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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分析

——以武汉交通职业院校为例
*1

张莹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一直严峻，就业难度居高不下。占据半壁江山的高职学生，会计专业作为高

职主流专业，就业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专业相关建设和发展，因此本文从高职高专会计毕业生就业现状出发，分

析得出提升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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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毕业季即将到来，大学生毕业生也正面临找工作的压力，大学生的就业状况目前也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会计专

业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近两年在高职院校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基本上每个高职院校都开设了会计专业，尚未开设的

也正筹备开设。这根会计专业本身的通用性和实用性分不开，但是在高职院校中，只有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才能使

得会计专业真正在高职院校中健康长远发展。那么，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如何，会计毕业生应该如何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

1 高职会计毕业生就业竞争现状

根据《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在高职高专就业量最大的前 50 位专业中，会计专业排名 22 位，并且 2013 届就业率 93.7%，

2014 届就业率 92.5%，2015 届 91.9%。从三届的就业趋势可以看出，会计专业仍属于就业比例较高的专业，但是就业率逐年下

降，2017 年，高职会计专业的就业不容乐观。

1.1 就业供需不平衡，就业难度大

近两年会计专业招生一直很火爆，各个职业院校也纷纷开设会计专业，加大投入，会计专业甚至成为了部分院校的主力招

生专业，尚未开设的院校也正在筹划开设。以我校为例，近两年我校会计专业年均生源达到 700 人，在湖北省高职院校中也仅

是处于中上水平。

但是与此相适应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正面临转型，经济增长减速，吸收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力军小微企业发展困难，

纷纷停产减招。同时也由于会计岗位的特殊性，流动性较小，基础会计人员本身缺口较小。在大量的就业供给和严重不足的就

业需求矛盾中，极大地增加了高职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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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就业率高，就业质量低

我校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三年达到 92% 以上，协议就业率达到 98% 以上，再就业形势严峻的大环境下，我校会计专

业就业情况良好，主要还是由于学校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视，以及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学生就业。但是就就业质量而言，尚

不尽如人意，已就业的学生中，92% 都是进入了民营中小企业，仅有一小部分的毕业生进入国企或者事业单位。从专业匹配度

而言，能够从事会计相关专业的学生仅占一半左右，约有一半的学生未能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并且根据学校委托相关机构对毕

业后学生做的就业追踪调查显示，毕业后半年，大部分学生跳槽一到两次，跳槽原因包括对薪资不满意、工作岗位不满意以及

地域选择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校期间第一次择业时满意度不高造成的。

1.3 就业能力缺失，难以胜任岗位需求

高职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体主要是民营中小企业，这类企业会计岗位设置数量相对少，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全面的要

求，要求会计人员能够同时胜任成本会计、税务会计、往来会计甚至更多，对会计人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财务

分析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动手能力、交际能力等等。而且中小企业招聘会计人员的随意性更高，比如会计人员休产假或者

离职，需要新的员工及时就位，这种情况下给新进会计人员的适应期更短，要求能够尽快上岗，毕业生面临的压力较大。

以我校为例，一方面由于课程结构设置需要进一步改善，比如会计电算化课程需要增加课时安排以适应财务软件在企业中

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由于我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课余时间会做各种兼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堂上的知识汲取。另

外，就业指导课程主要是由辅导员在上，缺乏专业人士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和有效的就业压力疏导。因此学生在知识储备和就

业能力上稍显缺乏，不能满足用人主体的需求，在就业中也会失去好的机遇。

2 提升高职会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途径和方法

高职会计毕业生就业困难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有外因，社会环境严峻、学校教育有缺陷，但更多的应该从毕业生自己

身上找原因，知识能力缺乏、心理素质不过关等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现在从学校层面和大学生层面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

高职会计毕业生提高就业竞争力，走出就业困境。

2.1 优化会计专业课程体系

从课程设置的角度看，高职专业课程设置目前以“会计从业资格证”为主导，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会从通过率，为

学生就业增加筹码。但是以考证为主导，相关课程偏重于理论而非实践，违背了职业教育的主旨。另外，以我校为例，因为资

格考试，所以会计电算化课程所使用软件仍然是金蝶财务软件，在用友软件大力推广的前提下，金蝶软件在企业使用中稍显不

足。而且目前仅开设财务链课程，学生无法接触供应链终端的业务流程，将来就业后在岗位跨度上适应性不强。

目前吸纳高职会计毕业生的就业主力是中小企业，而目前高职会计专业课程所开设以及选用的会计教材仍然是基于《企业

会计准则》，与中小企业所适用的会计准则有一定的区别，学生就业后需要在专业上二次回炉。

在其他核心专业课程中，一般课程标准会规定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一般具体课时分配完全由任课教师

掌控，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往往使得实践效果达不到逾期的目标。

因此，学校要注意在会计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一是应该增加会计电算化课程的课时比例，扩充教学内容，并且使用推广度

更高的用友软件；二是在课程设置中逐步增加基于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会计课程；三是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中，积极监督和督

促教师，并给教师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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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强就业指导课程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就业指导课程的设置在大学生涯中比足轻重，对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以及就业压力的疏导、就业能力的准备都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在学生就业竞争力方面的辅助作用。

就业指导课程应该贯穿整个大学时期，一方面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特点、就业形势在不同的时期合理安排不同的内容，比如

大一侧重于职业规划、大三侧重于岗位匹配、面试技巧等；另一方面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师应该专业化，并且定期接受专业培训，

增强老师的业务能力，提升课堂的实用性。

2.3 学生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

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是对综合素质的考量，大学生应该根据企业的需求正确认识自己并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从而提升自身

的就业能力。根据调查研究，企业挑选会计专业毕业生最重视的三条分别是专业素养、品德素质以及沟通交往能力。

首先高职会计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正确认识到专业知识能力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会计岗位是管理类岗位中能够直接将课

本基础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的岗位，因此会计专业知识对于会计就业而言是基础。

其次高职会计学生要注重培养自己的职业素养。会计岗位是企业管理核心岗位，能够核算和监督企业所有经济活动，其特

殊性决定了企业对会计人员的选用需要着重考量品德素养。因此对于会计人员的道德要求较高，比如需要遵守计职业道德，不

做假账，减值准则等。这就需要会计专业的学生以职业为导向，注重自身职业素养的培养，使得职业素养的保持成为常态，为

会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内在基础。

最后高职会计学生要提高自己的沟通交往能力。会计岗位在实际工作中对内需要串联企业所有的部门和车间，对外需要和

税务、银行等打交道，所以对从业人员的沟通交往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高职会计学生在校内可以参加社团活动、学生会等

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团队协作精神等；在校外可以在不影响专业课程学

习的情况下，参与一定的社会实践，既可以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也可以体会社会对能力的需求，从而寻找不足弥补差距，逐

步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大学生就业困难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尤其是高职会计毕业生需要在困境中认清自己的优势

和劣势，取其长，补其短，贴近用人单位的需求，将自己打造成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总会迎来广阔的就业前景，

走出就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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