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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国高校就业工作发生重要变革，取得一定的突破性进展和显著性成绩。当前，

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并长期存在，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工作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文

章以“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知网收录主要文献为例，对我国高校就业工作研究概况、研究内容进行梳理，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趋势性预测，以期拓展高校就业工作新视域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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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国

高校就业工作在持续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稳定态

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主要文献为例，梳理总

结“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我国高校就业工作研究

的相关成果，并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优

化与创新新形势下高校就业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有效推进和完善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研究概况 

   以中国知网收录文献为例，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期间，以“高校”和“就业”为篇名，以“核心

期刊”和“CSSCI”为来源类别，通过计量可视化

分析对全部检索结果进行分析。检索到的文章共计

307 篇，2016 年有 126 篇、2017 年有 84 篇、2018

年有 47 篇、2019 年有 46 篇、2020 年有 4 篇。从

成果数量看，相比之后的 3 年，2016 年出现一个小

高点，期刊发文量达到 126 篇。从高校就业工作研

究的总趋势来看，近四年呈现下滑态势，这说明我

国就业形势总体趋向于缓和，同时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成为我国高校就业发展的总体目

标。从基金来源看，论文获得国家级基金资助的有

46 篇，这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5)、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21)；获得省部级基金资助的有 15 篇，

包括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国家民委

科研项目(1)；地厅级基金有 16 篇。从研究层次看，

社科类基础研究最多，有 223 篇，占比 72.6%；其

次是行业指导(36)和政策研究(23)，其中，发表在《教

育与职业》上的成果有 33 篇，发表在《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育》上的有 15 篇。从研究机构和人员看，

研究者多为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其中北京大学学

者的发文量最多(31)，包括岳昌君(9)，蒋承(7)等，

其次是上海交通大学(7)。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普

遍采用理论研究和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从研

究角度看，学者们均以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为基

础，进行政治性和学理性的分析。研究主题主要分

布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就业指导”以

及“就业能力”等方面，研究关键词主要有“就业

创业”“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精准就业”“贫

困生”以及“慢就业”等。 

    二、研究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

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期”[1]。实现充分就业是我国人民共同参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之一，“十三五”规划纲要

的颁布对高校就业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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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理者深刻认识就业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相关的文献分析中可以发现，近四年的研究关注

点主要分布在总体就业状况、人才培养视角、择业

就业观念、就业质量评价、就业保障服务等五大  

方面。 

    (一) 关于就业状况的研究 

    一是就业总体情况的研究。荆德刚认为 2017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数量“一增一减”、需求“一

升一降”、矛盾“一老一新”等新特点，而绿色发

展、新动能、健康服务、丝路以及金砖机遇等并   

存[2]。岳昌君、白一平基于 2017 年全国 21 个省区

市 33 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对高校毕业生就业

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毕业生总体就业状况仍

较稳定，并指出学生要做好人力资本的积累，高校

应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政府需做好资源均衡配置[3]。

此外，他们还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中是否存在城乡差

异进行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4]。应金萍梳

理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经历了“改

革突破”“深化调整”“蓬勃发展”三个阶段，并

在就业规模、就业质量、就业帮扶、政策服务四个

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5]。学者们一方面基于大样本

数据对高校毕业生的总体就业形势进行实证分析，

另一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后每个阶段的就业重点

进行概括和归纳。 

    二是个别就业情况研究。汤桢子、佘双好从纵、

横两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

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得出该专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6]。此外，马永堂、

徐军通过梳理分析美、德、英、法、日、韩等发达

经济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关实践经验及其

对我国的启示，提出了加快促进立法进程、制定综

合配套政策、形成协调联动机制、制定岗位具体规

划、做好专项服务与指导、教育培训体制改革等六

项举措[7]。因此，坚持以学生为本，按照分层次、

分类别进行重点地区、重点群体就业问题研究亦是

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 

    (二) 关于人才培养视角的研究 

    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和市场经济结

构的细分，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显，需

考虑市场的需求，做好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十三

五”期间，学界基于人才培养的视角研究包括两个   

方面。 

    一是就业能力培养。程玮认为影响大学生就业

能力提升的因素涵盖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其中专业

课程设置体系、职业指导、评价与激励机制、校园

文化、教师的教学能力等五项因素影响最大[8]。鲍

威、刘薇指出高校人才培养应从专业素养、沟通能

力、问题解决能力三方面入手，特别要注重课程设

置的基础性，提供有效的课内外教学环节[9]。施炜

构建了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分阶段模式，包括面

向高等教育过程、大学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离校

失业大学生以及大学毕业生的预防、支持、激励以

及可持续模式[10]。朱丽叶发现知识深度和基础知识

对就业能力影响最为显著，知识广度和知识前沿性

能从侧面提升求职者的信心[11]。此外，还有学者对

贫困生的就业能力、就业指导[12]做了相关研究。综

上，从大学生就业能力概况出发，通过研究如何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能有效对接市场需求，提升毕业生

就业质量。 

    二是创新创业意识培养。谢学提出的以创新创

业能力为核心的高校就业指导路径包括文化建设、

队伍建设以及基地建设[13]。阎亚军、祝怀新认为人

才培养要重在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

新能力四大方面，应形成“岗位创业”的理念[14]。

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工作机制是否健全完善。高志刚、孔德生等指出构

建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机制必须从明确意义、

把握原则、找准问题、形成合力几方面入手[15]。还

有学者对创新创业课程做了相关研究，如张苏婷、

潘玥将 SPOC 教学模式应用于就业创业课程，构建

师生学习共同体[16]。在经济新常态下，研究如何培

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观念，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缓解就业压力并为社会输送高素质  

人才。 

    (三) 关于择业就业观念的研究 

    影响毕业生择业就业能力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是职业价值观。研究高校毕业生择业就业价值观的

变化趋势，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

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

“十三五”期间，学者们关于择业就业观念的研究

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环境影响研究。如胡鞍钢、杨竺松等

认为受到外界环境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就

业选择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存在不对等现象，

就业引导加强与就业政策调整面临新的考验[17]。韦

颖构建四影响三结构维度的就业意向逻辑模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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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观念、就业资本、

国家就业政策显著影响其就业意向[18]。赵晶晶、盛

玉雪等指出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业“滞留”

现象越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稳定就业没有对

本地生源形成吸引力[19]。 

    二是支持系统影响研究。黄振霞、周岚峰对大

学生就业选择中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实证调研，发现

其父母的职业与期待等因素影响大学生的理想职

业选择，家庭收入、居住地、成员关系对就业起薪

期望和地域选择方面也造成一定影响[20]。 

    三是自我认知影响研究。首先，对于慢就业现

象的研究，郑晓明、王丹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高校毕

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提出价值观教育、生涯规

划教育、家庭协同育人、提升就业能力的“四维一

体”就业指导教育机制[21]。李宁则表示要从政府引

导、社会助力、家庭联动、个人提升等方面缓解“慢

就业”现象[22]。其次，对于区域性就业研究，王恒

良提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地基，以政

府、行业、企业、高校、学生为总支柱，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和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人才培养模式为框架，以西藏高校学生就业创业观

为顶层核心的就业创业观培养房屋式模型[23]。 

    (四) 关于就业质量评价的研究 

    就业质量评价通常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

去解析。宏观与中观层面包括劳动力市场供需匹

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等。微观层

面包括薪水收入、岗位匹配、劳动强度、职业前   

景等。 

    一是就业质量的评价体系。根据高校就业工作

中社会的稳定需求、人才培养质量、就业满意度以

及社会建设需求四个总体目标为起点，以目标完成

情况为考核点，就能够达到评价指导就业工作的效

果[24]。吴新中、董仕奇以毕业生个体为中心，提出

构建个体、学校、家庭、用人单位、社会的 5 个一

级就业质量评价体系[25]。齐鹏、程晓丹建立了毕业

生满意度、雇主满意度、社会评价满意度等 3 个一

级评价指标[26]。尹晓菲、杨昱梅引入了就业公平、

工作与生活平衡等有效反映高质量就业的 5 个新增

指标[27]。 

    二是质量评价的指标选取。石红梅、丁煜指出

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规模和质量，特别是前者的

影响更大[28]。李瑾、程利敏使用了整体就业水平、

薪资水平、专业平衡性及职业稳定性四大典型指

标，阐释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整体变化趋势

和突出问题[29]。此外，罗德明将工资水平和专业相

关度作为衡量就业质量的两项指标，对毕业生母校

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30]。 

    三是特殊群体的典型分析。王慧、叶文振运用

社会性别理论探讨福建省五所高校女大学生影响

其就业质量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认为消除就业的

性别歧视也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就业，提高

就业质量的一项举措[31]。刘彦林、马莉萍则以 2017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

研究，认为返乡就业不失为一种权衡自身资源与外

界劳动力市场环境后的理性选择[32]。 

    (五) 关于就业保障服务的研究 

    一是就业服务总布局研究。孙文博、颜吾佴基

于英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就业服务

工作模式，提出应注重就业服务模式全程多位一体

构建、就业服务内容实践精细化强化、就业服务手

段信息多元化等方面问题[33]。赵彦刚、王志臣表示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教学改革、就业服务

应该转型升级，做好供需匹配[34]。余友情、宋天华

认为促进就业全程式服务体系建设，高校需着重实

现一把手工程、注重实际、转变方式、建设队伍、

注重转换等五个方面的转变[35]。另外，宋天华、邹

大勇提出了完善精准采集、精准指导、精准识别、

精准管理、精准教育等五大精准就业服务路径建 

设[36]。无论是基于何种角度，就业服务总体工作应

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要统筹规划做好转型升

级又要做到精准落实对接各项服务。 

    二是就业信息化建设研究。陈月霄、王彬彬通

过分析福建省高校就业信息化建设提出推进高校

就业信息化建设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信息系统、队

伍管理以及服务人性等方面多下功夫的建议[37]。李

岚冰、律明则认为，在信息化平台建设、人才投入、

技术投入、信息交互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尤其重

要，并构想了就业系统七板块功能结构图[38]。潘振、

方长春指出面向大学生就业的信息资源服务创新

模式应包括精确扁平的互联网招聘、人才与项目合

作的人才培养、大数据驱动的人才评估三种模   

式[39]。此外，郑东、潘聪聪等基于市场摩擦理论，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提出指导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工作应做好信息显示和信息甄别工作[40]。“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就业信息化建设兼具提高拓



                                                                                           2020 年第 11 卷第 3 期 

 

46

 

宽就业渠道和提升就业工作效率等功能，紧跟时代

发展脚步，从宏观上做好平台构建和布局，从微观

细节上落实系统设计和质量评价，对于高校科学决

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三、研究趋势 

    “十三五”期间，有关研究对高校毕业生整体

就业情况、教学改革过程中人才培养形式、毕业生

本身择业就业观念、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标准以及就

业保障服务建设工作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

析和有益探讨。总体而言，已有文献均从不同的学

科方向和专业角度对高校就业工作展开论述，既有

宏观层面概括又有微观层面解析，既有制度理论研

究又有具体措施谋划，研究内容各有侧重，研究方

法各显特点。同时，对于精准就业大背景下如何将

人才培养与就业创业、就业服务相关工作进行有机

联动，从根本上做好稳就业、提质量有待进一步挖

掘。未来高校就业工作新视域和新方向将认清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围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拟从人才培养、创新创业、

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更加细致的探索。 

    (一) 从人才培养角度 

    如何高瞻远瞩、科学谋划，从经济发展和社会

需求出发，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才培

养是关键。人才培养研究可聚焦师资队伍建设、就

业核心竞争力、就业新思想育人三个方面开展。 

    一是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而人才

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

人才培养水平，这一点已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充分

体现。新时代赋予教师新使命，要更好发挥师资队

伍在高校就业工作中的作用，从队伍结构、教学能

力、研究能力、指导服务等方面进行理论论证与实

践研究。 

    二是就业核心竞争力研究。就业核心竞争力对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也是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

撑点。人才培养应以就业为导向，在高质量教育上

进行回归与创新。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突出重点、补齐弱项，可聚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实

际情况，培养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核心竞争力，从

增加供给教育课程资源、目标导向型改革等方面入

手，全面分析和解构。 

    三是新的育人思想研究。我国就业制度、就业

政策、就业服务工作不断优化，同时深化改革开放

的实践与应对国际新局势的机遇和挑战并重。研究

中需结合就业形势找准人才培养中育人新思想的

着力点和切入点，斧正高校学生在就业思想上存在

的偏差，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择业观与成才观，

可在就业思想的理论逻辑、价值意蕴、体系打造、

内涵建设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二) 从创新创业角度 

    在我国即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要之际，

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主要目标，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仍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主题。政

府将继续加大创新创业的政策的支持力度，高校将

健全创新创业的教育体系，从课堂教学到课外实

践、指导帮扶与引导大学生自主学习、文化引领到

主动适应，为大学生搭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

人平台。由此，创新创业研究热点可从创新创业课

程改革、创新创业实践模式、创新创业环境建设三

个方面选取。 

    一是创新创业课程改革研究。课程建设是实现

教育工作的关键，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高校创新创业课程改革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服务于

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未来的研究重点会

在先进性、互动性以及创新性的教学模式、教学体

系、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得以体现，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使研究者更关切如何使

用互联网有效链接传统教学和在线课程，打通高校

学生创新创业的最后一公里。 

    二是创新创业实践路径研究。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既服务于创新

型国家建设重大战略又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创新创业实践路径研究中应

审时度势地通过政策领悟、文献分析、实地调研、

数据解读做好深入挖掘。比如基于网络大数据视

角、经济发展新常态视角、供给侧结构改革视角等

进行创新专业融合、产教融合、校企融合、网络融

合等多维度融合研究，形成多方协同发力的教育共

同体。 

    三是创新创业环境建设研究。围绕创新创业环

境建设及优化，选取全面典型的评价指标并构建评

价体系，力求营造助于高校学生干事创业的良好环

境。具体可从平台建设、基础设施、科研力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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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创业文化、市场参与、法制保障等方面进

行探索研究。 

    (三) 从服务体系角度 

    党中央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突出位置，在连续八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下，稳步扩大就业规模、积极提升就业质量仍是就

业工作的战略之举。就业优先政策需要国家和政府

层面的全力支持，就业服务工作需要地方院校和企

业的多点突破。因而，服务体系研究趋势可围绕就

业优先政策解读、属地管理服务、分层分类服务三

个方面进行。 

    一是就业优先政策的解读。深刻领会国家将就

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的战略意义，高度重

视政策落实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首先做好优先就业

政策的背景解读、内涵分析、意义探究以及计划落

实。其中传统劳动关系形式与标准界定、新经济新

业态下灵活就业模式和制度完善、新职业配套的行

业标准和服务内容等都是研究的新热点。 

    二是属地管理的服务研究。服务政策应聚焦稳

岗与增岗两条主线进行落实。高校学者可积极建言

献策，依据中央和地方文件的指示精神探索系列援

助和帮扶专项活动，研究内容可通过摸底走访调

研、组织招聘活动、开展政策宣传、推介特色项目

等，深入了解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并形成研究

报告提交当地政府部门，使服务项目、援助政策、

相关补贴等属地化管理更加优化，助力政府的就业

工作。 

    三是分层分类服务的研究。实施分层推进、分

类指导的服务政策是强化精准服务、深化工作内

涵、规范工作管理的具体体现。分层研究可从时间、

内容、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分类研究重点群体包

括双困生、建档立卡生、女大学生、残疾学生，此

外地方性群体如中西部地区学生、边疆地区学生

等，代表性专业群体如工科类、师范类、农学类等

也是研究关注点。 

    回顾以往，我国高校就业局势总体平稳，这不

仅得力于国家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也与高校加大

力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息息相关。审视当前，面对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激荡跳跃的思想潮流，如何

继续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如何稳定就业大军，抓好

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促进其更充分更

高质量地就业，提升毕业生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

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展望未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深

切关怀下，高校就业工作必然会打开一个全新局

面，也必然在学界中涌现出更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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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quo and the trend of employment of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13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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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sour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alth.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the employment work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and made some 

breakthrough progress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t present, the overall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are still very obvious, which would exist for a long time, thus, to stabilize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still an important task. Taking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collected by CNKI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research contents of the 

employment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forecasts the trend of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the new horizon and new direction of employ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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