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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创新路径

贾晓霞

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中国·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研究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创新路径，需了解当前毕业生就业创业现状，分析其出现的主要

原因，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入手，提出可行性对策，包括扩大就业容量、缓解就业领域矛盾、提升就业创业能力等，关注各

项对策在实际落实中的具体反馈，积极接纳各方意见与建议，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推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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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innovative path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graduat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graduates, analyze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emergence,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put forwar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expanding employment 
capacity, alleviating contradictions in the fi eld of employmen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 c feedback of variou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Actively accept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all parties, to create a goo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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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走高，针对毕业生面临

的各种就业创业压力、问题、难题等，政府就业服务部门

以及高校开始积极调整发展对策，强调从学生实际所需入

手，分析各类专业、各类学生在就业创业所需资源，对其

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持，协助其树立就业创业信心，在保持

就业质量的情况下，确定最适宜自身的发展道路，这对于

高校毕业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现状分析

1.1竞争压力大

新形势下，高校持续扩招，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多，毕业

生数量亦是在连创新高，其中2022年毕业生突破1076万，

按照相关数据统计，2023年毕业生数量亦会增加到1100万

余人，但是学生面临的就业机会却没有增多，且产业转型

与科技发展，让劳动市场供需关系愈加紧张，物联网、

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AI等的应用必将取代大量岗位，

直接导致毕业生就业机会直线压缩；此外，当前很多行业

开始进入“寒冬”，纷纷倒闭，不得不裁撤人员以渡过难

关，这就会让更多有经验、有技术的高质量人才参与到与

毕业生的竞争中，从而导致其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1]。

1.2就业领域矛盾

因人口与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得劳动力供需双方

都在发生变动，人才培养、产业转型已经难以满足社会所

需，结构性就业矛盾逐渐突出，一方面，用人单位在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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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毕业生的需求已经从单一技能转变为综合技能，但是

毕业生大多理论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匮乏，技术进步又在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力资本、技能、知识的折旧，使得毕

业生难以满足用人单位所需，另一方面，毕业生对于薪

酬、工作环境等的高标准要求让很多用人单位望而却步，

造成毕业生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1.3就业质量低

新形势下，很多毕业生多关注眼前利益，在就业创

业选择上多倾向于一些短期能获取利益的行业，因此在

就业诉求、就业选择、就业预期上可能会表现出比较严

重的同质化，加速“内卷”，且就业环境的急剧变化，

让很多毕业生考虑到以后发展，更多开始关注到职业生

存稳定性，这也是考公、考编热度持续不降最重要的原

因，“高期望”“慢就业”逐渐形成社会主流趋向；此

外，在创业就业上还存在盲目跟风问题，表现出缺乏自

我规划、随意性强，这使得毕业生创业半途而废、就业

违约、频繁换工作现象屡见不鲜，对于毕业生的长远发

展来说有着不利影响[2]。

2　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创新路径

2.1扩大就业容量

针对当前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的难题，有必要通过各种

措施扩大就业容量，给予毕业生更多的就业创业选择。关

注以下要点：①政府补贴、扩充岗位。发挥政府就业服

务部门的指导作用，梳理地区发展势头强、带动就业水平

高的企业清单，设立就业服务岗位，搭建岗位收集、综合

培训、按时上岗发展体系，及时对接当地高校各专业毕业

生，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并在吸纳就业、职业培

训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一定补贴，减少其资金压力。②与

金融机构形成联动作用。与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在面向

吸纳就业人数多、用工规范、稳岗效果好的企业时，开通

绿色贷款通道，确保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的

状况下，调整贷款审批条例，提供资金支持[3]。③创业带

动就业。针对毕业生创业，面对风险小、投资少的创业项

目时，提出并优化贴息政策、贷款担保政策，并在借款

人因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影响资金流动时，给予其更多

的资金与人力支持。④组织进行市场化岗位拓展行动，开

发更加适宜毕业生的岗位，如增加“特岗计划”“三支一

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岗位，或者是增加专升本、研究

生招生数量；此外还可拓展农业、服务业、制造业等就业

工件，培育就业创业新动能。⑤搭建公平、公正的就业环

境，减少或者消除就业创业中的歧视、不合理限制现象，

确保不同学历、户籍、性别、层次毕业生公平就业，针对

部分企业在招聘条例中出现的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等，加

大处罚力度，保障毕业生权益。⑥加大激励力度，继续完

善基层岗位扶持政策，就毕业生落户、人才引进等结合实

际情况加以调整，确保各项福利政策能落到实处，让毕业

生能实实在在获取相关效益，形成正向激励作用，打消职

业选择顾虑[4]。

2.2缓解就业领域矛盾

针对当前用人单位、毕业生间的发展矛盾，需灵活调整

毕业生培养、发展规划，并发挥高校桥梁作用，以此来实

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精准对接。关注以下要点：①

基于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以市场需求的职业岗位群

为参考设置专业与课程，关注各项技能综合培训工作，给

予学生更多的实操机会，使其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要做好该项工作，一方面需要考虑高校当前发展规划、专

业设置情况、学生素质以及经济压力等，确保专业调整的

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避免缺少规划而造成的竞争性

不足。比如可关注人社部发布的最热门职业，如全媒体运

营师、人工智能培训师、工作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等，都

可作为专业调整的方向。②创新校企合作方式。加强与高

校的联系与沟通，推出“工学结合”“顶岗实训”“课程

置换”“基地实训”等各种先进的合作模式，抽出更多的

资金用于实训设备选购、实训环境搭建，确保学生从入学

开始即能接触到相关实操设备、平台，在真实的环境中提

升自我综合能力[5]。③调整就业理念，即要求毕业生能认

清当前就业形势，在就业要求标准上适当调整、降低，

与用人单位加强沟通，确保自身在实际岗位上的可持续发

展性，而不单单局限在对薪酬待遇、就业环境的硬性标准

上，如此能够促进其快速就业。④加强宣传与引导，落实

基层就业服务均等化建设，促使更多毕业生能回乡就业创

业，立足现实，进行自我能力完善与提升，在当地相关政

策的指引下，选定创新项目、就业领域，深植某个领域，

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2.3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可从以下数点出发：①以社团与

项目为载体，培养创新意识，引导毕业生抽出更多时间参

与相关专业实际活动，并在创业教育讲座、竞赛活动中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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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头角，以专业知识为依托，积极开发不同的发展道路，

强调在创新中实现个人综合能力的不断攀升。②树立正确

发展理念。在教师指导下，确定先就业、再创业的发展思

路，毕业生在专业知识方面毋庸置疑，其欠缺的是社会经

验，因此必须通过就业后的积累与学习来掌握相关能力，

如此才能对自身的创业目标、创业项目、创业流程、重难

点、启动资金获取方式等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并能结

合自身现状选定最佳的创业方向，不至于在创业失败后难

以面临现状而备受打击；尽量结合自身专业、兴趣爱好等

选定创业项目，避免“扎堆”“人云亦云”，并在创业之

初规划好各阶段的创业流程，不打无准备之仗，并可关注

财经新闻，吸收成功人员经验、学习创业精神，进行自我

鼓励与警示，逐渐具备较健全的创业意识，如市场意识、

创新意识、竞争意识等，在持续的竞争中提升创业能力，

并反馈在自我发展中[6]。

2.4挖掘社会资源

挖掘社会资源，为大学生毕业就业提供更多机会，关注

以下要点：①进入新时期以后，信息化时代的加速到来，

使得新媒体发展迅猛，并成为大部分毕业生接触最多的信

息来源，可通过多媒体来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协助其寻

找适宜岗位，比如高校可通过创业就业办及时在校园管网

上更新创新就业指导信息，或者是以短视频、文案等形式

提醒毕业生注意就业创业骗局等，并可鼓励毕业生以新媒

体为渠道探索新的工作机会，如自媒体博主、视频剪辑、

文案编撰等，难度低、上手容易，比较适宜毕业生群体，

这对于促进其快速就业亦有着较好的帮助。②发挥校友力

量。以高校为主导，搭建校友工作网络，通过定期邀请

校友返校、校友走访、校友会等形式，保持校友间长效联

系；搭建校友信息库，通过多媒体定期与校友联络，向其

分享高校当前发展现状，并可为毕业后的校友提供深造机

会与相关技术、人力资源帮助等，以此来增进校友与高校

感情，使其在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实习岗位时保持较

大积极性；关注校友发展，并在高校招生、人才培养、科

研、教学等领域深化合作，如召开校园单场招聘会，解决

校友企业人才不足问题，共同搭建实习基地、提供优秀生

源，以此来实现良性循环[7]。③不同毕业生专业、兴趣爱

好、个人发展规划、社会适应能力、学习能力等有着根本

差距，因此其所需的社会资源也有一定不同，因此在落实

各项就业创业发展对策时，需提前针对性、个性化，即从

毕业生的真实需求入手，为其提供相关社会资源，包括但

不限于：人力资源、技术培训资源、平台、培训等，确保

毕业生在高校的针对帮扶下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机会。

3　结语

综上，文章就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创新

路径展开了综合论述与分析，以上提出的诸多创新路径在

实际落实中有着较大的可行之处，只是在部分细节处需加

以完善，比如各个高校的综合实力不一、学生基本素质不

一、学历与能力不一，其在就业创业上面临的实际问题就

会有所差异，故而应实际情况实际分析，政府就业服务部

门与高校联动，从校内到校外进行有效衔接，确保就业创

业指导落到实处，如此才能确保学生在就业创业上占据优

势地位，实现自我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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