能认证体系、创业孵化机制等制度创

新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赋能路径，构建“政策引导–企业参与–高校响应”的协同创新生态。 

2.2. 当前社会就业形势研究 

2.2.1. 中国就业形势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提供生产资料，劳动者利用企业提供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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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力时代，就业形势相对稳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基础技能和专业知识上。而随着新

质生产力的应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传统

产业的升级。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越来越

依赖科技创新来提升竞争力，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从传统的单一技能转向了复合型、创新型和技术驱动

型人才，最终形成劳动关系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雇佣关系向技能密集型雇佣关系转变。这对就业形势有

着深远影响，企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期望大幅提高，就业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先进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使得掌握这些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人才成为企业竞相争夺的对象。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分化，高技能劳动者在竞争中占

据优势，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而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新质生产力的这种变革为社会大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智能技术的应用

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创新服务模式，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8]。企业得以蓬勃发

展，从而将带来更多就业岗位，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结构

性失业问题。许多传统岗位被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所取代，导致部分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机会。新兴产业

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和先进的技术应用

能力。这种结构性失业问题与大多数劳动者现有的知识结构和技能储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使得他们在

求职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 

2.2.2. 美国就业形势研究 
美国的劳动关系确立了以劳资双方的自我调整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的是在二战之后工人大规

模的罢工活动等劳动关系极度紧张的状态，在当时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并通过立法对

美国工会进行规制，建立了以“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协调劳资关系的机制[9]。美国在这种三者关系

体系框架下，其劳动关系基本上是通过劳资双方的自我协商模式进行管理。 
美国劳工部最新的就业报告再度证明，当地就业市场已经降温[10]。当今美国在就业市场中的客观事

实：一是失业率整体仍在低位、薪资增速仍然较高。二是从趋势来看，就业供需缺口持续弥合，就业市

场正常化仍是一个趋势。三是就业数据未来可能会存在结构性分化，和库存位置一致，一直以来磨底的

制造业就业目前初步呈触底特征；未来降温的可能主要是服务业就业。另外，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产业发展对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强劲需求，促使高校与企

业深度融合，塑造了有利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在就业政策上，美国通过税收优惠、科研资助

等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同时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与政策便利。 

2.2.3. 日本就业形势研究 
日本政府在长期的劳动关系的解决实践中，建立了通过立法和政府决策解决劳动关系的必经程序。

在 60 年代初，日本建立了由政府、工会和资方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日本劳动关系中最重

要的构成因素是主体，包括政府、工会组织与雇主组织[11]。日本的劳动政策规定，劳动的处理结果必须

经过劳动关系三方代表组成的劳动政策审议会通过，这样能够充分保证劳动关系三方的权益和切身利益。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日本的就业情况：在 2023 年 11 月日本

的就业人数连续 16 个月增长，同时，失业人数是 3 个月来的首次上升。但就总体而言，日本的就业呈积

极态势，说明日本采用的这种劳动关系能够带动就业良性发展。尽管日本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挑战，但在

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依然保持技术优势，企业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确保大学生能够快速适应岗位需

求。同时，日本高校则秉持严谨务实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夯实与实践技能的打磨，在制造

业、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领域，培养出大批契合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日本还注重就业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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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的职业培训、就业信息匹配机制，助力大学生顺利就业。 

2.2.4. 就业形势小结 
在世界范围的就业形势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年轻群体的失业率高；二是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同步下

滑。通过收集的资料研究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了全球青年就业的新趋势：一、全球青年就业质量有所下

降。二、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吸纳全球三成以上的青年就业，劳动力密集型的生活性服务业，已成为吸

纳全球青年就业最多的领域。三、老龄化让健康产业成为青年就业新引擎，而这需要高素质的职业护理

人员提供服务。针对第三点，德国青年在健康产业就业的比例，要超过整体就业的比例。这不仅是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成果在健康领域的体现，也跟其注重职业立法有关。德国通过《老年护理职业法》[12]保
护了从业人员的权益，通过《老年人护理质量保护法》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和护理质量，这都有助于提

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吸引青年从事该行业。此案例也对我国就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面临新的挑战 

3.1. 案例分析：就业是社会各方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 

近年来，关于就业形势严峻的新闻资讯层出不穷，有关年轻人职业规划与生活压力的讨论更是在网

络媒体中引起广泛关注。硕士超超从电影编剧转行火锅店保洁，大学毕业生弯弯五年更换十二份工作却

存款不足五千元，两位女生在网络上自述“失败人生”的视频引发超五百万次播放，评论区交织着“名

校滤镜破碎”的唏嘘与“接纳普通人生”的共情。还有某地城管执法岗拟录取名单中，超半数拥有硕士

及以上学历，包括北大物理学院博士。更有重庆一位哲学硕士因教培行业裁员转行外卖骑手，引发“学

历是否等于能力”争议。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示出就业人才市场“高学历低就业”“体制内竞争加剧”“灵

活就业常态化”的社会现象。表面看，这是个体职业规划偏差的结果；深层而言，却折射出经济转型期

的结构性矛盾——传统产业收缩、新兴产业岗位培育滞后、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脱节。 
之所以社会大众对于就业形势的讨论度居高不下，是因为就业是居民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它

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稳定的就业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充分就业则有助于减

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计，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经

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就业状况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新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人才队伍与市场需求才会呈现良好态势。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传统行

业的衰退和就业机会的减少的情况亟待解决。 

3.2. 企业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发生变化 

Table 1. Enterprise employer recruitment requirements form 
表 1. 企业用人单位招聘需求表 

岗位 学历 技术能力 工作经验 薪资 

摄影师 不限 擅长商拍灯光设备配件使用 
想法超前并具有匠心精神 

有过明星艺人工作经验 
有过开发客样经验 日薪 700 

视频号直播运

营主管 大专 
熟悉视频号等平台规则，运营模

式和流量逻辑，了解直播行业的

运营策略和手段； 

直播相关 2 年以上经验

优先，有珠宝玉石类目

工作经验优先； 
20~30K 

创意视觉 
设计师 不限 擅长运用多种设计技能，包括插

画创作、3D 建模以及 AIGC 等 1~3 年 12~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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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短视频后期剪

辑师 不限 
对各种素材包括文字、图片、 
视频等按照编辑规定进行有效 

处理； 
有带货视频剪辑经验者 40~100 元/时 

网文主编/总编 大专 

熟悉编辑管理及网络文学市场现

状，根据市场需求走向，判断原

创内容流行趋势，引入并审核作

品内容 

5 年以上网文相关 
工作经验 12~24K 

短视频出镜达

人/演员 本科 身高 160 cm+，形象气质佳，镜

头感强，普通话流利 
有汽车类短视频/直播经

验者优先 7~10K 

个人博主全职

助理 本科 熟练剪辑/内容策划(包括内容选

题、脚本策划) 1~3 年 8~10K 

广告设计专员 大专 
熟悉各大设计软件，对于海报和

宣传图片有一定的设计功底和美

感，能够精准地传达宣传要点 

有互联网、汽车、媒体

等相关行业者优先 6~8K 

教育行业客户

经理 本科 良好沟通与销售能力，熟悉教育

行业市场 3~5 年 10~15K 

医疗行业专员 中专/中技 了解医疗行业基本流程，有一定

数据处理能力 

了解医疗行业基本流

程，有一定数据 
处理能力 

3000~8000 元/月 

平面设计师 本科 熟练掌握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设计软件 2 年以上 8~12K 

金融分析师 本科及以上 熟练掌握金融分析工具，具备数

据分析、报告撰写能力 
2~5 年金融分析相关工

作经验 12~20K 

餐厅服务员 高中/中专 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

力，熟悉餐厅服务流程 
无明确要求 

 3000~5000 元/月 

建筑造价员 本科 熟练掌握工程造价软件，熟悉工

程量计算规则和计价规范 

熟练掌握工程造价软

件，熟悉工程量计算规

则和计价规范 

8000~15,000 元/
月 

网络安全 
工程师 本科 熟悉网络安全技术，掌握防火

墙、入侵检测等设备操作 3~5 年相关工作经验 10,000~20,000 元

/月 

计算机视觉算

法工程师 本科以上 熟悉网络安全技术，掌握防火

墙、入侵检测等设备操作 1~3 年工作经验 22,000~50,000 元

/月 

法律合规岗 本科 熟悉法律法规，具备法律风险识

别与防控能力 
3~5 年法律相关工作经

验 6000~8000 元/月 

法务专员 本科 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具备良好的

法律文书撰写和沟通能力 1-3 年法务工作经验 8000~12,000 元/
月 

收银员 高中/中专 熟练操作收银设备，具备简单的

算术能力，熟悉基本的财务流程 无明确要求 3000~5000 元/月 

快递员 初中以上 
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具备良好的

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手机导航

和移动终端设备 
无明确要求 5000~8000 元/月

(多劳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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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通过对 Boss 直聘、58 同城等平台抽取的 20 类岗位数据分析显示：83%的岗位明确要求技术技

能(如视频剪辑、3D 建模、网络安全等)，45%的岗位需 2 年以上工作经验(最高达 5 年)，薪资与技术复杂

度正相关(如计算机视觉算法岗月薪 22 k~50 k，远高于服务员 3 k~5 k)。学历要求中，62%岗位需本科及

以上学历，仅快递员等低技能岗接受初中以下学历。此外，67%岗位附加行业专项能力(如医疗数据处理、

珠宝类目运营经验)。数据表明，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劳动者需以高阶技能(技术掌握度 75%)、垂直经验

(平均 2.6 年)及学历资本(本科覆盖率超 60%)为核心竞争力。综上可以得出当下的企业用人单位录用职工

的需求导向。 

3.2.1. 技术能力要求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先进技术的应用，因此企业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显著提升。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无论是视频号直播运营主管，还是创意视觉设计师等岗位，企业都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相关的

技术能力。例如，视频号直播运营主管需要熟悉视频号平台的规则、运营模式和流量逻辑；创意视觉设

计师则需要掌握多种设计技能，包括插画创作、3D 建模等。这种对技术能力的高要求，意味着大学生在

校期间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实际操作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企业

对技术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3.2.2. 跨学科知识的需求增加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许多跨学科的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新能源材料等。这些领域

往往需要从业者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许多岗位要求应聘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

景。例如，广告设计专员不仅要学习设计，了解传媒行业的运作机制和广告投放渠道，还要学习运用心

理学知识去分析用户心理需求和行为习惯。这种跨学科的需求，要求大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深入学习本

专业的知识，还要广泛涉猎其他相关学科，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3.2.3. 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的创新能力。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许多岗

位明确要求应聘者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意能力。例如，创意视觉设计师岗位要求应聘者能够进行动效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移动端设计等，这些都需要较强的创新能力；短视频后期剪辑师岗位则要求应聘者能够

对素材进行有效处理，具备创意剪辑的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依赖于知识的积累，还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锻炼和提升。 

3.2.4. 软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除了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企业对员工的软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软技能包括沟通能力、团队合作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等。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许多岗位对应聘者的软技能提出了明确

要求。例如，直播助理岗位要求应聘者相貌端正、形象气质佳、普通话标准；个人博主全职助理岗位则

要求应聘者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内容策划能力。软技能在职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软技能的培

养往往需要通过实践和社会活动来积累。 
综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企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求职者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技

术能力、跨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和软技能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需要积极调整自己

的学习和实践策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3.3. 学校职业教育指导存在不足 

当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在技术能力、跨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和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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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许多高校的职业教育体系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未能及时跟上

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变革。许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偏重理论知识传授，缺乏对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的深度培

养，导致毕业生难以满足企业快速迭代的技术需求。例如，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虽精通算法理论，但因

缺乏真实项目经验，在应聘时无法应对企业提出的复杂开发任务；新能源材料专业，因课程更新滞后于

产业发展，毕业生对行业前沿技术掌握不足，就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此类现象反映出职业教育体系与产

业需求脱节的普遍性。 
多数高校仍沿用单一学科培养模式，未能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部分高校虽设立校企联合实验室，

但合作多停留在表面，学生难以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反观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双元制”教育模式，

其通过紧密的校企协作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同步更新，这一经验值得国内高校借鉴。由此可见，高

校亟需通过课程体系重构、跨学科资源整合以及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动态调整的职业教育生态，为学生

提供更加全面和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以帮助他们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顺利就业。 

3.4. 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有待提升 

为了调查当代大学生是否了解新质产力且具备一定的就业技能，我们通过线上结合线下的渠道发放

了 600 份调查问卷，共收回 400 份有效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对新质生产力的

了解比较少，其中 48%的同学即使听说过这一名词但对其内涵和作用也是一知半解。55%的大学生认为

新质生产力并没有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影响，且有 96%的大学生觉得新质生产力尚未与自己的当下的

学习以及未来的就业相关联，因此他们也没有计划将新质生产力融入个人发展道路。关于职业生涯的规

划，有 95%的大学生都会选择考取一些资格证书来丰富自己的履历；特别是国家通用证书或者与自己专

业相关的证书。同时，这部分人也有掌握一些就业准入技能，如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外语交流能力还有

多媒体设计能力等。47%的大学生有较大意愿选择在毕业后直接就业，43%的同学选择考研提升自己的专

业知识与个人竞争力。选择考公的学生占比也较多，约 29%，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对稳定就业的追求；至

于出国深造与其他个人职业发展则在本次调查中占比较低。 
根据上文整理总结的企业用人单位招聘需求表与接受调查的学生实际情况相比发现存在较大的供求

关系不适配的问题。多数大学生仍局限于传统办公软件操作，对数据分析工具、人工智能基础等新兴技

能掌握不足。技术认知多停留于理论层面，缺乏实际应用能力，难以胜任数字化岗位需求。而通常情况

下大学生在大学课程中接受的知识过于单一，除了少数学生选择辅修其他专业课程之外，其余学生只学

习了本专业的知识。学生对跨学科知识欠缺追求，导致知识体系贫乏，披露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不足。

在当前教育体系中，人文素养与科技逻辑的融合培养不足，理工科学生常忽视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文

科生则欠缺技术敏感度，导致在复合型岗位中竞争力不足。简而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重塑就业市

场，更倒逼高等教育改革。大学生需从被动适应者转为主动构建者，通过知识结构跨界化、技能数字化

与实践深度化，破解能力与需求错位的困局。 

4.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如何得到提升 

4.1. 政府机关健全政策支持 

政府机关作为社会公共治理的核心主体，其政策导向与制度供给在劳动力市场生态构建中具有基础

性作用。面对新质生产力给就业市场带来的挑战，政府机关需要健全政策予以支持：一方面通过顶层设

计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创造适配技术发展的就业机会池；另一方面借助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体系弥合

人才技能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断层。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提供科学的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与大学生提升就业能力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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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向相关性[13]。政府可以通过构建“政策引导–资源赋能–生态保障”三维支持体系，系统性强化宏

观政策的就业导向。在政策引导层面，建立“新质生产力岗位地图”动态发布平台，依托大数据实时监

测低空经济、数字医疗、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岗位缺口，每季度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白皮书》，精准引

导高校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例如 2025 年试点在 100 所高校增设“低空交通管理”“生物制造工程”微专

业；同步推行“技能认证–落户积分”挂钩政策，将工业互联网工程师、碳资产管理师等新职业资格证

书纳入积分落户体系，对取得三级以上认证的毕业生给予 10~20 分加分奖励，定向吸引高技能人才向新

兴产业集聚。 
政府通过投资教育及完善技能制度发挥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作用。从最直接的培养符合市场需求

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角度入手，出台一系列举措引导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为雇主服务[14]。在资源赋能层面，

设立“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基金”，要求高校与行业龙头按 1:3 比例配套资金共建“数字化实训基地”，

并实施“千企百校”协同育人计划，强制规上企业按员工总数 1%的比例提供大学生实习岗位，对接纳实

习超过 50 人的企业给予实习支出 30%的税收减免，推动实践教学覆盖 70%以上的高校专业。在生态保障

层面，开发“AI 智能就业顾问”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大学生提供岗位匹配、简历优化、面试

模拟等“一人一策”精准服务；同时建立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托底机制，将平台主播、数字内容创作者

等纳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并试点创业风险保障金制度，对初次创业失败的大学生给予最高 5 万元的社

保补贴和 3 年创业孵化期扶持，切实降低就业试错成本。通过“三维联动”，政府可系统性破解结构性

失业困境，激活传统产业与新兴领域协同发展，实现就业扩容与人才升级的双重目标。 

4.2. 企业用人单位营造良好工作条件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企业用人单位作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关

键责任。为了营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企业不仅需要关注技能的培训与发展，更要重视工作环境的优化、

创新文化的塑造以及劳动保障的完善，从而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 
企业需要依据法律规定合理设计职工工作与休息制度，构建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体系，同时紧跟技术

发展趋势，通过“双轨制培训模式”系统性提升员工能力：岗前实施“12 周新质生产力特训营”，设置

工业互联网基础(30%)、跨领域项目管理(25%)、碳中和技术应用(20%)等必修课程，考核通过者授予“新

质技能初级证书”；岗中推行“技术导师制”，由高管或资深工程师每月提供不少于 8 小时的一对一能

力诊断与方案指导，并依托 AR 远程实训系统实现复杂设备操作的虚拟仿真训练(误差率 ≤ 5%)，确保培

训兼具理论深度与实际操作性。为塑造创新氛围，企业可设立真实项目池，每年发布不少于 100 个面向

大学生的创新课题，可以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网络优化、AI客服情感识别模型迭代等迎合主流的热点，

中标团队可获得 5~20 万元研发经费，成果转化收益按学生团队 40%的比例分配；同时建立“新质生产力

创新实验室开放日”制度，每周向高校师生开放数字孪生平台、区块链测试环境等资源，配套在线企业

案例库(含 300+新兴产业全流程案例)，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要提升劳动者认知能力，特别是解决

问题、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这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对劳动者的新要求[7]。在职业发展方面，构建“技

术 + 管理”双晋升通道，设立“新质技术专家”序列，初级专家年薪较管理岗高 15%~20%，并赋予项

目跟投权；针对零工经济从业者，推出“能力银行”账户，通过数字技能积分兑换培训资源或优先转正

资格(试点企业转正率提升 40%)。此外，企业还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大学生提供人文关怀，设置奖励

机制，为大学生提供完善的劳动保障体系，包括合理的薪酬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险、以及明确的职业发

展路径[15]。依托“职业健康监测系统”每季度评估员工数字技能老化度(如新技术滞后时长、跨领域知

识更新频率)，自动推送个性化能力提升方案(覆盖 90%核心岗位)，完善薪酬、社保与职业路径保障，实

现劳动者认知能力与创新潜力的持续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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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校进行教育改革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校教育改革需以动态适配产业变革为核心逻辑重构育人体系。学校应建立“产

业需求–教育供给”实时响应系统，接入工信部产业大数据平台，当某领域岗位需求连续 3 个月增长超

过 20%时，触发专业增设程序——例如 2024 年某高校监测到“低空经济”岗位激增后，3 个月内开设“无

人机运维管理”微专业；同时推行专业动态预警与退出机制，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 60%且与新质生产

力关联度低的专业启动停招程序，将招生指标向数字经济、绿色制造等战略领域倾斜。在课程体系上，

打造模块化工学结合课程，每个专业设置 30%的新质生产力核心模块(如 AI 驱动的商业分析、碳中和技

术经济评估)，每门课程嵌入不少于 20 学时的企业真实场景实训，并依托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实现智能工

厂、数字医院等复杂场景的线上实操(模拟精度达 95%以上)，强化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模式方

面，推行“双师同堂”制度，规定专业核心课由高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授课，课时占比不低于 50%，

同步开发“技术底座 + 场景应用”融合式课程群，打破学科壁垒，培养跨领域知识迁移能力[16]。通过

上述改革，高校可构建从需求感知到教育供给的高频响应闭环，实现产教深度融合与人才能力的前瞻性

储备。 
高校应联合行业协会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与企业建立

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发等活动[17]。通过

深度合作，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

才来源和技术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当教育体系具备与产业变革同频迭代的敏捷性时，毕业生

将不再是岗位适配者，而是成为定义新职业范式的开拓者，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转型

的终极价值。 

4.4. 大学生努力提升就业能力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应深刻认清“三新一高”

形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树立勇于担当的使命感。

青年学生作为就业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对于提升自身就业能力是最有效的动因[18]。新质生产力为新时

代青年开辟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大学生应主动将个人专业选择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优先选择与

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和前沿课程，通过系统学习与实践锻炼，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与创新方法，

为投身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筑牢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基础[19]。面对时代的变迁更迭，

大学生应主动关注国家政策动态，充分利用学习强国、政府官方网站等平台，定期学习“三新一高”相

关政策文件。积极参与校内的时政研讨社团，与老师同学交流见解，深化对国家发展形势的理解，将个

人职业规划与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保持乐观态度，树立多元就业观，敏锐捕捉新兴产业

崛起带来的新机遇，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路径。二是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进程中筑牢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大学生不仅需专注本专业领域，还要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

沿技术动态，利用选修跨学科课程或参与科研项目，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拓宽创新视野。自

主学习编程等技能，让自己具备与智能化时代接轨的专业能力，适应“人工智能+”趋势下的职业需求。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中培育高度协同合作能力[20]。大学生应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团队竞赛，

担任团队负责人或核心成员，锻炼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利用社交媒体和专业网络平台，与国内外同行

建立联系，参与线上学术讨论和项目合作。还可以充分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积极参与企业实习、创业大

赛，近距离接触职场生态，了解行业运作模式，锻炼商业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能力；

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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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正深刻改变着就业市场的格局，也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提出了全新且更高的要求。本文深入剖析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其引发的劳动关系变革以及当

前国内外就业形势，明确了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同时也阐述了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在稳定

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提升策略。作为

大学生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在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的迷茫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主动去解答

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正如古人言：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国家政策所向必然有它极为深刻的意义，

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或许对于就业形势的影响不乏其他因素，我们选择从 2024 年两会呼声最高的新质

生产力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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