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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研究方向包括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大数据分析模型及其应用等

p 主编《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及多个省市的人才培养质量调研报告，

自2020年开始参与编写《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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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锦成简介

教育部“就业50强”“创业
50强”调查分析平台

（2014-2017）

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报
（2020- ）

全国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
（2015- ）

各省市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2014-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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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健全职业学校评价：重点评价德技并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证书获取、就业质量、双师建设等情况

建立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以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为核心

2020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教育部等九部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2020

完善职业学校评价制度：把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和创业能力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

• 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不低于95%，学生就业水平高

• 专业群：学生就业对口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就业满意度高

突出就业导向：把受教育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就业质量作为重要指标，引导职业学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

教育部、财政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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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工作推进会

教育评价
改革牵引
综合改革

育人方
式改革

保障机
制改革

管理体
制改革

办学模
式改革

2022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 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

• 完善评价结果运用：综合发挥导向、鉴定、诊断、

调控和改进作用

深化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推进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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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质量

人才培养
质量

就业
质量

职业教育评价体系

产教
融合

校企
合作

双师
建设

职业
道德

技术
技能
水平

职业
素养

就业
率

对口
率

满意
度

创新评价工具
运用评价结果

反馈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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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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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届高职毕业生已达到522万

•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毕业生规模剧增，

2023届毕业生就业压力大

数据来源：教育部、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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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毕业生就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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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去向落实率：2022届降幅较明显

• 毕业去向分布：全职工作占比继续下降，升学率、自由职业占比继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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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就业毕业生分析：“慢就业”心态更加凸显；对工作能力和知识掌握缺乏信心（疫情对教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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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衍生问题

教育不匹配

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

不能找到与之教育水平相

匹配的工作

知识不匹配

产业结构变化和数字经济

发展迅速，求职者所学知

识并非相应职业所需知识

技能不匹配

沟通、组织、创新、服务

意识、全局意识、职业道

德等“软技能”愈发重要

需求侧

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劳

动力需求结构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

结构性矛盾：就业难+招工难

供给侧

办学方向、专业设置、

课程内容、技能习得等

教育改革相对滞后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培养

就业

招生

知识技能同市场需求
相适应

专业结构同产业结构
相匹配

入
口

过
程

出
口

调整招生计划 完善培养方案

联动
机制

两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2022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两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

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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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

数据处理

招生-培养-就业全过程质量监测

指标构建 数据采集

学生成长监测
（在校生）

短期就业监测
（短期毕业生）

职业发展监测
（中长期毕业生）

利益相关方反馈
（教师、单位、家长）

招
生

人
才
供
给

数据BI数据报告 数据模型

新锦成“平台+”解决方案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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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监测分析平台

 平台配置页面

平台展示页面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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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 案 例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综合指数 指标点 数据来源

短期就业
质量指数

就业机会充分度

短期就业监测
（毕业半年内）

职业期待吻合度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工作总体满意度
工作薪酬满意度
工作内容满意度
职业前景满意度

综合指数 指标点 数据来源

职业发展
质量指数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职业发展监测
（毕业3年后）

工作总体满意度
工作稳定性
职位晋升率
薪酬涨幅

职业发展历程满意度

• 方法：基于毕业生的短期就业监测和职业发

展监测，计算该校25个专业的短期就业质量

指数、职业发展质量指数，进行交叉分析

案例一：各专业培养质量分析
合作客户：东部地区某双高院校

• 目的：对比全校各专业人才培养成效，确定

招生与培养的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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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

视觉传达设计

广告艺术设计
电气自动化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应用化工技术

园林技术

现代物业管理

服装与服饰设计

生物制药技术

数控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体育教育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市场营销
商务英语

中药制药

大数据与会计

现代物流管理

健康管理职
业
发
展
质
量
指
数

短期就业质量指数

案例一：各专业培养质量分析
合作客户：东部地区某双高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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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W A

提升
• 拓展就业机会
• 加强就业指导

优势
• 继续保持
• 考虑扩招

调整

• 做好职业规划
• 培养跨界技能

劣势

• 全面干预培养过程
• 考虑缩招甚至撤销

短
期
就
业
质
量
高

职业发展质量高

短
期
就
业
质
量
低

职业发展质量低

• 波士顿矩阵分析法：二维

四象限界定各专业相应问

题，提出改进建议

案例一：各专业培养质量分析
合作客户：东部地区某双高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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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模型：采用监督式机器学习算法 XGBoost 对全国高职毕业生就业大数据进行训练，得出30余项

特征指标对就业满意度的预测模型

虽然 XGBoost 预

测效果很好，但解

释效果不佳

• 解释模型：用合作博弈论启发的解释模型 SHAP 来解释每个特征指标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力

案例二：专业群就业大数据分析
合作客户：西部地区某双高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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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 职业期待
符合度

专业群就
业机会 就业职业 月收入 就业稳定

性
就业单位

性质 求职途径 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 就业行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 7.33 4.79 3.77 2.26 2.04 0.86 3.22 1.63 0.85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4.26 3.43 2.26 2.70 4.45 1.67 1.62 1.51 0.67 

畜牧兽医专业群 2.59 3.41 2.14 1.25 2.82 0.53 0.70 0.62 1.52 

广告艺术设计专业群 2.06 2.05 0.77 3.70 0.00 0.46 0.50 0.83 0.74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群 2.39 8.39 2.76 0.48 5.57 1.40 1.02 0.07 2.42 

健康管理专业群 0.54 0.55 2.65 0.28 1.95 3.00 0.00 3.30 0.00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群 0.62 0.00 1.06 7.50 0.44 3.38 0.17 0.19 0.38 

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群 7.60 0.98 4.97 3.04 0.87 10.00 2.71 1.29 1.03 

案例二：专业群就业大数据分析
合作客户：西部地区某双高院校

• 将模型应用于全校8个专业群，各专业群可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工作、优化培养过程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网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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