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生就业指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生就业指导>>

13位ISBN编号：9787313068255

10位ISBN编号：7313068255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玉士，马晓明，周佳峰　主编

页数：252

字数：35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生就业指导>>

前言

进人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步人大众化教育，大学生就业也进入到“双向选择，自主选择
”的新阶段，随着毕业生人数的连年增加，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
高等学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高校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一项影响学校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与社会的普遍关注。
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不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而且关系到毕业生的切
身利益，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关系到社会的
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深化，毕业生就业、择业日趋活跃，
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难度也随之加大。
为了系统、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择业和创业指导，我们编写了这本《大学生就业指导》一书。
本书从当前和今后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出发，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就业制度，引导学生针对个人评估以及
参照模板样例制定行之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学习行业和职业分析，了解各项职业素质要求，树立在
校期间的个人培养目标。
推崇创业教育，以学生的长远发展和职业成功为总规划点，明晰创业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拓展创新意
识，并就创业实践进行详细讲解。
指导学生调解择业心态，掌握求职技巧，了解就业途径及相关法律知识，注重就业协议的签订和作为
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全书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形势、新制度，鼓励学生立足所学，创新择业观念和素质
理念，以良好和积极的心态，从容就业；在内容上，充分结合多个鲜明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帮助读者
加深印象，加强理解，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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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系统、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择业和创业指导而编写的。
全书共有七章，内容包括大学生就业形势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就业政策与就业权益，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大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与职业能力的拓展，大学生就业心理调适，大学生就业准备，大学生自
主创业。
　　全书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形势、新制度，鼓励大学生就业与创业。
在内容上，有案例精选分析，充分结合案例指导大学生就业。
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实用性。
可供高等院校学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作为就业咨询用书，也可供社会其他就业人员及企事业人事管
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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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目前的毕业生就业体制下，尽管“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已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
尽管就业“计划”的“计划性”已明显淡化，但就目前的派遣形式而言，就业计划仍然存在，只是形
成计划的方式有所改变。
在“统包统分”的条件下，计划的形成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学校不需要编制就业计划，只是按照上级
下达的计划，编制具体的分配计划，做到对号入座；在“双向选择”条件下，学生有选择的自主权，
学校有推荐权，用人单位有用人权。
因此，计划的形成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或上下结合的形式，这样就把毕业生就业计划的编制与具体
调配计划的编制结合起来了。
具体说就是学校通过多种形式的“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落实毕业生就业建议计划，报上级就
业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审批后以正式计划下达执行。
对学校来说，一般就业计划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为保证国有大中型企业、艰苦地区的支柱企业而
下达部分指导性计划；二是经学校推荐，毕业生本人参加就业市场或通过其他应聘方式而签订的就业
协议所形成的计划；三是对部委所属和地方所属院校来说，还有本系统、本地区下达的指导性计划及
部委与部委、部委与地方之间，为解决紧缺专业毕业生的急需而相互调剂的计划；四是高校所在地区
的留成计划。
国家指导性计划，一般由教育部组织“供需见面会”（供需见面会又叫人才交流会，它是通过让用人
单位与谋职择业者双方当面洽谈），教育部从直属院校、部委所属院校、地方所属院校中抽出一定专
业一定比例的毕业生分配到重点单位，计划的形成是由于具体学校和用人单位协调、签订意向协议，
学校向毕业生公布需求信息，学生选报志愿，用人单位直接和毕业生见面考核签约，或提出条件由学
校或主管部门代为考核，把毕业生的具体情况通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出具接受函。
学校把确定的计划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报教育部，由教育部审核，下达执行。
由学校推荐、学生通过多种应聘途径签约而形成的计划是毕业生就业计划的主要形式。
调剂计划的形成，一般由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协商交流。
根据学校的专业情况、生源情况等把计划分配给学校，由学校确定。
也有的是具体用人单位先和学校联系，形成初步意向后，报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审
批。
以上三种计划形成从时间上说，一般没有先后之分，都是同步进行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上述所有计划都明显具有了通过市场合理
配置人才智力资源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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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就业指导》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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