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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学生就业力提升研究及其启示

冯  勇
(南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

[摘  要 ]  解决就业难的关键在于大学生就业力的提高。国际上对提升在校大学生就业力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导,在

学校就业指导机构的服务,大学课程的设置方面, 均融入了对大学生就业力的培养。根据我国大学教育现状, 文章从对就业

力的研究、学习的出发点、课程的设置、角色的转变四个方面探讨了就业力提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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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就业形势随着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而略有

转机, 但就业难仍是摆在国内外各个大学以及各级政府面前

的一大难题。许多学者认为就业难的根源不在于大学的不

断扩招, 而在于公司需求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脱节,毕业

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雇主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大学生就

业力不足, 正是出现脱节的最主要原因 [1]。因此如何有效提

升在校大学生就业力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 2]。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对就业力问题的研究成为欧美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 3] [4]。国外大学生就业力的提升措

施, 对提升我国大学生就业力有借鉴作用。

一  把握就业力内涵 ,重视对就业力的理论研究

就业力即能够很好地获得工作、胜任工作、并在工作中

晋升的能力。就业力 ( emp loyability )这一概念最早于 20世

纪 50年代提出。不同时期, 就业力的含义和研究视角也各

有不同。从时间上划分, 大致可将其分以下几个阶段: 20世

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就业力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经济

目标, 其研究主要关注下层民众的就业态度和自我形象, 并

以政府干预来激励失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到 70年代, 就业

力研究致力于在政策上如何实现全面就业,但在微观上主要

涉及如何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使劳动者尽可能地具有

就业力; 80年代以后,就业力的研究转移到了公司或组织层

面。面对变化无常的外部环境 ,公司在组织内必须具备足够

的弹性。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就业力的研究主要关

注如何在员工管理上增强组织的弹性并使人力资源得到最

优化使用; 在 90年代以后, 就业力的研究集中到了个人层

面, 也就是个人 (而不是政府或组织 )要对自己的就业力负

责。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路径有了更

多的选择自由,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组织内的就业保障和按资

历获得提升的可能性降低了。在这一时期, 就业力研究不只

是关注失业者和低技能者, 而且涉及到所有的劳动者。各国

对就业力研究相当重视, 而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加拿

大政府于 1992年出版了5就业力素描: 加拿大就业人口的必

备能力6报告, 其中将就业力分为: 学术能力、个人管理能力

及团队合作能力等三大方面, 并细分为许多项目。美国培训

与开发协会 ( ASTD )将就业力分为 5个类别、16项技能: 基

本胜任力、沟通能力、适应能力、群体效果、影响能力。国外

学界关于就业问题主要探讨的焦点在于: 如何提升大学毕业

生的就业力,并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探讨, 李# 哈

维 ( LeeH arvey)认为, 应将就业力培养视为一种过程, 它是

从大学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一种转变过程中发展提

升的。皮特尔# 奈特 ( Pe ter T. Kn ight)和曼兹 # 约克 (M antz

Yorke)主要探讨了在大学课程中如何将就业力提升嵌入到

教学过程中,许多学者提出将就业力嵌入具体学科中的具体

策略。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更多涉及的是对就业的

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讨,许多高教研究者不重视对就业力的

研究,在把握就业力的内涵方面缺少统一标准。重视和加强

国内就业力现状及对策研究, 可为解决就业难提供理论指

导。

二  完善就业指导服务,将提升学生的就业力纳入高校整体

建设规划

国外学生工作中,就业指导服务占据重要位置, 而且越

来越趋于专业化。美国各大学设立了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其

理论发展相当成熟, 先后经历了帕森斯 ( F rankParsons)的特

质一因素理论、霍兰德 ( JohnH o lland)的类型论、萨伯 ( Su-

Per)的职业发展理论以及施恩 ( Sehe in)的职业锚理论, 理论

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就业指导能力, 这些机构为学生提



供了非常专业的就业指导。英国高等教育职业服务走在全

球前列 [ 5]。由学校设立的专职职业服务部承担着大学生就

业指导任务。通过了解人才需求情况, 向学生提供就业信

息, 帮助分析学生的具体情况、计划求职方向,培养学生求职

和应骋能力。在学生毕业两年之后, 还提供这些服务。国内

高校近年来加强了对毕业生的就业教育和指导,以培养学生

科学合理的就业观。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建立一支专

业的就业指导队伍, 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服务, 咨

询服务, 指导服务,培训服务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服

务内容和服务形式。学校不仅要开设求职课、讲授面试技巧

礼仪、讲解相关法律法规、传达人才市场的最新动态,还应该

让专业设置和就业状况挂钩,广开思路, 走出校门与用人单

位长期合作, 做长期的毕业生就职计划。加强学校与企业的

横向联系, 努力提供大学生参与课外学习活动机会, 通过增

加实践机会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从精英

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大学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的同时, 应该将对学生的就业力开发放在一个战略性的位

置, 不但要为国家培养研究型人才,更要为国家培养具有实

际应用能力、能适合各行各业建设的基础性和技术性人才。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各国共同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大量的求

职者难以适应社会需要, 学校可通过增加实践机会来增强对

学生的影响, 这种实践机制也是体现大学整体竞争力的重要

部分。在高校整体建设规划中 ,应当将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建

设不断完善, 不断推进就业指导服务专业化。

三  改革课程设置及专业培养方案,将就业力培养融入大学

课程

国外的普遍做法如下 [ 5] : 为了使大学生更多地了解企

业, 企业管理人员以客座教授身份来校任教, 作为实践者和

管理者, 他们可以给学生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 参与授课

(必修学分课程 ), 使大学生了解企业 /雇主要求。学生的作

业直接与其将来在企业的工作有关,学生可以认识到可转换

技能如关键技能、职业技能和具体岗位技能的重要性,而且

企业管理人员直接参与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企业通过将学

生短期安置在企业工作, 或者带学生参观企业, 或者提供工

作场所进行就业前培训, 以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可雇用性和可

雇佣技能。传统的课堂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学习不同,工作场

所中的学习侧重点在体验、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 课堂学习

重视开展正规教学活动、传授学生知识、技能和概念,它注重

的是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开发。工作场所的学习注重行动、经

验、反思和理论与实践相联系, 雇主总是希望雇员的知识、技

能和价值观能适合于特定的职位, 显然, 雇主更希望雇员多

一些工作场所的学习。企业通过向即将毕业大学生提供就

业前工作场所的培训使学生学会了学习转换,即将课堂所学

知识转换到实际工作中, 并在工作中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以

使其适应组织中的特殊职位。团队工作技能是现代企业要

求的一项重要可雇用技能,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企业

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小组工作项目来传授学生团队技能, 推广

和普及用人单位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国内高校应提高

对企业参与高校课程设置和课程设计的认识,开发学生核心

技能,提升大学毕业生可雇用性。企业管理者 (雇主 )参与

课程设置,授课内容包含继续开发个人素质和技能, 授课从

过去注重于传授课本知识及其与具体职业的联系转变到强

调对通识、态度和社会技能的培养。并且根据实际需要不断

完善课程内容、课程结构 ,鼓励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和测评方式,使高校课程建设与行业发展相匹配, 还可

以通过联系企业组织学生参加工作。如为学生学会如何在

团队有效工作,可通过分析团队工作成功或失败因素, 使学

生了解团队是如何运作,如何识别引发团队工作中的冲突主

要原因,掌握解决冲突的策略,使学生意识到在与小组或团

队其他成员工作中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提高学生人际交往技

能,提高解决团队工作中重要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时间管

理、人员管理和沟通等。

四  促进从学习到工作的转变, 将就业力培养融入大学生涯

首先注重引导学生及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国外职业

规划教育开展较早, 至今已比较成熟。特别是在德国、新加

坡等发达国家, 从小学就开始注重对学生进行就业力的培

养,并引导学生逐步做出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近几年来,

国内高校就业指导部门改变以往单纯的信息发布和只针对

毕业生的就业指引,开始发展引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

新型教育。这种教育, 从刚进高校的低年级学生就开始实

行。同时,社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始介入高校教育, 知名

企业家进入高校开展职业规划培训, 通过讲座、培训、测试、

比赛等丰富的形式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

及其实现方案 [ 6]。大学生需要有一个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

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学生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从踏进大

学校园的第一天开始,大学生应该结合自身的性格、兴趣、特

长、价值观等因素, 根据外部环境, 确立自己的职业生涯目

标,从而利用多种社会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有目的、有计划、

策略性地去实施这个目标。在实施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学生

可以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己的其他兴趣和爱好, 进行不

断调整,最终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目前, 我国大学生在这

一方面发展还比较薄弱, 对许多大学生而言, 他们还没有这

个发展规划意识;对许多高校而言, 目前对大学生进行合理

的职业生涯规划还没有正式行动, 成功的职业生涯规划是保

证学生获取就业能力的关键因素。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

机构 ( QAA )从 2005年开始,毕业的学生通过过程文件或者

个人发展规划 ( PDP)来记录他们的成绩。个人发展规划的

首要目标是提高个人的能力去懂得他们该学习什么和怎样

学习,以及去回顾、计划和对他们自己的学习负责, 学生需要

能够反映他们的成绩和提供证明, 以及意识到他们拥有能力

是怎样通过全部课程和课外活动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

只对学生的个人发展规划的过程感兴趣, 而不是个人发展规

划的结果,在招聘现场,个人规划的作用在于帮助求职者解

释和阐明他们都知道什么,他们能够做什么以及他们都做了

什么。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尽快完成角色转换也是高校

的重要义务和责任。一个合格的具有雇佣价值的大学毕业

生的道德品质应该是良好的。良好的个人素质不仅包括忠

诚、诚实、团队精神、在压力下工作、忍耐性等,也包括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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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 [ 7]。在许多人呼吁全社会加强诚信教育的今天,良

好的职业道德显得尤为重要。用人单位不仅需要大学毕业

生具有以自信、乐观为标志的自我认同, 以及坚定的信念和

坚毅的品质; 还要求毕业生能够适应企业文化, 能积极创新,

运用他们的能力使组织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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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 ent and Study of theM easures to Increase the

Employabi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FENG Y 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e key to reso lv ing the prob lem o f low em ploym ent date lies in improv ing the emp loyability of gradua te studen ts.

Som e foreign countries have a m ature theoretica l guidance to enhancing the emp loyability, and em ploym en t agencies se tting up in cam-

pus. The ir curricu lum aremo re com prehensive than that o f China, wh ich inc lude career gu idance serv ices. Based on the currenet situa-

tion of Ch inese h igh educa tion, this a rtic le tries to d iscuss the emp loym entability im provem ent from the four fo llow ing aspects, the em-

p loym entbility research ing, the goa l of learn ing, course design, ro le chang ing, and re lated suggestions are put fo rw ard.

K ey words:  co llege student;  em ployab ility;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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