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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六稳”“六保”之首。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毕业生就业质量

既关乎学生个人发展，也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事业

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必须提前谋划、千方百计解决毕业生就业

问题。 

一、政策参考 

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将就业工作列入各地各高校

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把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党中央重大教育

决策部署督察、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学科专业评估、

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等重要内容。 

——《教育部 2021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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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培

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四维度评价体系。

毕业质量坚持整体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质量相结合。 

——《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坚持市场化社会化就业与政府

帮扶相结合，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 

——2021年 8月国务院《“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国

发〔2021〕14号） 

 

完善市场化社会化就业促进机制，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

强化就业指导服务，开展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完善就业统计发布

机制，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2021年 11月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届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1〕5号） 

 

认真梳理已开发的科研助理岗位，充分利用尚未吸纳毕业生

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发挥带头作用。

教育部将科研助理岗位及实聘人数作为“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

纳入安排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名额的重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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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做好 2021

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科信厅函

〔2021〕13号） 

二、理论观点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首要是做好人岗匹配。教育部指

导各地各高校开源拓岗，用好“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创新供需

对接方式，努力实现就业岗位与毕业生精准匹配对接。 

——教育部副部长 翁铁慧 

 

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个人价值、民生福祉和发展大局。坚持

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把促进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作为

落实党史学习教育要求、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 宋鑫 

三、实践探索 

厦门大学实施“1234”举措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就业服务工作 

发布“一封暖信”，缓解就业压力。按照上级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结合疫情形势和学校实际，发布《致 2022届毕业生的一封

信》，提醒毕业生及时关注求职形势变化，告知招聘信息获取途

径，发布就业指导渠道，让毕业生及时获取有效信息，把握求职

机会，缓解毕业生焦虑情绪。鼓励毕业生要积极做好各方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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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各项求职技能，努力提高就业能力。 

做好“两头对接”，凝聚就业合力。根据毕业生就业目标，

分类别创建毕业生“求职群”，安排专人进群了解毕业生求职目标，

开展求职指导。辅导员“上门”为毕业生讲形势、改简历、推岗位，

及时为毕业生答疑解惑。积极拓展就业渠道，主动对接重点用人

单位；组织用人单位召开“空中宣讲会”、“空中双选会”，提供更

加充足的就业机会。依托校园新媒体矩阵，搭建就业服务“信息桥”，

组建专门工作团队收集整理就业信息，根据毕业生求职目标分类

筛选，每日通过就业指导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2022届毕

业生秋招群”推送岗位信息。 

重视“三个领域”，挖掘就业潜力。重视毕业生基层就业，

举办选调生线上宣讲会，提前与各省省委组织部门协商沟通，做

好应急方案，最大化减少疫情影响。重视重点领域就业，有序做

好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招录等组织服务工作；主动与重点企业

进行对接，积极推动深层次就业合作；鼓励各学院主动加强与用

人单位联系，推动校院两级就业实习示范性基地规范化建设。重

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积极开展赴国际组织实习人员遴选推荐工

作，培养复合型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提升学生国际组织应聘能力。 

实施“四项计划”，提升就业能力。实施“点睛计划”，邀

请企业资深招聘经理、学习发展经理等嘉宾分享简历制作、面试

技巧和经验。推进求职技能培训计划，邀请知名培训机构、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主管等开展求职基本培训计划，积极发动学院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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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技能培训讲座。实施公共部门就业“凌云计划”，举办各省

选调生备考及答疑线上讲座，邀请选调生校友参与分享经验，与

在校学生在线互动；开展公务员考试培训班，3 个校区 500 余名

毕业生参加线上学习。开展就业指导队伍培训计划，举办毕业班

辅导员业务培训，邀请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简历、面试技巧

等方面培训指导，提升就业创业指导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四、有关建议 

1.稳住就业“基本盘”，拓宽学生就业领域。主动开拓电力行

业之外的就业渠道，结合学科特点、学生求职意向，规划若干个

重点就业方向。如主动联系与学校学科专业关联的国企、央企、

民企、外企和其他重点单位，创造就业机会；加强与地方组织部

门、人社部门沟通，争取更多地区把我校列入专项人才引进、定

向选调生招录范围；引导学生到高校、高职以及中小学等教育领

域就业；合理开发校内科研助理等政策性岗位，鼓励毕业生参军

入伍，支持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最大限度增加就业机会。 

2.强化学生就业引导，实施“有组织的就业”。把就业服务指

导做在前面，加强低年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特别是本科生、硕士生加强对重点就业方向的认知。实施暑期社

会实践专项计划，组织学生赴相关行业开展就业实践，争取更多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实习实践岗位。实施就业培训专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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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统筹用好校内校外两种资源，根据学生需求集中开展如选调

生、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教师招考培训等，并打造成为品牌项

目。实施定点帮扶专项计划，重点关注连续多年就业率低的专业，

统筹考虑专业调整。关注特殊群体学生，提升就业能力。 

3.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实现多元化就业。把创新创业教育融

入人才培养和职业生涯教育，进一步办好双创实践竞赛活动，营

造双创氛围。加大国家双创政策落实力度，结合学校实际进一步

完善在校生休学创业政策和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政策。加强大学

科技园平台建设，提供场地、实验室、成果孵化等创业基础服务。

加强双创导师队伍建设，依托政府、学校、校友、企业家等资源，

提供政策解读、实践指导、资金投入等全方位支持。 

4.巩固扩大升学优势，持续提升深造比例。把学生升学特别

是本科毕业生深造与学风建设结合起来，引导并帮助学生提前做

好学业规划。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扩增本科生推免名额。深化

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关系，加大学生出国（境）深造工作力度。做

好考研学生的咨询、辅导、服务工作，鼓励专业课教师、辅导员、

校友等为考研学子提供必要帮助，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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