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强化校园招聘和就业市场服务

着眼促进岗位资源共享，提出建设一批区域性、行业性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着眼发挥创业带动就业作用，提出优化大学生创新创
业服务。

着眼鼓励多渠道就业，提出支持到新业态新模式、中小
微企业等就业创业。

《意见》注重发挥校园招聘活动对于促进人岗对接的重要作用，
突出精准便捷导向，推出系列新举措。

在健全求职招聘体系方面

《意见》有哪些新举措

二是推进重点领域人才服务

针对国家重大战略等需求，提出提供多元化精准化就
业服务。

针对培养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提出实施供需对接
就业育人项目。

针对提高重点领域就业吸引力，提出畅通高校毕业生
流动渠道，实施重点领域和基层就业专项计划。

三是优化规范招聘安排和秩序

一方面，提出统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招
聘（录）时间安排，合理确定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时间。

另一方面，提出高校统筹安排教育教学与就业工作进
程，为毕业生在校期间求职预留时间。

四是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围绕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开发新的就业增长
点，提出支持民营企业稳岗拓岗。

针对群团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分类
提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特色化、专业化的就业服务。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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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主要内容 《意见》主体共7个部分20个条目
由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和“六大体系”组成

《意见》着眼推动社会需求侧建立关于人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况
的研究发布机制，教育系统构建以促进供需适配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重要前提。

有怎样的考虑？

关于人才发展趋势，提出开展人才供需关系前瞻性分析，定
期发布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

一是聚焦人才需求侧，提出科学研判人才发
展趋势及供需状况。

关于供需状况，提出推进人才需求数据共享归集，建设人才
需求数据库。

二是聚焦教育供给侧，提出动态调整高等教
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

围绕推动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更加契合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要求，提出优化高校层次类型和区域布局，优化调整学科
专业设置，优化高校资源配置。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出鼓励高校建立更灵活的学习制
度，根据职业标准对接转换更新人才培养方案。

三是强化就业端反馈，提出完善招生计划、人
才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

对于招生计划调整，提出优化招生计划分配方式。

将优化培养供给
体系置于构建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
体系的首位

提出科学研判人
才发展趋势及缺口状
况，以促进供需适配
为导向动态调整高等
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
布局，完善就业与招
生计划、人才培养联
动机制。

“六大体系”划分为三个板块

第二部分优化培
养供给体系（3条）。

第一板块

一是强化就业指导体系，突出育人核心，提出
做实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等3项举措。

二是健全求职招聘体系，突出精准便捷，提出
强化校园招聘和就业市场服务等4项举措。

三是完善帮扶援助体系，突出能力提升，提出
健全困难帮扶机制等2项举措。

四是创新监测评价体系，突出科学高效，提出
健全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机制等2项举措。

第三至第六部分，升级传统就业服务体系。

第二板块

对建强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机构、打造专业化就业指
导教师队伍、推广数字化就业
服务新模式等提出要求。

明确强化组织实施，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完善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制度，抓好《意
见》贯彻落实。

第七部分巩固支
持保障体系（6条）。

第三板块

优化培养供给体系 升级传统就业服务体系 巩固支持保障体系

主要回答构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根本遵循、基本路径和工作目标等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