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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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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对毕业生进行就业帮扶显得尤为重要。分析疫情对

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冲击，提出构建高校精准就业帮扶体系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并从明确帮扶部

门职能、弥补就业市场短板、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疏解毕业生就业心理压力等四个方面阐述帮扶体系构建的

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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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党和政府更
是将“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放在“六稳六保”的首
要位置。２０２０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达
到８７４万，而新冠肺炎疫情则让毕业生的就业形势
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
重，加强全方位就业支持和服务，切实维护就业大局
稳定。

从社会经验、求职技巧等角度来看，高校毕业
生是一个稍显“弱势”的就业群体，疫情对他们求职
造成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对其进行就业帮扶就显得
尤为必要。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
就业带来的冲击，以实现精准就业为目标，提出高
校毕业生就业帮扶体系的构建方案和实施路径，对
于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和就业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疫情对毕业生就业的冲击

（一）人才供需失衡加剧
高校人才供给与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的失衡是

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１］。２０２０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Ⅰ级响应，大部分省市发布了延迟复工复产
的通知。此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末
逐渐企稳。但海外疫情的快速爆发和蔓延却冲击
了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导致国际循环受阻，用人单
位的人才需求出现萎缩。而与之相对，２０２０年我
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却再创新高，达到８７４万人，这
进一步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

从我国就业市场景气（ＣＩＥＲ）指数可以看出：
我国的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从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的

２．１８下降至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的１．３５，不仅明显低
于２０１９年第二季度１．８９的同期水平，也处于

２０１４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位；虽然就业市场景气指
数在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出现了回升，但
仍然低于２０１４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水平（图１）。由
此可以推断，除了季节性因素外，疫情冲击带来的
人才供需失衡加剧是造成ＣＩＥＲ指数大幅下滑的
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作为就业市场的主力
军，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一方面，

２０２０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较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４０
万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时间相对集中，
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常态化防控影响了用人
单位春秋季招聘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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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我国就业市场景气（ＣＩＥＲ）指数
注：ＣＩＥＲ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数据来自中国就业研究所《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二）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
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用人单位

的招聘信息无法及时传递给合适的求职者，而求职
者的职业意愿又难以被相关用人单位掌握，从而导
致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２］。高校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在
就业市场活跃、岗位供给充足的情况下，高校毕业
生的选择空间较大，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就业产生的
约束较小。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就业
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主要表现为：疫
情冲击导致各种类型的宣讲会和双选会被迫推迟
或取消，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的渠道
被阻断。尽管云招聘、网络招聘等线上招聘渠道起
到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但与面对面的线下招聘
渠道相比，线上招聘渠道往往只能传递显性信息，
而毕业生的创新思维、性格特征等隐性信息却难以
被用人单位掌握，且用人单位的工作氛围、晋升渠
道等隐性信息也难以被毕业生了解。同时，来自网
络的招聘信息往往缺少必要的审核，对初次步入职
场的高校毕业生而言，他们对网络信息的甄别也存
在一定的困难。
（三）就业心理压力加大

高校毕业生就业具有周期性和时效性两个特
征。其中，周期性是指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是高校毕
业生集中就业的黄金时间段；时效性是指用人单位
通常具有应届生偏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周期性和时效性对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加大，高校毕
业生更容易产生焦虑、恐慌、迷茫、压抑、懈怠等心
理问题。

受疫情影响，许多毕业生与同学、朋友之间的
联系减少，相互之间交流就业信息、倾诉就业压力

的渠道受到限制，不少毕业生又不愿意与父母等长
辈交流就业问题，因此就业心理压力不容易得到缓
解。而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毕业生无需
出于家庭经济原因而急于就业。因此，当市场上提
供的工作岗位与自己的就业期望存在落差时，高校
毕业生就容易产生推迟就业、逃避就业等懈怠心
理，从而产生消极的“慢就业”现象。２０２０年硕士
研究生报考人数较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５０万，增长率为

１５．６％；２０２１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则达到了３７７
万。这既有我国高等教育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宏观
因素的推动，也不乏高校毕业生消极“慢就业”的
影响。

二、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的构建

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较大影响，因此对毕

业生进行就业帮扶就显得尤为必要。但以往的“广
撒网”式的就业帮扶方式不再适用，高校的就业帮
扶工作亟须转变工作思路。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开展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
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精准推送就
业服务机制，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
业”。如今，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则进一步凸显了
构建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２０２０届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也明
确强调，要“实现人岗信息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精准就业旨在实现高校人才供给与用人单位
人才需求的高效匹配，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
量。区别于一般的帮扶措施，以实现精准就业为目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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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帮扶体系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运行系统。借鉴
系统动力学理论，帮扶体系的构建需要厘清三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参与主体，对应帮扶部门；二是参与

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应帮扶举措；三是维持系统
运行的制度环境，对应保障机制。基于此，本文绘
制了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示意图（图２）。

图２　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示意图

　　首先，主管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宜的就业指导管
理部门和各二级学院，是促进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
的主体帮扶部门，他们的首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挖
掘就业资源，并保障就业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以及
交流机制的完善、高效。

其次，就业指导管理部门和各二级学院还应该
与高校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发挥各职能部门在某
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精准程
度。例如：校友会可以帮助各二级学院整合优秀的
校友资源，搭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多层
次的校友管理平台，协助各二级学院召开校友企业
招聘会，从而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各二级学院还
可以与学校的创业指导管理部门合作，将具有创业
意愿的毕业生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有关创业的政
策解读、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激发毕业生的创
造力和创业热情，争取开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
局面；信息化建设管理部门可以协助就业指导管理
部门和各二级学院打造一个模块化、元素化的就业
信息平台，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针对疫情防控
期间毕业生就业心理压力加大的问题，学生工作管
理部门可以与各二级学院的学生工作办公室对接，

建设主动识别、实时追踪、个性化帮扶的线上心理
疏导课堂，开展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疏导毕业生的
心理压力。

最后，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的构建和运行还依赖
制度、环境的支持，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监督和考
核等制度，完善保障机制，杜绝形式主义带来的低
效率和资源浪费。

三、构建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的路径

（一）明确帮扶部门职能
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帮扶体系的实施首先需

要明确就业指导管理部门和各二级学院的主体帮
扶责任。与此同时，学校的其他职能部门，如校友
会、创业指导管理部门、信息化建设管理部门、学生
工作管理部门等，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都具
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和优势，也应被调动起来，协助
就业指导管理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开展工作，提高毕
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二）弥补就业市场短板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高校人才供给与
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失衡加剧的问题，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应首先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不足这一问题
入手，挖掘就业资源，弥补就业市场的短板。在校
友会和创业指导管理部门的协助下，此项工作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１．校友资源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就业帮扶资源，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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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拓宽人才互联互通的渠
道［３　４］。可以由各二级学院开发和提供校友资源，
并与校友会通力合作，搭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
维度、多层次的校友管理平台；再以校友管理平台
为依托，通过开展多元化的校友活动，巩固校友与
母校的联系，增加校友所在单位针对母校毕业生的
定向招聘名额，形成校友共同支持、帮助母校发展
的良好局面。对于校友所在单位而言，定向招聘也
具有多重优势，一方面可以解决就业市场的信息不
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新
模式。

２．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激励下，大学生
的创业热情被激发出来，创业成为新时代高校毕业
生实现就业的另一条重要渠道［５］。但受到创业经验
缺乏和创业技能不足的限制，高校毕业生在创业过
程中往往面临着较大风险［６］。可以由学校的就业指
导管理部门牵头，创业指导管理部门和创新创业指导
教师负责具体实施，共同对具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给
予政策制度、经济财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帮助，为毕
业生的创业活动保驾护航。而且，学校对大学生的创
业教育未必要等到临近毕业时再展开，可以在更早的
时候就进行。例如，在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就应该
鼓励学生多参加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

＋”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
的创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创业技能。

（三）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精准就业有利于实现高校人才供给与用人单

位人才需求的相匹配，节约高校毕业生寻找合适工
作以及用人单位聘用合适人员的搜寻成本。在促
进精准就业的过程中，信息的收集、管理和匹配是
关键。

学校应建设“模块化、元素化”的就业信息平台
（图３）。首先，学校就业指导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各
二级学院和信息化建设管理部门，运用大数据将学
生的就业信息按照基本信息、能力信息、就业意向、
薪资期待等进行模块化拆分；再按照一定的格式将
学生的具体信息浓缩为关键词，并作为元素填充到
各模块中，建立学生就业信息库。其次，将用人单
位的招聘信息同样按照基本信息、能力需求、岗位
需求、薪资待遇等分类，建立用人单位招聘信息库。
再次，以关键词为索引，通过两个数据库的对接、分
析、筛选、过滤和处理，实现学生就业信息和企业招
聘信息的精准匹配。最后，将合适单位的信息精准
推送给学生，同时将符合岗位要求的毕业生信息精
准推送给用人单位，即实现“线上精准匹配，线下高
效就业”。
（四）疏解就业心理压力

高校毕业生拥有良好的就业心态，能及时疏解
就业心理压力，对于其顺利实现就业至关重要。可
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就业不确

图３　模块化、元素化的就业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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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会让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就业
心理压力。针对这一问题，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可以
尝试制定主动识别、实时追踪、个性化帮扶的就业
心理疏导方案。

１．主动识别，即主动筛选、识别出可能存在心
理问题的毕业生。该项工作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
是由就业指导管理部门的教师从学生填报的就业
信息中发现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毕业生，及时上报
学生工作管理部门知晓；二是由二级学院的辅导员
和班主任筛选、识别出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毕业
生，做好记录并上报学生工作管理部门。

２．实时追踪，即对存在就业心理问题的学生给
予更多关注，及时评估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发展状
况。与学生面临的其他心理问题不同，就业困难带
来的心理压力往往变化得更快。因此，疏导高校毕
业生就业心理压力更加需要注重实时追踪。可以
由学生工作管理部门与各二级学院联合采取“定期
辅导＋不定期对话”的心理干预手段。其中，定期
辅导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健康云课程和云讲座的形
式展开，不定期对话则需要心理辅导教师以朋友的
身份融入毕业生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就业状况，
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排解他们的就业压力。

３．个性化帮扶，即针对每一位存在就业心理问
题的毕业生制定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方案。每一位
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心理压力不一样，产生就业心理

问题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在对毕业生进行心理疏
导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做好“强信心”的思想引领工
作外，还需要全方位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信
息、家庭情况、学习和生活状态等。更重要的是，对
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压力要做好评估和分析，
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制定出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方
案，帮助他们尽快排解心理压力，更加自信地进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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