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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毕业生就业的基本形势

➢ 高等教育普及化：毕业生规模创新高（874万）
➢ 疫情防控常态化：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
➢ 经济转型升级：经济下行压力、中小微企业困难
➢ 中美战略博弈：从贸易向多领域蔓延

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

四个因素叠加影响：



今年毕业生就业的基本形势

➢ 一是需求下滑

➢ 二是签约下降

➢ 三是求职受限

➢ 四是压力后延

➢ 五是心态焦虑



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多措并举做好高校毕业生等
群体就业工作，鼓励高校和用人单
位利用互联网进行供需对接，强化
困难帮扶。

——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注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统筹做好毕业、招聘、考录等相关
工作，让他们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2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
业工作，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
重中之重。

——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并强调



李克强总理部署毕业生就业工作
李克强总理主持4次国

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毕业

生就业工作，共12次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

扩大企业吸纳规模 扩大基层就业规模

扩大招生入伍规模 扩大就业见习规模

采取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 陈宝生部长多次主持召开部党组会、部长专题

办公会、调度会部署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 翁铁慧副部长近期19次召开分专题会议深入研

究细化政策措施

➢ 调整成立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

小组，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部署。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 让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

➢ 就业局势总体平稳、不大起大落！



一 开拓渠道



扩大毕业生就业渠道的“八项举措”

1. 推进升学扩招

2. 扩大基层项目

3. 大学生征兵入伍

4. 补充教师队伍

5. 科研助理

6. 城乡社区岗位

7. 创业带动就业

8. 推进湖北毕业生就业



1、推进升学扩招——研究生招生

➢ 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至近100万，同比增加18.8万

➢ 引导各地各高校将计划增量重点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新材料、先进制造、人工智

能等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急需领域投放



1、推进升学扩招——专升本

➢ 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至64.2万人，同比增32.2万人

➢ 主要向职教本科和应用型本科高校中预防医学、应急管理、

养老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倾斜



1、推进升学扩招——第二学士学位教育

➢ 计划推进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扩招工作

➢ 重点在国家急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电子信息、能源动

力、生物与医药等相关专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 努力吸纳本科高校毕业生继续就读



2、扩大基层项目

➢ 实施“特岗计划”，今年招募10.5万人，同比增加5000人。

其中1000人专门安排给湖北省，其余4000人优先招聘湖北籍

毕业生。

➢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三支

一扶”等中央基层项目，拟适度扩大规模



2、扩大基层项目

中组部、人社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的通知》

➢ 加大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力度，今明两年事业

单位空缺岗位主要用于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

➢ 今明两年经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组织招募参加“三

支一扶”计划，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人员，所在基层事业单

位有岗位空缺的可以直接聘用，并不再约定试用期



3、大学生征兵入伍

➢“四个优先”政策 ：为毕业生提供优先报名应征、

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政策，努

力征集更多毕业生入伍。

➢“合格一个、征集一个” 政策：力争扩大毕业生

入伍人数。



4、补充教师队伍

➢ 会同人社部、中编办等有关部门，通过优化政策、统

筹调剂等多种方式，采取“先上岗、再拿证”举措

➢ 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配备，全力补齐基础教育、

特别是幼儿园师资不足的短板，拟扩招18万人，总计

将招录43万毕业生



4、补充教师队伍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

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

对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实施“先上岗、再考

证”阶段性措施，凡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教师资格认定

关于思想政治素质、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等要求的高校毕业生，

可以先上岗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得教师资格。



5、科研助理

➢ 会同科技部、人社部、中科院、基金委等部门

➢ 对高校、科研院所设立科研助理岗位提出要求，

明确人员比例、经费来源等保障政策

➢ 努力开发适合毕业生的科研助理岗位



6、城乡社区岗位

➢ 会同人社部、民政部，采用市场化办法，细化城乡社

区吸纳毕业生就业政策，推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

➢ 争取实现在两年内全国64万个城乡社区，每个社区的

新增岗位至少招录一名毕业生

➢ 中央文明办已明确将该项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文

明单位”建设评价指标

➢ 鼓励更多毕业生面向社区创新创业



7、创业带动就业

◆ 办好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推动赛事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 实施5万高校毕业生创业支持计划

◆ 开展双创示范基地“校企行”专项行动

◆ 重点遴选一批应届毕业生的创业项目，引导地方政

府及社会资源予以支持，推动创业项目落地，创造

更多就业岗位



8、推进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

◆ 制订“中央+地方”“十个一批”帮扶政策举措

◆ 实施全国高校与湖北高校就业“一帮一”行动

◆ 启动“面向湖北高校毕业生及外省湖北籍毕业生网

上专场招聘”活动



二 创新模式



1、联合各大平台开展“互联网+”就业

24365校园网络招聘服务平台
会同5家社会招聘网站提供24小时、365天网上就业服务



1、联合各大平台开展“互联网+”就业

投递简历
1333万人次

提供岗位信息
902万余条

新增注册人数
174万余人



2、线上专场招聘

陆续举办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电子商务行业、

精准扶贫助业等11个

专场招聘



2、线上专场招聘

全国各地日均举办

各级各类网络招聘活动

2000余场，至今已举办

10万余场。



中关村专场招聘会

名称 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

“网上揽英才、集结中
关村”中关村招聘会

教育部就业中心、中关
村软件园人力资源联盟

新职业网

企业数 岗位数

1034 33804



信息技术行业专场招聘会

名称 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

“云上揽人才·IT赢未来”信息
技术行业面向2020届高校毕业
生网上双选会（上半年场）

教育部就业中心、工
信部人才交流中心

中华英才、智
联招聘、一览
英才、拉勾网

企业数 岗位数

969 74044



深圳高新区专场招聘会

名称 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

深圳高新区招聘专场
教育部就业中心、深圳市

科技创新委员会

示范性软件学院
联盟、深圳市科
技评审管理中心

企业数 岗位数

891 11391



3、推进网上签约

推出全国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平台，现已累计

申请签约32.3万人。

据教育部就业中心对11万名已就业毕业生的调

查，近三成是通过“24365”平台及合作的五家招聘

网站获得的就业信息。



4、“互联网+”就业公益直播课

➢ 帮助毕业生分析2020年特殊就业格局

➢ 解读招聘岗位与大学生专业的适配关系

➢ 传授线上求职应聘方法

➢ 鼓励毕业生树立信心

主动求职、尽早就业；先就业、再择业



4、组织参与“互联网+”就业公益直播课

➢ 在线开展24365“就业+互联

网”公益直播课系列讲座14

场。由学习强国、人民网、

央视频、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职业抖音号等媒体同步直

播，在线观看达600余万人次

➢ 在 学 习 强 国 等 平 台 搜 索

“24365”可随时回看！



“互联网+”就业公益直播课

第一场 “云”上求职 逆势飞跃

——大学生“互联网+”求职加速方案解析

➢ 企业招聘职位与大学专业的适配关系

➢ 行业与企业职务内涵快速认知方案

➢ 特殊阶段求职目标调整

➢ 多元求职渠道与资源的深度开发

➢ 企业招聘全流程与考测全项能力指标解析



“互联网+”就业公益直播课

第二场 “24365五大招聘平台全解析”

➢ 如何积极应对在线求职新形态和新趋势？

➢ 如何在撰写简历、网申、笔试等环节展现个人优势？

➢ 如何利用好“春招利器”空中双选会？

➢ 如何与人力资源经理、业务经理进行沟通？

➢ 如何关注新兴行业涌现出的新就业机会？



“互联网+”就业公益直播课

第三场 “我的成功求职之路”

➢ 如何选择第一份工作？

➢ 如何利用好求职渠道？

➢ 如何选择职业方向？

➢ 如何提高应聘成功率？

➢ 智能时代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有哪些？

➢ 国企、高新技术企业、电商行业有什么招聘特点？

➢ 求职成功毕业生如何找到心仪的工作？



三 强化落实



1. 抓形势研判

➢ 及时研判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

➢ 及时了解掌握毕业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

➢ 及时研判疫情影响，有序恢复线下招聘活动



2. 抓政策落实

➢ 有力推进本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案落实

➢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运用好各类稳就业举措，落实各
类大学生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 主动协调并会同人力社保、发展改革、卫生健康等
部门，加强工作协调和信息沟通



3. 抓责任压实

➢ 落实“一把手”主责，亲自部署、亲自督查

➢ 分管领导要立下军令状、签订责任书

➢ 省厅、高校、院系要逐级压实责任，确保落实到位

➢ 严格落实就业签约工作“四不准”要求

➢ 建立就业状况核查机制，杜绝弄虚作假



4. 抓目标完成

➢ 全力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 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不“大起大落”

➢ 千方百计开拓渠道、绞尽脑汁创新模式

➢ 及时启动本省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具体工作

1. 认真做好“日报、周报、月报”工作

2. 积极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3. 全面引导高校辅导员队伍助力就业创业工作

4. 精准开展征兵宣传，广泛动员毕业生参与应征

5. 积极推动做好科研助理、社区等新岗位开拓工作

6. 加强总结宣传



教育引导2020届高校毕业生

“主动求职 尽早就业”

“云”上求职 逆势飞跃！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