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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年来教育部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数据统计发现，毕

业生规模屡创新高。人数众多，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对

于职业院校而言，强调对学生职业能力、技能水平的培养，就

业质量将直接成为衡量其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

准，同时也将影响其未来招生。因此，精准把握高职院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内涵，明确其构成要素，对于进一步提升高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内涵界定

高职院校毕业生是指完成高职院校学业，取得高职院校毕

业证的大学生。高职院校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泛指受过

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是国家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以及近年来我校引入的第三方就业

质量评价机构——麦可思，本文将就业质量梳理为职业社会地

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与发展空间四个方面。以上四个方

面将有效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

或收入的具体状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

2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构成要素

就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判断主体而言，不外乎学生

本人、家庭、职业院校、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为此，关于职业院

校学生就业质量的构成要素而言，主要包括工资待遇、工作时

间、工作环境、福利保障、专业对口度、工作持续性和未来发展

前景七个方面。

薪酬待遇作为核心要素，可以采用量化的形式进行统计，是

高职毕业生工作能力和价值创造力的直接体现。

对于劳动时间而言，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从事智能制造等一

线操作工作偏多，会存在加班等情况，导致劳动时间相对会偏

长。由此可以发现，在工作量与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越

短，社会期望度就越高。

对于工作环境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物理环境

与人文环境。物理环境是就业者直接面临的场所，人文环境则

是企业文化的直接表现，与就业者的安全、归属等需要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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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由此可见，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善，象征着学生就业质量

也更高。

社会保障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来设立，一般包括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等，众多就业者最为关注的就是社会保险。

从整个社会的就业体系而言，社会保障越完善，整体就业质量

则更高。

所谓专业对口度，是从学生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工作之间

的关联程度。对于职业院校学生而言，掌握相关技能是其学习

的初衷，找到相关的企业就业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对于

职业院校而言，在就业过程中，专业对口度是确保学生培养目

标的有效性。

工作稳定性，是指学生毕业后从从事的同一职业的时间长

短。工作稳定性对于企业和毕业生而言，都是有利的。对于企业

而言，可以减少因离职而产生的培养成本，对于毕业生而言，可

以在特定的领域积累更多的知识与技能。这也就说明，工作稳定

性越高，意味着就业质量也越高。

职业发展前景，是针对学生在毕业后所在单位的发展前途，

职位升迁或者职业能力的稳步提升，同时也包括在工作单位是否

受到领导重视等。因此，职业发展前景越好，意味着学生就业质

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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