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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竞争力提升路径探索
＿

王 珩

【 内 容提 要 】 就 业 竞 争力 是影 响 大 学 生就业质量 的 关 键 因 索 。

“

非 洲 学
”

硕 士研究生 的就业竞争 力 具有 自 己 的 内 涵 与 构 成 。 通过对

近五年
“

非 洲 学
”

毕业 生的 调查分析发现 ， 学 生 就业竞 争力 总体上

有较大提升空 间 ，
优秀毕 业 生就 业经验值得 总 结 。 建议从学 生 、 学

校和社会几个层 面 出发 ，
对

“

非 洲 学
”

学 生进行合理 引 导
，
树立 正

确观念
；
创 新培养模式 ， 提 升核心 能 力 与 素貭 ；

完善制 度建设 ，
实

现协 同创 新 ， 合 力 培养服务 国 家 战略 、 适应发展 需 求 的
“

非 洲 学
”

人才 。

【关 键 词 】 非洲 学 ；
就业竞争力

【作者 简 介 】 王 珩 ，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非 洲 研 究 院 党 总 支 书 记 、

教授 。

“

非洲学
”

， 是一门专门 以非 洲大陆 的人文 与 自 然 现象为研究对象 、

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 当代政治 、 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

叉学科 。
？ “

非洲学
”

在西方 国家 已有百余年传统 ， 依托这一学科培养 了

大量高端人才 ，
以满足其对非战略需求 。 中 国建设

“

非洲学
”

学科 的探

索方兴未艾 。 当前
，
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深入和

“
一

带一路
”

倡议 的进 一

步推进 ，
国 内外对

“

非洲学
”

人才 的需求越来 越迫切 ， 无论是学术界 、

？ 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第六期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项 目 成果 。

① 刘鸿武
：＜ 国际思想竞争与非洲研究的中 国 学派＞ ， ＜ 国际政治研究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４ 期

， 第

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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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还是社会大众对非洲知识和
“

非洲学
”

髙级人才都有较大需求 。

２０ １８ 届全国普通髙校毕业生预计 ８２０ 万人
，
就业创业工作面临 复杂严峻

的形势 。
？ 在此背景下 ， 近五年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 。

如何提升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竞 争力 ， 引导毕业生
“

走 出 去
”

就业创

业
，
助力 国家

“
一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战略 ， 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

－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竞争力的内涵与构成

就业竞争力是影响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状况和职业发展 的核心 因

素 。 调査和分析近五年
“

非洲学
”

毕业生就业状况后 ， 我们认为 ：

一方

面 ， 近五年初次就业率数据从面上呈 现
“

非洲学
”

毕业生总体就业竞争

力偏弱的现实 ， 而另 一方面 ，

一些成功就业 的 案例从点上展示 出一些 良

好的就业能力和专业水准 。 为此 ， 应该厘清
“

非洲学
”

研究生 的就业竞

争力 内涵和结构 ， 积极总结成功 的就业经验 ， 分析就业率低 、 竞争力不

足的 内在原 因 ， 有针对性地提 出提升就业竞争力 的路径与对策 ，
以进一

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与能力 ， 实现
“

非洲学
”

毕业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

发展
， 为实现

“
一带一路

”

国 际合作战略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资源 和人才

支撑 。

（

―

） 就业竞争力 的内涵

国 内外学者对就业竞争力 的 内涵做 了相关研究 。 赵志川等人认为就

业竞争力是大学生初 次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以 及在 以后 的职业生涯 中能够

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更加有效地 向市场提供 自 己 的智力和服务 ， 从而保

证 自 身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
？ 楼锡锦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

竞争力是指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战胜竞争对手 、 找到适合才能发挥和实

现 自 身价值的适 当工作 岗位 的 能力 。
③ 刘雪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了概

①教育部 ：
＜２０１８ 年全国 ８２０ 万大学生将毕业 就业形 势严竣

＞ ， ＜人 民 日 报 ＞
２０ １７ 年 １ ２

月 ７ 曰
， 第 ３ 版 。

② 赵志川 、 陈香兰 ： ＜论 大学生就业 竞争力及其 提升 ＞ ， （黑龙江 高教研究 ＞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

第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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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楼鴒镩 、
周树红 、 吴 丽亚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分析 ＞ ，

《教育发展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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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 认为就业竞争力是指毕业生能成功进人就业市场 ， 并在竞争 中 战胜

对手 ， 找到适合个人才能发挥的 工作岗 位 ， 并在工作 中实现个人价值的

能力 。 笔者 比较认同刘雪辉的分析 ： 就业竞争力 的 大小或强弱是相对的 ，

只有通过比较或竞争才能体现 出来 。 另外 ， 就业竞争力是发展的 ， 随着

时间 推移 ， 个体就业竞争力可能由 弱逐渐变强 。

？

（二 ） 就业竞争力 的构成

就业竞争力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表现 ，
是解决大学生职

业生涯可持续发展 的 内核 。 不 同的 学者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 的划分有

所不同 。 英国学者奈特 （ Ｋｎｉ
ｇ
ｈｔ

） 最先提出就业能力 的简易模型 ， 他将就

业能力视为个人品质 、 技能 、 学科理解的 有机结 合。
２００４ 年奈特将模型

进一步扩展修订 ， 构建 了大学生就业能力 ＵＳＥＭ 模型 ，
包括学科知识 的

理解力 、 技能 、 自 我效能和元认知等 四个要素 。
？ 我 国学者李恩平等人认

为构建大学生就业能 力 的 四个维度是基础能力 、 专 业能力 、 个人特质 、

社会适应能力 。 陈勇认为就业能力包含专业知识和技能 、 通用技 能 、 个

人品 质 、 职业规划能力等 四个要 素 。 曲 绍旭认为大学 生就业竞争力培育

的核心是提髙大学生 自 身能力 ， 包括事务能力 、 拓展能力 、 团 队合作能

力等 。

？ 冯惠敏等学者从教育学的角 度 ， 厘清知识 、 能力与素质三者间 的

关系 ，
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是指 大学生 获得 和保持职业机会 ， 并在职业

发展中取得提升 以及应对职业变化的能 力 ， 大学生就业能力包括通识能

力 、 专业能力和就业特殊能力 三部分 。
？

（ 三 ）

‘‘

非洲学
’
’

研究生就业竞争力 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 ，

“

非洲学
”

研究生一方面需要具有以上 提到 的研究生的

一

般性 、 普遍性的素质能力 。 如在科研方面 ， 要求学生对社会经济生活

①刘雪辉 、 张宏雷 ： 《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 力因素探究 》 ， 《人才资 源开发 ＞
２０１ ７ 年第 ２２

期
，
第 ９０

－

９２ 页 。

② 史秋衡 、 文静 ： 《 中 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基 于学情调査的 自 我评价分析 ＞
， 《北京 大

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第 １ 期
， 第 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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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曲 绍旭 ：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培育棋式创新研究 》 ，
《创新人才教育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１ 期

， 第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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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冯惠敏 、
熊淦

、
刘 彦军 ：

《大学生就业能力 提升研究
——

以 Ｗ 大学为例 》 ， ｛领导科学论

坛 ＞
２０１ ７ 年第 １９ 期 ， 第 ５５

－

５８ 页 。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 竞争力提升路径探索 ２ １ ７

中的某些问题持有一种专业敏感 ， 能够对问题的发展 、 现状 、 特点和趋

势等形成方 向性判 断 ； 能独立査 阅国 内外学术文献 ， 能够对相关 问题进

行文献综述 ； 能够对文献综述过程中 产生的 问题进行逻辑归纳并有所提

炼和升华 ； 能够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 考 ， 具备基本的 调査方法和研究 问

题 的能力 ， 并且能够提 出一些相对成熟的 看法和观点 ； 在导师指导下参

与一定数童 的科研活动 ，
包括承担导 师或导师组的 部分科研任务 ， 在公

开刊物上发表至少 １ 篇 论文 ； 等等 。
① 另 一 方面 ， 由 于

“

非洲 学
”

这

一学 科的 特殊性 ，
还必须培养学生特殊 的 专业技能 和就业能力 。 首 先

要有
“

非洲情怀
”

。 浙江师 范大学非 洲研究 院建 院伊始就确立 了
“

全

球视 野 、 非洲情怀 、 中 国特色
”

的 治学理念 ， 即
“

对非洲大陆怀有 赏

爱之情并 以非洲研究 为人生事业 ； 站在 中华 文化厚重土壤 上追求非洲

研究 的 中 国 特色
；
以 开 阔 的 全球视野 来认知把握 中 非 关系 与 非 洲 问

题
”

。 其次要有髙远 志 向 ， 要 求
“

非洲学
”

专业师 生秉承
“

志存髙远

而立 根大地
”

的 治学风格 ，

“

既有卓然 不群 的理想 追求 ， 又 能勤奋严

谨地 踏实工作
”

， 做到
“

学术追 求与现 实应用并 重 、 学科建设与社会

需求 兼顾
”

，
既考虑研究 院 自 身 的学 科建设与学 术追 求 ，

又密切关注

国 家战略与社会需 要 ， 努力 实现两 方面 的动态 平衡 。

？ 最后要知行合

一

， 将思与行相结合 ， 做到
“

我行故我在
”

， 鼓励
“

非洲学
”

师生深人

非洲 国家一线开展 田野调査
， 将论文 、 调査报告书、写在中 国与非洲的 大

地上 。

二 近五年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状况调查

“

非洲学
”

是交叉学科 ， 其培养 目标主要是面向有关髙等院校 、 科研

机构和企事业单位 ， 培养高层 次研究人员 、 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 。 培养

方案要求
“

非洲学
”

毕业生达到 以下 要求 。

一是掌握扎实 、 精深的非洲

学基础知识 ，
包括相关非洲 国家 、 地区 和领域 的知识 ；

二是掌握非洲学

研究的各种技术手段 ， 如相关资料的搜集 、 辨识 、 分析等 ；
三是具有 系

①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 ，
《

“

非洲学
”

研 究生培养方案 ＞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

ｈ ｔ ｔｐ ：
／／

ｉａａ． ｚ
ｊ
ｎｕ． ｃｎ／２０ １７／０３０２／ｃ６ １

９ ４ａ ｌ
４

１
３０ １ ／ｐ

ａ
ｇ
ｅ

．
ｈｔｏ

，
访间时间 ：

２０ １ ８年
３月１０日 。

②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 研究 陕 ，＜
“

非洲 学
”

发展 规划 ＞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

ｈ
ｔ
ｔＰ ：

／／ｉａ Ｓ ．

ｚ
ｊ
ｎｕ ． ｃ ｎ／ｘ ｓ

ｙｊ
／ ｌ ｉｓＬｈ ｔｍ

， 访 问时间 ：
２０ １ ８年

３月１０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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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严谨 、 科学 的非洲研究理论与方法 ；
四 是了解 与非洲学相 关学科 的

前沿成果、 理论与方法 ；
五是具备独立 的学 习 、 教学 和研究能力 ， 形成

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 ， 并且有一定数量 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 研

究方向 主要集中在 四个领域 ： 中非关系史 、 非洲经济史 、 非洲政治史和

非洲文化史 。

？

为 了解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状况 ， 掌握培养 目 标达成情况 ， 我们

选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做 了近五年毕业生就业状况 的 相关调査 。

该院率先建立了国 内首个
“

非洲学
”

交叉学科硕士点 、

“

政治学
”

（ 非洲

政治与国 际关系方向 ）

一级学科硕士点和
“

非洲教育
”

与
“

非洲史
”

二

级学科硕士点 ， 包含非洲政治与 国 际关系 、 非洲 经济 、 非洲教育 、 非洲

历史与 文化等专业方向 。 作为教育部的
“

区域与 国别研究基地
”

， 学院人

才培养和对外交流的基础扎实 ， 获得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

（

一

）

“

非洲学
’’

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与全校平均就业率有
一

定差距

调査显示 ， 近五年该院共培养毕业生 ６６ 名 ， 历年平均初次就业率？

为 ７ ５ ． ７９％
，
近五年初次就业情况详见表 １

。

表 １ 近五年
“

非洲学
＂

研究生初次就业串统计

年份 毕业生总人数 就业人败 初次就业率 （
％ ） 学校初次就业率 （

％
）

２０１ ３ １４ １ １ ７８ ． ５７ ９４ ． １６

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０ ８３ ． ３３ ９２ ．
７０

２０１ ５ １３ ７ ５ ３ ． ８５ ９５ ．９５

２０１ ６ １４ １ １ ７８ ．
 ５７ ９５ ．９６

２０１ ７ １ ３ １ １ ８４． ６２ ９６
． １６

合计 ６６ ５０ ７５ ． ７９ ９４ ． ９８６

资料来源 ： 由 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 院提供 的 ２０ １３
—

２０１ ７ 年全校硕士毕 业生初次 就业率统计

数据 。

①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 ， 《非洲研 究院 世界史专业 攻读硕士学位研 究生 培养方 案 ＞
，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 ，
ｈｔ

ｔｐ ：／
＾

ｉ
ａｓ ．ｚ

ｊ
ｎｕ ． ｃｎ／２０ １７／０ ３０２／ ｃ６ １ ９５ ａ

ｌ４ １ ３０２／ｐ
ａ
ｇ
ｅ． ｈ ｔ

ｍ
，
访 问 时 间 ：

２０１ 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② 依据教育部的有关 文件
，
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的计算方法是毕业生 的总人 数减去 未就业

毕业生人数 与毕业生总人数之 比 。 初次就业率计算公 式为 ： （ 毕业 生总人 数 － 未就 业

毕业生人数 毕业生总人数 ｘ
１ ００％， 指标统计的截 止时间分别 为 ７ 月 １ 日 和 １ ２ 月

底两个时 间点 。 本研究初次就业 率为截止到当年 ７ 月 １ 日 的统计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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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 ，

“

非洲 学
”

五年平均 的 初次就业率 比学校初次就业率

总体水平低近 ２０ 个百 分点 （ 两者 近五年对 比情况详 见图 １
） 。 尤其是在

２０ １ ５ 年 ，
这一差距拉得更大 ，

达到 ４０ 多个百分点 。 因此 ，
我们可以这样

认为 ，

“

非洲学
”

研究生相对较低 的就业率从面上说明 了毕业生就业竞争

力总体上较弱 ，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

—

“

非洲 学
”

初次就业率
一

ｃｉ
一 学校初次就业率

２０ １
３２０ １４２０ １ ５２０ １６２０ １７（ 年份 ）

图 １ 近五年
“

非洲学
”

研究 生 与全校初次就 业率对 比

（ 二 ＞
“

非洲学
”

研究生 更倾 向于 到教 育部 门 ． 企事业单位任职

“

非洲学
”

专业的 培养 目 标是培 养 中 国 的
“

非 洲 通
”

和非洲 的
“

中

国通
”

，
主要面 向有关髙等院校 、 科研机构 和企事业单位 ，

培养高层次研

究人员 、 教学人员 和 管理人员 。 为 了 解培养 目 标 的 达成情况 以及毕业生

任职与
“

非洲 学
”

专业 的 匹配度 ，
我们对近五年

“

非 洲学
”

研究生初次

就业的去 向做了统计 ， 结果见表 ２ 。

表 ２ 近五年
“

非洲学
”

研究生初次就业去 向统计

单位 ： 人

年份 就业人数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 、 初等

教育单位

其他亊业

单位
其他企业 升 学 出 国 出 境

２０ １ ３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１

２０ １ ４ １ ０ ０ ３ １ ３ １ １ １

２０ １ ５ ７ ０ ０ ２ ０ ３ １ １

２０ １
６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４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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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就业人数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 、 初 等

教育单 位

其他事业

单位
其他企业 升学 出 国 出 塊

２０ １ ７ １ １ １ ２ ４ ０ １ １ ２

合计 ５０ ５ ９ １ ０ ５ １ １ ４ ６

从上表可 以 看出 ， 学院大 部 分
“

非 洲 学
”

研 究生 就业质 量 较好 。

其 中 到 教 育 单 位 （ 包 括 髙 、 中 、 初 等 教育 单 位 ） 就 业 的 人 数 最 多

（ １ ９ 人 ） ， 占到 已 就业 毕业生 总 数 的 近 四 成
， 其 中 到 高等 教育 单位 和

中 、 初等 教育单位的 人数基本 持平 。 如 果加上考博 升学 到 国 内 外髙 校

的 ４ 人 ， 其 比例几乎达 到 已就 业人数的 一半 。 这 与
“

非 洲 学
”

所 在髙

校——浙 江师 范大学 （ 以教师 教育 为主 的多科性 省 属 重 点 大学 ） 的 办

学历 史 、 学生较传统 的就业观念 、 基础 教育事业 的 发展 以及 近年 尊师

重教 的社 会大环境等 因素有关 。 到 其他 事业 单位 和 企业 就业 的毕 业生

有 １ ６ 人
，
其 中 国 企私企 的 １ ０ 人

，
事 业单位 的 ５ 人

， 创业 的 １ 人 。 在

６ 位 出 国 出 境就业 毕业 生 中 ， 除 极少数 到 非洲 中 资企 业 就业 外 ， 其余

均 为赴非洲 孔 子学 院 汉语 志 愿 者 。 令 人欣 慰 的 是 ， 在 专 业 匹 配度 方

面 ，
毕业 生从事 与非 洲 相 关工 作 的 有 ２ １ 人 （ 占 已 就业 人数 的 ４２％

，

占毕 业生 总数 的 近 １ ／３
） 。 近 年 ， 这一 比例 在逐 步上 升 。 图 ２ 更直 观

地展示了 毕业生 的就 业去 向 。

图 ２ 近五年
＂

非洲 学
”

硕士研 究生初 次就业去向
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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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少部分
“

非 洲 学
”

研究生 就业 困 难 ， 引 导毕 业 生
“

走 出 去
”

空 间 巨大

一份中 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査 报告显示 ，
未就业毕业 生们对于 自 身

未成功 就业 的 主要 原 因
，
认 为

“

自 身 竞 争 力 不 足
”

的 比 例 最髙 ， 占

３０ ． ５％
， 因

“

所学专业需求较少
”

的 占 ２７
．
７％

， 另外还有学生认为是其

他方面的影响 。
？ 而在面向

“

非洲学
”

专业在读研究生做调査时 ， 其结果

有所区别 。
２０

．９％ 的在校生认 同
“

自 身竞争力 不足
”

，
比例位居第二 ， 更

多 的人 （ ３５
． ８２％ ） 倾向 于把

“

所 学专业需求较少
”

列为
“

非洲学
”

研

究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 （详见图 ３ ） 。

图 ３
“

非洲学
”

研究 生认为 造成 就业 困 难的 主要原 因

事实上 ， 当前
“
一带一路

”

国 际合作倡议深人推进 ， 中 非合作是 国

家战 略 ，
非洲 是产能合作的 重点 区域 ， 近年 国 内 外对熟悉非洲事务人才

的需求急剧增长 。 课题组分析 ， 被调査者之所 以认为
“

所学专业需求较

少
”

，
有可能一是因为学生不太了 解海外用人单位需求信息 ；

二是毕业生

在选择用人单位时受传统观念 、 怕 苦怕 累怕 寂寞 的心理或亲 朋好友 的影

响 ， 不愿意去非洲 国 家就业创 业 ，
因 此容易 从心理上忽略来 自 亚非拉等

① ２０ １６ 年中 国 大学 生躭 业状况 调 査课题组 ： 《 ２０ １ ６ 年 中 国 大学 生就 业 状况 调査 报告 》 ，

《 中 国大学生就业 》
（ 理论版 ）

２０１ ７ 年第 １ ４ 期 ， 第 ３４
－

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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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 国家和区域的用工箱求 。 因此 ， 高校在引 导大学生
“

走 出 去
”

就

业创业 、 实现人才资源的
“

产能
”

转移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三 提升
“

非洲学
”

研究生就业竞争力的路径与建议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既是 自 身能力 的 体现 ， 又是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人

才满意度的体现 。
？ 为提升

“

非洲学
”

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 ， 课题组建议

从学生 、 学校和社会几个层面着手 ， 对
“

非洲学
”

学生进行合理引 导 ，

树立正确观念 ； 创新 培养模式 ， 提升核 心能力与 素质
；
完善 制度建设 ，

实现协同创 新 ， 合力 培养 服务 国 家战 略 、 适应 发展 需 求 的
“

非洲 学
”

人才 。

（

―

） 创新人才培养槟式是提升就业竞争力 的关键

“

非洲学
”

在西方国家已有百年以上 的传统 ， 但 国 内 非洲研究与非洲

学人才培养却远远跟不上 形势发展 的需要 ， 分散 在世界历史 、 国 际政治

学 、 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之下 ，
处于三级学科地位 ， 学科地位很低 ， 长期

以来没有形成课程与教学体系 ，
极大地制约了

“

非洲学
”

人才培养 。 针

对此 ， 髙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 提髙人才培养 质量 。 积极构建本硕博
“

三位一体
”

的
“

非洲学
”

特色课程体系 ， 形成协同领域广泛 、 协 同主体

多元和协同路径多样的
“

三个协 同
”

教 学实践体系 ， 促成课程体系 、 教

学体系 和实践体系 的
“

三 项改革
”

， 实现人才培养 的理念创新 、 内容创

新 、 机制创新
“

三个创新
”

， 达到智库课程育人 、 智库平 台育人和智库成

果育人的
“

三育人
”

效果 。 尤其要注重课程体系建设
，
夯实 学科基础 。

加强
“

非洲学
”

交叉学科硕士点 、

“

政治学
”
一级学科硕士点 、 对非汉语

专业硕士学位点和
“

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
”

交叉学科博士点建设 。 以非

洲研究理论与方法 、 非洲 国家政治与国 际关系 、 非洲经济发展 与资源环

境 、 非洲历史文化与 民族宗教 、 非洲教育科技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打

造核心课程 。 通过多元化课程体系 的学 习 ， 培养学生政策研究 能力 和跨

学科 的知识储备 。 注重教学改革 ， 着 力建设
“

非洲学
”

教学平 台
，
整合

① 李培林 、 陈光金
、
张翼 ： （２０ １ ５ 年中 国社会形势分析 与预测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１４
，
第８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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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 做到以 科研反 哺教学 ， 以 研究促进 教学 ， 以学 科促进智库 ，

以科研促进育人 。 此外 ，
还要扩大招生规模 ， 加强招 生宣 传 ， 吸引更多

优秀生源报考
“

非洲学
”

研究生 。 加强职前引导 、 职中提升和职后培训 ，

形成全过程 、 全方位 的专业化人才培养链 ； 创新机制体制 ，
用制度引领 、

鼓励师生学得经世致用 的知识技能 ， 积极投 身哲学社会科学和智库建设

事业 ，
展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

（ 二 ） 强化学生 自 身能力 是提升就业竞争 力 的核心

学生是就业的 主体 ， 要想提髙个体就业竞争力 ， 还需要转变就业观

念 ， 加强动手能力 ， 有针对性地提升就业能力 。

首先要有发现问 题的能力 。 问题意识是创新精神的源 泉 ， 也是 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 髙校 的改革和发展 、 研究和人才培养 都要

直面现实 ， 有发现问 题的敏锐 、 正视 问题 的清醒和解 决问题 的 自 觉 ， 用

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问题 。 其次要有研究问 题的

能力 。 针对社会现实 中所产生的 问题 ， 研究生可利用导师科研项 目合作 、

学生联合培养机会 ， 提升 自 己 的就业能力 。 导师带领学生运用不同 学科

提供的概念 、 假定和方法等 开展项 目 研究 ， 在此基础 上申 报课题 、 撰写

论文和咨询报告 ， 课题论文在专业期 刊发表 ， 咨询报告报送相关部 门 服

务于决策 。
① 最后要有实践创新的能力 。

“

非洲学
”

硕士和博士可依托非

洲孔子学院 、 中非智库论坛 、 智库 １ ０ ＋１０ 合作伙伴计划 、 《非洲地 区 发

展报告 》 、 《非洲研究 》 等载体和平台 ，
积极开展实践创新 ， 促进师生对

知识的应用 、 课题 、 平台 建设 的参与 。 积极 申 报各类项 目 资助 与支持 ，

开展赴非洲见习 实习 、 实地调研 ， 聆听 国际非洲研究 专家 、 非洲 国 家学

者的授课 ， 与之互动交流 ， 有效提升对全球治理与非洲问 题的 调査研究

能力 、 参与国际事务 的调査研究能力和 服务公共外交活动的 组织管理能

力 ， 提升 自 身的国际化水平 ， 增强社会参与感 、 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 。

（ 三 ） 完善制度协同创新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保障

研究生就业指导是一项系统工程 ， 需要更多 的部 门与人员 参与其中 ，

在发挥好学生主体作用 的 同 时
，

积极发挥髙校 、 导师 、 制度 、 社会 的 力

① 王珩 ：＜理顺 高校智库建设 的三对重要关系＞ ， 《 中国社 会科学报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曰 ，

第 ２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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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为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提供有力保障 。 由 于
“

非洲学
”

交叉学科 的

特殊性 ， 研究生就业更需要合理引 导、 制度规范 、 适 当倾斜 。 为鼓励学

生赴条件艰苦的非洲就业创业 、 升学读博 ， 学校可在激励制度上有所倾

斜 ， 如给予立项资助 、 就业奖励 、 发放交通补助等 。 在开展学生就业指

导工作时 ，

一要积极 引 导 、 广泛 宣传科学化 、 人性化 的 职业价值理念 ，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求职价值观 ， 通 过各种渠道 畅通信息网 络 ， 帮 助师

生和家长了解非洲 ， 减轻或消 除他们对赴 非洲 就业创业 的偏见 与顾 虑 。

二要建立广泛的就业咨询信息网络 ， 建立顺畅 的就业信息咨询渠道 。 深

人 了解 非洲 国 家 用人需 求信 息 ， 加 强 与在 非智 库 、 髙校 、 中 资企业 、

ＮＧＯ 等的联系 ，
通过官网 、 微博 、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公布最新招聘

信息 。 三是定期开设就业指导讲座 ， 讲解就业心理准备 、 职业选 择 、 求

职信息获取 、 求职技巧 、 个人简历写作 、 求 职礼仪 等内 容 ， 辅导学生掌

握结构化面试 、 无领导小组 面试 、 公务员 笔试面试等技巧 。 四要加强导

师队伍建设 ， 落实导师责任制 。 导师要 根据
“

非洲学
”

专业特色 、 培养

方向及发展前景 ， 为学生个性化定制培养方案 ， 进行针对性指导 ， 指导

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 。 导师可凭借 自 身在业界 的影响 ， 通过 自 身人际

关系 资源 、 优质的社会信息资源 ， 协助研究生获得就业或升学信 息 ， 帮

助学生成功就业或读博深造 。 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加 大区域 国别人才培养

力度 ，
重视交叉学科建设及复合 型人才培养 ， 通过调研 ， 适度增加选 派

学生国际交流名 额 ， 设置相关课题允许硕士研究生 申 报 ， 加大投人 ， 对

愿意赴非洲 、

“
一带一路

”

沿线 国家 、 中外合作重要支点 国家去就业 、 深

造的学生给予奖学金鼓励或生活补助 。

非洲谙语有云 ： 独行快 ， 众行远 。 髙校毕业 生就业事关广 大学生及

其家庭切身利益 ， 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 就业

竞争力 的提升是
一

个长期系统的工程 ， 需多方努力协 同创新 ， 共 同 打造

髙水平 、 髙质量的就业创业新时代 。

（ 责任编 辑 ：
欧玉 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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