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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资源循环类专业人才的就业形势与对策 ①

刘明华，刘以凡，张玉清
（福州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摘　要：资源循环类产业的发展为时已久，随着时代的进步，资源循环类产业对科学技术水平的要求日新月异，同时
带来的是对资源循环类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缺口。但与此相悖的是，作为２０１０年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专业，毕
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基于此，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了解高校资源循环类专业人才就业情况，提出了当前就业环境下

高校应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促进资源循环类专业人才就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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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源循环类行业发展现状及人才需求
１．１　资源循环类行业发展现状

“十二五”在２０１５年落下帷幕，这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资源循环类相关行业在遭
遇了２０１４年的萧条期后，２０１５年并不见大的好转。在全球经济缓速增长大背景下，国际上的大宗资源
如有色金属、石油等涨势疲弱；我国经济也呈现新常态发展态势，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房地产市场遇冷，制造业需求降低，各类资源的总需求量下降。资源循环类行业从传统的“短、低、快”

运营模式向更广横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飞速发展，园区产业形态的建设、下游产业链的发展都要求企

业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加之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行业税收上升，运营成本提高，资本不足，全行业平均

收益为负，部分企业收得进废材料，卖不出好产品，致停产歇业甚至转行，造成大批民工失业。

１．２　资源循环类行业人才需求
从近十年的发展来看，资源循环类相关产业在清洁生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再生产业、再

制造、垃圾再生化、农林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开发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

技术，部分技术实现国内相关领域零的突破，实现了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例如再制造产业的发展显示出

极大的潜力，目前我国再制造行业的发展已达超过５００家的规模，对于人才的需求极大，其预计可实现
的年产值达５００亿元至８００亿元。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再生资源信息中心２０１４年对来自２００
家不同企业的６００多名员工的调查显示，相关企业的用人需求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分布情况。高学历
人才对于大型企业以及迅速发展的新型创新企业来说是稀缺资源，而专科、高职毕业的技术工人也炙手

可热，管理与技术双通的人才需求存在很大缺口。

２　资源循环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针对资源循环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我们进行了网络上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资源循环类专业毕

业生主要就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发达城市。其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毕业生仅达

１４％，大部分毕业生选择跨专业择业，从事房地产、建筑、销售、影视、传媒等其他职业。与此同时，许多
再生资源类企业、环保企业高薪聘请资源循环类高端人才，其中６％岗位需求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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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要求有经验的本科以上学历，报名者寥寥无几。不仅如此，低端再生资源类企业的招聘也无人问
津。由此种种可看出，资源循环类专业学生就业呈现高不成低不就的总体趋势，高级技术岗位一般毕业

生无法胜任，而低端分拣、回收类职位也入不了毕业生的眼，因此出现毕业生大多选择跨专业就业的

“畸形现状”，由此也导致我国资源循环相关产业进一步转型的困境。

３　资源循环类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源

３．１　资源循环类专业培养内容较为宽泛，面广而不深
资源循环类专业是在２０１０年设立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现如今，根据不完全统计，每所院校资源循

环科学与工程本科生每年招收的人数为２０～９０人，预计在２０１６年之后，全国每年约有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名
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再加之研究生毕业生源，全国每年将产生约５０００个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量。而且这些毕业生来源广泛，包括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南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

大学等。然而，作为一门涉及环境科学、经济、管理等诸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多数高校的

专业培养体系都呈现面广而不深的特点。高校资源循环类专业开设课程涉及环境科学、经济、管理等诸

多学科，如表１所示，培养了学生的研究、管理和技术应用能力。学生学习知识面广，但却没有针对性
的、主要领域的突出，即便有所专业特长却也难与化学、化工、材料、环境等有深厚基础知识的学科竞争。

因此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缺乏明显的突出优势和专业技能，从而导致高不成的就业情况。

表１　各高校资源循环类专业主要教授课程

高校 资源循环类专业主要教授课程

南开大学
循环经济与产业生态学，能源与低碳技术，资源—能源管理，环境经济、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控制

原理、再生资源工程

东北大学
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电工与电子学、冶金工程基础、物质分离原理与技术、资源循环工

程学、资源循环工艺设计

福建师范大学

大学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及实验、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概论、环境工

程学、环境工程实验、复合材料制备与应用、环境友好材料、清洁生产、环境监测及实验、生物质资

源循环利用技术、聚合物资源循环利用技术

福州大学

有机化学、普通化学、物理化学Ｂ、化工原理实验Ａ、再生资源导论、清洁生产、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技术与工艺、再生资源市场营销、生物质能技术、高分子材料学、材料制备与加工原理、环境材料

学、新能源技术

３．２　资源循环类专业毕业生实践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不强
现在的大学生应试能力较强，但是操作能力普遍不高，这让我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困难重重。”这

是大多数资源循环类企业人事经理在招聘时形成的共识。现如今，高校对于资源循环类专业的教学内

容仍以传授知识为主，教学方法仍以课堂讲授为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大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自觉性也不强。与此同时，受限于高校以学业成绩评价学生的模式，学生及教师都容易过于重视考试成

绩，而轻视包括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等在内的其他方面的素质。部分高校科研经费紧张、

实习经费缺口较大的问题十分严峻，这给实习带队教师带来难题，在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无法给学生寻找

长期、深入的实习机会，再加之近年来大多资源循环类企业管理规范性薄弱，不愿招收过多实习生，校－
企合作基地的建立不易开展，即使教师想要设置相关课时来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难之又难。这

些因素叠加导致毕业生动手操作能力不强、创新思维能力落后的结果。

３．３　高校毕业生就业大背景形势严峻
根据统计数据来看，２０１５年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２０１５届高校毕业生总数高于２０１４年，可高达

７４９万。国家经济的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但是整体毕业生就业压力并未降低，据统计，２０１５年就业需求
与２０１４年相比没有大幅度的变化。不同的是，２０１５年就业需求在结构性上有所变化，中小型民营企
业、二三线城市的人才需求明显上升，但高校毕业生对职业的期望值与市场的总体需求却有所差异。总

体来说，目前就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毕业生对于就业形势与个人的综合情况大多认识不够清晰，在求

职上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现象不在少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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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加强高校资源循环类专业人才培养促进就业的对策和建议
４．１　加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高就业竞争力

实践创新能力是资源循环类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之一，因此，在高校的培养体系

中，不应将实训类课程视为基础知识课程的附加内容，而应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要加强资源循环

类专业人才的实践创新能力，不应单单从基础实验方面入手，更重要的是增加学生实际工作中的操作经

验，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易上手。所以，高校应建立一整套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场所，包括基础性实

验、综合性实验、开放性实验、以及最重要的实训基地。针对学生基本技能、创新意识、第二课堂开放性

思维，以及符合企业、社会需求的实训技能进行全方位的培养［２］。为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重

要的是强化高校在“产学研用”合作系统中的作用，鼓励高校科研项目下到企业去，结合企业发展，从而

为学生创造更多校－企平台，高效提高自身实践创新能力。
４．２　根据人才需求，调整培养方案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根据社会、市场的需求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是毋庸置疑的基本方略，在新

常态下，我国资源循环类产业形成了科技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不仅如此，“互联网 ＋”的思维模式融入各
行各业，这对资源循环类毕业生的要求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建筑垃圾、厨余垃圾

再生利用产业等都处在发展初期，存在较大的人才需求缺口。所以，高校在制定培养计划时要通过多方

位的调研，了解市场需求、家长和学生的就业期望，在此基础上确定培养目标，使其与社会需求相匹配。

与此同时，研究国内外相关专业人才定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时分配等情况也不容忽视。应常以专

业为单位、组织多种形式的研讨和调研活动同时也要注意听取学生的学习反馈意见。以期达到跟随时

代变化，形成日趋完善的培养方案。

４．３　重视毕业生心理健康教育，树立正确择业观
通过对福州大学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走访调查可知，大部分毕业生在面对就业时，心

理状态都存在多多少少的问题，如就业压力大，心态焦虑；自我期望过高，求职中受挫感较为严重等。要

使得这些情况得到缓解，高校对毕业生离校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应加强毕业生对自我的

客观认识的引导，使其有明确的自我定位。引导学生对自我兴趣、性格、特长以及家庭情况等的正确认

识，从而制定合理的求职期望，使其认识到“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才是最好的择业”［３］。其次，要适时地对

求职过程中的学生进行就业心理疏导，强化其在求职过程中的抗压能力。努力构建学生 －学校 －社会
－家庭的信息通路，设置心理辅导员、班级心理保健员等，全方位把握学生心理变化动态，在第一时间给
予相应的开导与疏通［４］。最后，应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提高其择业技巧。针对就业信息、岗位需

求、社会需要等对学生进行系统性的培训，也可通过班级ｑｑ群、校宣传栏、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
台实时发布最新就业资讯，使学生对就业领域有充分的把握，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以及自身的优势建立

求职自信、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５　结语
新常态下，资源循环类产业的发展处在转型升级瓶颈期，急需专业人才的注入。高校作为高级人才

的摇篮，应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从多方面入手，全面提高资源循环类专业人才的专业

素质与就业质量，为国家、社会的发展不断输送新鲜的血液，以期在十三五期间，成功推动产业转型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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