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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深入发展，全国高校毕业生

人数逐年增加，逐渐成为数量庞大的群体。

从教育部推测数据可知，到2030年将会有1亿多高校大学

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各行业工作，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

竞争也更为激烈。目前大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处于“失

业”状态，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

大学生。这既体现出在就业方面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与社

会转型呈现出的短期不平衡矛盾，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对

人才要求与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二者间不匹配的问题。

原因在于：其一，虽然由于经济发展衍生出许多类型的

工作岗位，但实际适合大学生的工作岗位没有占多数；

其二，当前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仍有所不足，对其就业

情况造成了一定影响。其中，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

在着双重压力，即经济困难与就业能力不足，在就业市

场中不占优势。因此，努力提升其就业能力，帮助其适

应就业市场和能够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是当前提高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任务。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内涵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系统的知

识学习与综合能力培养，在实现就业时必备的知识、素

质、技能、品质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包括学习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批判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高

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应在大学期间进行有目的培养，通

过 相 关 课 程 与 实 践 ， 使 大 学 生 逐 渐 掌 握 相 关 知 识 与 技

能，培养综合素质，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学会规划自我

职业生涯目标，实现自身价值，从而满足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依据社会当前的人力资源需求，大学生就业能力

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为基础工作能力，包括人际交往能力、团结

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管理组织能力、环境适应能

力等，还包括知识学习与应用能力，从事某种职业必备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
 黄嘉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实行过程中的重点资助对象，不仅应保障

其学业的顺利完成，还应在其就业过程中给予指导与支持，以促进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在就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影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原因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能力不足、高等教育培养目

标与市场需求脱节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服务机制缺位。因此为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就业能力，应转变各级政府相关职能、改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校就业服务体

系、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引导学生树立就业创业观念。

◎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学生资助专项课题“‘四位一体’资助育人体系构建方式研究——以广西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项目编号：2021ZJY1363）

◎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大学生就业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职业教育法实施背景下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与招

生、培养联动机制研究——以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项目编号：2022ZJY1639）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着双重压力，即经济困难与就业能力不足，
在就业市场中不占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