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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就业工作所服务的重要群体。利用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

毕业生精准就业,有利于提高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效率,最大限度发挥人才资源价值,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大数据技术赋能我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有充分的提

升空间,通过分析相关基础场景、宣传场景、服务场景和回归场景四个维度,探索将供需双方互读互知、供

需双方宣传引导、关心服务供需双方、就业数据搜集反馈等模块有机结合,以期可以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

精准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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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valuable
 

human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and
 

an
 

important
 

group
 

served
 

by
 

employment
 

work.
 

The
 

u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to
 

enable
 

university
 

graduates
 

to
 

accurately
 

find
 

employmen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mployee
 

selection,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us
 

providing
 

strong
 

talent
 

support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Such
 

technology
 

enables
 

China's
 

university
 

graduates
 

precision
 

employment
 

service
 

to
 

have
 

sufficient
 

room
 

for
 

improvement.
 

By
 

analyzing
 

four
 

dimensions,
 

namely,
 

relevant
 

basic
 

scenes,
 

publicity
 

scenes,
 

service
 

scenes
 

and
 

return
 

scenes,
 

and
 

explor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odul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uch
 

as
 

mutual
 

reading
 

and
 

knowing,
 

publicity
 

and
 

guidance,
 

care
 

and
 

service,
 

and
 

feedback
 

of
 

employment
 

data
 

colle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ecise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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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1]。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也

是就业工作所服务的重要群体。《2022大学生

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呈现急剧下滑态势。而根据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规模预计达1
 

158万人[2],继2022届首破

千万之后再创新高。如果不能针对性地采取对

策,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短时间内将无法

解决。

大学生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

家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破解当前大学生

就业困境:一是要全面、深入了解高校毕业生的

求职意向,并将其精准推送至需要的用人单位;

二是要筛选、整合、分析全网用人单位招聘数

据,并进行全方位精准画像,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个性化选择。也就是说,实现就业供需信息的

双向智能精准匹配,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高校毕

业生就业难问题,从而真正提升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数量与质量。可见,基于多维度构建赋能

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的服务体系是值得探讨的

重要课题。

  一、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

的重要价值

  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加之高校毕业生人

数持续走高,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

生精准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要发挥大数据技

术的数据爬取、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画像

等功能,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高校毕业生的求

职意向、品性特长、成长轨迹等;另一方面,可以

全面了解用人单位的发展历程、资质专长、选人

用人标准等。由此,实现就业供需信息的双向

智能精准匹配,真正提高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效

率,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资源价值,进而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一)更好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3]“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表”、社会的“稳定器”。大

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一是能够

对高校就业工作进行全过程的观察、分析与研

究;二是可以对高校就业工作的信息资源进行

深度挖掘,从而助推高校就业工作探究手段的

科学化[4],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国家和

地方的就业优先政策,实现高校毕业生和用人

单位的双向奔赴和精准选择。实现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可以满足用人单位的人

才需求,更是在不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筑牢人才基础。

(二)大幅提高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效率

大数据传播具有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

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搜集、分类、筛选

和处理,能够快速且精准获取需要的有用信息。

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可以赋能高校开展毕业生

精准就业服务,在对毕业生基本信息进行精准

处理基础上,可以精准预测和分析各专业大学

生的择业与就业的行为动机[5],与各用人单位

开展精准供需对接[6]。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可

以直接在数据库内进行智能筛选,不仅能够减

轻人工繁重、冗余的工作[7],还能通过系统筛查

并排除与所需岗位不匹配的求职信息,提高人

岗适配度,进而不断提高选人用人效率和质量。

(三)最大限度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才是第

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

引领驱动”[1]。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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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就业工作,不仅能够让毕业生的求职信息快

速、准确传递至用人单位,同时用人单位也可以

快速、准确地反馈用人意向,真正实现信息跨越

时空自由交互,从而为毕业生精准就业提供更

多选择。不仅如此,因为大数据算法具有客观

性、真实性和全面性,通过大数据的智能算法能

够快速获得求职者与岗位的适配程度,这可以

为用人单位的人才选择提供精准的参考依据,

帮助用人单位录用合适的优秀人才,实现供需

匹配的良性循环[8],达到各取所需、人尽其才的

目的。可见,大数据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

有利于高校和用人单位共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

作,厚植人才资源竞争优势[9]。

  二、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

服务的场景分析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就业主管部门在就业

数据的保存、处理、运用等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

有益的工作,如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信息机构

和平台等。但是,在使用大数据技术处理和运

用就业信息、高校毕业生的个人信息上传、用人

单位精准搜集毕业生信息,以及高校和用人单

位精准对接等方面尚待完善。为此,需要通过

具体服务场景分析,探索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

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

(一)基础场景:对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进行精准画像

充分利用大数据,可以对高校毕业生的专

业水平、求职意向、优势和特长,以及对用人单

位的文化理念、发展历史、用人标准等进行精准

个性化画像,由此共同构成大数据赋能高校毕

业生精准就业服务的基础场景。

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可广泛应用于高校毕

业生就业数据的精准采集,对高校毕业生的精

准画像能为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提供可靠依据。

在就业指导服务过程中,通过大数据技术对高

校毕业生的求职意向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进行

搜集整理。根据毕业生的求职意向、个人特质

及发展潜能精准推荐合适岗位,能大大提升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也能让用人单位

更好地选才用才,为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所

用、用有所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也可对各类平台的

用人数据库进行筛选整合,或者帮助就业服务

部门对用人单位数据进行精准画像,建立动态

精准的用人单位数据库,以备高校毕业生进行

选择。对高校毕业生所关心的用人单位的关键

问题进行精准画像,能够帮助高校毕业生快速、

准确、高效挑选到心仪的工作岗位。同时,也能

够帮助用人单位快速、准确、高效地选择到急需

的人才。大数据技术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

作的赋能,可以彻底打破时空限制,促进就业信

息“全方位、多链条精准推送”[10],从而实现高

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数据的精准、动态、智能

匹配。

(二)宣传场景:对就业意向与用人需求进

行宣传引导

通常而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受专业

归属、社会舆论、家庭背景、教师引导、同学比较

等因素影响比较大。由于人们大多具有从众心

理,难免出现毕业生就业意向相对集中、扎堆在

某个行业的情况,导致有些单位应聘者竞争激

烈,而有些单位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同时,用

人单位也许不能根据自身实际需求确定用人标

准,大多将“双一流”高校作为招聘毕业生的前

提条件,这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以上情形

都需要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等加强宣传与

引导,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

此大有可为,这是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的第二个重要场景。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的宣传引导场景

中,宣传国家的就业政策、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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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择业观和促进用人单位采用个性化招聘策略

吸引人才等方面,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实

现。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整合各类平台有

关国家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高校指导学生就

业信息等数字化资源以及就业单位的人才需求

信息等,高校毕业生就可以更便捷地了解国家

就业政策,认清所面临的就业形势,以实现高质

量精准就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大数据技

术在用人单位招聘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

用,对一些宣传力度不够、但本身有着良好的企

业文化、优越的薪资待遇的企业,尤其是具有良

好发展前景的企业,可以发挥大数据技术传播

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为用人单位匹配到

合适的人才资源。为此,高校要充分运用大数

据构建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体系,实现供需的

精准对接、就业服务的精准指导,让毕业生就业

服务工作实现精准化、智能化。在此基础上,用

人单位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平台对自身进行宣

传,主动参与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帮助高校毕业

生“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11],尽量避免人才资

源浪费。可以说,高校和用人单位深度融合能

实现“共赢”。

(三)服务场景:对就业供需双方进行帮助

服务

高校毕业生需要了解国家就业政策、参加

就业培训、获取就业信息等,用人单位也需要各

级就业主管部门,特别是高校本身提供平台和

帮助,这是大数据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

务的第三种场景。

利用好大数据是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的基本前提。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体系的

构建,首先,需要对高校毕业生进行统一的培

训,保证毕业生具备基本的就业知识和了解最

新就业政策,给毕业生安排指导老师进行实时

线上线下的答疑解惑。其次,需要教会毕业生

有效使用网上公共资源,指导学生通过政府网

站、专业网站、求职网站充分了解本专业的对口

职业、龙头企业,以及求职过程的课程培训和面

试指导等,通过大数据技术帮助学生做好自身

职业规划,以便更好求职履职。最后,要做好用

人单位的服务工作,通过大数据全方位展示高

校毕业生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毕业生的形象、

专业擅长、个人特长以及岗位适配模拟等,帮助

用人单位快速、精准选对人、用好人。

(四)回归场景:对就业详实数据进行搜集

反馈

对有关就业的详细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分

析与反馈,可以指导毕业生进行合理的职业规

划,帮助用人单位调整需求和标准等,这是大数

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的第四种

场景。

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指导

服务,需要全面采集高校毕业生信息,跟踪毕业

生就业动态。一是利用学校就业指导部门保存

的在校大学生的基本信息及其职业目标与职业

规划等,对毕业生最终流向进行比较和分析,了

解毕业生流向的发展规律以及影响职业发展的

主要因素,有助于就业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个

性化就业指导,从而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与

有效性。高校相关部门对毕业生职场工作表现

进行跟踪,获取数据并建构数据分析模型,能为

后续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参考和信息支持。二

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往届毕业生所在单位的

评价,方便高校筛选出更多优秀的用人单位,以

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三、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

服务体系模块构建

  大数据不仅仅是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更是一场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治理理念的

全方位变革。目前,大数据已渗透到各行各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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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的

艰难岁月,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攀升,而就业率

却持续下降,就业难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社

会问题。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

就业服务,实现毕业生就业服务常态化、智能

化、精准化,达到高效智慧就业,这成为破解当

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为

此,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

体系的构建,需要将供需双方互读互知、供需双

方宣传引导、关心服务供需双方、就业数据搜集

反馈等模块有机结合。

(一)供需双方互读互知模块

利用计算机辅助系统、智能软件等搜集处理

数据,对供需双方条件和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可

以构建全面、深入、个性化的互读互知基础模块。

供需双方互读互知模块的功能目标,主要

是实现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数据资源的

互认互知,特别是影响毕业生就业选择、用人单

位决策的关键数据,这些最基本数据的搜集和

处理可以加深供需双方对彼此的深度了解,实

现双向互选的精准匹配,也为其他三大模块的

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构建供需双方互读互知模块,一方面,需要

对高校毕业生的关键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和深度

采集,搭建毕业生基础信息数据化平台,包括毕

业生信息系统的各项基础指标,如姓名、性别、

身份证信息、出生年月、身高、籍贯、现居地、最

高学历、毕业院校、专业、联系电话、优势和特长

等,以及就业单位希望了解的毕业生关键信息,

如学科专业成绩、已获各种奖励、个人的性格特

质、实习工作经验、岗位意向及期望薪资等。另

一方面,需要对用人单位的关键信息进行全面

了解和深度采集,构建用人单位基础信息数据

化平台,包括单位及法人名称、文化理念、基本

资质、部门设立、联系电话、单位的官网等。更

重要的是,高校毕业生希望了解用人单位招聘

的关键信息,如招聘岗位名称、岗位职责要求、

薪酬待遇、岗位发展前景、行业影响力等。供需

双方互读互知模块的构建,既可以帮助毕业生

预测岗位发展前景和自身的适配度,从而促使

毕业生作出明智的决策,也可以帮助用人单位

快速精准挑选到需要的人才资源,更好地助力

双方发展。

(二)供需双方宣传引导模块

通过大数据选取典型法、个性化对象精准

推介法、预警动态自动监测法、多元交互式媒介

宣传法等对供需双方进行深度宣传引导,让毕

业生找到理想的工作,用人单位找到需要的人

才,构建有高度、有广度、有精度、有温度的供需

双方宣传引导模块。

供需双方宣传引导模块的功能目标,主要

是对国家就业政策进行宣传,引导毕业生树立

正确的择业观、帮助招聘单位开展个性化宣传

等。由此,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广泛深

入地了解国家就业政策导向,确立合理目标,掌

握当下就业形势,从自身条件和意愿出发进行

明智选择,最终促进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

构建供需双方宣传引导模块,一方面,需要

对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观进行宣传引导,搭建毕

业生宣传引导信息化平台。就业主管和服务部

门要通过这一平台“分层分类开展‘国家所需即

是我选’的择业观教育,引导大学生上大舞台、

入主战场、成大事业”[12],鼓励毕业生将个人理

想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到基层、到西部、到国家

需要的地方去,主动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到

国家重点地区和领域建功立业。此外,当前就

业形势严峻,通过这一平台也可为毕业生提供

国家就业政策和资金支持等信息。另一方面,

需要对用人单位的招聘观和招聘标准进行宣传

引导,搭建招聘单位宣传引导信息化平台。做

好用人单位招聘引导工作,对促进用人单位发

展,以及保持就业形势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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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平台,引导用人单位关注国家政策和

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导向等,尽量面向高校合理

选才用才,采取校企联合培养或“选才-育才-
用才”的企业人才培养模式,减轻当前就业压

力。供需双方宣传引导模块的搭建,既能帮助

高校提高就业率,又能帮助用人单位选好所需

人才。

(三)关心服务供需双方模块

通过强化数据治理、丰富共享公共资源、加

强政策效应模拟、建设服务集成平台等路径为

毕业生就业供需双方做好政策咨询、培训辅导

等各项服务工作,构建全方位、多主体、多样化

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关心服务供需双方模块。

关心服务供需双方模块的主要功能目标,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协调、调动各方面资

源,根据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多方

向、多渠道、多途径为供需双方提供就业相关服

务,如共享公共数据资源、就业相关信息、培训

辅导讲座等。

关心服务供需双方模块的构建,应着重考

虑三个方面:一是搭建公共数据资源共享平台。

打破政府、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壁垒,实

现政府、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共数据资源

共享,帮助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及时了解国

家就业政策导向和就业形势等,从而调整毕业

生就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认知,形成动态实时

准确的互联互通信息链。二是搭建政策效应模

拟平台。国家就业政策的出台对高校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的影响很大,在就业政策出台之前,对

就业政策进行效应模拟,可以大致看到就业政

策实施的效果。三是搭建上岗技能培训辅导资

源平台。高校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用人单位,虽

然有较好的专业理论和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整

体上对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不完全了解,上岗

技能也较为欠缺,用人单位招聘工作完成后还

需要专门针对毕业生进行培训,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评价与反

馈,构建上岗技能培训辅导资源平台可以较好

地解决这一问题。

(四)就业数据搜集反馈模块

构建可查实、可评价、可调整的就业数据搜

集反馈模块,就是采用就业数据智能软件搜集

信息,主动开放就业数据、大数据量化精准评价

并及时针对就业数据进行反馈调整等。高校据

此可以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着力培养党和国家

需要的有用人才。

就业数据反馈模块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往

年就业数据的全面搜集,并通过大数据智能软

件进行系统分析,进而形成就业数据分析报告,

为后续的就业服务工作提供参考。2023年6
月21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高校

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的通知”,这一文件的

出台为往年就业数据的搜集提供了政策依据。

同时,这一数据面向高校、政府和用人单位主动

开放,以便国家及时调整就业政策,高校毕业生

调整自己的就业要求、用人单位改变用人标

准等。

就业数据搜集反馈模块的构建,包含两个

基本方面:一是搭建就业数据搜集系统。通常

而言,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和服务部门较为重

视毕业生就业之前的信息数据,因此毕业生就

业之后的信息搜集较为匮乏。实际上,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管理和服务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

是需要不断完善的长期工作。因此,构建就业

数据搜集系统、搜集往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全

部数据,并对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高校调

整人才培养目标,而且也可以为后续的就业指

导提供路径参考。二是搭建就业数据主动开放

平台。就业数据涉及到政府、高校和用人单位,

能够反映国家就业政策执行效果、高校人才培

养方案效果、各专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向、用

人单位的专业需求和用人标准等。考虑涉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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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搭建就业数据主动开放平台,有利于相关管

理部门调整完善就业政策。

  四、结语

大数据时代,面对国家发展对人才的迫切

需要和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分析大数据技术

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的基础场景、宣

传场景、服务场景和回归场景,从供需双方互读

互知、供需双方宣传引导、关心服务供需双方和

就业数据搜集反馈等四大维度出发,构建大数

据技术赋能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体系,能

够“创新就业服务方案,不断强化就业服务精

度,为实现就业服务精准化发展提供依据”[13],

从而更好地筑牢国家发展的人才基础,大幅度

提高用人单位选人用人效率,最大限度发挥人

才资源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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