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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of the job market is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for a long time, especially in Inner Mongolia, 
which is relatively backward in all aspects.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talents and the talents in today’s 
market dem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considers this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eds and the current means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rst of all, from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needs,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that promote college tal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job market, and provides ideas for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llege talents and the demand of the job market 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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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蒙古高校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的矛盾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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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发展的时代下，中国高校教育发展中人才的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的不匹配是长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尤其是在
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内蒙古地区，对于高校人才的培养与现如今市场需求的人才间存在矛盾。论文从社会需求方面以及现如
今的高校人才培养手段入手，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思考。论文首先从社会需求背景出发，进一步提出部分促使高校人才
契合就业市场需求的制度改进建议，为解决内蒙古高校人才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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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高校就业问题困扰着大学生群体，同时也

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高校毕业生在时代发展的过

程中遇到了诸多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社会所需从“唯学历”

到“复合型人才”，虽说部分高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总体培养

模式暂时还未完全转变，主要以理论型培养为主，实践性培

养为辅的教学方式。因此，这样的现象会产生社会大众普遍

认为高校人才不能直接流入社会变成社会急需的高等人才，

普遍不认可高校人才是社会主体需求资源的流入手段，至多

企业则认为高校人才是辅助资源。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相对落

后，各方面水平相对中国其他地区相对滞后，因此高校毕业

生就业问题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论文通过分析社会需求，对高校人才现状进行分析，

目前中国高校毕业就业人口形势严峻，高校人才就业竞争力

相对较弱，高校人才就业质量较差，更重要的是就业观念上

仍处于落后思想。分析原因可得：高校扩招导致高校毕业生

人数逐年上升，而目前中国就业市场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减弱，劳动力需求不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相对

不足；高校人才供给与就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内蒙

古高校人才对自身职业发展定位较不合理；本地区用人单位

对内蒙古高校人才的录用条件不够合理。

2 高校人才培养层面的社会需求背景

2.1 教学的社会需求背景
现如今待解决的问题已如此紧迫，最典型的就是教学

与社会需求脱节 [1]。运用管理学学科为例，管理学是一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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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专业，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更重

要的是在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受到诸

多因素影响，管理学高校毕业生被社会普遍评价为没有专业

能力且没有实践经验 [2]。受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现阶

段大部分人才培养理念中存在重普教轻职教、重学术轻技术

的问题，再加上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不认可，导致中国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且处于弱势地位 [3]。“模拟

学习”导致了理论赶不上实践，导致高校教学中的天方夜谭。

这种教学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弊端必然导致用人单位不

愿为高校应届毕业生“买单”[4]。那么，内蒙古高校面对的

问题是将闭门造车的教育模式转化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

主动模式。教学的社会需求内部化是指高校通过多种形式将

社会需求主体内部化，使之成为自身的重要教学主体，实现

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对接。

2.2 实习与就业市场需求背景
实习就业市场需求内部化，是指高校主动与社会需求

主体建立密切的办学关系，有时甚至达到你我相互交融的状

态，将过去的“外部实习与就业”改为“内部实习与就业”[5]。

为缓解就业问题进行毕业设计、毕业实习和就业一体化教学

模式，有效地解决学生能够快速适应职场从而提高个人价

值。年扩招对就业难带来的影响，并认为实习难堪比就业难，

由实习难进一步推进了就业难 [6]。

3 内蒙古高校人才就业问题的成因分析

3.1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首先，内蒙古自治区为迎合政策变化，由之前的耗能

高的经济模式逐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模式，对现阶段面临产

业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需要淘汰的传统

产业。但各企业暂时还未调整好经济与效率的矛盾，现阶段

内蒙古地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其次，内蒙古主要以中小

企业为主，大型企业相对较少，制度相对完善的企业也更加

稀缺。最后，从内蒙古企业角度来说，本地区高校人才对于

职位岗位的要求逐渐变高，但企业内部存在符合其意愿的岗

位相对较少，因此造成了就业人才与企业所需高端人才结构

的不匹配，导致了就业困难，形成了挤压效应 [7]。

3.2 就业创业环境不成熟
首先，内蒙古地区的营商环境相对落后，制度尚不完

善，虽已推出部分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但在落实方面还有

待加强。其次，地区创业本还在初级阶段，高校人才创业就

业更是难上加难，不仅缺乏更为实在的优惠政策，还面临实

践上的缺乏，导致“即创业即失败”的困境。同时，内蒙古

地区的创业就业数字化平台暂未完全推广，服务平台知悉率

不高、宣传不到位、服务覆盖率较低、对于高校人才的跟踪

和反馈情况缓慢，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内蒙古高校人才创业提

供更加便利的平台。

3.3 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
随着高等教育逐渐普世化，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入

高校学习与进修，高考扩招带给学生广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

了诸多问题，如高校趋同化发展，专业设置老旧、自身目标

定位不准，学科布局、专业设置、招生规模、能力培养等方

面缺乏宏观的科学合理的调控，以上的不合理因素导致了内

蒙古地区各高校与现如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发展耦合

度不高，与就业市场需求错位，与企业职位、岗位要求不 

匹配 [8]。

近些年，高校中存在的就业指导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高校人才的就业，各高校也建立了就业指导、校企联系、

人才职业发展规划、就业政策分析等模块，以上模块的推出

从某程度上来讲可以保证政府、高校以及高校就业人群的利

益，实现共赢。但同时，高校行政就业处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创新、提供新思路方面参考意义相对较小，出现模式化、

单一化的就业方向，不能够大胆充分地发挥就业指导功能。

3.4 毕业生择业观念陈旧
后疫情时代，经济形势相对滞缓，高校人才就业观发

生了很大变化，高校人才更加趋向于“稳定”，这可能与陈

旧的思想有关，认为稳定的工作更能应对风险。大部分高校

人才毕业后目标定位为参加公务员考试，会一边进行工作同

时进行备考，对于实现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意愿比

较强烈。其次是在城市就业的愿望强烈。多数毕业生觉得基

层的工作“脏差累”，下乡、下基层、进入民企的意愿相对

较弱，缺乏吃苦精神。目前中国已出台各种政策促进大学生

多样化就业，但由于大部分高校人才认为自己的学习成本较

高，毕业后应得到相对一致的回报且择业观单一陈旧，很难

快速改变观念。最后，部分高校人才不能合理地认清自身实

力，缺少自我职业生涯规划，不愿意从基层干起，吃苦耐劳

的意愿相对较弱。

4 促进内蒙古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对策与
建议

4.1 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
现如今一个现实问题摆在内蒙古甚至是我国社会发展

之中，那就是就业的不充分问题。这个问题从凯恩斯理论出

发并且从政府角度来看，要想实现平衡状态下的充分就业，

在某种程度上就要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来消除市场有效需求

不足从而实现均匀就业。当然任何理论应当从实际角度出

发，结合中国国情以及内蒙古高校现状，目前就业市场的承

载就业能力相对较弱，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岗位不

足。市场上的就业岗位不足以满足内蒙古高校人才的需求从

而导致就业市场低迷，失业现象频发的态势。因此，若想解

决该问题就必须通过政府调节，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

位，平衡就业岗位需求和供给。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将就业问题作为工

作的重中之重。从增加内蒙古高校大学生就业、促进其更好

地发展这一角度来说，政府应着力培育公共服务，发展适合

就业的岗位。完善多元化产业体系，既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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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产业，在第一、二产业结构当中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从而增加社会总量就业岗位，又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以促进大学生就业为导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挥高

校学生知识水平与素质力。因此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方式，促

进经济中高速增长，增强对就业拉动能力，进而促进大学生

这一特殊群体的就业发展 [9]。

4.2 调整高校专业与就业市场需求双挂钩
从高校的角度来看，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应该不断根据

国家政策的趋势、科技发展的走向、国家供给侧改革方向、

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本地区政府发展规划不断调整，还应该

结合高校自身优势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进行及时调

整。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及时淘汰已没有就业前景的专业，

对于老旧的专业进行缩招或者专业改进。同时，在面对经济

市场需求大的专业，及时进行招生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于高

校教师能力提升，增加教师培训、专业考核等。但在及时迎

合政策、市场的同时，仍要不忘初心，不能“唯市场”“唯

经济”的单一模式发展学科。要保证学科的学科特色、学科

本质，在此前提下进行学科创新发展。内蒙古地区高校更应

该抓住地区特色，实现高校与就业市场双挂钩，尽力使高校

人才不与社会脱节，造成“一毕业就失业”的窘迫情况，形

成高校、企业有机链接。

4.3 企业积极调整标准吸纳人才
逐步完善民企劳动制度是增加高校毕业人才就业的有

效保障之一，近些年来民企成为雇佣大学生的主力军，民企

在不断的发展中创新，在稳定增长中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同

时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诸多岗位。一直以来，高校的毕业

生都不是孤立存在于市场上的，它与政府、企业有着密切的

联系，应该为企业、为社会、为国家输入高质量人才。因此，

内蒙古地区要想快速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人才，

留住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通过政府干涉

加大本地区高校与本地区大中小型企业的联系，能够真正实

现高校与企业形成人才互利输送链，实现互利共赢。要留住

人才，吸引人才。此外，应积极提倡企业调整标准将中部优

秀人才、优势和先进的人才理念引进到内蒙古地区。

5 结语

就业对于高校人才来说是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结合，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面对就业形势的新变化和新

挑战，必须把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论文从就业形势、质量、

竞争力和观念这四个方面分析内蒙古高校人才在就业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发现困难和问题是由四方面的原因引

起，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不足，就业岗位缺失

是内蒙古高校大学生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的根本原因，除此之

外还包括高校教育模式、高校人才自身和用人单位的影响

因素。本研究在深入分析问题以及原因的基础上，运用政府

宏观调控的手段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研究强调促进内蒙古

高校人才就业发展需以政府层面为主导，但仍需通过学校、

企业以及高校人才自身的多方配合，共同努力来平衡高校人

才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以改善内蒙古高校人才就业问

题，促进其实现更好地就业。

最后，论文的局限与不足在于政策把握不准确。由于

研究者学术水平有限，在研究过程中对调研以及分析存在不

足。在后续研究中如何更深入分析，如何更切合实际地探讨

内蒙古高校人才的就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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