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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产业端医药人才的需求，华东理工大学在制药工

程和药学两个课程的开设方面尤其注重引入产业界的师资力量，

在共同培养的过程中弥补学校端和产业端之间的鸿沟。这样就

可以让学生在就业的时候无缝衔接。

早在 2020 年，华东理工大学就开始了药学院课程改革试点。

学校药学院副院长马磊介绍，学校在化学类小分子制药工程专

业基础上，融入生物工程学院的课程。学生入学后两个学科都学，

到第五个学期再依据兴趣进入各自的细分专业。

如今，在双学院课程的基础上，学校又为学生开设了微专业，

鼓励他们学习计算机、商科、法律等相关专业课程，为日后步

入职场或创业赛道提升竞争力。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生处处长助理杨洁表示，围绕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上海药物所在全国搭建了四个基地，其中江苏

海门基地专门面向产业型人才的培养。基地设有“五个一”，

即一个产业化服务平台、一个药物高等研究院、一个创投基金、

一个孵化器和一个高峰论坛。“基地内有 20 多家企业，研究生

们来到这里可直面企业需求，了解产业风向。”杨洁说，今年

该基地的第一批硕士已经毕业，就业率达 100%。

同样实现高就业率的，还有直面企业需求的上海中医药大

学中药学院。中药学院副院长胡凯莉说，去年开始，学校开设

新药创新班，从本科二年级起就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对一”职

业导师。“基于学生个人的兴趣，通过导师引导，明白中医药

的出口到底在哪里。看到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找到自己喜欢

的领域，并慢慢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能力。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

读硕士、博士做研究，还有的人就适合去企业，我们需要实现

人才的分类培养。”

就业指导缺乏

高校在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

索，高校在促进学生就业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上海海洋大

学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开设招聘专场向用人单位推介毕业生；

河北省教育厅组织高校毕业生直播带岗助就业，每期邀请 3 至

4 位岗位推荐官，为毕业生介绍用人单位概况、推荐优质岗位；

教育部通过“互联网 + 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开设系列专题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进行深度解读。

但是，严格来说，高校就业服务体系滞后的现状并未得到

根本性改观，大学中的职业教育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更多

是临时抱佛脚。一些高校忽视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在就业

指导和服务中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导致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

不能迅速适应角色的转变，对大学生就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4 月 23 日，教育部官网转发《人民日报》文章称：全面加

强就业指导，需要高校健全完善分阶段、全覆盖的大学生生涯

规划与就业指导体系。

文章指出，生涯探索与规划不仅是毕业生的任务，也是大

学生都应思考的命题。如何确定自己的志业？不同年级应该做

哪些准备？针对学生关注的问题，相关部门和高校应早谋划、

早部署、早行动，确保有需要的学生获得有效的就业指导。在

各高校普遍开设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的当下，还应

进一步完善课程标准，打造就业指导名师、优秀课程和教材，

让优质就业指导服务惠及更多学生。

此外，大学应加强职业规划和发展指导，提供个性化的就

业咨询和指导服务，帮助学生了解职业发展路径、提升求职技能，

大学应该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促进校企间的交流和合

作，通过行业讲座、实习就业洽谈会等活动，让学生与企业面

对面交流，增加就业机会。

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不仅要注重学生求职技能的训练，还要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念，找准自身定位，既要“志

存高远”，更要“脚踏实地”。对于个人而言，应注重终身学习，

持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技能，适应职业发展和行业变

化。

失业的四种类型

间歇性生产导致的季节性失业

经济萧条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失业

行业需要的人才与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错配等导
致的结构性失业

以及劳动力市场动态属性导致的个人工作搜寻
与企业职位空缺匹配产生的摩擦性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