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第 1 期                                                       Vol.12 No.1 
2021 年 2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Feb. 2021 

 

 

基于 AHP 的高等院校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成晓典 

 

(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山西晋中，030801) 

 

[摘要]  做好就业创业工作是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保障，因此准确评价就业创业工作成效与质量十

分重要。根据就业创业工作的内涵和具体内容，从工作成效、管理体系、指导服务和工作满意程度四

个方面建立了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多目标归一模型作为评价方法。同时，以山西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为研究对象，对其 2016—2019 年的就业创业工作成效和质量进行年际评价，研究分

析了学院近年来就业创业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以及今后开展工作的方向。结果表明，作为地方农业院校，

应结合办学特点，重点做好基层项目就业以及创新创业的指导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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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而高校毕业生是就业工作

对象的重头。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不断增加，

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1]，因此提升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质量和成效，对提高毕业生就业质

量显得尤为重要。2019 年 10 月 30 日，由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召开的 2020 届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指出，要加强就业指导、推送就业信息、开展创

业服务、落实就业政策、强化权益保护、加大宣

传引导，同样要求高校要强化就业创业的指导和

服务质量的提升。高等院校是落实就业创业工作

的基础，准确衡量高等院校的就业创业工作质量

对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尤为重要[2]。建立就业创

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准确地把握

就业创业工作的开展实施现状，量化工作成效，

而且可依据评价结果查漏补缺，发现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顺利开展[3]。 

    高等院校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是衡量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高等院校就业创

业工作主要是指围绕大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咨询帮扶以及日常事务的管

理等工作的总称[4−6]。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评价是指对就业创业工作的落实开展情况通

过可操作性的方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明确就

业创业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目前，对高校就业创业工作评价的研究侧重

于就业方面，对创业工作评价的研究较少；同时

对就业创业工作评价的研究集中于指标体系的

构建，对评价模式的选择和案例的分析应用研究

较少[7−12]。因此，本文以高等院校的就业创业工

作成效和质量为主要评价内容，系统研究了就业

创业工作指标的构成，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多目标

归一模型，建立了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并以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为例，进行了案

例分析和评估研究，识别了就业创业工作开展实

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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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高等院校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体系的

构建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高校的就业创业工作考

核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山西农业大学的办学

性质、特点、学生就业现状等，依据科学性、系

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法，

构建了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库，并根据理

论分析和专家咨询的方法从指标库中筛选适合

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的指标，构建了高等院校

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使就业创

业评价工作实现有机融合，确定了指标的权重、

评价方法，构建步骤如图 1。 

 

 

图 1  高等院校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体系构建步骤 

 

    (一) 评价指标体系模型的构建 

    余新丽等认为应从就业支持、就业工作实

施、就业绩效和就业创新四个体系入手构建就业

工作评价体系[5]；闵晓阳从就业支持、就业过程、

就业服务、就业市场开发、就业绩效和就业创新

六个方面构建了就业工作评价体系[13]；宋继勋等

从就业绩效、就业服务和课程与创新三个方面构

建了实用型高校就业评价指标体系[14]；杨一哲从

专业设置与需求、基础设施与队伍建设、市场组

织与效果、就业指导与服务四个方面构建了就业

工作水平考评体系[15]；徐凯从学校重视就业工作

程度、就业工作绩效和就业工作环境建设三个方

面构建了高校就业工作评价体系[16]；袁云岗等在

就业调查与就业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就业工作

体制、就业工作条件、就业工作状态、就业工作

绩效和就业工作后效等五个方面构建了高等学

校就业工作评价指标体系[4]；刘家乡等采用 CIPP

评价模型，从就业工作条件、就业工作过程、就

业工作绩效和附加项四个方面进行了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评价体系的设计探索[17]；景荣基于模

糊综合评价法从用人单位对高校的综合评价、用

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综合评价、毕业生对高校

就业工作的综合评价三个方面构建了大学生就

业工作质量评估模型[18]；袁学勇认为应从组织领

导、工作内容和工作绩效三个方面来考察院校的

就业创业工作[19]。 

    由上可知，目前就业创业工作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从就业管理、工作环境、工作绩效等方面进

行构建，指标涉及组织领导与制度建设、就业创

业指导与服务、就业指导课程建设与创新创业教

育、就业市场建设与管理、理论研究与工作创新、

就业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依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涉及工

作成效、管理体系、指导服务和工作满意程度 4

个准则层，共计 22 个指标的高等院校就业创业

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二) 评价指标的内涵及计算方法 

    1. 工作成效 

    工作成效主要指反映就业创业工作取得的

实际效果。指导、服务、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是

高校开展就业创业工作的根本，因此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成效是衡量就业创业工作开展好坏不

可或缺的指标。主要分为就业流向、特殊就业、

就业质量三个方面，共六个指标。毕业流向的中

的三项指标根据全国统计方法计算；特殊就业中

的毕业生项目就业率是指大学生村官、“三支一

扶”和“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毕业生人数占毕

业生总数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中，工作、薪资满

意度两项指标为定性指标，由调查问卷数据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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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等院校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就业创业 

工作质量 

评价指标 

体系 

工作成效 A1 

毕业流向 B1 

毕业生就业率 C1 

毕业生升学率 C2 

毕业生自主创业率 C3 

特殊就业 B2 毕业生项目就业率 C4 

就业质量 B3 
工作满意度 C5 

薪资满意度 C6 

管理体系 A2 

组织领导 B4 
领导管理体系完善情况 C7 

专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C8 

制度体系 B5 
工作制度完善程度 C9 

就业台账完备度 C10 

就业市场 B6 

用人单位招聘岗位覆盖率 C11 

网站招聘信息发布率 C12 

毕业生对就业市场建设满意度 C13 

创新研究 B7 论文发表情况 C14 

指导服务 A3 

指导讲座 B8 

就业指导讲座覆盖率 C15 

创业指导讲座覆盖率 C16 

毕业生对就业创业讲座满意度 C17 

咨询服务 B9 

咨询服务台账完善情况 C18 

特殊学生咨询服务覆盖率 C19 

毕业生对就业创业咨询满意度 C20 

工作满意程度 A4 
毕业生评价 B10 对就业创业工作的总体满意率 C21 

用人单位评价 B11 对高校就业创业工作满意率 C22 

 

    2. 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是衡量开展就业创业工作是否科

学、高效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制度

体系、就业市场建设、创新研究四个方面，共八

个指标。其中，在组织领导中领导管理体系完善

情况为定性指标，由专家打分确定；专职工作人

员配备情况是指当年学院毕业生总数与学院专

职就业工作人数的比值。在制度体系中，工作制

度完善程度、就业台账完备度均为定量指标，由

专家打分确定。在就业市场建设中，用人单位招

聘岗位覆盖率为宣讲会、双选会企业招聘岗位数

总和与毕业生总数的比值；网站招聘信息发布率

是指平均每天为学生推送的招聘信息的次数；创

新研究中的发表论文情况是指专职就业工作人

员人均发表论文数。 

    3. 指导服务 

    创业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即为开展就业创

业指导，其是衡量就业创业工作极为重要的一个

方面，包括指导讲座和咨询服务两个方面，共六

个指标，主要描述指导服务的开展情况。就业、

创业指导讲座覆盖率两项指标为定量指标，是指

参加该类型讲座人数的总和与毕业生总数的比

值；咨询服务台账完善情况为定性指标，由专家

打分确定；特殊学生咨询服务覆盖率指对特殊学

生进行的指导服务人数占特殊学生总数的比例；

毕业生对就业讲座满意程度和就业咨询满意程

度两项指标为定量指标，由调查问卷数据确定。 

    4. 工作满意程度 

    工作满意程度是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两个

方面评价判断就业创业工作的成效和质量。毕业

生认为就业创业工作开展到位，对其有帮助指导

的作用，则反映就业创业工作成效显著；招聘企

业对学校就业服务满意，同样反映着就业工作扎

实有效。工作满意程度包括毕业生评价和用人单

位评价，分别由对就业工作的总体满意率和对高

校就业工作的满意率来体现，这两项指标均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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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评价。 

    (三) 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验证，确定

指标权重 

    指标的权重表示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

重要程度。本文采用专家质询的方法对各项指标

进行赋值，并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验证，

确定指标的权重。其中，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工作成效(A1)、管理体系(A2)、指导

服务(A3)、工作满意程度(A4)、毕业流向(B1)、

就业质量(B3)、组织领导(B4)、制度体系(B5)、

就业市场(B6)、指导讲座(B8)、咨询服务(B9)这

12 个比较矩阵均通过一致性验证，CR 值均小  

于 0.1。 

    此外，指标 C1—C22 的权重分别为 0.033 1、

0.033 1、0.033 1、0.049 6、0.066 2、0.033 1、   

0.029 8、0.029 8、0.039 7、0.019 9、0.007 5、   

0.007 5、0.014 9、0.059 6、0.059 0、0.059 0、   

0.029 5、0.060 9、0.048 3、0.038 4、0.124 0、   

0.124 0。 

    (四) 评价方法的确定 

    1. 确定评价标准 

    确定就业创业工作评价指标体系中 22 项指

标评价标准的具体方法如下： 

    (1) C1、C2、C3、C4 指标按照学校就业考核

评优标准作为标准值。 

    (2) C5、C6、C13、C17、C20、C21、C22

指标通过调查问卷获取，并广泛参考专家意见来

确定标准值。 

    (3) C7、C9、C10、C18 指标通过专家考核打

分，并咨询专家确定标准值。 

    (4) C8、C11、C12、C14、C15、C16、C19

指标按学校规定的考核标准确定标准值。 

    2. 确定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多目标归一模型进行评价[20−21]，识

别就业创业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确定今后的工作

重点。具体计算方法为： 

    (1) Xi 对应为现状值，Yi 为标准值，i=1, 2, 

3, …, n，n表示指标个数； 

    (2) 对 Xi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指标值为 Pi，若

为正向指标，则 Pi=Xi/Yi；若为负向指标，标准化

处理后为 Pi=Yi/Xi； 

    (3) Wi 为指标的权重，各项指标的权重之和

为 1。 

    (4) 采用多目标归一模型确定就业工作质量

评价值， i iD P W  。 

    三、案例评价与分析 

    本文以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为研究案例，

对学院 2016—2019 年间的就业创业工作开展年

际评价，探索提高就业创业工作质量的内在驱动

力，分析工作中存在的短板，明确下一步就业创

业指导服务工作的重点。 

    (一) 评价结果 

    运用本文构建的评价方法，对学院 2016—

2019 年度的就业创业工作质量进行评价，具体结

果见表 2。 
 
表 2  2016—2019 年度的就业创业工作质量的评价结果 

指标层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C1 0.034 1 0.033 5 0.034 0 0.033 2 

C2 0.027 7 0.022 1 0.024 9 0.026 8 

C3 0.000 0 0.000 0 0.032 5 0.067 6 

C4 0.048 9 0.000 0 0.064 8 0.438 6 

C5 0.066 3 0.066 3 0.068 1 0.067 0 

C6 0.032 4 0.032 8 0.033 2 0.032 4 

C7 0.029 8 0.029 8 0.029 8 0.029 8 

C8 0.026 5 0.029 0 0.014 6 0.024 3 

C9 0.031 8 0.032 6 0.033 0 0.033 0 

C10 0.017 9 0.017 9 0.017 9 0.018 3 

C11 0.008 9 0.009 5 0.009 4 0.011 2 

C12 0.004 5 0.004 8 0.005 0 0.005 7 

C13 0.015 1 0.015 3 0.015 3 0.015 3 

C14 0.059 6 0.000 0 0.000 0 0.119 2 

C15 0.067 6 0.060 4 0.065 8 0.066 6 

C16 0.044 1 0.045 9 0.050 1 0.052 2 

C17 0.029 9 0.030 1 0.030 1 0.030 2 

C18 0.048 7 0.050 7 0.051 8 0.051 9 

C19 0.048 3 0.048 3 0.048 3 0.048 3 

C20 0.038 6 0.038 6 0.038 9 0.039 3 

C21 0.124 3 0.126 0 0.122 9 0.124 1 

C22 0.128 1 0.127 9 0.127 8 0.12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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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结果分析 

    为了使评价结果更加直观，本研究将评价结

果以图的形式表示，具体见图 2。从总体结果来

看：2016、2017、2018 和 2019 年四个年度的就

业创业工作质量的评价值分别为 0.933 0、   

0.821 5、0.918 2、1.464 0，其中 2016、2017、2018

年度的就业创业工作质量的评价值相对稳定，

2019 年的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水平评价值较高，相

比 2016 年提高了 56.62%。进一步分析得知，在

四个准则层的指标评价值四年的变化中，就业创

业工作成效评价值提升最为显著，究其原因是由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率、项目就业率以及毕业生对

工作的满意度提升所致，表明学院的就业工作扎

实稳步推进。近年来，学院逐步完善了就业推荐

表、就业协议书领用管理规定，制定了就业协议

书线上签约流程，开设了“心室”咨询室，进一

步提高了就业指导服务的质量；同时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扎实开展基层就业的指导宣传工作，成

效显著，致使就业工作质量评价值逐渐提升。 

 

 
图 2  2016—2019 年就业创业工作质量水平的 

年际评价结果 

 

    可以看出，管理体系、指导服务和工作满意

程度各项指标的现状值基本优于标准值，表明管

理体系、指导服务和工作满意程度提升难度较

大，今后应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有的放矢地开展

就业工作，将工作重心放在不断提升就业创业指

导与服务的质量上来。 

    对准则层进一步分析可知： 

    (1) 做好基层项目就业工作和创业工作是提

升就业工作质量的重要途径。在就业工作成效准

则层中创业率和项目就业率的现状值与标准值

差距较大，因此做好基层就业和创业工作是今后

就业工作的重点。此外，作为农业院校，应发挥

专业特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引导毕业生去基

层、去西部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

供专业的人才。因此，做好基层就业的宣传、指

导、服务工作对提升就业工作质量成效显著。 

    (2) 分析管理体系准则层中的指标可知，在

近四年中，毕业生总数与专职就业工作人员数量

比值均未达到标准值，且 2016—2019 年该值变

化较大，影响了管理体系准则层的评价值，成为

提升就业创业工作质量的短板；同时，网站招聘

信息发布率指标值同样未达到标准值，分析可知

网络招聘信息的收集、整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由

于就业工作人员人数较少，导致该项指标的现状

值偏低，因此，今后应注意专业就业创业工作的

人员培养，同时建议将班主任、兼职辅导员和研

究生辅导员纳入就业工作队伍中，增加就业工作

人员数量，提升就业工作人员的素质，扎实开展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 

    (3) 在指导服务准则层的指标中，就业创业

指导讲座覆盖率、特殊学生咨询服务覆盖率等指

标均到达到标准值的要求，但是满意度不高。因

此，下一步应将提升就业讲座和咨询服务的质量

作为提升工作成效的一项驱动力，丰富讲座、咨

询等指导服务的内容，做到精准推送就业信息，

开展个性化指导服务，做好贫困学生、农村学生、

残疾学生等特殊群体就业服务工作，努力扩大就

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 

    四、结语 

    本文从工作成效、管理体系、指导服务和工

作满意程度四个方面构建了就业创业工作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权重，采

用多目标归一模型对就业工作质量进行了量化

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学院 2019 年的就业工作

质量水平较高。进一步分析可知，学院今后应重

点做好基层项目就业以及创业的指导服务工作，

增配专职就业工作人员以及提供精准化的就业

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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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HP-bas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qu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G Xiaodi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801, China) 

 

Abstract: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is the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graduates,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and specific content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is established from four aspects: Work effectiveness,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services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multi-objective normalization model is selected as the evaluation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 interannu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i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 from 2016 to 2019 

w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llege'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a local agricultural college, it shoul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a school and focus on providing guidance services for grassroots 

project employment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dex system;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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