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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毕业生就业方式的转变，使得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本书以IT专业的大学生为对象，从IT行业发展以及IT行业的技术特点出发，以目标驱动和实现就业为
主线，在对职业、职业化、职业素质、职业规划等理论问题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指导方法和对应
用实例的介绍，为大学生提供求职IT企业的方法和实现途径。
    全书分为13章。
第1～3章介绍了当前教育背景和就业趋势，IT行业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因素；第4～7章从企业用人需求
出发，阐述什么是职业和职业化，以及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是如何形成的，说明IT企业对职业能力的
要求；第8～10章介绍如何正确评价自己以及进行个人评测的方法，通过对职业目标的确立做好个人职
业生涯设计；第11章讲述个人职业化塑造的方法；第12～13章介绍大学生们应该如何应对就业、进行
就业冲刺。
    本书由高校教师和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共同编写，其中包括双方在校企合作教育中使用过的讲义和素
材，共同积累形成的在理论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大量的应用实例。
本书内容新颖、结合实际，从朋友的角度，以朴实的语言，通过心灵交流，以求成为大学生们的励志
谈、经验说和方法书，是读者实现IT企业就业的好帮手。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各类职业院校IT专业的职业教育教材，也可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业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职业教育课程的指导用书，还可作为IT企业求职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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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就业大趋势　　1.1　就业现状扫描　　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和就业趋势是什么？
形成就业难的原因有哪些？
当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将来选择职业目标，为就业做准备时，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了解就业现状，也是大学生接触社会、认识企业、增加阅历、丰富经验的人生实践。
　　必要的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是个人成熟度的标志，也是进行职业规划的基础。
　　1.1.1　大学生就业制度　　我国大学生以“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办法的就业制度始于1993年
，即实行大学毕业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改革试点，通过人才劳务市场，采取“自主择业”的
就业办法。
1993年春季。
北京等地高等学校毕业生开始采取双向选择供需见面会，实行的当年，没有落实工作的毕业生，全国
共有8000多名。
　　此后，随着“自主择业”改革的不断深入，1 997年全国高校就业制度实行全面并轨。
部分大学生在毕业时不能及时落实工作的状况日益突现。
由于当时毕业生的总体规模较小，而那些一时未落实工作的毕业生，在大学生相对较为稀缺的时期也
很快地找到了工作，因此，在这段时期里，大学生就业问题并不严重。
　　从1998～2001年间，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都保持在100万人左右。
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较高的水平了。
然而，连续几年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都只有60％～80％，每年都有数十万大学生在毕业离校时还
未能顺利实现就业，这种情况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2002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145万人，比上一年度的115万人增加了26％，是建国以来毕业生数最多
的一年。
2002年2月8日，教育部等四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
关问题的意见》。
《意见》在强调前些年度提出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一些措施的同时，更是提出了诸多新的对策，如鼓
励大学生到基层、西部就业；解决非公有制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的有关问题；制定鼓励人才合理流动
的政策等。
　　《意见》同时将毕业生就业情况与大学办学资源的分配直接联系起来，将就业率与招生数量结合
起来，首次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社会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控制长线专业的发展规模。
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的学校和专业。
要减少招生数量，直至停止招生”。
2002年9月12日，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将大学生就业率与招生、经费投入、高校评估等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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