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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为全面反映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建立起就业与培养良性互动的长

效机制，学校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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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编制和正式发

布《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024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本报

告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1.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与监测系统。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4年 11月 21日。使用数据涉及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毕业生去

向落实率、毕业去向、就业去向等。

2.第三方数据调查公司（华夏经纬）调研数据。调研数据面向全

校 2024届毕业生，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42.72%；使用数据涉及就业相

关分析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部分。用人单位调研数据，面向全校毕业

生所在用人单位；回收 79条使用数据涉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及能力评价、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评价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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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论

一、毕业生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024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47%，

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从具体毕业去向来看，“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为毕业生主要去向选择，占比为 49.73%；“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次

之，占比 38.12%；“待就业”占比 5.53%。

图表 1：2024 届毕业生去向分布

类别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毕业去向落实率

协议和合同

就业

国家基层项目 1 0.03%

94.47%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547 49.73%
应征义务兵 33 1.06%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186 38.12%

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 11 0.35%

灵活就业 其他录用证明就业 10 0.32%

升学
专科升普通本科 150 4.82%

境外留学 1 0.03%
待就业 待就业 172 5.53%



4

二、就业分布

学校 2024届毕业生主要选择在安徽省内就业（79.96%），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卫生和社会工作”；所从事的职业

主要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就业单位以“其他企业”为主。

图表 2：2024 届毕业生就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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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质量

2024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为 93.85%，专业对口度为 91.42%，职

业期待符合度为 92.46%。

图表 3：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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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规模和结构

（一）总体规模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共计 3111人。从性别结构分析，男生 1020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32.79%；女生 209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7.21%，

男女性别比为 2.05:1，女生比例偏高。从生源地结构分析，省内生源

为主，共 2827人，占比 90.87%；省外生源较少，占比为 9.13%。2024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分布及省内外生源比例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表 1：2024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左图）及省内外生源分布（右图）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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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分布

1.院系结构

学校 2024届毕业生共分布在 4个院系 20个专业。其中，护理系

和医学系的毕业生人数较多，院系毕业生人数占比分别为 37.16%和

33.33%。

图表 2： 2024 届毕业生各院系及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各院系

人数

各院系

比例
专业名称

各专业

人数

各专业

比例

护理系 1156 37.16%
护理 1088 34.97%
助产 68 2.19%

健康服务系 469 15.08%

公共事务管理 2 0.06%
健康管理 30 0.96%

康复治疗技术 101 3.25%
社区管理与服务 9 0.29%
药品经营与管理 13 0.42%

药学 194 6.24%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

管理
43 1.38%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与管理
49 1.58%

中医养生保健 28 0.90%

医疗卫生技

术系
449 14.43%

眼视光技术 39 1.25%
医学检验技术 176 5.66%
医学美容技术 54 1.74%
医学影像技术 164 5.27%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16 0.51%

医学系 1037 33.33%
口腔医学技术 80 2.57%
临床医学 926 29.76%
预防医学 31 1.00%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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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毕业去向落实率反映了当前毕业生的供需状况，也反映了高校人

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适应状况。分析毕业生毕业去向及落

实率，对于学校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专业群建设相关

工作，以此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

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计算公式为：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00%。

（一）总体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截止 2024年 11月 21日，2024届毕业生毕业后毕业去向落实率

为 94.47%，实现充分就业。从具体毕业去向来看，“签就业协议形式

就业”为毕业生主要去向选择，占比为 49.73%；“签劳动合同形式就

业”次之，占比 38.12%；专科升普通本科占比 4.82%；待就业占比为

5.53%。

图表 6：2024 届毕业生去向分布

类别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毕业去向落实率

协议和合同

就业

国家基层项目 1 0.03%

94.47%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547 49.73%
应征义务兵 33 1.06%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186 38.12%

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 11 0.35%

灵活就业 其他录用证明就业 10 0.32%

升学
专科升普通本科 150 4.82%

境外留学 1 0.03%
待就业 待就业 172 5.53%

注：毕业去向落实率=100%-待就业人数占比；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各分项占比之和可能存在±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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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三、社会贡献度

（一）就业地区分布

学校 2024届毕业生毕业后主要选择在安徽省内就业（79.96%），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省外就业人数占比 20.04%，其中省外就业人数

较多的地区为江苏省（6.19%）、浙江省（3.61%）、上海市（2.59%）。

图表 6：2024 届毕业生毕业后就业地区分布（就业人数排名前十的地区）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10

四、深造及创业情况

（一）深造

1.继续深造前后就读专业一致性

调研结果显示，2024 届毕业生继续深造前后就读专业一致性为

69.12%。选择跨专业升学的毕业生占比为 30.88%。

图表 12：毕业生继续深造前后就读专业一致性

注：一致性为选择“专业一致”的人数占此题总人数的比例。

数据来源：华夏经纬（广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2.升学结果满意度

调研结果显示，选择继续升学深造的 2024届毕业生对其录取结

果满意度为 100.00%。其中“非常满意”所占比例为 48.53%，“比较满

意”所占比例为 30.88%，“一般满意”所占比例为 20.59%。

图表 13：继续升学深造的毕业生对升学结果满意度

注：满意度为选择“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和“一般满意”的人数占此题总人数的比例。

数据来源：华夏经纬（广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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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创业情况分析

1.创业原因

调研结果显示，2024届毕业生创业的主要原因为“希望通过创业

实现自身价值”，比例为 62.50%；其次为“未找到合适的工作”、“预期

可能有更高的收入”、“对创业充满兴趣、激情”，比例均为 25.00%。

图表 14：毕业生自主创业原因分析百分比分布

注：该题为多选题，故各选项的百分比之和不等于 100.00%。

数据来源：华夏经纬（广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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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待就业群体分析

（一）尚未落实工作的原因

调研结果显示，待就业的毕业生表示尚未落实工作的原因主要是

“择业中尚未落实就业单位”，比例为 54.29%；其次是“其他暂不就

业”，比例为 20.00%。

图表 17：待就业毕业生尚未落实工作的原因百分比分布

数据来源：华夏经纬（广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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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各界对于人才的需求开始趋向于

多样化和立体化，所以，专业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已经成为社会的急

需人才了，作为专业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培养场所，高职院校必须不断

改变教育方式，并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符合相关工作岗位的个性化人才。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既是民生，也是国计，是社会稳定、

和谐、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石。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高校毕

业生就业作为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为统领，以品质就业服务为支撑，精准施策，多方发

力，来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把

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尤其是要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

的青年就业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已有的政策和措施，努

力创造就业岗位，尽力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同时寄语广

大青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要转变择业观念，坚持从实际出发，

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的地方去，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稳走实，善于

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自己的人生追

求同国家发展进步、人民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刻苦学习，脚踏实

地，锐意进取，在创新创业中展示才华、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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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委托华夏经纬（广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经纬”）开展“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024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项目”，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本报告提供了主要原始数据。华夏经纬作为第三方独立

完成本报告数据分析、研究、各项指标计算等。任何调查研究都存在一定的环境

样本差异，但不影响本报告的统计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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