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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点及对策研究》以西部教育大省四川省为主要研究范围，以人力资本
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工具，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高校应届及
往届毕业生、人才市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行业协会的广泛问卷及调研，系统阐述了四川省高
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业环境和国家促进就业政策的落实情况。
重点就“经济发展与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大学毕业生校内外就业市场对接整合”、“就业
期望与现实的矛盾”、“就业能力与需求”、“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现状及其推动”等专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多角度分析了影响四川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择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等因素，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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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强，男，1964年6月生，四川梓潼人。
西南科技大学教授，校党委副书记。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人才办专家组成员。
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决策科学、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管理工程学
报》.《社会科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863计划重点子项目《再生混凝土
、修复材料及新型钢结构在灾区的集成与应用技术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和科技部软科学研究项目《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对接整合研究》，共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地市级科研项目20余项，主编、参
编学术著作14部，其科研成果曾获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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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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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内容四、理论指导第四节 研究方法一、学科一体化二、文献法三、比较法四、访谈法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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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三节 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一、四川高校学科专业分布现状及人才
需求结构的对接状况二、高校毕业生对专业与市场结合的反应三、四川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分
析第四节 解决结构性失业的措施一、加强政府的政策性引导二、转变高校培养模式和培养方式三、提
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第三章 就业期望与就业现实第一节 就业期望与就业现实一、就业期望与现实之
间矛盾的原因分析二、心理学视角下的就业期望与现实的矛盾三、分对象视角下的就业期望与现实的
矛盾第二节 四川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现状分析一、近年来四川高校毕业生在双选会上表现出的就业期
望二、四川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状况三、个案分析——部分四川高校毕业生择业表现出的就业期望第
三节 改善就业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措施一、提高就业能力，提升就业层次⋯⋯第四章 高校毕业
就业市场对接整合第五章 就业能力与大学生就业第六章 促进大学生就业政策现状及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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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应大力承接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用高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激光、半导体、超导等关联行业的成长，加速了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
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
而这些产业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所长，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更好的运用
。
　　其次，积极承接产业链整体转移的产业。
产业链条的整体转移一方面有利于承接地对于承接产业更好地吸收和消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带动承
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全面提升承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我国的产业转移中，产业链的整体转移相对比较困难，因为东部的产业链条已经发展成熟，很多配
套设施都比较完备，而中西部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备，生产过程中会出现配套设施不能充分满足生产需
要的情形。
西部地区应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应该着重相关人才培养
，为承接产业专业提供人才保障。
此外，还应加快西部软环境建设，提升整体竞争力。
产业链条整体转移更注重承接地区的技术、人才、研发能力等综合知识优势、信息基础设施和体制条
件等。
　　最后，积极承接如金融、旅游、咨询等服务业，使转移的产业多样化。
目前国内的产业转移都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纺织、服装和部分污染比较严重，资源消耗量大
的重工业，多是以高投入低产出作为经济增长方式。
而金融、旅游、咨询行业并未完全进入转移的行列。
这些行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咨询行业，很多政府机关都和咨询
机构有联系，由咨询机构做相关的调查，将相关结果告诉政府，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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