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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9年我国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1.6%，
在 学 总 人 数 达 到 4002 万
人。这两个数字表明我国
已经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大
众化到普及化阶段的跨越，
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
会长刘川生认为，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
期稳定。

但也要看到，高等教育
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生数
量大幅增长，就业形势就会
发生变化。根据教育部预
测，2021年高校毕业生将首
次突破 900 万人，达到 909
万人，再下一届毕业生将超

过 1000万人。
对此，吴爱华认为，一

方面要看到就业形势的严
峻，另一方面也要寻找新机
会。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每
年 GDP 的增长会带来新的
就业机会。”吴爱华说，在我
国整体人口中，大学生比例
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美国
有 3亿多人口，其中有 1.4亿
名大学生；我国 14亿多人口
中目前也只有 1.7亿名大学
生。再有 10年左右的时间，
随着 1亿多名高校毕业生进
入各行各业，我国 14亿多总
人口中就会有 3亿多名大学
生。如何配置这些人才资
源，调整结构、提升质量，将
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百姓盼：“住院费用实现跨省直
接结算，啥时候门诊费用结算也能像
住院费用一样便捷？”政策“暖不暖”
恰恰体现在付费报销便不便利这类

“关键小事”上。
行动通知：医疗卫生机构要通过

自助机具、线上服务、移动终端等多
种途径，拓展在线支付功能，推进“一
站式”及时结算。

参保人在本统筹地区“互联网+”
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复诊并开具
处方发生的诊察费和药品费，可以按
照统筹地区医保规定支付。各地可
从门诊慢特病开始，逐步扩大医保对
常见病、慢性病“互联网+”医疗服务

支付的范围。结合门诊费用直接结
算试点，探索“互联网+”医疗服务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

落子布局：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预
计将在 2021年底前投入使用，国家医
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研发了医保电子凭证，使用医保电子
凭证可以实现互联网医保服务无卡
办理。目前全渠道用户量超过 3 亿，
29 省份医保电子凭证已在医院药店
开通使用，接入定点医疗机构超过
2.6 万家，定点药店超过 7 万家，预计
年底可在全国所有省份开通使用。

据新华社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百姓急：看同一种病，跑不同的医院，各家医院 CT、B
超、血常规等检查结果互不相认，重复排队、重复检查、重复
缴费，攒了一堆单据最后同一个检查结果……这或许是不
少患者都曾遭遇的“窝火”经历。

行动通知：在符合医疗质量控制和患者知情同意的前
提下，推动医疗机构间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医学影像
资料等医疗健康信息调阅共享，逐步实现覆盖省域内的信
息互认。各地要加快实现电子健康档案与电子病历、公共
卫生服务信息的对接联动，逐步实现居民本人或授权便捷
调阅个人电子健康档案。

先行实践：在上海，针对不同医院看病常常要重复检查
拍片的问题，2019年上海市专门印发了全面推进医疗机构
间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和检验结果互联互通互认的实施意
见，先行实践 1年多来，上海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对规定的
35项医学检验和 9项医学影像检查项目全面实现互联互通
互认，提高了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简化了患者就医环节，降
低了医疗费用。

百姓愁：医疗卡、医保卡、社保卡、民政
卡、金融卡……“哪个卡听说都可以看病，哪
个卡里的钱都不太多，卡卡若不通，过程就容
易‘卡脖子’！”

行动通知：各地要加快推进居民电子健康
码规范应用，重点解决医疗健康服务“一院一
卡、互不通用”问题。鼓励各地以普及应用居
民电子健康码为抓手，推进实名制就医，探索
以身份证号码为主索引，其他证件号码为补
充，加强居民卫生健康身份标识与使用管理。
推动居民电子健康码替代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卡。

推进跨部门“多码融合”，方便群众快捷
接受多场景医药服务。实现健康码“一码通
行”，推进统一标准、全国互认。

权威解读：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
化司副司长刘文先表示，推进医疗卫生系统

“一卡通行”、跨部门“多码融合”的目标就是
将很多部门的卡集成到一张卡上去，或者集
成到一个识别体系上，最终实现“一码溯源”，
最大程度解决百姓看病就医报销的“九龙治
水”问题。

“这是此次行动通知需要着力突破的一
大难点，执行落实到位也将是一大亮点！”刘
文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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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就医更加便利

——聚焦《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

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在哪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在哪？？
■ 据教育部预测，2021年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
■ 对大学生来说，既要看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就业挑战，更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正确认识自我。对高校来说，要

深入挖掘更多就业资源、拓展就业空间，从人才培养到就业各个环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从当前形势看，灵活就业、自由职
业比例在提升，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
结构调整，一些新领域创造了更多新
的就业机会。

未 来 ，大 学 生 就 业 新 空 间 在 哪
里？吴爱华参考国家整体布局，梳理
了当前的六大就业新空间。

从政策新空间看，国家发改委等
13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
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
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支持 15 种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就业空间。例如，线上服务、个体经
济、共享经济等。

从产业新空间看，由于产业转型
升级、科技水平提升，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产业快速发展，人才需
求不断增加。据测算，整个大数据产
业需要 2000 万人，而毕业生供给远远
不够。

从企业新空间看，不同企业情况
不一样。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一部分企业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吸纳
就业人数不多，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领
域人才需求非常迫切。比如，今年教
育部和中关村、深圳产业园曾共同举

行专场招聘，中关村提供了 13 万个岗
位，深圳提供了 14万个岗位，但最终投
递简历数量却小于岗位数量。

从技能新空间看，目前很多技能
领域人才非常缺乏。比如，物联网安
装调试员、无人机驾驶员、电子竞技员
等新技能人才紧缺，仅物联网安装调
试员现在就有 500万人缺口。此外，家
政等传统服务业领域也面临人才缺
口。

从区域新空间看，长三角、珠三角
等经济活跃区域的人力资源供给与当
地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近几年，为
了吸引更多人才就业，深圳在全世界
征集高等教育优质资源。

从创业新空间看，目前国家鼓励
“双创”，年轻人干事创业的政策环境
和制度环境十分有利。

吴爱华提醒，对大学生来说，既要
看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就业
挑战，更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正
确认识自我。对高校来说，要深入挖
掘更多就业资源、拓展就业空间，从人
才培养到就业各个环节为大学生提供
更多机会。 （佘颖）

据《经济日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受到了冲击。不过，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近日
透露，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截至今年9月1日，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要好于去年。

同时，他也指出，202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规模增长必然使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就业情况好于预期

重点关注六大就业新空间

跨院看病重复拍片、一院一卡互不通用、门诊开药在线走不了医保……看病就医便不便利、高不高效，事关百姓生活“幸福感”。
10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

聚焦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出一大波“民生减负”清单。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不只
有疫情影响，也有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
响。吴爱华表示，今年大学生就业难主要
是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这些因素有的是
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

首先，疫情防控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
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不能面对面接触，
尤其是在今年二三月份期间。同时，线上
工作需要大量毕业生，很多网络企业想招
聘却进不了校园，学生和企业都很着急。

其次，高等教育普及化效果在今年开
始显现，毕业生规模接近 874万人，比上年
高出几十万人。

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必
然伴随着行业动态调整，特别是部分去产
能、去库存行业就业需求走弱。

为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出台了很多措施，在升学扩招、
基层岗位、毕业生参军入伍等相关领域采
取了支持就业的十大行动。目前，2020届
毕业生就业结果总体稳定、好于预期。

高等教育有力支撑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