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学院 2024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一、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及分析

1.毕业生规模与分布

2024 届毕业生总人数 4057 人，涵盖 18 个本科专业，分布于 6

个教学学院，较 2023 年增长 7.5%。

从男女性别来看，男生有 1304 人，占总人数的 32.1%，女生有

2753 人，占总人数的 67.9%，男女生性别比例为 1:2.1。

从毕业生生源来看，毕业生生源主要省份在湖南省（3731 人），

占 92.00%。其他 22 个省份毕业生生源数共有 326 人，占 8.00%。

从民族分布来看，2024 届毕业生共有 15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

13个，共 560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3.80%；汉族毕业生 3497 人，占

86.2%。

从就业地域来看，湖南省是我校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地域，共

1626 人，占就业总人数的 59.28%；广东省就业 603 人，占 21.98%；

浙江省就业 202 人，占 7.36%；江苏省就业 43人，占 1.57%。

2.就业落实情况

2024 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0.73%（截至 2024 年 8月

31 日）。

2024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1.64%（截至 2024 年 12

月 24 日）。

二、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

1.各届毕业生总人数逐年上升



近五年，我校毕业生人数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24 届毕业生

对比 2023 届增幅超 1000 人，从 2022 年开始我校新增加了专升本毕

业生，故近两届毕业生人数有大幅提升。

2.各学科毕业生人数变化较大

近五年以来，学校各学科毕业人数变化较大，其中文学、艺术学、

工学、农学、医学、法学毕业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学

校处于办学发展阶段，学科建设与改革力量较大，同时为顺应就业市

场需求，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及招生人数，招收的专升本学生为我校学

生增加了更多的毕业生生源。

3.毕业去向落实率基本稳定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较 2023 届稍有下降，但总体

呈上升趋势，毕业生人数增加和经济发展形势对学生就业带来了一定

的影响。

4.来校招聘单位骤减

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很多单位在缩减成本，非核心岗位被裁撤，

招聘名额几乎干涸。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出现了大幅下降，很多用人

单位没有进人需求。

5.“以考就业”人数骤增

近五届毕业生以考就业人数成倍增长，2024届人数达到1213人。

主要去向为升学、公务员、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等，其中事业单位人数 944 人占 10.03%，成为我校毕业生就业

的重要选择。



6.张家界地区就业人数有所提升

近年来，张家界市发展迅速，学校积极在张家界市拓展就业市场，

加强与政府、企业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就业基地，并鼓励毕业生留在

张家界发展。总体来看，2024 届仍呈上升趋势，留张就业人数为 232

人，占毕业总人数的 5.71%。

7.回生源地就业人数增多

随着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和学校就业去向引导，毕业生就业意识

不断发生转变，不再是盲目地向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聚集，我校毕业

生回生源地就业人数前两年呈下降趋势，但 2022 届有所回升，达到

86.30%。2024 届缓慢上升，为 86.75%。

三、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

1.强化就业顶层规划

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人才培养定位为：“学校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就业创业为导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

养通识素养宽厚、专业基础扎实、实践创新能力强的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学校在“十四五”期间将持续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深化

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逐步形成以工、文、艺、管学科为主体，以护

理学、会计学、旅游管理及信息类等应用型专业为重点，构建结构合

理、特色鲜明、融通性强的学科专业体系。大力持续拓展就业市场，

加强场馆建设，提升教育质量，不断增强学生的就业和创新创业能力。

2.推进“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改革

学校调整优化专业结构，调整招生专业、人数，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推进工科、商科、医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改革，结合区域经

济发展和市场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根据对往届毕业生抽样调查判断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对学科专业、招生人数、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

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了讯飞人工智能产业学院、战觉城体育产业

学院，招生专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3.广泛开拓就业渠道

学校坚持“立足湖南省、稳定珠三角、拓展长三角、辐射全国”

的工作思路，制定年度就业市场建设方案，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不

断转型升级就业市场格局，不断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不断创新市场拓

展方法。近两年来，校长简德彬、党委书记王宾吾多次亲自带队，深

入企业走访、洽谈，实地走访用人单位 436 家，与 300 余家企业、单

位举行座谈交流，拓展就业岗位 6200 余个，进一步推动校地、校企

在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副校长袁启

君参加湖南省人社厅主办的 2024 年书记校长直播“荐才行动”，在“我

们就业吧”直播间为毕业生代言。

4.拓宽人培新渠道

学校加强国际交流工作，先后与国外的 13 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

作关系，通过交换留学生、暑期实习、校际互访、学术交流等形式让

学生开阔视野、增长学识、提高能力，推动交换生、就业等方面的务

实合作。学校成立了继续教育学院，与希望教育集团达成共识，推动

我院国际化办学，成为教育教学发展新方向和拓展就业新渠道的途径。

学校挂牌成立了“中国保利中轻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张家界学院培训中



心”，着力打造人才招生培训与出国就业的链条校地合作，人才共育。

5.实施就业育人工程

学校高度重视并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就业政策，将应征入伍、

西部计划、援藏援疆等基层就业项目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到新疆、

西藏就业奖励 2000 元，其他地区“西部计划”奖励 1000 元，营造了

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和创业的良好氛围。通过毕业季、实习

期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强化政策宣传与教育引导，引导毕业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观、就业观和择业观，引导更多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

6.建立政校企联动促就业机制

与张家界市文旅广电体育局签订了国际旅游人才培养项目，召开

“政校企合作座谈会”，塑造政校企协同联动新优势，利用张家界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搭建人才培养架构；联合张家界市人社局开展校

园招聘会，吸纳政府就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