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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市场开拓及建设实施方案

我院在毕业生就业市场开发和培育过程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新

举措，就业市场不断拓展，促进了毕业生顺利就业。当前，毕业生就

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为进一步拓展我院就业市场，为广大毕

业生提供更加充分的就业岗位，保障其顺利就业，结合机电工程学院

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

就业市场的开发与建设是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点环节。在市场主

导，“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竞争机制下，谁拥有市场，谁就

掌握了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动权。因此，进一步加强毕业生就业市场

建设，不断拓展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为毕业生择业搭建充足优质的

市场平台，增加其择业几率，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毕业生作为学校

教育产业的终端“产品”，就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的办学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事关学校招生、社会评价和可持续发展。要充

分认识加强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情系学生和学校发展，

努力搞好就业市场的开发和建设。

二、就业市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建设目标

1、指导思想 以中央 16 号文件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贯彻落实学校《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就业工作的意见》，以学生



为本，服务学生，形成人人支持、



去”，定期对用人单位进行回访、调研，密切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在

巩固既有市场基础上，不断开拓新市场；要积极开展带领毕业生到用

人单位“相亲”活动，形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良性互动，增加毕业生

就业“砝码”。 要充分利用学校驻地优势，建立“以湖南为中心，覆

盖周边”的区域就业市场；要按照我校“立足长沙，面向全国，服务

行业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服务面向定位要求，积极拓展湖南就业

市场、跨省就业市场和行业就业市场；根据机电工程学院专业特点和

中外合作的契机，积极开拓海外就业市场。

3、校企协作，建好毕业生就业基地

就业基地是毕业生就业岗位的孵化器。要充分利用广大校友、专

业教师等资源，积极拓展实习基地、实践基地和就业基地。加强与各

区友会、行业协会等部门的联系，发挥其在就业基地建设上牵线搭桥

的作用。积极搭建校企互动交流平台，密切校企合作关系，逐步把实

习基地、实践基地发展成就业基地。积极推进“学生就业创业见习基

地”建设，发挥共青团在就业基地建设上的组织和纽带作用。依托就

业基地，积极开展就业创业培训活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就

业创业教育、培训和实训活动，培养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不断创新校

企合作模式，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

4、积极推动网络就业平台建设

以网络为主的“无形”就业市场功能强大、覆盖面广、方便快捷，

具有有形就业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学校就业信息网，不断拓展

招聘信息、求职信息、远程招聘等功能，满足毕业生网上就业要求。

http://www.studa.net/network/


遵循及时、准确的原则，认真审核网上就业信息。

5、积极拓展其他就业渠道

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职业认证和专升

本等考试。主动组织相关培训活动，为其考试创造便利条件，提供优

质服务，提高其竞争力和录取率。

鼓励和选拔毕业生到部队和基层工作。加强领导，认真组织，落

实国家毕业生入伍预征政策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拓宽毕业生

到部队、基层和艰苦地区就业的渠道。

鼓励和支持学生到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就业，引导学

生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6、不断完善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建立规范的毕业生就业市场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毕业生和用人

单位信用制度，加强对各类市场管理指导，使校内市场、社会市场、

无形市场、就业基地建设以及与就业中介机构合作等，规范、严谨、

高效运行。要强化法制意识，使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依法有序进行。

四、加强组织领导，开创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新局面

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就业市场建设责任制。围绕“出口”，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就

业市场，使各类就业市场相互贯通、互为补充。善于把握市场动态，

建立科学有效的需求信息收集、发布以及后续开发利用的有效机制，

用信息资源激活就业市场。充分发挥党团组织、校友、学工人员、班

主任、专业教师的作用，形成人人参与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的良好氛



围，不断开创我院毕业生就业市场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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