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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的高校学生就业岗位预测研究

李红梅

（广东白云学院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系　广东　广州　510450）

引言

《中国教育报》显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

严峻，需多方联动，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而高校大学

生就业情况数据是动态且复杂的，如果用传统方法

简单对就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很可能无法探究到

问题的本质。机器学习是能通过经验的不断累积自

动进行改进的人工智能算法，非常适合用于对复杂

就业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合理、有参

考性 [1-2]。

本文通过我校近几年计算机类专业的就业数据，

运用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森林算法对学生就业岗位进

行预测，通过数据处理、建立模型、实验分析可较

精准的进行学生就业岗位预测。这为高校教育领域

以及高校就业形势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也为高校

专业设置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的改革，提供重

要依据。

一、随机森林算法在高校学生就业岗位预测

中的研究

（一）随机森林算法

随机森林 [3] 是一种典型的监督式学习算法 , 

通过集成学习的思想将多棵树集成的一种算法，它

的基本单元是决策树，模型结构如图 1所示。

该算法的核心是将大量的弱学习器的预测结果

融合，即组合多个弱监督模型得到一个更好更全面

的强监督模型，即便某一个弱分类器得到了错误的

预测，其它弱分类器也可以将错误纠正回来，提高

预测的准确率。

该算法的优点：

1.采用了集成算法，本身精度比大多数单个算

法要好，即准确性高；

2.两个随机性引入，使得随机森林不容易陷入

过拟合 (样本随机，特征随机 )；

3. 两个随机性引入，使得随机森林具有一定的

抗噪声能力，对比其它算法具有一定的优势；

4.能够处理很高的维度 (feature 很多 )的数

据，并且不同做特征选择，对数据集的适应能力强：

即能处理离散型数据，也能处理连续型数据；

5.在训练过程中，能够检测到 feature 间的互

相影响，且可以得出 feature 的重要性，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因此本文选取随机森林算法对高校学

生就业岗位进生预测。

图 1 随机森林算法模型结构图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校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数据

和成绩数据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初步人工抽取处理，

形成包含如下特征的数据：学号、性别、专业、政

【摘　要】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本文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
难以准确预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毕业生就业岗位进行预测，并通过实验结果验证
了算法模型的有效性，这为高校就业形势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也为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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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貌、平均成绩、毕业时间、就业岗位 7个属性列，

其中就业岗位是本研究算法模型的标签列，数据样

本共 2735 条（见表 1）。

（三）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对原始数据进行一系列工程处

理，将其提炼为特征，作为输入供算法和模型使用。

它的方法主要包括去除唯一属性、处理缺失值、属

性编码、数据标准化正则化、特征选择、主成分分

析等。

1.文本数据数值化

文本数据需要特殊处理，然后才能开始将其用

于预测建模。本研究中的性别、专业、政治面貌这

些特征数据和就业岗位标签数据都要做相应的数值

化处理。

性别：将性别特征数据的 “男”设为 0，“女”

设为 1。

专业：我校计算机相关专业主要有：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分别处理成：0、1、2、3数值。

政治面貌：将政治面貌特征数据的 “党员”设

为 0，“群众”设为 1。

就业岗位：

（1）软件工程专业核心岗位：Java 软件开发、

前端开发、移动开发、软件测试，设为数值 0。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岗位：网络管

理、系统运维、网络工程，设为数值 1。

（3）大数据技术专业核心岗位：数据处理、数

据分析、数据挖掘，设为数值 2。

（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核心岗位：信息

收集、组织和管理或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施

和维护，设为数值 3。

（5）所有专业非核心岗位设为数值 4。

（6）未就业设为数值 5。

2. 数据标准化

为使不同维度的特征在数值上更具比较性，

并提高分类器的准确性和收敛速度，本研究利用

sklearn 库中的 preprocessing 模块，采用标准差

标准化方法对特征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4]，实现代

码如下：

x_datas =preprocessing.scale(x_datas)

3. 数据集折分

为了做模型的评估 , 需要将数据集拆分成

训练集和测试集。本研究利用 sklearn model_

selection 模块中的 train_test_split 方法将数据

样本按照 8∶ 2的比例折分为训练集数据和测试集

数据，实现代码如下：x_train,x_test,y_train,y_

test=train_test_split(x_datas,y_datas,test_

size=0.2)

4. 构建岗位预测模型

利用 scikit-learn 库的 RandomForestClassi 

fier 分类器构建岗位预测模型。代码及核心参数如

下：RandomForestClassifier(n_estimators=100)

n_estimators 这个参数代表随机森林中决策树的数

量，本研究利用交叉验证法来找到此参数的最优值。

实现时应用了 sklearn.model_selection 模块中的

cross_val_score 方法，代码如下 :

a=[]

for i in range(1,200):

R F C = R a n d o m F o r e s t C l a s s i f i e r ( n _

estimators=i,min_samples_split=6,min_samples_

leaf=1)

RFCscores = cross_val_score(RFC,x_

train,y_train, cv=6)

a.append(RFCscores.mean())

表 1 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生数据

专业 学号 性别 政治面貌 平均成绩 毕业时间 就业岗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231503131 男 党员 85 2021 软件开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331503261 男 群众 66 2022 招投标与成本控制

软件工程 17231543071 男 群众 73 2021 软件测试工程师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7231547021 男 群众 80 2021 软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 17231543200 女 群众 78 2022 测试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231503060 男 群众 78 2022 测试工程师

软件工程 17231543206 男 党员 75 2022 软件测试工程师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7231538048 男 群众 73 2022 游戏体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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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a.index(max(a))+1)

模型训练时将“学号”“性别”“政治面貌”“专

业”“平均成绩”“毕业时间”6 个样本特征作为输

入值，将“就业岗位”作为最终的分类结果。模型

训练完后，利用模型对象的 feature_importances_

属性，实现数据特征重要性可视化。

横坐标表示样本数据的特征名称，其中：B1 表

示性别，B2 表示学号，B3 表示政治面貌，B4 表示

毕业时间，B5表示平均成绩，B6表示专业；纵坐标

表示特征的得分值，分值越高，属性越重要。从图

中可知，特征得分大小排序结果为：专业＞平均成

绩 >毕业时间＞性别＞政治面貌 >学号。

5.模型评价

为验证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的高校学生就业

岗位预测模型的实用性，以测试集数据为基础，运

用召回率、准确率和 F值和精确度 4个评价指标对

决策树算法的性能进行评价。召回率越高，算法的

灵敏度越好，准确率越高，算法准确度越高；F 值

越大，算法的整体性能越好；精确度越高，算法的

精确度越好 [5]。

算法 召回率 准确率 F值 精确度

随机森林 93.29% 84.12% 0.9103 0.8705

6. 在校生实际使用评价

从我校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随机选择 65名在校

学生对本系统进行评价打分，根据实际体验情况作

出“没有帮助”“有帮助但帮助不大”“很有帮助”3

种情况的选择，结果如图 3所示。

二、结论

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难以准确预测等一系

列问题，本研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实现了对高校毕

业生就业岗位的预测，同时挖掘也出影响学生就业

岗位的关键因素专业，其次是平均成绩和毕业时间。

其中毕业时间属于客观因素，学生不能改变，但是

学习成绩是可以通过努力提高。对于核心因素专业，

学校可以宏观调控，限制或扩大专业招生人数。本

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没有考虑企业的招聘偏好，

这是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图 3 在校生实际使用评价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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