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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大学生职业规划中运用P-J-O理论的探讨 

作者：中国药科大学 杨婉   2009-05-01     查看次数：297  期刊时间:2009年1月 

 

【摘要】P-J-O理论是目前在国内外企业招聘中广泛应用的理论体系，本文就运用P-J-O理论指导大学生职业规划进行初步

的探讨，主张高校应深入了解企业的P-J-O需求，做到“知彼”，帮助和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生涯规

划；在就业阶段，给予学生科学理性的指导，帮助学生在应聘时更恰当有效的展示自己，提高P-J-O匹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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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教育由来己久，迄今为有百年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职业生涯教育出露端倪，最早起源于美国[1]。职业

规划是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在对自身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条件的综合考察基础上确定适合自己的职

业方向、目标，以及制定相应的计划。当前很多大学生对专业缺乏了解，对就业感到迷茫[2]，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大学

生进行职业规划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走出迷茫，树立正确的职业愿景，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充分利用和安排自己的大

学时间，按照职业目标进行积极有效地自我塑造。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职业规划体系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建立职业规划指

导体系中寻找一条与时代同步又切实可行的实施思路，是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P-J-O合适度理论在国外企业招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现今，国内成熟企业的招聘系统大多也是围绕P-J-O合适度理论来

进行设计的。它由两部分组成：P-J匹配[3](P-J Fit，Person-Job Fit)即个人的期望与工作的特征之间的匹配，指个人

的知识、技能、能力与工作岗位的要求相称；P-0匹配[4](P-0 Fit，Person-Organization Fit)即个人的价值观与组织的

规范和价值观之间的匹配，指个人理想与组织理念或文化的相互兼容。企业招聘人才时希望达到P-J-O匹配，同样，人才

选择企业时也希望达到P-J-O匹配：既希望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也希望企业能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高校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企事业单位输送专业对口，能力匹配的人才。既然企业

可以以P-J-O原理来选拔员工，对于高校来说，同样可以用相同的思路来指导和培养学生。通过提高学生对企业的P-J-O匹

配度来不断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体系，从而达到其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匹配。  

将P-J-O理论应用于高校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体系，就做到“知己知彼”。  

一、深入了解企业的P-J-O需求，做到“知彼”  

企业在招聘时希望应聘者能够达到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具有空缺职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所要求的工作能力；第二，具

有与企业发展理念相一致的个体价值观。只有充分了解企业的需求和文化，才能更好的帮助学生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规

划。获取这些职业信息的途径有很多，例如：  

1、每年一些知名企业都会到各高校进行校园招聘巡回宣讲，而且很多高校和各地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都会举办不同专

业、不同层次的实体招聘会和网络招聘会。通过这些宣讲会和招聘会可以收集大量的职场信息，掌握职位种类、设置比

例、职位要求、企业理念等方面的信息。  

2、通过对各专业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企业的网络调查和实地考察，可以提早掌握该行业的P-J-O需求，预测今后职位设置

方面可能出现的变动，更深入的了解不同类型的在企业晋升机制、员工发展空间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并且可以从企业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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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了解学生在企业的适应状况，不断改进教学和职业规划指导策略。  

[1] [2] [3] 

相关文章 

暂时没有相关的文章!  

在线交流 |  更多评论信息 >>  

会员帐号：    帐号密码：   匿名发表  gfedc

 

验证码： 

提交评论

西部开发网精品栏目: 西部招商引资 西部旅游 西部人物 西部文化 西部概况 西部房产 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 西部美食 

违法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信箱 客服电话：029-82301998 举报电话：029-82302829 主编信箱：zhubian@cnwest.cc 

About CnWest - 西开简介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客户服务 - 广告服务 - 网络营销 - 帮助中心 

中国西部开发网版权所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陕B2-20050078  陕ICP备06005707号 服务电话：029-82301997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务请仔细阅读免责声明,风险自负。 

      

© 2005-2007 

新西部杂志社简介 | 招聘信息 |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