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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完善创业扶持体系，积极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实现创业带
动就业

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和经验做法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国家
战略，我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也与
时俱进，积极适应并引领“新常态”，不断完
善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及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
体制机制建设，在学校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和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各部门的联动作用，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2015 年，我校成功申请 2015
年吉林省政府创业专项经费 450 万元，为学校
有效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提供了经
费保障。加强创业指导课程建设，针对本专科
一年级学生开设《创业基础》必修课，培养学
生的创业能力，对二三年级学生开设《创业实训》
选修课，培养学生的创业核心能力；针对不同的
创业学生群体有效开展创业沙龙、创业工作坊、
创业培训等，各学院也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开展
丰富多彩的创新创业教育与指导活动，在全校
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积极开展
创新创业研究，省级课题立项 11 项，校级课题
立项 31 项。创建吉林大学创新创业服务网，实
现集政策发布、教育引导、信息集散、资源共享、
管理咨询、成果转化“六位一体”的创新创业
信息平台，为创客和投资者搭建畅通的对接平
台。完善校内 3 个创新创业实训平台建设，依
托各校区的学科和资源优势，新建 11 个创新创
业实训基地，依托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建立了吉
林省高校首个 i-Flame 创客空间，发挥不同学部、
学院的学科优势，创建了创业苗圃、创业咖啡；
积极与人社厅、工信厅、教育厅等政府相关部门、
各地商会、校友会和社会企业广泛联系，共建
开放共享的创业生态环境。2015 年 7 月 30 日，
我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成功入选首批“全
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单位；目前，
我校创新创业工作呈现积极活跃态势，各项工
作扎实稳步推进，受到中央、省、市各级领导
的高度肯定和一致好评。

     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视察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
组织的创业沙龙并与师生亲切交流

     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委常委、长春市市委书记高广滨，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房俐等一行，在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李
元元等校领导陪同下，来到吉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调研学生创新创
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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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总理视察吉林大学 ]

此 外， 我 校 还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2015
年 4 月李克强总理来吉林大学考察
作出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秉承“举全校之
力，办一流赛事”的原则，积极筹
备并成功承办了首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赛旨在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大学
生的创造力，培养造就“大众创新、
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推动赛事成
果转化，促进“互联网 +”新业态
形成，主动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
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大
赛共吸引 31 个省（市、自治区）
1878 所高校的 57253 支团队报名参
加，提交项目作品 36508 个，参与
学生超过 20 万人，带动上百万大学
生投入创新创业活动。吉林大学也
在此次大赛中取得了“一金两银”
的优异成绩。

      2015 年 4 月 10 日下午，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蒋超

良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国家部委有

关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吉林大学学

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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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延东副总理亲临“互联网 +”大赛 ]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吉林大学接见首

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学生、指导老师和专家评委代表，

出席深入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座谈会并讲话。她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增强深入推进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此次大赛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作出
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亲临比
赛现场，接见大赛获奖师生及评
委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举办
此次大赛是国家“互联网 +”计划
的具体落实，也是发挥大学生创
新创业主力作用，推进高等教育
与“互联网 +”有机融合的有益尝
试，充分展示了大学生的求知精
神和创新能力，将会进一步激发
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

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和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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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扎实推进“八个计划”
      为了不断完善“五个体系”，我们还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
扎实推进了“八个计划”，不断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水平。

       对我校 2015 届毕业生中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能就业的 592 名毕业生
进行跟踪服务。

       在保持就业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措施全面提升毕业生
就业质量，帮助毕业生实现充分满意、高质量就业。

       建立“就业困难群体”数据库，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就业补贴、就
业指导、技能培训、岗位推荐等就业帮扶。

       按学部、行业、地域等赴西北地区、京津塘、川贵渝、湘鄂赣等地
集中进行就业市场开发。

       不断加强和完善就业指导、创业指导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提
高就业创业通识教育水平，针对毕业生差异化就业需求，开展富有实效
的就业指导活动。

       重新聘任了以各学院学生工作队伍为主体的就业创业指导教师，开
展生涯规划教学培训 1 期（TTT）、承办吉林省高校就业创业教师高端
培训 1 期、承办吉林省首期创业教师高端培训 1 期。

       推出了改版升级后的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功能更加齐全，操作更加
便捷。

       成立“创业指导科”，建立“自主创业学生”数据库，对有创业意
愿和自主创业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指导，并在场地、资金等方面
适当给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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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和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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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反馈教学与毕业生社会评价

(一 ) 就业反馈教育教学工作
      吉林大学一贯重视就业指标对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反馈和预警作用，建立了完善
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1. 对招生计划、专业
设置的反馈机制
      学校每年召开招生听证会，将
各专业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等数据作
为每年调整招生专业设置及招生人
数设定的重要依据之一，建立和完
善就业与招生计划的联动机制，建
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根据就业
情况及时对招生计划、专业设置等
进行合理调整和改善，形成就业与
招生的良性互动。通过科学制定招
生计划、积极开展招生宣传、严格
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和合理规范招生
操作程序等措施，有效地提高招生
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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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反馈教学与毕业生社会评价

2. 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反馈
机制
      学校建立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就业中心、学生
工作部等学生培养单位为主的领导小组，每年召开
专题会议，形成就业工作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
反馈机制，建立和完善就业与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方案、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联动机制，
深化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建设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注重发
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
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创新人才培养这一
主线。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富有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志高远、敢担当、基础厚、
能力强、会创新、适应广’的高素质人才”为培养
目标。突出“学科综合环境、创新环境和开放环境”
三种环境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培养具有“基
础扎实、工作务实、为人朴实、作风踏实”品格的
“学术型、工程应用型、管理型、国际型、创业型”
等五类创新人才。
       落实学校“创新兴校”战略，充分依托高水平大
学的科研优势，鼓励高层次教师为本科生开设科研
前沿课程和讲座课程，引导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教学，开展各类创新、创业讲座，举办系列科技创
新和创业活动，激发学生探究知识的热情，培养学
生的科学思维与创新意识。同时，把大学生的科研
实践作为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构建了以大学
生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开放性创新实验
项目为主，“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等科技创新和创业实践活动为辅的本科生创新实
践体系，引导本科生早期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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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毕业生社会评价状况
      吉林大学一贯重视就业指标对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反馈和预警作用，建立了完善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状况
      对于走出校门的毕业学生，学校每年都会在
当年招聘季结束之后，以寄送调查问卷、电话回
访、就业走访等方式，对 70% 左右用人单位进行
毕业生满意度调查，了解我校毕业生在职的实际
表现。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我校毕业生在职业道
德、敬业精神、心理素质、团队合作等方面表现
优异，在理论水平、专业知识结构、技能掌握等
专业素质方面基础扎实、运用灵活，在业务能力、
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都显示出较高
的水平。此外，从我们开展的调查来看，吉林大
学 2015 届毕业生 85% 左右对目前就业单位非常
满意或比较满意，76.8% 的毕业生工作与专业对
口，98.5% 的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质量给予
了满意评价。

2. 社会对毕业生评价状况
      学校建立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机制，通过问卷调
查、电话回访、上门调研等方式，征求各企事业单
位、校友、相关机构等对毕业生培养质量的意见和
建议，以各种方式反馈给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
作为社会对吉林大学人才培养评价的主要依据之一。
从 2015 届毕业生的反馈情况来看，吉林大学毕业生
以专业基础扎实、工作踏实肯干在社会形成了良好
的口碑，打响了吉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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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反馈教学与毕业生社会评价

3.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
作评价状况
      近年来，到我校招聘毕业生的用人单
位数量保持平稳，用人单位的行业分布
结构更加合理，各行业领军企业数量有
所增加，用人单位质量有所提高。截止
到目前，到我校召开校园专场招聘会的
企业多达一千余家，其中不乏多家国际
国内的知名企业，如中国一汽集团、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星
电子、百度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上汽、
宝洁、中国工商银行等。学校有关部门
全力以赴为用人单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通过较为完善的就业信息平台为用人单
位发布招聘信息，安排专人负责招聘场
地、宣传和后勤保障工作，给用人单位留
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用人单位对我
校就业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学校也与
许多用人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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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凸

显，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形势仍将复杂严峻，

吉林大学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文件

要求，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开创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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