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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 

 

新冠肺炎疫情對本地經濟和就業環境帶來沉重打擊，就業市場環境持續惡

化。最新數據顯示，本地居民失業率已上升至 4.3%，是 2009 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新

高。其中，近兩屆高校畢業生是主要的失業人群，並可預見情況在整體經濟復甦

前難以改善。部分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態，許多應屆畢業生“失業”

或長期以“不穩定兼職”為主的工作狀態已維持超過 1 年甚至 2 年。 

國家高度重視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2021 年，國家教育部發布《關於做好

2022 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完善市場化社會化就業促進機

制，強化就業指導服務，具體政策包括鼓勵中小企業更多吸納高校畢業生，組織

開展大學生就業實踐調查活動，持續打造“互聯網+就業指導”公益直播課堂等。

近日，國家十部門更發布了《關於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的通知》，募集

社會力量，以補貼支持、稅費支持、激勵推動三類支持政策，積極開發不少於 100

萬個就業見習崗位予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爲他們提供充足見習機會。 

參照國家具體支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政策，本人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優化現行“帶津培訓”的培訓內容，引入“商界主導”模式，令培訓內

容與產業發展、企業需求相掛鈎，加快開展符合市場需求的培訓課程。建議政府

可以考慮資助大型企業或行業商會開辦內部培訓課程，協助青年在職場“練功

夫”，確保“練功夫”的內容是企業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以此創設誘因鼓勵企

業聘用受訓人員。與此同時，要加強現時“帶津培訓”課程的產業導向，結合產

業發展方向和科技趨勢，以實用性技能為主，提升人資水平。 

二，向企業大力推廣《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中“聘用初次求職青年之津

貼”。建議社會保障基金加大力度向僱主推廣津貼，鼓勵僱主，尤其是中小企業

為高校畢業生創造就業崗位。與此同時，可考慮適度放寬申請條件和按通脹增加

津貼金額，簡化申請手續，最大程度為僱主新增職位創設誘因。 

三，參照國家“24365”大學生就業服務平台，創設專屬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服

務平台，促進網絡招聘市場的建設，為畢業生提供就業資訊、就業政策、就業指

導服務，並逐步建立畢業生的求職意向庫。與此同時，政府可錄製以青年為主要

對象的網上求職培訓課程，結合青年的實際需求，錄製公開課程，內容涵蓋就業

形勢、產業發展、面試及求職技巧、履歷撰寫，提升勞動人口的能力和競爭力。 

 

 

 



 

 

 

國家教育部“互聯網+就業指導”公益直播課堂 

 

國家“24365”大學生就業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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