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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信息采集与大学就业指导 

魏翠妮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 职业信息采集对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有重要的意义，在提升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降低用人单位和 

大学生相互搜寻的成本、提高高校职业指导机构的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就业信息采集还存在 

不少问题，在分析职业信息采集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做好职业信息采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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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信息采集对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 

要意义

（一）职业信息是大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 

重要依据与参考 

职业信息在大学生职业选择、职业准备、职业 

获取以及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就 

业指导实践可以发现具备较为完善的职业信息采 

集渠道的学生职业目标更清晰、就业成功率更高。 
1. 职业信息为大学生确立就业目标、 做好职业 

准备提供参考 

目前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 

题是就业目标不明确，就业目标无法确立的原因是 

对专业可以从事岗位的信息掌握不足，丰富的职业 

需求信息可以为大学生确立职业目标提供信息参 

考，同时职业需求信息中用人单位的岗位要求可以 

促使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做好求职准备，以用人单位 

员工的标准提升素质、锻炼能力、学习技能等。 
2.  职业信息为大学生成功获取工作岗位和职 

业发展提供支持 

在就业竞争形势较为严峻的今天，用人单位在 

选拔员工的过程中需要对面试者的综合素质、能力 

素质以及个人兴趣进行考核，只有那些对用人单位 

较为了解、对用人单位文化较为认同、热爱所从事 

的岗位，并具备履行岗位职责能力的人才能胜出， 

所以职业信息中的职业供求信息对大学生成功获 

取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职业信息采集有助于降低用人单位与大 

学生相互搜寻的成本，提升“人职匹配”的效率 

大学生就业的过程是大学生搜寻符合自己兴趣爱 

好、价值观以及能力素质的职业的过程，与此过程 

相对应的是用人单位通过招聘选择符合自身需要 

的人才的过程，大学生择业与用人单位招聘是一个 

相互依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需要花费一定 

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金钱成本等。职业信息采集 

将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与大学生的供给信息集中 

整理、分析、发布，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快地了解用 

人单位需求，也可以帮助用人单位更快地搜索到合 

格的员工，降低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相互搜寻的 

成本，从而提升“人职匹配”的效率。 

（三）出口国信息采集有助于确立职业指导机 

构的公信力，促进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与大学生之 

间良性互动 

目前，大学生对就业指导机构在就业信息采集 

方面工作的满意度不高。笔者所在的经贸管理学院 

学生对学校每年举办的校园招聘会参与度不高，大 

部分学生更愿意将自己的求职简历发送到网络中 

介机构或者其他部门主办的人才交流会。因为学校 

招聘会参会单位几年来很少有更新，且用人单位的 

需求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求职需求。 

就业指导部门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举办的校园招 

聘会得不到大学生的认同，影响高校就业指导部门 

在大学生中的公信力，不利于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开 

展。 

二、职业信息采集目前存在的问题 

职业信息采集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有着重要的意 

义，但目前在就业信息采集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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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业信息采集的内容不全面 

目前高校职业信息采集存在着重“职业需求信 

息”轻 “职业供给信息”的问题，就业指导机构 

在信息采集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与用人单位联系， 

获取用人信息，通过校园招聘会或者用人单位宣讲 

会的形式将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反馈给大学生，大 

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而学生 

就业供求信息的采集工作比较薄弱。高校就业指导 

机构没有建立学生就业供给信息数据库，用人单位 

的招聘需求必须得到高校就业机构合作方能完成， 

就业信息采集缺乏用人单位与大学生直接交流的 

有效信息数据库。 

2. 就业信息采集的渠道单一 

职业信息的采集以“请进来的方式” ，即邀请 

用人单位参加校园招聘会或者用人单位宣讲会等 

方式，这样的方式比较单一，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 

的职业信息需求，请进校园的用人单位主要针对该 

校主流专业进行招聘，比如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校 

园招聘会的多为医院和医药公司，招聘的岗位多为 

医护人员和医药销售人员，这些单位对国际经济贸 

易、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和电子商 

务专业类学生的吸引力就大大地降低了。 

3. 就业信息发布平台缺少互动性交流 

就业信息发布主要通过短信平台、校园网络 

等，一般以通知的形式将用人单位的招聘岗位、岗 

位需求、技能要求等进行简单的描述，这些平台的 

互动交流功能不健全，学生不能深入地了解用人单 

位的文化、规章制度以及行业发展前景，缺少互动 

交流方式的信息发布不利于大学生对就业信息的 

深入了解。 

三、创新职业信息采集的措施 

1. 加大信息采集的力度，建立大学生信息数 

据库 

在职业信息采集的过程中增加职业供给信息 

的采集，注重大学生求职信息的开发与挖掘。通过 

求职登记表的形式建立大学生职业供给信息数据 

库。如用人单位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即可通过登录学 

生网站将用人单位的特殊需求输入，与之对应的大 

学生的供给情况信息就可以罗列出来，用人单位就 

可以根据需求与学生联系，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就业 

意向。

2. 创新职业信息采集的新渠道 

以单一渠道获取职业供给信息，已远远不能满 

足大学生对职业信息的需求，只有千方百计地开发 

获取信息的新渠道，才能更好地为大学生提供个性 

化的职业信息，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开展。作为 

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应采取上门服务的方法，利用媒 

体、网络等手段，主动获取职业需求信息，为求职 

者提供充足的就业信息，即满足主流专业学生的职 

业信息需求，又满足个性化的职业信息需求。 

3. 创新职业信息采集的平台建设，注重互动 

性与体验性的信息采集方式建设 

第一，建立校友互动交流平台。通过校友传递 

用人单位需求信息，不仅可以提高信息传递的准确 

性、及时性和针对性，同时通过互动交流形式，对 

就业信息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比如传统的就业信息 

平台在就业信息发布上仅停留在用人单位的岗位 

要求、技能要求、以及能力素质，通过互动交流平 

台则可以了解用人单位的工资福利、用人单位文 

化、 用人单位选拔的程序， 甚至面试官的人格特点、 

用人单位的内部制度等。这些信息对大学生职业选 

择、成功求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企业实践平台，增加 

大学生获取体验式职业需求信息的机会。传统的就 

业信息采集主要是将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反馈给 

大学生，这种方式不利于大学生对就业需求信息的 

理解，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 

要困难就是缺乏经验，对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缺乏 

体验性的认识，就业指导机构应为大学生提供更多 

的企业实习与实践的机会，增加毕业生对就业需求 

信息的理解，从而为其顺利就业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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