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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及帮扶路径
 褚赵超

就业是民生之基，是社会稳定助推器。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就业动力，以高校

经济困难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学校、社会、个人层面分析了影响其就业的原因，在此

基础上，从多维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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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稳定的工作，一个人才能安

稳，一个家庭才能稳定。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关系民

族命运，其就业问题是国家关心的重点问题。面对经济

全球化浪潮，大学生受到各种思潮影响，就业价值观受

到广泛冲击。[1]就业价值观作为大学生思想引领的重要一

环，有必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教育引导。树

立良好的就业价值观不仅是学生提升职业素养的思想基

础，也是学校帮助学生避免价值混乱、信念缺失的重要

手段。

教育部相关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总人数2020年为

874万，2021年已达到909万，2022年首破千万大关达到

1076万，2023年超过1158万人，2024年预计超过1170万

人。伴随逐年递增的毕业生规模，高校毕业生面临越来

越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常说就业年年难，但最难的永远

是下一年。基于此背景，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

更加值得关注。

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

（一）更倾向于职业素养提升

职业素养是社会人在工作岗位上需要遵守的行为规

范与责任义务。职业院校学生将职业素养融入就业观有

利于树立正确的职业素养观，有利于提升个人和社会价

值。目前，就业市场形势值得关注，企业招聘数量有所

减少，招聘要求逐步提高，同时毕业生人数也在不断增

加，因此，如果求职毕业生在学历与等级证书同时拥有

的情况下，职业素养就会成为就业市场上各用人单位考

量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2]经济困难大学生

作为就业困难群体，想在社会上立足，除了不断提升工

作实力，职业素养必不可少。在面试过程中，具有较好

职业素养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 [3]因此，学校

就业指导课程需要将职业素养教育融入大学生就业观教

育，让每位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在未来岗

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职业素养弘扬与培养可以增强

学生抗压能力，入心入脑，不会被现实打倒和击垮，内

主要内容就业支持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教育部关于做好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完善精准帮扶机制。重点关注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

庭、残疾等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一人一档”“一人一策”

建立帮扶工作台账，优先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岗位、

优先开展培训和就业实习。

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的创业需求，支持其创办投资

少、风险小的创业项目。

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放

在突出位置。

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加大对吸纳高校毕业

生多的企业的支持，推动应届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

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

日期

2023-12-01

2023-03-05

2023-04-07

2023-04-26

表1 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

注：上表梳理了部分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