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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以来，华东政法大学就业中心打造华东政

法大学就业创业服务系统，经过五年的完善，就业创业

服务系统已经基本涵盖了我校就业工作中的各个方面，

面对目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对我校提升工作

效率、统筹就业咨询，提高就业服务质量，规范就业工

作管理，精准就业数据分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一、统筹就业资讯，打破信息壁垒

目前高校在就业信息方面的获得渠道数不胜数，各

类就业创业资讯、实习资讯、职位资讯、讲座资讯、培

训资讯等糅杂在一起，对于高校学生来说，过于繁杂的

就业资讯反而无从下手，这就需要就业部门进行分类统

筹，截取高质量的就业资讯并进行有效统筹，让学生能

够更加快速有效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就业资讯，进而打

破信息的壁垒。

1、日常信息维护和资讯发布工作

首先，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通过官网维护 - 文章

发布模块，将校内外关于就业创业工作的咨询分类发布

在各个板块，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更为直观的找到自

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如各类就业指导信息、就业创业

沙龙讲座、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等内容。其次，建立“华

政就业”官方微信平台，对接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

同时成立新媒体团队，不定期更新实习招聘信息、就业

指导信息等，取得了良好效果。再次，在就业创业服务

网上提供了下载专区，汇总各类与毕业生息息相关的表

格材料，避免了学生因找不到材料而费时费力的问题，

方便了学生及时的获取和填报。

2、搭建沟通桥梁，畅通就业诉求渠道

首先，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就业服务系统进行职位发

布、宣讲会发布，学生可以直接在线上找到适合自己的

就业信息，或者直接与用人单位取得联系，不再需要以

往的等待期。其次，通过组织大型招聘会，为学生寻找

符合我校专业特色的公司企业，提升双方满意度，提高

就业机会概率，加强线下学生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交流。

再次，开发线上招聘会模块，用人单位通过对于学生简

历的分析以及校内成长经历，直接联系到所需人才，学

生也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直接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岗

位。通过华政就业服务网这一中心机制，在解决双方信

任的前提下，进一步解决了空间、时间上的壁垒。

二、整合就业信息，精准分析统计

毕业生信息的准确性始终是就业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从对学生生源信息的核对到学生毕业去向的统计，每一

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细致的把控，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

的采集和分析是就业工作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华

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能够有效系统的整合数据信息，

同时加强了对于数据分析的能力。

1、数据信息系统化，提升数据准确性

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的核心，是数据信息的高效

整合，这也顺应了目前大数据时代的要求，通过“教务

信息初始化”、“生源信息核对”、“学生信息勘误”、“毕

业去向管理”等核心模块，精准把握了我校毕业生的生

源信息和就业信息。通过“教务信息初始化”，打通了部

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保证了校内数据的统一。通过“生

源信息核对”，精准把握了我校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如学

号、学院、专业等，一旦出现错误，系统会自动提示错

误，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通过“学生信息勘误模块”，

学生可以直接在系统内提出信息勘误的申请，由中心审

核。通过“毕业去向管理”模块，整合毕业生去向，了

解我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例如开展对于基层就业学生

的帮扶工作，同时方便中心对于全校就业情况的整体把

握。

2、提升工作智能化水平，加强数据分析能力

华东政法大学就业创业服务系统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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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业工作始终是高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尤其是全球疫情开始以来，就业工作已经成了为国家的民生工程，

如何保证就业工作落细落实，不断提升工作效能，加强就业服务的准确性是高校就业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就业系

统的完善是就业工作的有效抓手，希望通过本文对华东政法大学就业系统的介绍以及对高校就业工作中的几点思考，

对日后大学生就业工作能够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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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的优势之一在于通过对数据

的整合，进行全方位的数据分析，通过“统计分析”模

块，从学校、学院、学历、地区等方面横向分析，到不

同年份的就业数据对比的纵向分析，形成不同层次的数

据报表，实时精准把握就业数据情况，通过智能匹配截

取不同的类型的数据，形成分析报表。同时数据分析具

有实时分析功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查看下载，不同层

级的管理员拥有不同权限，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同时，保

证了学校和学院精准把握实时数据情况，做出相应的工

作调整。

三、规范工作日志，形成就业台账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责任不清、分工不明、

甚至出现人为的错误情况，这样容易导致工作混乱，追

责困难，遇到问题相互推诿，不利于就业工作的良好发

展。而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则有效的对此问题进行了

解决，线上审核等同于线下签字盖章效力，同时会在系

统中实时显示操作信息。

1、形成工作日志，落实工作规制责任

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具备了工作日志功能，例如，

一般的就业手续流程是从学生到辅导员再到就业管理员

层层递进，每一环节的操作人、操作时间、操作内容都

会明确记录在系统中，学生、辅导员、就业管理员每一

个环节都可以查看到工作日志，大大提升了工作透明度，

有利于落实工作规制责任，并对提交者和审核者提出了

更高的工作要求，严格把握信息内容，保证信息的真实

有效。

2、完善工作备份，做到信息可查和溯源

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统中的数据统计均为实时统计，

生成数据表格时会自动显示相应的时间，这一设置有利

于就业中心对就业动态的精准把握，从时间横向角度有

针对性的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集中解决，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于此同时，系统可以对不同年份的信息进

行永久性保留，往届生返校办理相关手续时，也可以直

接快速的查询到其信息，不同年份的数据也从时间纵向

角度为就业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对以往工作进行了

全面的备份，进而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时间轴形成了就业

工作台账，对于规范工作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四、打破传统工作方式，树立信息化工作理念

就业中心作为典型的服务部门，需要不断的通过优

化工作流程，来根除学生为办理相关手续而“跑断腿”

的情况。华东政法大学近年不断推行“一站式”服务平

台，受理学生的各项事务，就业中心也通过华政就业创

业服务系统，为老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多的便捷，以此打

破传统的工作方式，树立信息化的新型工作理念。

1、缓解学生办事压力，保证高效准确

按照传统工作方式，我校学生在办理就业推荐表、

报到证、进沪就业通知单等重要手续时，需要通过学院

乃至班级进行线下统计，上报纸质版申请表，这种工作

方式无形中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首先，学生面对复杂

的毕业离校手续，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鉴证以及盖章，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其次，学生对于政策不

理解，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对学生进行政策引导；再次，

人工填报存在出错率高、进度缓慢等弊端，对于此类重

要的离校手续而言，与学生毕业后的户籍、档案以及工

作息息相关，必须保证零失误率。华政就业创业服务系

统有效的解决了该类问题，相关就业政策网上获取，所

有报到证进行网上申请，系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如

是否为上海生源、是否办理户籍、是否需要打印报到证

等信息）进行智能匹配，直接匹配出相应结果，这有效

的降低了信息错误的情况，减少了少办、误办的情况。

2、释放辅导员工作压力，转变工作思路

把原有的线下信息采集、统计、填报工作转变为现

在的线上审核。所有的信息采集、统计、填报工作均在

系统中通过原有学生学籍信息以及学生补充信息完成，

辅导员仅仅需要对于以上信息的完整度进行审核，并一

键上报。该工作思路的转变有效的明确了责任规制，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变了以往多项工作集中于一人的

工作方法，释放了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对于优化我校各

部门的工作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高校信息化水平关系到高校就业工作的

方方面面，尤其在目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用

人单位可以直接通过平台寻找到符合条件的学生，学生

也可以通过平台检索到优质的工作岗位，一切就业工作方

法、工作平台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就业，保障民

生。在大数据时代下，华东政法大学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的

落实已经成为了学校重要的工作阵地，学校也会进一步完

善就业系统，为学生提供更简洁方便的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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