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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业是大学毕业生释放人力资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发展，实现个人价

值的重要过程。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问题，有利于发挥高素质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为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提供支持。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

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为服务贵州“四区一高地”战略定位，根据就业形势变化全

力推进 2024 年度就业工作，促进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

为客观全面反映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就业工作实际，健全就业状况反馈机

制，促进学校人才培养、社会需求和就业的良性互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贵州

城市职业学院引入第三方调研机构，应学校委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3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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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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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精心编制《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4 届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12%。2024 届毕业生就

业现状满意度为 95.01%，毕业生对母校的综合满意度为 92.65%，对母校的总体

推荐度为 88.73%。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为 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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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建议

一、总结

（一）毕业去向落实率情况

毕业去向落实率是衡量学校教育效果和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指标，对学校、

学生及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届毕业生落实

人数 2544 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12%，近三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均

在 90.00%以上，高落实率表明学校更多的毕业生能够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反

映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在市场中有一定优势。具体来看，女性

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高于男性毕业生 2.07 个百分点；机电学院毕业去向落实

率最高 95.59%，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旅游管理、工程测量技术和电子竞技运

动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实现完全就业；省内生源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2.94%，

困难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49%。

（二）就业质量情况

就业现状满意度是毕业生对工作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近三届毕业生的就业

现状满意度均超过 90.00%。从就业适配性来看，2024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为 82.83%，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88.07%，总体工作稳定性为 93.18%，所学专业

课程对岗位技能要求的满足度为 91.35%。就业待遇方面，2024 届毕业生社会保

障享有率为 82.83%，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为 92.08%。

（三）就业地域及重点领域分布情况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地域覆盖全国 23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75.92%

的毕业生选择就业于贵州省，贵州省内就业城市主要为贵阳市，显示出学校既着

眼于服务全国的整体布局，也高度重视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种双重重

视为学校未来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显著增强了其在本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从重点领域就业情况来看，2024 届毕业生服务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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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较多，选择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超过 70.00%。

（四）行业流向及重点产业就业情况

学校 18.33%的 2024 届毕业生选择就业的单位行业是建筑业，毕业生利用其

专业所学和技术背景得到建筑业相关用人单位招聘的青睐，契合学校的办学特色。

从重点产业就业情况来看，2024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服

务贵州省“四化”项目的比例有四成，选择就业在贵州“六大产业基地”的比例

接近三成。

（五）毕业生境内升学情况

2024 届毕业生境内升学人数比 2023 届上升，增加了 16 人，境内升学率达

到三年最高值 9.08%，说明学校升学指导工作到位，帮助更多学生提升深造的信

心与兴趣，激发学生升学内生动力，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以增加就业

竞争力。

二、建议

（一）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推进特色专业（群）发展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基于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了解，给出了针对性的反馈。

调研数据显示，2024 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认为自身的短板是专业知识和技能，

母校人才培养工作最需要提高的是教育教学方面，课程设置工作最需要改进的是

专业课内容的实用性；用人单位聘用毕业生时最看重的因素是所学专业，认为学

校在人才培养工作中要重点增加实习实践环节，加强应用能力培养。

针对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校应聚焦“五有”特色专业群，坚持校企

双元合作，紧密围绕行业岗位需求，设计专业课内容和实践教学内容，保证专业

所学能够顺应产业、行业、企业的最新技术、工艺和规范。具体实施过程中，学

校应积极与企业和行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继续合作开发专业教材，共同制定实

践教学计划，建立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充分利用虚拟仿真软件，为学生提供充足

的实践机会，如实验、实训、实习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提升专业技能。此外，学校要完善多维度、多主体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全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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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学生奠定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以信息发布为关键，提升就业工作服务效能

调研数据显示，2024 届未就业毕业生希望学校提供专业相关就业信息的定

向推送，用人单位建议学校招聘和就业服务工作主要是及时更新发布招聘信息。

面对就业这场毕业生的人生大考，学校全力以赴为毕业生求职就业保驾护航。

根据未就业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校应加强就业信息发布的精准性、时效

性和全面性，大力推进智慧就业。通过打通就业信息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壁垒，搭

建学院网站就业信息专栏，密切关注教育部 24365 智慧就业平台、智联招聘就业

汇、贵州省公共招聘网等，收集与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等未就业率高的

专业相关度高的就业信息，及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求职快讯”，通过就业微信

群、钉钉群、手机 APP 等新媒体分时段、分类别向毕业生定点定向推荐招聘信息，

实现就业信息精准推送，便捷查阅，实现就业信息“点对点”推送，为毕业生提

供优质便捷的就业服务。

（三）以就业育人为主线，助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高校就业育人工作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工程，想要充分发挥毕业

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人才支撑的作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要高度重

视就业育人这一关键举措。针对 2024 届未就业毕业生认为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待

遇和条件不符合预期这一情况，一方面学校应结合 2024 届毕业生希望学校增强

职业生涯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适配性的建议，以专业课程为载体提供丰富的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使学生对今后的就业岗位、工作内容及素养要求等有一定的了解，

便于学生针对自身情况做出合适的职业规划。另一方面，学校应结合 2024 届毕

业生希望学校加强就业政策、形势分析的建议，做好“西部计划”“三支一扶”

“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就业项目的宣传、组织报名和后续跟进工作，将不同地区

招才引智政策，及时向学生进行宣传，引导学生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合理选择。此

外，贯彻就业思政理念，将就业育人工作融入学校“大思政”育人格局，将理想

信念教育融入就业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学生将就业观和择业观与新时代国家需

求导向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通，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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