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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为全面总结和分析毕业生就业状况，完善毕业生就业状况反馈机制，进一

步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建立健全高校人才培养、社会需求和就业创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

学厅函〔2013〕25号）、《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教就业〔2023〕4号）相关文件要求，学校遵循全面、准确、

科学、严谨的原则，统筹分析毕业生就业状况，编制并正式发布《2024 届毕业

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4-08-31。使用数据主要涉及毕业生的规模与结构、

毕业去向及落实率、就业流向等方面的内容。

 调研数据

毕业生调研数据：调研面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使用数据主要涉及毕业生

求职过程分析、就业质量相关分析及对教育教学反馈等方面的内容。

用人单位调研数据：调研面向学校毕业生所在用人单位；使用数据主要涉

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及能力评价、用人单位对学校招聘服务工作评价等

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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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规模

学校 2024届毕业生共 4553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4489人，专科毕业生 64人。

图 1 2024 届毕业生各学历规模（单位:人）

二、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截至 2024-08-31，学校 2024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0.78%；从其去向构

成来看，毕业生以单位就业为主（83.31%），升学（6.90%）次之。

单位就业 自主创业 自由职业 升学 待就业 暂不就业

图 2 2024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及落实率分布

三、社会贡献度

毕业去向落实率 90.78%

83.31% 0.40% 0.18% 6.90% 9.2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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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4届毕业生中，80.00%的毕业生选择在省内就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就业行业以“教育”为主；就业职业以“教学人员”为主；就业单位以“其他企

业（含民营企业等）”为主。

图 3 2024 届毕业生社会贡献度分布

四、就业质量

学校 2024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为 91.18%，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89.02%。

工作满意度 职业期待吻合度

图 4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分布

五、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

就业地区

四川省（80.00%）
重庆市（4.13%）
广东省（3.26%）

就业职业

教学人员（20.89%）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9.62%）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14.08%）

就业行业

教育（22.16%）
建筑业（12.9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83%）

就业单位

其他企业（含民营企业

等）（78.68%）
中初教育单位

（8.78%）
其他事业单位

（3.49%）

91.18% 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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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4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98.16%，对所学课程的总体满意度为

93.78%，对任课教师的总体满意度为 97.22%，对母校学风建设的总体满意度为

95.01%，对课堂教学的总体满意度为 96.98%，对实践教学的总体满意度为 94.93%。

图 5 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各项满意度评价

六、对就业教育/服务的评价

学校 2024届毕业生对学校各项就业教育/服务的满意度均在 91.83%及以上；

其中满意度相对较高的方面是就业手续办理、招聘信息发布、职业咨询与辅导。

图 6 2024 届毕业生对就业教育/服务的评价

母校满意度 98.16% 学风建设满意度 95.01%

人才培养所学课程满意度 93.78%

任课教师满意度 97.22%

课堂教学满意度 96.98%

实践教学满意度 94.93%

就业教育/服务

校园招聘会/宣讲会

91.83%

招聘信息发布

93.92%

职业规划大赛指导

93.71%

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

93.26%

就业帮扶与推荐

92.85%

就业手续办理

94.39%
职业咨询与辅导

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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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反馈

一、报告结论

学校 2024届毕业生共 4553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0.78%，整体发展趋势向

好。就业地区以四川省、重庆市、广东省为主，就业职业以教学人员、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为主，基本满足学校人才培养教育目标，并与社

会市场需求相契合。

从调查数据结果整体评估毕业生就业质量可知，工作总体满意度达 91.18%、

职业期待吻合度达 89.02%、工作稳定度达 85.19%，在同类型院校中处于较高水

平。

整体分析毕业生培养质量可知，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各方面

满意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母校满意度达 98.16%；对学校所学课程评价、任课教

师评价、学风建设评价、课堂教学评价、实践教学评价分别为 93.78%、97.22%、

95.01%、96.98%、94.93%。整体来看，毕业生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总体满意

度较高，表明学校近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较大成效。

针对学校招生和人才培养工作，2024 届毕业生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学

校招生工作上，学校还应重视加强特色专业/重点专业宣传、加强学校整体实力

宣传；在人才培养工作上，学校仍需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强化专业基础知

识教育。从生源质量上把控源头，从培养工作上把控输出质量，全力培养符合

社会需求，有较好社会竞争力和良好就业口碑的毕业生。

二、建议反馈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社会稳定和国家未来。近年来，党

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多次强调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就业。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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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决策部署，学校紧密结

合 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调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分析

数据，精心组织编制完成了《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本报告

旨在全面、客观地反映过去一年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整体状况，分析就业市场变

化趋势，为政府、高校、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一、毕业生就业质量是衡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成果的重要指标。提高毕业

生就业质量，既是高校内涵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期待。我们必

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创造良好条件。

二、就业市场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质量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不断调整。我们要密

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策略，提高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

三、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是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的关键。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搭建合作平台，为

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就业环境。

四、毕业生自身素养是决定就业质量的核心因素。广大毕业生要树立正确

的成长观、就业观、择业观，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强就业

竞争力，为实现人生价值奠定坚实基础。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期待本报告能够为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持续改进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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