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一、完善顶层设计，就业创业工作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2016-2017 学年，学校就业创业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强化核心价

值引领，将就业教育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倡导“国家至上，事业

为先”的就业理念，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工作，深入实施

就业引导工程，鼓励和支持学生自觉把个人的发展同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结合起来，全力

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 

（一）进规划，上议程。一是在《厦门大学“十三五”规划和远景规划》中，明确要增

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建立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协同机制，引

导毕业生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做好就业援助工作，提高毕

业生到国家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就业比例，不断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二是在《厦门大学

2017 年工作计划要点》和《厦门大学 2017 年学生工作计划要点》中进行重点强调，要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强化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加大对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跟踪扶持力度；进一步

加强诚信就业教育，着力做好就业服务工作，拓展国家战略性新兴行业、大型中央企业、中

西部人才紧缺地区的就业渠道，加大力度培养推送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 

（二）专会研究部署。一是专门召开 2017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总结上一年工作，

查找不足，研究部署 2017 年就业创业工作。二是每月定期召开学生工作会和辅导员例会，

传达学习有关创新创业教育、就业创业工作上级文件精神，总结阶段工作，研判形势，查找

问题并研讨对策。 

（三）抓好建章立制。一是出台《关于做好 2017 届厦门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从“积极拓宽基层、重点行业和领域就业渠道，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工

作，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落实”四大方面，十六条措

施要求全校各单位全力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印发《厦门大学关于鼓励毕业生到基层、

西部地区、部队、国际组织就业及自主创业的奖励办法》，实施配套奖励。二是出台贯彻《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实施意见，进一步健

全鼓励引导学生到基层就业的工作机制。三是出台《厦门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工作实

施方案》，形成鼓励和支持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的完备工作体系。 

二、立足教育本质，创新创业和自主创业工作深入推进 

2016-2017 学年，学校深入实施《厦门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获评教

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2016 年 11 月,由教育部主办、我校承办了以“创

•无止境，展•望未来”为主题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学校首次实现全部项目均

获奖。2017 年 6 月，学校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 486 所国内高校，共



同发起成立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联盟。 

（一）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一是加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根据学生发展特点及不同年级需求，构建“1+3”的

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体系；面向大一学生开设《创业基础》课程，通过翻转课

堂、慕课方式，由专业老师、企业导师和政工干部组成的师资队伍全程参与课程，2017 年

共开设 5 个班级，174 名学生参加课程学习；开设创业先锋班、信息技术创业实践班等特

色班，为有创业意愿学生提供强化辅导；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研究方法、学科前沿等方面的必

修课和选修课，鼓励优秀教师把科研前沿知识和技术应用引入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创新能力，2017 年共开设创新创业类课程 475 门。 

二是实施弹性学制，允许学生休学创新创业。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

业。休学创业的本科生最长学习年限四年制专业不超过 8 年、五年制专业不超过 9 年。休

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硕士生不超过 7 年、博士生不超过 10 年。鼓励学生提前毕业

创业，根据不同学历和学制，可以申请提前 0.5-1 年毕业。 

三是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优先支持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通过加强与企

业沟通协调、与企业签订基地建设协议、落实基地建设经费、落实实习实践计划等方式，对

基地进行全面建设与管理，开展“真刀真枪”实习实训，切实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2016

年新启动 16 个校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教育基地。依托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全年组织学生

参加实习、实训数分别为 6278 人次和 3323 人次。 

（二）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建设。 

一是继续强化科研训练平台。2016 年学校投入 682.8 万元支持科创训练平台建设，继

续打造本科生早期科研训练和学业竞赛两平台，完善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四级大创项

目体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院级新立项项目 1158 项，从中遴选校级项目 666 项、省级

项目 62 项、国家级项目 201 项；校长基金本科生项目新立项 15 项。2016 年结题验收 1068

项，中期检查 440 项，58 项大创项目获评“201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优秀项目”。

此外，新建一批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启动建设 13 个本科生创新实践平台，与中科集团联合

成立创业学院。 

二是常态创新创业活动平台，精心打造“周周有咖啡，月月有路演，季季有融资”常态

化服务品牌活动，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校园氛围，2017 年全校共举办“创客+思享汇沙龙”、

“创客+融资洽谈会”、微路演、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论坛等各类主题活动近 60 场，覆

盖学生 13500 多人次；首次举办厦门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年会，展示创新创业成果，交流

创新创业灵感；扶持大学生创业联盟等 17 个创新创业类学生社团，通过开展“厦大全球校

友论坛——我的创业故事”系列活动、“企业家进校园”、“心连心”创业成长训练营等品牌

活动，向青年学生传授创业实践经验和感悟。 

三是夯实学业竞赛平台。构建以“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和“挑战杯”系列赛事为龙



头的竞赛平台，每年举办各类学业学术科技竞赛 60 多项，覆盖 20000 多人次，学生在各

级各类学科学业竞赛中成绩优秀，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我校荣

获 2 金 1 银 2 铜，创造了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总积分位列大陆高校第九位、福建省首位，

荣获“先进集体奖”。同时，学校投入 456 万元支持 189 个赛事，打造跨学科竞赛平台。其

中校内竞赛 87 个，承办竞赛 6 个，组织外出参赛 96 个，项目总数同比增加 51%，学生参

赛取得佳绩。 

（三）健全创新创业服务保障机制。 

一是推进创新创业标准园区建设。学校整合国家大学科技园、芙蓉隧道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翔安校区创业服务中心、演武创客空间等基地优势资源，打造创新创业全新生态圈（占

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以满足学生创新创业实际需求。目前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 30 个。

2017 年 3 月，园区正式获评“福建省创新创业标准园区”。 

二是完善创新创业信息服务。学校致力打造多功能线上信息服务平台，为学生开展创新

创业活动提供有力支撑。构建“本科生创新网”和“大学生创业服务网”双创网络平台，形

成了集创新立项、政策宣传、信息发布、项目展示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充分运用新媒体手段，

设立“本科生科创竞赛”、“创客+”、“科创中心”等微平台，提升信息的覆盖面和利用率。 

三是完善创新创业教育经费保障。统筹教学、学生经费和校友捐赠等资源，设立创业启

动金、创业配套奖励、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科创竞赛奖学金、社会课堂奖学金等，加大对实

践教学经费投入和自主创业扶持力度，学校每年投入创新创业方面的工作经费 2000 多万元。

2017 年“刘祥南创新创业基金”和“金圆创新创业基金”投入共 40 万元，资助了 42 个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积极争取政府支持，24 个项目获“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项目”扶

持奖补经费支持（110 万）、9 个项目荣获“福建省创业之星”、“福建省毕业生省级资助”

（50 万）、4 个项目获第二届中国（福建）女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奖励（10.7 万）。 

三、服务国家需求，就业指导水平和服务能力再上新阶 

2017 年，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动态简报》连续刊登《厦门大学：在

探索中全面启动推送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工作》、《厦门大学：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思

想引领，提升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基层就业工作》文章，在全国高校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

形成经验引领。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 95.6%；本科生境内外升学率 46%，较去年增加 1.9%；

进入世界前 100 位的国（境）外高校深造比例占出国（境）总人数的 54.8%，较去年提升

10.2%；国家重点行业和领域就业比例为 41.7%，较去年提升 4.5%；国家、地方基层项目

就业 113 人，较去年增加 41.3%。 

（一）全力抓好就业引导。 

一是加强就业教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意识。抓住招聘季、毕业季

等重要节点，举办“育人，遇自己”——大学生青年领导力论坛、“赴西部、基层、国家重



要行业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家国情怀，职业梦想——基层就业讲座”、“外交部形势与

政策宣讲会”、“重点单位就业沙龙”、“走进世界银行的厦大人”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青

海基层就业暑期社会实践”，“中航工业集团、中国航发集团暑期实习实训”；通过微信、易

班、新闻网站等学生关注较多的媒体平台推送榜样人物、事迹，广泛宣传重点单位就业典型。

以活动促教育，用典型树榜样，引导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二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拓展就业渠道。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

中西部地区发展、东北地区振兴等重大战略，2017 年先后与新疆、江西、江苏、杭州、都

江堰、哈尔滨、广州南沙、黄山等 10 余个地区人才机构、人事主管部门建立了人才战略合

作，引进了近 200 家单位进校洽谈；持续深化与大型中央直属企业、世界五百强等重点单

位人才供需对接，引进了中国航发、中船重工、中国商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交疏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一批优质用人单位进校揽才；加大“定向选调生”基层服务项目推进力

度，广西、四川、贵州、陕西、江西等 11 个省份定向我校招录选调生，其中青海、云南、

湖南、河南、重庆 2017 年首次定向我校开展选调工作。2017 届共有 113 名毕业生参加国

家和地方基层项目，较去年增加 41.3%；着力推动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深入开展国

际组织实习任职意愿问卷调研，提供精准指导和服务，建立国际组织校友人才信息库，构建

国际组织实习信息服务平台，开展“联合国人力资源外联项目宣介会”、“联合国实习经验分

享”等专项活动，覆盖 1500 多人次。2017 年有 4 名学生分获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银行和绿色和平组织录用通知。 

三是加强诚信就业教育和引导。规范学生签约行为，教育引导学生诚信就业、诚实做人、

诚信做事，全面促进学生成长成才；通过开展以诚信就业为主题的专题讲座、班会、座谈会

等教育活动，签订《诚信就业承诺书》、提供“一对一”签约指导服务，帮助学生树立诚信

就业意识；将职业定位、就业选择、行业发展等内容融入就业指导全过程，帮助学生分析形

势和未来发展，促使学生养成理性签约，诚信履约的良好习惯。 

（二）推动就业市场与信息全渗透。 

一是招聘活动实现高密度、多类型。学校主动邀请，主动对接，主动服务，为 2017 届

举办综合性、地区性、行业性、学科类等各类招聘会 664 场，总计参会单位 2147 家，较

去年同期增加 198 家；充分调动学院积极性，致力于打造有针对性的学科特色就业市场，

学科特色就业市场实现多学科、全覆盖，为 2017 届举办了人文、管理、医学、经济等在内

的 8 场学科类专场招聘会，总计参会约 420 家单位。 

二是重点单位就业资源实现再拓展、新突破。学校不断深化与大型央企的人才引进合作，

广泛举办各类重点单位专场招聘会，培育重点单位新增长点，2017 届共有 266 家重点单位

进校招聘，较去年增加 44 家。 

三是无形就业市场实现准推送、全渗透。依托就业中心网站、微信平台，有效整合毕业

生关注的各类就业资源，采用短信、易班、QQ、微信等方式为毕业生精准推送就业创业信



息，为 2017 届毕业生发布各类需求岗位 16 万多个，人均达 22 个岗位以上。 

（三）推进就业指导与服务精细化。 

一是全程化就业指导与服务。将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结

合行业动态和发展需求，提升课程针对性和指导性，2017 学年共开设各类就业指导课程 10

门次；提前摸底，了解学生就业意向、就业期望和就业情况，持续做好针对性精细化指导服

务。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广泛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在双校区

设立专门生涯咨询室，实现生涯咨询常态化，定期举办广场咨询会，2017 届毕业生咨询达

1200 多人次；丰富自助服务内容，开发了分专业辅导材料、就业指导手册、求职技巧攻略

等一批易学、易懂、易掌握的自助学习资料，满足学生日常学习需求。 

二是品牌化求职就业指导活动。2016-2017 学年全校共计开展“求职辅导月”、“分类

系列辅导”、“五月沙龙”、“名企面对面”等各类特色指导活动 284 场活动，覆盖 15000 多

人次；充分发挥品牌活动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了职业规划挑战赛、行政综合能力训练营、模

拟招聘大赛等一批有创新、有影响、覆盖广的特色活动，深受学生喜爱；利用专业大类分流、

双学位辅修、转专业、保研等时间节点，通过讲座、沙龙、“一帮一”结对等活动形式，加

强对低年级学生群体的专业选择指导和生涯规划教育。 

三是精致化就业困难帮扶。始终将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作为硬任务来抓，为重点群

体毕业生（包括家庭经济特殊困难本科毕业生、低保家庭毕业研究生和残疾毕业生）建立“一

生一策”帮扶台账，实施“观念引导、岗位推荐、技能辅导、经济援助”针对性帮扶，确保

家庭经济特殊困难毕业生 100%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