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2 期·2025 年 01 月

25

DOI: https://doi.org/10.12345/xdjyjz.v3i2.23546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of university specialty setting 
and employment planning based on market demand
Ning Wang 
Shanghai Civil Aviati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ghai, 20023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demand of labor market is constantly changing, leading to the increas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setting and employment planning. As the main body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he major 
sett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employment direction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students. Therefore, 
how to reasonably adjust the professional sett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demand, and formulate 
the corresponding employment pla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rket demand and the university specialty set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y of how 
to adjust the specialty setting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demand,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optimizing the university employment 
planning. Research shows that through accurate market research, scientific data analysis and flexible policy adjustment, universities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setting and market demand, and thus improve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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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需求的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协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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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导致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的关系日益紧密。高校作为培养人才
的主体，其专业设置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方向与就业质量。因此，如何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制定与之相
匹配的就业规划，成为教育领域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之间的矛盾与联系，探讨了高
校如何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的策略，并提出了优化高校就业规划的路径。研究表明，通过精准的市场调研、科学的数
据分析以及灵活的政策调整，高校可以有效实现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协同，进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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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不断变化，传统的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方式已难以满足

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部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

或就业质量较低，反映出当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

间存在一定的脱节。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实施，

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为高校在人

才培养和专业设置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在确

保教育质量的前提下，依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高校的专业设

置，并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就业规划，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课题。

本研究旨在分析市场需求对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

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路径。通过对高校专业设置现状及其与

就业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探索高校如何在多变的市场

环境中保持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和就业规划的针对性。研究的

核心目标是实现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从

而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优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方案。

2 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的现状分析

2.1 高校专业设置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高校的专业设置大多数仍然依赖传统的学科体

系和教育模式，缺乏对市场需求的及时反馈和精准调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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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校在设置新专业时，更多关注的是学科发展趋势与教育

资源，而非市场对相关人才的真实需求。这导致了一些专业

在毕业生就业后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造成了人才浪费

和就业困难。

此外，虽然近年来高校已开始加强与行业和企业的合

作，但这种合作往往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高校

专业设置未能及时跟上行业变化和技术进步，导致新兴领域

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专业人才短缺，成为制约行

业发展的瓶颈。

2.2 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
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市场对高端技能型、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结构调

整，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绿色环保、健康产业等

领域的快速发展，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符合新兴行业和新兴技

术需求的人才。与此同时，传统行业和专业的就业市场逐渐

饱和，甚至出现“人才过剩”的局面。因此，如何了解并预

测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高校专业设置，成为高等教育改

革的重要任务。

2.3 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矛盾
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加突

出。一方面，部分传统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面临压力，导致部

分学生的就业质量较低。另一方面，某些新兴行业和新兴技

术领域人才短缺，虽然市场需求旺盛，但由于高校专业设置

滞后，人才培养未能及时跟上。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之

间的脱节，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就业，也使得社会的整体就业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 高校就业规划的现状与挑战

3.1 就业规划的基本现状
高校就业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根据个人兴趣、

能力与市场需求进行职业选择。然而，现有的就业规划往往

侧重于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和职业指导，忽视了对市场需求

的深度分析与匹配。在高校就业规划中，学生通常依赖传统

的职业路径，忽略了新兴行业和岗位带来的机会，这使得一

些学生的就业选择较为单一，缺乏对行业发展和趋势的精准

把握。

3.2 就业规划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许多高校就业规划工作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

大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服务往往局限于毕业生的就业推荐

和职业咨询，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动态分析和长期跟踪。其次，

部分高校在进行就业规划时过于依赖行业招聘信息，缺乏对

人才供需结构的科学分析，导致就业规划的方向性和针对性

较弱。此外，当前高校就业服务部门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

和合作不够紧密，导致学生的就业信息获取途径有限，影响

了就业规划的有效性。

4 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的协同路径

4.1 市场导向的专业设置机制
高校应建立基于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机制，通过精准

的市场调研与数据分析，预测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

化。在此基础上，优化和调整专业设置，增强专业的灵活性

和适应性。为此，高校需要建立与企业和行业协会的紧密联

系，形成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良性循环。通过开展合作

项目、实习实训等方式，既为学生提供了实际的职业体验，

也帮助高校及时调整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确保培养的人才

能够适应市场需求。

4.2 基于数据分析的就业规划体系
高校就业规划应结合市场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精准分析就业市场的变化趋势和行业需求，构

建基于数据的就业规划体系。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行业需求

预测、企业招聘数据分析、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等手段，为

学生提供更为精准的就业方向建议。此外，学校应为学生提

供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实习、就业培训、创业指导等一系列服

务，帮助学生明确就业目标，提升就业竞争力。

4.3 加强职业发展教育与素质培养
除了专业技能的培养，高校还应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教育，帮助学生提升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

职场必备的软技能。通过开设职业发展课程、组织职业规划

讲座和实习实训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为全面的职业素养培

养，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多变的就业市场。

5 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协同的实施策略

5.1 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协同，高

校应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产学研合作不仅能增强高校对行业发展的敏感性，还能够促

进高校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校企合作模式的核

心是将学校的学术研究、企业的实践需求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进行有机结合，使得高校能够及时获得行业动向与技术创新

信息，进而动态调整学科设置和课程内容。例如，企业可以

为学校提供真实的案例、项目支持，甚至参与教学过程中的

实际操作，让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接触到前沿技术和实际工

作环境，从而提升其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企业

也能从高校中获得更加符合实际需求的技术人才，缩短企业

招募与人才培养的周期，减少企业用人成本。

校企合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首先，高校可以与

行业企业共同设立课程和实验项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要

考虑到企业的具体需求，帮助学生培养实际的专业技能。例

如，在工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与高校联合

开设的项目实训、技术研发和创新实验室已成为企业培养人

才的有效途径。其次，高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行业论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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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会等活动，让企业和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平台。企业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企业文化和行业前景，吸引

更多的优秀毕业生。通过这种深度合作，企业不仅能够引入

创新思想和先进技术，还能借助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确保

企业所需的人才具有更强的行业适应性。

此外，校企合作还应涵盖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模式。

例如，跨学科、跨行业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人才的多元

化培养，满足企业在多个专业领域的多样化需求。高校和企

业的合作不仅限于传统的实习和招聘合作，还应加强技术合

作、联合创新等方面的互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优化资源

配置。高校在吸纳企业资源的同时，还能为企业提供学术支

持和技术咨询，这种双向流动的合作模式，不仅帮助企业解

决技术问题，也促进了高校科研与社会需求的紧密对接。

5.2 构建灵活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在专业设置和就业规划的协同过程中，需要根据

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首先，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加速了新兴行业的发展，例如人工

智能、5G 通信、大数据等，这些行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越

来越高。因此，高校在课程设置时，应注重培养学生跨学科

的综合素质，避免单一专业方向的局限性。跨学科、跨领域

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有助于学生具备适应多行业需求的能

力，同时也能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例如，信息技术与金融学、经济学结合的“金融科技”

专业，就为毕业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机会，不仅限于传统

金融行业，还可以进入到技术开发、数据分析等多个领域。

通过设置跨学科课程，高校能够培养出具备多重技能的复合

型人才，增加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高校应根据

行业需求的变化定期审查和调整课程内容，使得课程内容具

有时效性和前瞻性，避免过时的课程体系阻碍学生适应现代

社会的就业需求。

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多种灵活的教育方式提升人才

培养的质量。在线课程的普及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能够突破传统课堂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学生能够在更广泛

的学术平台上进行学习。高校应积极探索如何通过 MOOC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SPOC（小规模定制化在线课程）

等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课程选择，并根据学生的兴趣

和就业方向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通过这种灵活的课程体

系，高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具弹性、更加符合个体需求的教

育模式，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的协同研究，探

讨了如何通过合理调整专业设置、优化就业规划来适应市场

需求的变化。研究表明，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对高校教育体

系的影响深远，只有通过不断调整和创新，才能实现高校教

育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高校应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学

研融合，构建灵活的课程体系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

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

然而，尽管高校在专业设置与就业规划方面做出了积

极尝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高

校与企业的合作模式和深度仍然不足，很多合作停留在表

面，缺乏长期、深度的互动。其次，高校对市场需求的把握

仍不够精准，尤其是在新兴行业和职业的预测方面，许多高

校的反应速度较慢。最后，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教

育模式和课程内容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如何不断创新和调整教育内容、培养方案，是高校面临

的长期课题。

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市场需求变化及全球化的加速，

高校需要不断加强与市场的对接和互动，积极拓展校企合作

的深度与广度，增强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培养更加符合未来

社会需求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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