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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反映毕业生的就业状况，积极发挥就业状况对教育教学的反馈作用，进

一步完善学科专业预警，健全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专业调整的联动机制，

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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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遵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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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编制和正式发布《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报告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就业信息管理系统。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31 日。使用数据主要涉及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毕业去向落实率、就业流向等。 

（二）第三方调研咨询机构跟踪调查数据。调研面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回收

有效问卷 314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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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一）总体规模与性别结构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共 4211 人。其中，男生 1090 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 25.88%；女生 312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74.12%，男女性别比为 0.35∶1。 

 

图 1- 1  2024 届毕业生性别结构 

（二）生源地结构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生源涵盖 18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以省内生源为主，占

毕业生总人数的 85.18%；省外生源主要来自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等地区。 

表 1- 1   2024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序号 生源地 人数 比例 序号  生源地 人数 比例 

1 湖南省 3587 85.18% 10 云南省 5 0.12% 

2 西藏自治区 325 7.72% 11 甘肃省 3 0.07% 

3 四川省 83 1.97% 12 陕西省 3 0.07% 

4 贵州省 59 1.40% 13 河南省 2 0.05% 

5 广东省 47 1.12% 14 福建省 2 0.05%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5 1.07% 15 河北省 2 0.05% 

7 重庆市 27 0.64% 16 江西省 2 0.05% 

8 湖北省 10 0.24%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0.05% 

9 内蒙古自治区 6 0.14% 18 青海省 1 0.02% 

3121人, 74.12%1090人, 25.88%

4211人

男女比例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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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省内生源集中于岳阳市、衡阳市，占本省生源总人数的 17.65%、14.61%；

其次是怀化市、邵阳市，占比分别为 10.59%、10.12%。 

 

图 1- 2  2024 届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注：各市占比=各市生源人数/本省生源人数。 

二、毕业去向落实率1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8.70%。其中

单位就业率为 81.19%，升学率为 6.98%，自主创业率为 0.43%，自由职业率为 0.09%。 

 

 

 

 

 

 

 

 

 

1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知》（教就业厅函〔2024〕11

号），毕业去向落实率=单位就业率+自主创业率+自由职业率+升学率。其中，单位就业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

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科研助理/管理助理、应征义务兵、国家或地方基层项目；升学

包括境内升学和境外留学。 

71人, 1.98%

77人, 2.15%

77人, 2.15%

108人, 3.01%

146人, 4.07%

160人, 4.46%

185人, 5.16%

225人, 6.27%

299人, 8.34%

339人, 9.45%

363人, 10.12%

380人, 10.59%

524人, 14.61%

633人, 17.65%

张家界市

株洲市

湘潭市

益阳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常德市

长沙市

永州市

郴州市

娄底市

邵阳市

怀化市

衡阳市

岳阳市

毕 

业 

去 

向 

单位就业率 81.19% 

境内升学率 6.98% 

自主创业率 0.43% 

自由职业率 0.09% 

未就业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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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2024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去向 人数 占比 

单位就业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343 55.64%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726 17.24%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74 6.51% 

应征义务兵 72 1.71% 

国家、地方基层项目 4 0.09% 

小计 3419 81.19% 

升学 294 6.98% 

自主创业 18 0.43% 

自由职业 4 0.09% 

未就业 

待就业 462 10.97% 

其他暂不就业 14 0.33% 

小计 476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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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服务重点区域与重点领域情况 

针对毕业去向为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

业毕业生（共计 3709 人）统计分析地区流向、单位流向、行业流向和职业类别分布。 

一、就业地域分布 

毕业生主要选择留在本省就业（60.31%），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省外就业人数

较多的地区为广东省、西藏自治区、浙江省等地。 

 

图 2- 1   2024 届毕业生省内、省外就业分布 

表 2- 1   2024 届毕业生就业省份分布 

就业省市/自治区 毕业生人数 占比 就业省市/自治区  毕业生人数 占比 

湖南省 2237 60.31% 辽宁省 9 0.24% 

广东省 725 19.55% 北京市 9 0.24% 

西藏自治区 230 6.20% 河北省 8 0.22% 

浙江省 125 3.37% 云南省 8 0.22% 

江苏省 56 1.51% 广西壮族自治区 7 0.19% 

四川省 45 1.21% 天津市 7 0.19% 

湖北省 45 1.21% 山东省 6 0.16% 

上海市 40 1.08% 内蒙古自治区 6 0.16% 

福建省 29 0.78% 海南省 5 0.13% 

安徽省 23 0.62% 山西省 3 0.0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 0.54% 甘肃省 2 0.05% 

江西省 18 0.49% 陕西省 2 0.05% 

贵州省 16 0.43% 青海省 2 0.05% 

重庆市 13 0.35% 黑龙江省 1 0.03% 

河南省 12 0.32% - - - 

湖南省, 60.31%

广东省, 19.55%

西藏自治区, 6.20%

浙江省, 3.37%

其他地区, 10.57%

其他, 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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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就业城市：毕业生省内就业最集中的 TOP5 城市依次为长沙市（22.05%）、

岳阳市（21.86%）、衡阳市（3.48%）、娄底市（3.07%）、湘潭市（2.05%）。 

表 2- 2  2024 届毕业生省内就业流向 

省内就业 人数 占比 省内就业  人数 占比 

长沙市 929 22.05% 常德市 57 1.54% 

岳阳市 921 21.86% 株洲市 54 1.46% 

衡阳市 129 3.48% 郴州市 54 1.46% 

娄底市 114 3.07% 邵阳市 47 1.27% 

湘潭市 76 2.05%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39 1.05% 

怀化市 71 1.91% 益阳市 25 0.67% 

永州市 68 1.83% 张家界市 20 0.54% 

注：省内各地占比=省内各地就业人数/就业地区总人数。 

二、就业行业流向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集中于“教育”领域（33.44%），其次为“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61%）和“制造业”（11.10%）。 

 
图 2- 2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0.06%

0.45%

0.66%

0.72%

0.72%

0.93%

0.96%

1.20%

1.26%

2.12%

3.35%

3.53%

5.68%

5.89%

7.00%

9.33%

11.10%

11.61%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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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单位类型 

毕业生依托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主要流向单位类型为其他企业等（66.29%）

和其他事业单位（15.85%）。 

 

图 2- 3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四、从业职业类型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职业类别主要为教学人员（占比达 31.62%），其次为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10.02%）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7.75%）。毕业生从

事职业类别 TOP10 如下图所示。 

 

图 2- 4   2024 届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十个职业类别分布 

  

11.52%

0.06%

0.06%

0.06%

0.09%

0.09%

0.18%

0.36%

0.78%

2.18%

2.48%

15.85%

66.29%

其他（含社会组织等）

部队

科研设计单位

城镇社区

高等教育单位

医疗卫生单位

农村建制村

机关

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中初教育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其他企业等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教学人

员

商业和

服务业

人员

其他专

业技术

人员

办事人

员和有

关人员

工程技

术人员

文学艺

术工作

人员

生产和

运输设

备操作

人员

经济业

务人员

金融业

务人员

新闻出

版和文

化工作

人员

占比 31.62% 10.02% 7.75% 4.19% 2.51% 2.00% 1.14% 0.90% 0.7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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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就业质量相关分析 

一、就业匹配质量 

（一）专业相关度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目前就职岗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度为 82.92%，均值为 3.55

分（5 分制）。 

 
图 3- 1  2024 届毕业生的专业相关度评价 

（二）职业期待匹配度 

学校 2024届毕业生认为自身从事的工作与职业期望总体匹配度为 72.49%，其中

“非常匹配”占比 6.76%，“比较匹配”占比 32.48%，“匹配”占比 33.25%。 

 

图 3- 2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职业期待总体匹配度评价 

（三）工作满意度 

毕业生签约单位的工作环境、办公自由度、晋升培训、单位文化等方面与自身

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实现高满意就业，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目前签约单位的总体

满意度达 86.05%。 

非常相关, 24.81%

比较相关, 29.39%

相关, 28.72%

不太相关, 9.89%

不相关, 7.19%

非常匹配, 6.76%

比较匹配, 32.48%

匹配, 33.25%

不太匹配, 23.55%

不匹配,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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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2024 届毕业生对目前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二、用人单位认可度 

（一）整体评价 

毕业生工作表现获用人单位认可，97.22%的受访用人单位均对学校毕业生的工

作表现感到满意。 

 

图 3- 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评价 

（三）就业工作评价 

受访用人单位对我校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总体感到满意的占比为 100.00%。 

 

图 3- 5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8.49%

29.63%

47.92%

11.58%

2.36%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非常满意, 37.50%

满意, 25.00%

比较满意, 34.72%

不太满意, 2.78%

37.50%
34.72%

27.78%

非常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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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满评价 

用人单位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满意度评价为 100.00%。其中反馈“非常满意”占

比 37.50%、“满意”占比 38.89%、“比较满意”占比 23.61%。 

 

图 3- 6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满意度评价 

  

非常满意, 37.50%

满意, 38.89%

比较满意,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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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人才培养质量相关分析 

一、就创业服务满意度 

学校就业教育与指导服务体系在促进毕业生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获得了

毕业生广泛认可。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就创业指导服务满意度为 95.09%。 

 

图 4- 1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就创业指导服务评价 

二、人才培养综合评价与反馈 

人才培养总体满意度：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总体满意度为

90.75%，总体满意度较高。体现了学校多元化人才培养机制的合理性及科学性，为

毕业生更好地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 4- 2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人才培养满意度评价 

母校推荐度：学校 2024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为 90.34%，其中“愿意”推荐

母校选项占比较高，达到 44.60%。 

非常满意（5分）, 

29.89%

比较满意（4分）, 

32.94%

满意（3分）, 32.26%

不太满意（2分）, 

3.70%

不满意（1分）, 

1.22%

15.64%

31.12%

43.99%

6.13%
3.12%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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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分布 

  

15.96%

29.78%

44.60%

7.22%
2.45%

非常愿意 比较愿意 愿意 不太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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