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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凝聚力及稳定性,因此,应强调

促进高质量就业。大学毕业生招聘信息网在高校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技术

落后,信息质量不高,大量冗余数据,缺乏精准服务等问题,导致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而大数据技术是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实时高效的大数据推荐算法,可以使高校

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为用人单位和学生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供需匹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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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related to the happiness of thousands of families and the 

cohes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erefore,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mployment.College graduate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net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due to the backward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ow information quality, a large number of redundant data, lack of accurate services and other problems, th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does not play its due role.Big data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of data analysi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rough real-time and efficient big data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h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of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more accurate and 

personalized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services for employ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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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合理应用为推进高校内部就业服务工作提供

有效助力,而应用大数据技术所开展的就业服务,对于当前学生

而言尤为必要。了解当前学生就业需求,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化

定位,对其职业生涯予以合理规划,进而完善高校当前就业服务,

提高其实际效率。 

1 高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分析 

1.1网络就业宣传滞后 

导致宣传滞后的原因很多,通过研究发现:一部分高职院校

对就业网站的资金、人员投入不够,高校就业网站缺乏有效的宣

传,学生对网站信息的了解不够,导致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变窄。

问卷调查显示,高校学生把他人推荐作为获取职业信息的 主

要的途径,其次为校园招聘会,接下来才是本校就业信息网,比

商业类招聘网站略强。可见,本校就业信息网还未能充分发挥它

在服务学生就业上的功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校对就业信息

网的宣传力度不够,毕业生利用就业信息网的比例大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有一部分学生长期使用网络,但是

对对口就业信息的获取能力尚有欠缺。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

造成网络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毕业生失去了一些择

业机会,这一问题从高校毕业生信息网中信息的浏览量可以体

现出来。 

1.2就业引导功能缺位 

通过对目前省内高校就业信息网络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

高校就业信息网站多数建在毕业就业栏目的 下层,链接位置

不够明确,发布信息内容类似于新闻摘要:即仅仅发挥信息传递

功能,缺乏信息梳理和引导功能。就业网多承担的是同平面媒体

一样的职能——发布信息,还可以进一步开发网络的交互性。设

计思路仅仅停留在就业政策和部分规定的信息传导,基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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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对往届高校学生就业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讨论

及回答等方面,难以适应目前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发展要求。 

1.3网站建设内容杂乱无章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高校就业信息网的基本栏目和内容

仍然存在问题：信息的时效性不明显,内容有些杂乱,难以快速

找到所需信息,导航设计不足,查阅不方便,说明就业网内容设

计的清晰性、更新的及时性以及查询、搜索、导航设计的专业

性需要进一步提高。 

1.4对往届毕业生的择业信息获取不足 

目前大多数高校与往届毕业生在就业后信息的互动方面存

在严重不足,往届毕业生就业之后,部分高校未对往届毕业生建

立建全有效的跟踪服务联络机制,根本无法快速有效真实地获

取往届毕业生的就业分类信息和工作信息,无法总结梳理往届

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并通过往届毕业生的信

息反馈总结高校自身在就业工作信息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

足,从而无法充分利用往届毕业生就业资源带动本校应届毕业

生就业。 

1.5与毕业生就业实时监控、沟通缺失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就业是检验其产品品质的 终

形式。但是在现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管理过程中,只有对

其生产“成品”的销售促进,缺乏对其生产“成品”售后情况的

跟踪分析。而恰恰是这项“售后”工作,其实更加能够推动高校

进行生产调整,生产出来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成品”。通过调

研发现,目前高校的就业网站中,对已就业学生的各种相关信息

没有进行有效收集、反馈和更新,学校缺乏实时有效的已就业学

生实际就业变化信息,对自身的就业工作信息化进行进一步改

善和提升。 

2 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策略 

2.1强化就业信息宣传 

高校的主要做法,对内,通过校内论坛、海报、讲座、就业

指导课程、开展活动等形式,积极宣传推广就业信息网,争取多

发布就业方面的 新信息。对外,学校要与企业保持好良好的联

系,鼓励企业来学校召开专场招聘会,积极主动配合企业的招聘

工作的开展。 

2.2创新教育理念实现精准服务 

高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的开展要求高校就业指导人员以创

新为当前建设理念,借助大数据技术开展各项工作。首先,挖掘

与预测就业服务的数据价值作为应用数据思维深入调查有效数

据,积极创新现有理念,完善就业服务结构。通过对于学生个人

信息与当前结构性数据的叠加研究分析,保证能够对其各项要

求予以全面掌握,为行业分析与后续工作意向与求职目标进行

设定。其次,挖掘数据价值,依据人文信息研究分析,保证后续就

业服务所采用的数据更为精准,而提高整体时效性,保证学生就

业稳定度。 后,指导人员依据高校就业实践要求结合关系分析

法进行数据分析,以精准预测现阶段市场经济变化对于学生所

提供数据信息基础上所产生的思想变化与职业行为转变,及时

解决其在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实现精准服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

有效助力。 

2.3多元服务内容保证精准推送 

高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为展现其有效性,则应当实现准确

定位,而分析、匹配与相关数据的应用,在其对接时能够为后续

跟踪服务提供有效依据。把握整体方向深入分析对当前就业信

息分析系统的创建应当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对整体就业方向进

行把控,统筹各项资源在信息分析系统中应用大数据进行建设,

提高其整体工作效率,把握着力点,以合力提升就业数量,创新

应用平台,实现实时更新,对就业信息采集系统予以升级,提高

工作效率,改变信息更新滞后等问题,打破传统方式局限。应用

信息数据创新采集方式,对当前信息采集系统予以开发整合,搭

建多项信息交流渠道,以保证相关信息的时效性与准确性打通

壁垒,实现精准对接。对就业信息系统中联动系统的打造应当实

现多方无缝对接,目的在于随时查验相关就业信息,实现预约就

业等特征。信息化作用展现以推送相关匹配信息更新实时内容。

除此之外,高校应当重视与多方平台的统筹联合,目的在于设定

一致需求实现对外对接,以畅通的就业渠道满足当前学生的就

业化需求,实现单位与学生个人的完美对接。一对一就业服务咨

询的推行作为当前高校开展就业服务工作的主要方式,能够体

现精准有效服务,推送提高整体就业效果。但就具体实践而言,

求职工作要求学生在就业条件应用中重视网络平台信息运行,

而挑选匹配信息则依托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推送不同成长阶

段的经历,使得学生在其就业去向中所要求的实际需求也存在

较大差异。因而,指导人员依照学生不同的成长阶段,给予其相

对应的就业匹配指导。部分就业指导人员在高校就业过程中为

其进行一对一的职业生涯规划,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

为其答疑解惑。而多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学生能够借助实

践活动分享自身经历与经验,进而对其求职意向予以及时调整,

丰富的工作经验,使得学生在毕业求职期间可以联合多个职能

部门查询各类招聘信息,以预告资讯的方式,在内部就业网站中

获取多类资源,从而实现多样化服务内容,展现信息推送的实际

价值展现及大数据技术精准化推送优势。 

2.4搭建数据平台挖掘潜在优势 

搭建大数据平台作为高校就业指导人员发挥其潜在优势的

重要方式,以就业服务云平台搭建为首要模式,目的在于迎合新

时代发展要求,优化销售模式,以直接获取相关信息点击就业服

务即可随时查询相关页面,并以针对性较强的就业方向进行大

数据运行指导满足毕业生的实际求职需求。高校管理人员在其

建设与服务过程中应用大数据技术,结合动态监管方式,保证学

生就业的全过程能够得以监察。除此之外,要求学生与企业、学

校签订三方协议,以实现高效精准就业服务基础需求为标准,

利用大数据时技术,借助各类终端满足自身需求。而网络用户

所借助的登录入口联合各项平台,则可以申请就业,申请对其

就业方向进行查询深造。而对于新时期市场经济形势建议则应

当依据不同专业毕业生需求予以整合,使得企业能依据自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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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标准对其予以查询,挖掘潜在优势,选择符合当前用人理念的

求职者。 

2.5加强就业网站内容建设 

就业网站内容建设包括对内及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针对就业学生,及时健全就业信息,方便学生获取就

业信息内容；细分就业网站分栏,做好信息细分。对外,严格企

业招聘信息审核,建立诚信企业名单,确保信息安全；建立校际

合作,扩大就业信息内容,打通招聘信息壁垒。 

2.6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机制 

通过建立毕业生校园网络社区互动平台,为已参加工作的

往届毕业生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利用网络社区互通

平台,及时跟踪学生就业去向,分析学生在就业中遇到的问题,

预测用人单位的需求趋势。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市场人才需求

的特点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2.7制定严格审核制度,杜绝虚假信息,保障网络安全 

此项工作依然是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高校应当建立

便捷的学历查询机制,保障准确的学生信息,杜绝学历造假现象

出现。对外,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审核,建立企业诚信名单。为

优质企业招聘活动提供招聘便捷。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网络

信息安全工作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切实避免工作信息安全泄

露的情况发生,以免不法企业或传销组织利用学生信息,进行

欺诈活动。 

2.8完善保障机制优化管理系统 

各高校基于当前就业形势应当明确认知市场环境挤压下所

面临的严峻条件,而就业服务的健全应用应当依据当前保障机

制开展对其就业管理系统予以逐步优化。在选择就业指导人员

时,针对教师选择应当保证其专业,随时进行专业素养调查。除

此之外,应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效管理,管理者可以在就业服务

系统内对其建筑系统予以完善,通过信息系统与分析系统的整

合,建立实时跟踪服务,完善相应机制,提高保障机制效率,以实

现整体就业水准的提升。另外,在建设就业指导人员队伍团队,

使高校内部应当选择具有较强管理水平与专业能力的指导人员

为优先搭建就业队伍。对建设就具体而言,应当提高自身指导水

平以及科学化应用,保证建议咨询的专业性,与此同时,更应满

足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性与个性化要求。而为优化内部队伍建设

就业服务管人员应当重视专业辅导技术理论的使用,加强沟通

交流,以丰富的经验为学生答疑解惑。除此,还可用大数据技术

设就业咨询平台,完善保障机制,优化管理系统,为学生解答关

于面试技巧及简历制作等问题,以满足实际求知需要。 

3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严重,因此,当前

的就业形势也日趋严峻。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形势,促使高校管

理者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就业指导平台,以专业、系统、现代

的方式提供有效的就业指导,进一步提高学生就业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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