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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育才模式 支持用人单位 鼓励创新创业

解就业难题需合力“推一把”

稳就业
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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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昨天，李强总理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写道，    年，城镇新增就业    万人；今年
主要预期目标更是提出城镇新增就业    万人
以上。

当下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如何为青年就业
“推一把”，完善灵活就业保障措施？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围绕“稳就业、保民生”的裉节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意见建议。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就业市场大军中最

重要的一个群体。据教育部统计，2024届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同

比增加21万。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工作，是稳就业的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梅兵表示，华东师大作为985高校，这几年

就业情况较好。但是整体而言，当前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挑战很大。

“我认为，高校要以短期、中期和长期培

养的不同方式来应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要从

源头上把培养学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

密地对接起来。”梅兵认为，职业院校可以有

针对性地把专业直接设在工种上、操作上、

流水线上。但一般综合性的高校专业则不

可能完全对口具体岗位，也不应该完全对

口。因为人才培养有一个周期，如果现在完

全对口，等到学生毕业后，产业需求可能发

生变化，造成毕业生和市场需求脱节。

她认为，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关键

是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就“长线”而

言，一方面要超前布局。上海现在有一些战

略性的重点行业，如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等，在沪高校要对此有长远性布局，

对应地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人工智能带来

的巨大变革，让我们高校教育者更要思考如

何应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梅兵介绍，华东

师大去年已推出“数智跃升计划”，探索运用

AI来辅助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还尝试

对传统专业改造升级。

其次是“联动中期”，即通过招生培养、就

业联动来影响专业学科的设置。若某个专业

今年就业情况不好，就要分析原因，明年在招

生方面有所调整，有增有减。有的专业本身

没问题，通过对比发现其他学校同样专业的

学生就业形势很好，说明不是专业设置不对，

学校要反思专业培养的内在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是短期培养。比如，

2024年发现明年或者近期某个行业大量缺

人，怎么办？此前并没有专门的培养计划，

这就需要及时给学生弥补就业需要的一些

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微专业、双专业、辅

修专业等方式快速反应、拾遗。

“对高校来说，就业工作既是难事也是

大事。”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

长汪小帆坦言，虽然应用技术大学因为学科

和产业结合较紧密，这几年就业情况总体较

好，但还是有压力。对每个高校来说，都会

努力把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做好，但根

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落在“发展”和“改革”

上。一方面国家不断在发展，需要更多人

才。另一方面，高校应该不断突破改革，更

好地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

是根本之策。

“如今技术发展飞快，高校如果不加快推

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不能适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求，不能适应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也不能适应教育强国建

设的需求。”汪小帆说，就业市场上，除了高校

就业难，企业也存在招工难。无论政府还是

高校，都要做好精准服务和对接，要一年比一

年做得更好，让企业更容易招到合适的学生。

对于少数特殊群体学生的就业工作，也

要充分关注。高校要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

做好一对一帮扶，他们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

往往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幸福。“这几年，高校

本身也在不断挖掘潜力，比如不少高校都设

置了科研助理等一些新岗位。总之，就业工

作还是要多管齐下，各方齐心协力才能做

好。”汪小帆说。

民营经济是解决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

之一。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

云龙曾经提到，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

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

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

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稳就业、保民生，很重要的举措之一在

于持续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全国政

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告

诉记者，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

济的发展，就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权益、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

要素、民营企业融资支持等民营企业关切的

问题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措施，多方面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他认为，要进一步稳就业、保

民生，仍需在继续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

“久久为功”“绵绵用力”，继续打好一系列

“组合拳”。

张毅举例说，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

企业发展空间和机会就很重要。不少国有企

业有认识误区，觉得跟民营企业打交道，容易

增加风险，这无形中剥夺了民营企业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的机会。“这些国有企业需要转变

观念，走出认知误区。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

国有企业，都应给予平等市场机会。”

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20年以

来，上海连续成功举办创新创业青年50人

论坛，已成为创新创业的青年人跨界交流、

思想碰撞、带动创业、推动科创产业发展的

重要平台。“要发挥各部门的组织优势，营造

创业氛围，推动上海创新生态的发展，打造

青年创新创业的热土，鼓励更多想要创业的

年轻人试一试、闯一闯。”张毅说。

“这几年两会上，我一直在呼吁进一步

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灵活就业政策的建

议，接纳年轻人自由创新、不拘一格的就业

形式和理念，认可灵活就业新职业形式，为

他们提供更多保障。”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说，让他欣慰的

是，他的建议提交后，国家人社局非常重视，

派人和他沟通，一些建议已经落地。去年3

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就业促进条例》中，

设立专章细化灵活就业人员保障。但在朱

建弟看来，灵活就业要深入人心，仍面临压

力和挑战。

首先，从青年的角度而言，要树立正确

的就业观，不要过分追求热门行业、高薪职

业，而是要做好职业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

职业发展方向，“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同

时，要注重积累实际经验，通过实习、兼职等

了解社会职场环境，丰富自己的简历，适应

未来的职场。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升专业

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就业竞争力。

其次，从就业市场而言，企业应该深入

挖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灵活就业岗位，为年轻人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不断拓宽灵活就业发展的渠

道。政府则应给予企业税收减免、担保贷款

贴息及补贴等优惠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者

的权益保障。

创业是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就业。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汪胜洋坦

言，“现在国内学生创业的比例还是很低，美国

曾占到5%，我们1%不到，所以空间很大。”

“任何时代都会英雄辈出，科创的年代

当然会有科创的英雄，而且主角一定是年轻

人。”汪胜洋认为，国家的未来很大部分要靠

科技创新，不能被别人“卡脖子”。创新是创

业的灵魂，创业的本质是创新。一定要激发

年轻人创新创业的热情，鼓励他们千万不要

怕失败。在成功之前，走哪条道路踩哪块石

头都是未知的。但如果不去走，就永远不会

成功。好在年轻是最大的资本，输了可以从

头再来。

他表示，不仅要鼓励，更要奖励年轻人

创新创业，给予他们更多实质性支持。“我曾

经作为上海文创办的专家支持过米哈游。

当时的米哈游还名不见经传，来申请政府文

创资金，所有的专家都投了赞成票。”汪胜洋

回忆，“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鼓励年轻人

创新创业，就是把年轻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

地捆绑在一起。当年轻人作为时代的先锋

愿意挑起重担时，中国的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特派记者 屠瑜 陈佳琳

种好民营经济“梧桐树”市场主体

灵活就业需更多保障创新创业

▲

线下招聘会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多

与招聘单位面对面的机会。图为

    年  月  日，由团中央主办的“千校

万岗”    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

业引航活动季”启动活动在上海举办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