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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域下推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以大连大学为例 

包枫娇 

(大连大学  辽宁大连  116622） 

摘要：针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错位和就业服务对接匹配度不高的现象，大连大学通过建立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实习

就业一体化基地、搭建就业招聘校企互动平台、开展分层分类分阶段就业指导、以连大温度建立并维系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以及

创业带动就业六个方面的尝试，探索出促进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有效衔接，产教融合推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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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1]。“高质量就业”被列为就业工作

的重要目标。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国

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把深化产教融合改革

作为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任务。目前，我国高

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现象，就业服务对接匹配度不高，

“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就业教育滞后于产业发展。本文以大

连大学就业工作经验为例，旨在探索高校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

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以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

力，推动高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供给。 

一、依托大学科技园，建立产教融合推动大学生实习实践、

创新创业平台 

学校依托大学科技园设立大学生就业实习服务窗口，建立产教

融合机制，面向重点行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园企业，开辟大学生就

业实习渠道，为学生搭建“学习创新-实习实践-就业创业”平台。

在产教融合平台，低年级学生可以夯实基础，提升实践能力，高年

级学生可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进入基地实习，有针对性地学习专业

技能、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等，从而实现科研创新型人才培养与实

习、实践、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加强校地、校企合作，扎实推进实习就业一体化基地

建设 

以提升服务地方能力为重点，主动响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专

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以金普为坐标、以大连为主战场，面向辽宁、

辐射全国，加强校地校企合作，推进实习就业一体化基地建设，将

就业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优先将大连市重点地区、重点行业、

新兴产业、知名企业与学院专业对接，建立就业实习基地，已与东

软、IBM、华信、德勤、DXC、Infosys、埃森哲、日产、圣亚集团等

大连 20 余家优质 IT 企业、金融企业、旅游行业企业进行了深入对

接。根据生源结构，充分掌握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除

辽宁、大连外，重点面向黑龙江、贵州、广西、山东四个毕业生返

乡就业意愿较为强烈的生源大省，江浙等对毕业生较有吸引力的省

份，主动与人社部门对接，了解当地人才政策、优势行业和岗位需

求，积极搭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高效“双向选择”平台。 

三、就业前置、需求导向，线上线下结合确保校企互动、

就业招聘不断线 

校院联动，以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和就业意向调查为依据，及

时总结就业工作经验、掌握学生就业意向，根据学生需求有针对性

地开展院长推荐、校友引荐、全员参与促就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就

业岗位推荐和跟踪服务指导。疫情防控背景下，主动升级改造毕业

生就业智慧“云”平台,能够实现就业信息持续海量发布、精准推送，

空中双选会类型多样，“线上宣讲”和“网上签约”同步进行，确

保就业招聘不断线。通过学校就业智慧平台和“连大就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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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年度编辑推送就业信息 5 千余条，推送就业岗位 7 万余个，

依据学生专业定向推送就业信息 85 万条，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校企互动搭建线上线下无障碍对接平台。此外，通过就业智慧平

台，开展就业“云”指导系列讲座和在线“职”导工作坊系列活动，

在线开展就业心理疏导、就业安全教育，进行生涯咨询、面试测评

和简历优化等“私人定制”式就业指导服务。 

四、分层分类分阶段、点面结合，以就业指导为抓手消解

就业难题 

从人才培养目标上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生入学开

始，针对学生的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分层分类分阶段指导，

鼓励学习研究能力强的学生将考研升学作为第一选择，提升考研一

战成功率；鼓励社会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将求职就业作为第一选择，

着重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求职能力等等，为

学生提供全程化的、优质的定制式、发展式就业教育，以就业指导

拉动学生就业和自主发展内需，提升学生职业发展能力，逐渐消解

学生慢就业现象。 

五、就业工作体现连大温度，以优质服务保障高质量充分

就业 

连大就业有温度，首先体现为对就业中遇到困难的专业学生及

时摸清底数，全力解决。譬如，疫情防控背景下生物医药、金融旅

游等专业领域就业难度加大，针对就业较困难的专业领域，重点挖

掘行业企业岗位信息，通过专场招聘、就业洽谈等方式主动拓展渠

道；对于就业困难的学生群体，做到摸清重点群体学生情况，建立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台账，多对一包干实施“一人一策一方案”，确

保全体经济贫困学生和残疾学生顺利就业；针对部分省份毕业生回

生源地就业、考研考公考编意愿强烈情况，根据学生需求邀请当地

就业指导专家讲简历，举办企业高管进校园活动，同步推进考研指

导、公考事业单位招考培训和“一对一”就业咨询活动。连大就业

有温度，还体现为对用人单位的尊重和关心。“大连大学 2021 届毕

业生秋季就业双选会”在我校中心体育场举行，这是疫情过后我校

第一场大型招聘会，也是学校首次举办户外大型招聘会。户外招聘

现场气温不高，学校为用人单位送上“连大秋招的第一杯奶茶”，

使参会单位感受到了连大的温馨、温暖和温情，更为建立稳定的校

企合作关系，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实习就业平台奠定情感基础。 

六、创业带动就业，以学生创业带动毕业生就业 

学校以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为牵动，构建应用型

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项目形成、项目培育、项目孵

化的“三段式”课程教学与选育路径，分阶段、分对象、递进式地

开展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形成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教师与

学生、学校与企业“四结合”的有效机制；开展“一对一”的创业

指导和咨询，对有创业意向的学生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模拟实践培

训,以降低创业风险；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提升学生创业水平，充

分发挥学校创业教育优势，依托大连大学国家级众创空间的平台资

源，激发我校现有学生创业企业的活力，开展实际操作培训的同时

做好跟踪指导与扶持，挖掘学生创业企业接纳实习生的潜力，每年

保证一定比例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切实转化为创业公

司（或项目），增强学生创业企业带动就业的能力。  

综上，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

校须以“云”平台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

国家战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立足点，推进产教融合校地、

校企合作，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目标，倒逼人才培养方式改

革，将就业质量作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尺”，注重以创业带

动就业，以有温度的精准服务为保障，校院联动全员参与以实现高

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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