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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F�VVLRQ�RQ�WK���DWK�WR��PSUR���WK���PSOR�P�QW�DQ���QWU�SU�Q��ULDO��ELOLW��RI�
�ROO�J���W���QWV

-LQ�3HQJ�:DQJ

�EVWUDFW��7DOHQW� L�� DQ�LPSRUWDQW�GULYLQJ��RUFH�DQG�KRSH� �RU� WKH�GHYHORSPHQW�R��D� FRXQWU��DQG�D�QDWLRQ��7KHUH�RUH��

HGXFDWLRQ�L��WKH��RXQGDWLRQ�R��D�FRXQWU���:LWK�WKH�GHYHORSPHQW�R��HFRQRP��DQG��FLHQFH�DQG�WHFKQRORJ���PRGHUQ�HGXFDWLRQ�KD��

EHHQ�SDLG�PRUH�DQG�PRUH�DWWHQWLRQ��3HRSOH���FRQFHSW�R��HGXFDWLRQ�KD��DO�R�JHQHUDOO���WUHQJWKHQHG��8QGHU��XFK�FLUFXP�WDQFH���

WKH�WHDFKLQJ�ZRUN�R��FROOHJH��DQG�XQLYHU�LWLH��LQ��KLQD�KD���XUWKHU�GHYHORSHG��7KH�QXPEHU�R��WDOHQW��LQ�XQLYHU�LWLH��L��LQFUHD�LQJ��

ZKLFK�KD��PDGH�LPSRUWDQW�FRQWULEXWLRQ��WR��KLQD���PRGHUQL]DWLRQ��+RZHYHU��ZLWK� WKH� LQFUHD�LQJ�QXPEHU�R��FROOHJH��WXGHQW���

the�contradiction�between�talent�and�employment�has�become�increasingly��erce.�The�increasing�number�of�college�students�in�

�KLQD�L��QRW�FRPSDWLEOH�ZLWK�WKH�FXUUHQW�OLPLWHG�RFFXSDWLRQ��DQG�SR�LWLRQ����W�SUH�HQW��WKH�HPSOR�PHQW�UDWH�R��FROOHJH��WXGHQW��

LQ��KLQD�L���WLOO� UHODWLYHO��ORZ��7KHUH�RUH��D�WHU�JUDGXDWLRQ��WKH�FRPELQDWLRQ�R��HPSOR�PHQW�DQG�HQWUHSUHQHXU�KLS�KD��EHFRPH�

D�WUHQG��+RZHYHU��ZKHWKHU�LW�L��HPSOR�PHQW�RU�HQWUHSUHQHXU�KLS��FROOHJH��WXGHQW��QHHG�WR�LPSURYH�WKHLU�DELOLW���7KHUH�RUH��WKL��

SDSHU�DQDO�]H��WKH�HPSOR�PHQW�DQG�HQWUHSUHQHXU�KLS�R��FROOHJH��WXGHQW��DQG�H[SORUH��KRZ�WR�LPSURYH�WKHLU�HPSOR�PHQW�DQG�

HQWUHSUHQHXU�KLS�DELOLW��

.���RU�V���ROOHJH��WXGHQW���HPSOR�PHQW�DQG�HQWUHSUHQHXU�KLS�DELOLW���SURPRWLRQ��SDWK

我国现代教育工作的发展使得高校大学生数量在逐年增多，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

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十分有限，导致我国人力资源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我国仍然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就

意味着失业，这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就业和创业是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普遍选择的两种发展方向，但是想要顺利就业或创业，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

力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中，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会直接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因此，在当前

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大学生想要顺利就业或创业，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就业创业能力。

（一）主被动关系转变

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使得高校人才数量在逐年增加，我国相关政策也要求高校扩大生源，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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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而人才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早期，大学生人才属于比较稀

缺的人才，市场上对其的需求量比较高，所以大学生在毕业以后是由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为其安排就业。但是随着高

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人才数量越来越多，高校大学生的数量已经远远高于市场需求，人才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其主被动关系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大学生在毕业以后，无论其选择就业还是自主创业，其

自主选择权都被降低了，主要表现为人才市场竞争的加剧���。

（二）毕业生流向出现地域性差异

高校大学生在毕业以后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对于区域都有着一定的倾向性，比较倾向去往北上广等一线经济较

发达的城市，而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区域，毕业生的就业意愿普遍比较低。出现该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差异，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而西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以

及对人才的需求量会普遍比较高，大学生在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会比较多，同时也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但是经

通过调查仍然发现，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仍然倾向于去往经济发达的城市，导致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人才过剩的现

象，而欠发达区域的人才则不足，呈现出结构性矛盾���。

（三）就业创业迷茫

我国大部分大学生对于就业和创业在心理上普遍比较迷茫，因为就业、创业对于其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是至关重要

的，大学生对其也比较重视，加上来自学校与家长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大部分大学生都会思考该问题。但也正是由于

受到了来自家长与学校方面的影响，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时难以避免会出现举棋不定和迷茫的状况，不知道该怎样进

行选择。

（一）就业观念不正确

在新时期，我国大部分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观念仍然十分落后，普遍认为事业单位或国企才是最佳的就业方向，经

过调查可以发现，每年参与国考和省考的考生数量仍然在逐年增多，大学生普遍倾向于做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或大

型企业工作，认为这是一份铁饭碗，这种就业观念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如图�所示，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数量明显较多，大学生的就业倾向性比较强。除此以外，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以

后，其就业方向的选择也大多不科学，因为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大学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其在成长和学习的过

程中没有受到太多的压力和挫折，对于现实的认识不清晰，在就业时除了上述的国企和事业单位之外，普遍倾向于去

往一线城市，对薪资待遇的期望值过高，却没有考虑自身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在就业时就会存在较大的心理落差���。

（二）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不足

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时之所以会面临诸多的困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不足。可以发现，我

国大学生在校期间普遍将精力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以及各种考试中，努力考取各种专业证书，却没有考虑去相关行业或

岗位进行实习，导致大学生在毕业以后，虽然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基础，可是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却仍然比

较低，职业素养低，根本无法满足相关岗位的工作要求，难以胜任工作。

对于自主创业的学生，其在校期间也没有参与过相关项目的研发和合作，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

创业资金也不足，这些容易导致其创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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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创业教育不到位

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需要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培养，所以高校还应该负责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教育。但是目

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在该方面的教育却不到位，普遍将理论知识和专业课程作为教育的重点，却很少带领学生进行实

践或实习，相关教师也没有对学生进行就业形势的分析，无论是理论教育还是实践教育都不到位，学生的实践能力不

足，创业意识也薄弱。

（四）缺乏制度保障

由于人才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我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大学生进行

自主创业，可是由于大学生普遍缺乏创业的经验，对创业方面的认识也不清晰，所以国家即使出台了相关政策，创业

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国家也没有对相关的机制进行细化和明确，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也不完善，这增加了大学生

自主创业的风险，导致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愿不高。

（一）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

想要在新时期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需要转变其就业观念，要让大学生认识到，无论是做公务员、进入

事业单位还是做普通的公司职员，都只是一种就业方式，是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职业和岗位没有高低贵贱，让

大学生在就业之后不要盲目参与国考和省考，不要挤独木桥，而是自觉寻找其他的就业方向。

高校方面还需要对大学生开展必要的就业和创业教育，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学生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了解

毕业后可能面临的激烈的竞争，让大学生能够摆正心态，做好先就业后择业的准备，对自身的职业进行科学的规划，

制定明确的就业目标，还要对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有正确的认识，明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并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发展方

向合理选择就业的方向，选择就业的区域，而不要一味挤到北上广，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二）提供就业创业指导

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时都会比较迷茫，这时学校方面就需要为其提供就业创业指导。就业创业指导主要集中在

大学生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让大学生了解当前的市场形势以及相关专业和岗位的竞争情况，对大学生进行相关的

专业指导和培训，提升其实践能力和相关岗位的竞争力，并帮助其调整心理素质和能力结构，时期能够更好的适应

工作岗位���。

（三）建立校企合作实习平台

我国大部分高校都会采取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进行人才的针对性培养，这无论对于

学校的发展、学生素质的提升还是企业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在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时，也可以借助

该模式，建立起校企合作的实习平台，学校与合作企业共同搭建起学生实习的平台，合理安排学生的实习时间和实

习岗位，让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通过实习的方式进行转化，帮助学生了解岗位的需求以及工作流程，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

（四）建设创业实践基地

创业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生毕业以后选择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大学生的创业是十分困难的，无论是项目的选择、

团队的培养还是能力的提升，都存在着问题，这时就需要学校建立起创业实践基地，为学生的创业提供实践的平台。

在创业实践基地中，相关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创业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创业意识，丰富其经验，带领学生参与各种创业

项目和竞赛，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通过内容的综合分析可以得知，我国高校为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无法与其相适应，导致大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加激烈的挑战，就业压力极大，这时很多大学生会选择自主创业，

但是创业的难度也比较高，这使得我国新时期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出现了很多新特征。

对当前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进行调查可以发现，很多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正确，其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不

足，学校方面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不到位，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这些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带来挑战。

因此在新时期，我国高校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转变其就业创业观，为其提供必要的指导，搭建

起实习和实践的平台，促进其就业创业能力的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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