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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思维探索大学生就业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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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就业形势严峻，金融危机的发展动向及其影响，仍有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应当从长计

议，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成果，以创新思维跳出传统模式，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知识经

济时代的要求，系统化地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与机制、社会人力资源开发与

管理的改革 

  在全球经济寒潮冲击下，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严峻。为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中央和各地政

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举措。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提出从2009年起用3年时间组织100万未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参加见习，以为缓冲；又要求和鼓励科研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参与研究，为此支付的劳务性

费用和社会保险费补助可由项目经费列支。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做好2009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通知》，要求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实施引导升学、技能培训、职业见习和就业援助等六

大专项计划；加大就业服务和指导力度，等等。与此同时，各高校加大了相关工作力度；社会方方面

面包括企业、行业协会、共青团、民政部门等也积极行动，“助推”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 

  可以相信，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有望较为顺利地推进。但是，金融危机的发展动向及其

影响，仍有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应当从长计议，从战略的高度和机制的较深层面来思考和破解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难”问题。例如，自去年下半年起不断蔓延的经济不景气是否会延续到明后年？影响会有

多大？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变化将对社会就业结构产生什么作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

标、方式和内容与社会人才需求的矛盾应怎么克服？为缓解眼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而由政府“埋

单”的新增就业岗位，“投入-产出”效果如何？等等。 

  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成果，以创新思维跳出传统模式，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知识经

济时代的要求，我想，我们需要系统化地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与机制、社会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改革。 

  第一，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形成合力，广纳良策，摸清供需潜

力，缜密筹划。结合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的制定，着力改变培养和配置使用人才“两张皮”的现状；及

时调整高校专业与课程设置，特别要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强化学生适应社会和知识技能“盘

活、变现”理念和能力的培养。同时要探索“就业缓冲”模式和机制，使一部分高校毕业生以“专业志愿

者”等形式，借助“准就业平台”提升自身素质，并择机优化就业定位。学生自主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要

作为正式课程，结合专业学习提前展开。 

  第二，积极发展和优化政府主导的社会中介机构的组织职能，探索团组化、项目制和派遣制用人

 



模式，探索“本地就业、异地工作”的人才流动机制，把人才密度过高地区的富裕人才“按需组合”，输

入“人才洼地”；还可探索组织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参与援外和国际合作项目，在实践中考察与培养青年

才俊。推进机制改革，不再以“一考定案”的方式从应届毕业生中招收公务员，改变先考上公务员再下

基层锻炼的模式，将先后次序易位。 

  第三，对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有志投身西部开发、边疆农村与落后地区建设的大学毕业生，要

加大精神和物质激励力度，明确给予专业深造的优先机会。同时，对他们的户籍管理和迁移应尊重个

人意愿，用人单位要在工作与生活上给予更多关怀，并形成制度。 

  第四，要加强舆论引导和就业指导，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修正家庭对大学生

就业的种种不正确的期望与压力。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成功案例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并警示创业风

险，避免以偏概全，产生误导。 

  任何困难都是有时限的，而机制与体制的创新与改革，将帮助我们克服种种障碍，不断前行。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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