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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实施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致力于实现毕业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是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促进教育改革、提升就业质量

的关键环节。学校积极推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的有机联动。为全面反映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校加强就业数据监测，推进就业工作的综合评价，并完善就业状况的反

馈机制，确保就业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报告通过数据分析，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

提供决策支持。

学校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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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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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编制并正式发布《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确保报告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报告内容包括毕业生就业

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相关分析、发展趋势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面。



2024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3

一．就业基本情况

（一）就业概况

2024 届毕业生总人数为 5152 人，男生 2919 人，女生 2233 人。近八成毕业生为本省生源，

毕业生就业落实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2024 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为 99.01%，绝大多数毕业生顺利落实毕业去向。

（二）就业行业流向

毕业生就业领域呈现多元格局。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所涉行业较为广泛，从事较多的

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9.90%）、零售业（8.79%）、纺织/服装/皮革制造业

（7.38%）、机械设备制造业（7.04%）、建筑业（6.97%）。

（三）就业地区流向

毕业生积极服务长三角地区、“一带一路”等重点战略区域发展。学校积极引导毕业生服

务国家重点战略区域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人才支持。2024 届毕业生在长

三角地区、“一带一路”地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96.52%、96.01%。

（四）创业情况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中，有 69 人选择自主创业。学校自主创业毕业生创业的形式主要是创

立公司（56.15%）、互联网创业（23.08%）、工作室创业（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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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主要特点
（一）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建立岗位信息库，实现供需两端精准匹配

构建政校行企四方联动机制，挖掘嘉兴特色产业群，收集区域 6000 多家规上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岗位需求，形成就业工作联动协作机制，加强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就业

指导队伍建设。

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推进就业工作“多元化”

1.加强企业招聘岗位调研。依托欣禾职教集团和产学合作联盟的力量，面向用人单位开

展调研与排摸，掌握市场动态以及用人单位岗位需求。

2.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建立健全就业创业指导优质师资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形

势分析、政策讲解、求职礼仪、简历修改、面试辅导、签约指导、决策选择、求职安全等全

方位的精准指导与答疑活动；

3.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充分运用教育部“24365 校园招聘服务”平台、浙江省引才云

平台、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嘉兴市人才网、学校招生就业网等国家、省、市和学校、

企业各级各类人才招聘平台，向毕业生推介各类用人单位招聘信息。

4.积极做好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针对低收入家庭、身体残疾等毕业生重点群体，

建立“一生一档”“一生一策”，开展“处方式”精准指导。

加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推进就业工作“精准化”

1.加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认真做好“专升本”、“大学生应征入伍”、“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三支一扶’计划”等政策性就业项目的宣传，使广大毕业生全面了解国家、省市有

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方针、政策。

2.鼓励毕业生留嘉就业创业。积极向毕业生开展留嘉就业创业政策宣传，特别是嘉兴市

人社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对大学生在嘉兴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

（二）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毕业生参加创新创业课程的比例较高，效果较好。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培养毕

业生的创新意识。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创新创业课程（78.52%），

其次是创新创业竞赛/训练（43.19%）；其有效性分别为 85.82%、87.14%。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的开展有效促进了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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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相关分析
（一）就业与专业相关度

大部分毕业生就业与专业对口。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比例反映了就业质量与专

业培养目标达成效果。当然，也有部分毕业生选择从事专业无关工作，其原因主要在于迫于

现实先就业再择业、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专业工作岗位招聘数少等现实原因。

（二）总体就业满意度

近九成毕业生对就业现状感到满意。就业满意度是毕业生对自己就业现状的主观评价，

从毕业生的角度反映其对就业质量的满意程度。学校 2024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为 86.67%，

其中，毕业生对工作氛围、工作内容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分别为 91.52%、87.79%）。

（三）总体职业期待吻合度

大部分毕业生认为实际岗位符合自身职业期待。职业期待吻合度反映了毕业生职业期

待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匹配度。毕业生认为工作不符合职业期待的原因主要在于不符合我的兴

趣爱好、不符合我的职业发展规划等因素。

（四）总体职业发展和变化情况

毕业生职业初期发展势头较好。毕业生职位或薪资提升反映用人单位对其专业技能、

工作表现和市场价值的认可。学校 2024 届有 45.31%的毕业生在薪资或职位上有过提升，毕

业生职业初期发展速度较快，职业发展后劲充足。此外，21.31%的毕业生有过转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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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去向落实情况向好。随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

学校近四届毕业生人数持续提升，由 2021 届 2988 人提升至 2024 届 5152 人。去向落实方

面，学校高度重视就业工作，针对学生就业需求采取了多种举措，帮助毕业生有效落实就业

去向。近三届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持续维持较高水平（分别为 98.36%、98.92%、98.99%）。

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情况较好，这反映了学校在推动学生就业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访企拓岗工作取得成效。协议和合同就业为毕业生发展主旋律，学校积极推进访企拓岗

工作，助力产学融合的同时也为学生拓宽了就业渠道、提供了就业机会。具体来看，近三届

毕业生“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81.17%、82.02%、

81.41%）均在八成以上，访企拓岗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学校后续将继续深入推进学校就业创

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加大精准就业对接力度。

学校立足地方，充分发挥人才、技术等优势，全方位服务嘉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显

示，本校近三届毕业生均有九成以上在浙江就业（分别为 95.36%、94.61%、91.42%），且分

别有 56.67%、57.51%1、50.92%留嘉就业。

毕业生就业质量整体表现较好。学校坚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符合度和适应度。近四届就业满意度均保持在 85%左右（分别为 86.25%、85.26%、

83.61%、86.67%），毕业生就业感受较好；近四届均有六成以上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分别

为 63.55%、62.21%、64.58%、62.32%），学生毕业后的社会适应力较强。整体来看，毕业

生就业质量整体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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