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江西省毕业生就业 毕业生就业质
量调研报告(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江西省毕业生就业篇一

园林园艺学院、人文学院2006年毕业生就业讲座安排表(表
一)

时间主讲人题目地点备注

3月22日曹忠民职业的选择综合楼一楼阶梯教室已讲

3月29日谢国文大学生就业机会成本分析综合楼一楼阶梯教室
已讲

4月4日马茜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就业观综合楼一楼阶梯教室

人文学院2002级毕业生就业相关信息统计表

(表二)

2002级社会工作专业

总人数40人调查表回收数37份

社会实践情况登记已找到工作人数(1人)

空白四项以上男生女生



2份23份1人0

想要找的工作类型百分比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考研

70%77.5%52.5%25%27.5%32.5%7.5%

特殊情况无

特长偏向方向

计算机5人写作10人体育15人

文艺6人英语2人茶艺2人

演讲2人社交6人摄影1人

书法1人驾驶执照2人

(表三)

2002级森林保护与游憩专业

总人数56人调查表回收数55份

社会实践情况登记已找到工作人数(9人)

空白四项以上男生女生

33份7份2人7人

想要找的工作类型百分比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考研



75%75%69.6%41%36%15.4%5.4%

特殊情况无

特长偏向方向

计算机8人写作5人体育17人

文艺12人英语1人茶艺1人

阅读1人社交3人绘画4人

书法1人

江西省毕业生就业篇二

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2、制造业

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

4、建筑业

5、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制造业



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

5、金融业

1、教育

2、卫生和社会工作

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

江西省毕业生就业篇三

21日，青岛市人社局发布了《青岛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报
告》，报告显示，去年全市共接收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75158
人，其中包括博士583人、硕士7917人、本科34763人、专
科31895人，同比增长4.53%，完成全年7万人目标任务
的107.37%。

硕博人才同比增长58%

从20接收毕业生的情况来分析，去年我市吸纳的毕业生中，
高层次毕业生增幅明显。按学历分析，在接收的毕业生中，
博士、硕士毕业生8500人，占总人数11.31%，同比增
长58.20%;本科毕业生34763人，占总人数46.25%，同比增
长11.30%;专科毕业生31895人，占总人数42.44%，同比下
降9.63%。从数字可以看出，虽然本、专科毕业生仍是我市接
收的主体，但接收高层次毕业生增幅过半，对于高层次人才
的引才效果逐步显现。



此外，数据还显示，外地生源占比呈现上升趋势。按生源地
分析，在接收的75158名毕业生中，青岛生源毕业生33912人，
占总人数的45.12%，同比下降13.82%;外地生源毕业生41245
人，占总人数的54.88%，同比增长26.71%。据分析，这主要
是因为随着我市引才环境的逐步优化，对高校毕业生来青就
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外地生源毕业生来青就业人数有较
大增幅。

接收工学类毕业生最多

按专业类别分析，在接收的毕业生中，工学类毕业生为31821
人，管理类为15197人、文学类8868人，这三类专业毕业生占
到了接收毕业生就业人数前三位，占总人数的'74.36%。其中
工学类专业最多，占总人数42.34%，主要以机械设计、机电
工程、电气工程、电子工程等专业为主。这意味着，我市制
造业企业对毕业生的需求量相对较大，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
业前景相对看好。

按高校所在地分析，在接收的毕业生中，驻青高校毕业
生41177人，占接收总人数的54.79%，同比增长3.27%，占驻
青高校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45.22%;非驻青高校毕业生33981
人，占接收总人数的45.21%。

专业与市场需求存矛盾

报告还分析了我市吸纳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全
年整体就业情况看，我市高校毕业生接收就业总量稳中有升,
但随着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
突出。一方面是高校专业设置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错位情
况仍然存在，目前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现代服务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蓝色经济等逐步兴起，对高校毕业生综合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大学生知识技能难以满足用人单位需求，
加剧了初次就业难度。



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观念对就业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部分
大学生对自身定位不够准确，多数学生缺乏职业生涯规划，
对职业目标相对模糊，对市场变化、社会变化关心度
低，“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影响大学生就业，成为就业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西省毕业生就业篇四

园林园艺学院、人文学院20毕业生就业讲座安排表(表一)

时间主讲人题目地点备注

3月22日曹忠民职业的选择综合楼一楼阶梯教室已讲

3月29日谢国文大学生就业机会成本分析综合楼一楼阶梯教室
已讲

4月4日马茜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就业观综合楼一楼阶梯教室

人文学院级毕业生就业相关信息统计表

(表二)

2002级社会工作专业

总人数40人调查表回收数37份

社会实践情况登记已找到工作人数(1人)

空白四项以上男生女生

2份23份1人0

想要找的工作类型百分比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考研

70%77.5%52.5%25%27.5%32.5%7.5%

特殊情况无

特长偏向方向

计算机5人写作10人体育15人

文艺6人英语2人茶艺2人

演讲2人社交6人摄影1人

书法1人驾驶执照2人

(表三)

2002级森林保护与游憩专业

总人数56人调查表回收数55份

社会实践情况登记已找到工作人数(9人)

空白四项以上男生女生

33份7份2人7人

想要找的工作类型百分比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考研

75%75%69.6%41%36%15.4%5.4%

特殊情况无



特长偏向方向

计算机8人写作5人体育17人

文艺12人英语1人茶艺1人

阅读1人社交3人绘画4人

书法1人

江西省毕业生就业篇五

山东大学近日发布《山东大学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毕
业生总体就业率为93.17%，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94.54%，博
士毕业生就业率为98.03%。

总体就业率为93.17%，总体签约率仅6成

根据统计，山东大学2016届毕业生共计11368人。截至12月9
日，就业10592人，总体就业率为93.17%。其中：本科毕业生
就业6133人，就业率为91.89%;硕士毕业生就业3863人，就业
率为94.54%;博士毕业生就业596人，就业率为98.03%。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流向主要是签约就业和国内外深造，研究
生就业流向主要是签约就业。

2016届毕业生中，以各种形式签约就业的有6999人，总体签
约率为61.57%。因升学需求、深造机会等不同，不同学历层
次毕业生的签约率有所差异：本科生签约3056人，签约率
为45.79%;硕士生签约3407人，签约率为83.38%;博士生签
约536人，签约率为88.16%。

备受关注的大学生创业情况，从山东大学数据显示，并不十
分活跃。2016届毕业生自主创业29人。毕业生创业比较多的
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教育”“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创业
毕业生来自17个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涉及九个学科门类，
分布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基础科
学五个学部和威海校区。

就业率高的专业不乏一些“冷门”，哲学、历史均在列

就业率达到100%的这24个本科专业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材料物理、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车辆工程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能源与环
境系统工程、交通运输专业。生命科学学院的生态学专业。
泰山学堂的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物理学院的微
电子学专业。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学专业。外国语学院的`
朝鲜语、翻译专业。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哲学专业。管理
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业工程专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
院的国际政治、英语双学位专业。护理学院的护理学专业。
威海校区的舞蹈编导、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
业。

就业率排名靠前的学院分别是护理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
体育学院、艺术学院、药学院、威海校区等。

就业率排名靠后的学院有土建与水利学院、数学学院、法学
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医学院等。

一些热门专业反而就业率低，但并不代表找不到工作

就业率排名倒数前十名的本科专业包括：儒学高等研究院的
哲学专业(50%)，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人类学专业(55%)，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71%)，数学学院
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73%)，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生物医
学工程(73%)，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国际政治专业(74%)，



物理学院的应用物理学专业(7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电子商务专业(78%)，管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专业(79%)，土
建与水利学院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79%)。

由于就业率包含范围的原因，我们一般认为的一些热门专业
反而就业率低。按照教育部统计口径，毕业生“就业”主要
包括：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国内升学;出国(境)学习、
工作;参加村官、三支一扶等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遴选;与用
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自主创业;应征入伍;以灵活方式(弹性
工作、自由职业等形式)就业等形式。可以说，就业统计还是
相当宽泛的。就业率低的专业并不代表找不到工作。

不同领域对毕业生的需求存在差异

世界经济变化新格局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给高校学生就
业创业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与往年相比，毕业生的
认可度不断提高，来校单位的数量和层次都有明显提高。秋
季学期开始后校招热度迅速升温，宣讲会高峰期略有提前;春
季学期许多单位通过实习招聘等形式提前延揽人才。

不同领域对毕业生的需求存在差异。从行业来看：随着“互
联网+”国家战略的实施，互联网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新型互
联网经济日趋繁荣，市场对计算机、软件、微电子相关学科
的人才需求较大;在电子商务带动下，物流、仓储等交通运输
行业的人才需求较大;随着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及产业升级，通
讯、it、核电、高铁、基建等领域迎来发展机遇，行业就业机会
增长明显;较快发展的教育培训产业表现出较大的招聘热情;
金融业的人才需求保持稳定势头;房地产行业受宏观政策和投
资影响较大，行业的转型发展正在影响人才需求;高耗能、高
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面临着产业转型任务，岗位需
求萎缩;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军工单位的“人才多元
化”战略，以及我校积极引导学生“军工报国”，都为毕业
生投身军工装备制造领域提供了机遇。从单位性质来看：民
营企业、中小微企业需求旺盛，国有企业的人才招聘更加规



范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