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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国家领导人强调,要把稳就

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问题。为此,教育和人社部门多次对高校毕业生

就业情况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缺乏职业规划,盲目、被动接受就业。职业

生涯规划是指针对学生职业选择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测定,进而将学生定位在一个最能

发挥自身长处的位置,选择最适合自身能力的职业。文章基于笔者在职业院校和主管就业部门工作的实

际,探讨如何发挥职业生涯规划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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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现状 

为了解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对吉林省30所

院校17个专业的800名应届高校毕业生

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应届毕业生

的求职周期长,“一岗难求”与“有业不

就”现象并存。 

1.1就业创业渠道广泛 

吉林省各地在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服务上下足了功夫,毕业生就业见

习,召开专场交流会、对接会、开创网店,

提供就业创业信息,开展就业创业指导,

基层平台服务等各种形式齐上阵。据相

关部门调查可见,校园招聘仍是应届高

校毕业生求职的主要渠道,第三产业已

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市场,

其中,私营企业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主力军。 

1.2一、二线大城市倍受青睐 

调查发现,就业机会、发展空间、工

资待遇、城市环境等条件是高校毕业生考

虑的主要因素,一、二线大中城市依旧倍

受青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60名应届毕

业生中,想到一、二线城市工作的136人,

占比高达85.0%。其中,想到北上广深等一

线大城市工作的43人,占比26.9%；想到成

都、杭州、青岛、大连、沈阳、长春等二

线较大城市工作的93人,占比58.1%。 

1.3“慢就业”现象显现 

近年来,高校应届毕业生“慢就业”

现象开始显现。调查了解到,高校毕业生

中有的由于自我定位较高没有找到合适

工作,有的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考察,

有的选择灵活就业,还有的消极回避竞

争。调查问卷显示,160名应届毕业生中,

已找到工作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月平均工

资为4366元,“没找到工作”的67人,占

比41.9%。其中,“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占比58.2%；“准备考研继续学习深造”

占比17.9%；“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占

比11.9%,“暂时不想工作”占比9.0%,

“灵活就业”占比3%。 

1.4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占比

少,创业带动就业的数量不大 

调查问卷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创业

意愿汇总结果显示,毕业后选择就业人

数多,创业人数少。调查问卷显示,调查

的160名应届毕业生中,选择毕业后创业

的仅占6.3%。经调查,创业比例不高的原

因,家长不愿意子女创业的占多数,缺乏

创业技能、缺少创业资金、缺少创业项

目、缺少人脉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创业

氛围没有形成也是原因之一。 

2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

原因分析 

2.1对就业质量预期高 

据了解,“稳定”“高薪资”“高平台”

的工作受到应届毕业生的青睐,一岗难

求。随着毕业生对就业质量的预期逐年

提高,高学历择业优势较大,因而越来越

多的应届毕业生选择继续学习深造,“慢

就业”趋势明显。 

2.2自身职业认同感不足。 

调研显示,200名专业技术类应届毕

业生中,62.9%的人目标行业是较稳定的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其中,38.2%的人

目标行业是机关事业单位,24.7%的人目

标行业是国企。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当前

技术岗位多为体力劳动,工资薪酬较低,

发展空间小。 

3 职业生涯规划在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中的作用 

3.1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 

3.1.1实践意义 

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的实践,能促进

学生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比较,

正确评估个人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进行前瞻性的职业生涯定位,树立与自

己主客观条件最匹配的职业定位,同时,

可以有效推动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自我规

划,提高学生职业生涯工作效率和生命

质量,也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发掘

自我潜能,增强个人实力,为学生的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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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就业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提

高了职业素养。 

3.1.2理论意义 

从学校教育层面讲,为学校在德育

工作和专业建设的角度开展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提供借鉴依据和实践经验,为学

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2充分发挥职业生涯规划对提升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的作用 

职业生涯规划是提升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和素质的基础和前提,要全面提升

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就要充分发挥职

业生涯规划的作用,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3.2.1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职业生涯

规划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提升是一项

系统工程。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密集出台一系列配套的政

策体系,并将大学生就业创业当作考核

指标纳入对政府的考核中。教育部门要

指导高校从上到下,形成合力,凝聚共识,

高度重视职业生涯规划在高校人才培养,

特别是在大学生就业创业中的作用。 

3.2.2在办学思路上,突出“职业一

就业一创业”的特点 

在办学和教学实践中,逐步健全完

善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学生职业认知、职

业发展和职业生涯素养的培养教育,探

索从理论到实践,从仿真到现实,从就业

到创业的新模式,打破固有的知识框架

体系,突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并重视

职业道德等通用人文素质的养成。 

3.3在培养模式上,深化工学结合的

校企合作模式 

在培养模式上,强调培养院校和学

生的主体地位,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

行业的引导效能,切实激发企业在校企

合作中的主动性,深化合作育人模式。在

考虑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同

时,将“产学研转”统一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局中,充分释放职业生涯教育在高

校学生就业创业中的作用。 

4 在推进措施上,多方联动,提

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 

将职业生涯规划具体到学校人才培

养方案中。在强调课堂主渠道作用的同

时,更要突出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管理

工作人员的作用,将课堂教学、生产实

践、教学实习实训、学生社团活动、宿

舍生活和技能竞赛等各项育人工作统筹

推进。一是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开设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二是引导和鼓励各任课

教师,结合个人特点和专业知识,在教学

过程中渗透职业生涯教育。三是加大对

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培训,提升其指导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四是加强实习

课在课程设计中的比重,提升学生实践

锻炼的机会和能力。五是支持学生进行

创业探索,给予一定的职业指导、创业培

训和扶持力度。六是开展各类职业竞赛,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不断提升学生的职

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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