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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质量简报

（2024 年第 7期）

质量办 2024 年 6月 24 日

2024 届毕业生职业发展状况与人才培养质量问卷调查结果

为全面了解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更好地服务毕业生职业发展，为学校的人

才培养、创业就业服务及管理服务等提供科学依据，面向 2024 届（含 2019 级五年

专转段，不含线上学习人数）2588 名毕业学生展开调查，截止到 2024 年 6 月 4 日共

回收问卷 2383 份，参与率 92.08%。具体情况如下：

一、问卷调查结果

（一）基本情况

1.调查参与度：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此次调查，参与度均高于 84%，其中教育学

院参与度最高 97.6%。

图 1 问卷参与情况

备注：参与人数（工学院 314，教育学院 936，经贸学院 586，艺术与建筑学院 547）。

2.毕业生目前的状态：全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占比 80.78%（其中就业占比

71.63%，专升本备考期占比 6.80%，自主创业占比 1.51%，兼职创业占比 0.84%）。

经贸学院就业去向落实率最高，占比 93.86%（其中就业占比 88.05%），教育学院就

业去向落实率相对较低，不到 65%（占比 64.42%，其中就业占比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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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情况

学院 就业 自主创业 兼职创业 专升本 待业

工学院 78.66% 2.23% 0.96% 7.01% 11.15%

教育学院 55.56% 0.85% 0.53% 7.48% 35.58%

经贸学院 88.05% 1.37% 1.37% 3.07% 6.14%

艺术与建筑学院 77.51% 2.38% 0.73% 9.51% 9.87%

学校 71.63% 1.51% 0.84% 6.80% 19.22%

图 2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情况

（二）就业情况

1.就业途径

第一份工作找到途径主要通过家人、朋友推荐，占比 45.28%，其次是通过网络

招聘（占比 32.19%）和校园招聘会（占比 5.50%）。

图 3 就业途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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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岗位

毕业生选择就业的用人单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个人企业和事业单位，占

84.05%，进入港澳台独资企业和港澳台合资（作）企业的相对较少。

图 4 就业单位性质情况分析图

3.就业质量

（1）就业对口率

毕业生就业后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占 45.92%,部分对口的占 31.63%，

两者共占 77.55%，高于双高专业群建设要求（75%）2 个百分点。

图 5就业对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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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收入

毕业生现在工作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3001-4000 元，占比接近 40%（39.76%），其

次是 4001-5000 元，占比接近 25%（22.90%），另外 5000 元以上占比接近 15%（13.14%）。

分学院来看，工学院和经贸学院的工作月收入在 4001 元以上的占比接近 50%（工学

院 48.08%，经贸学院 47.47%）。

图 6 毕业生平均月收入

毕业生目前就业单位中，有配套假日福利的占 62.25%，购买五险一金的占 36.34%，

有带薪休假的占 34.48%，有出国进修机会的占 2.77%。

图 7 就业单位福利

4.就业现状满意度

参与本次调查问卷的毕业生中，有 71.59%的人对目前就业现状感到满意，仍有不

到 1%（0.62%）的人表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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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三）创新创业情况

1.创业区域

由于学校的主要生源来自省内，有创业毕业生中接近 70%（69.70%）的人选择在

福建省创业，其中选择在厦门创业的占比 30.30%，选择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

毕业生较少（占比 6.06%），在西部地区创业为 0。

图 9 创业区域分布

2.创业资金来源

参与本次调查问卷的毕业生中，创业资金来源排名前三的是：自己挣钱（占 50%）、

贷款（占 23.53%）、向亲人朋友借（占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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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创业资金来源分布

3.创业遇到问题

走出校园，自主创业，缺乏经验，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再所难免，调查显示，

创业项目选取、资金筹备、服务的营销推广等方面都是创业初期遇到的几大难题，

其中创业项目选取难度最高（占 45.16%）。

图 11 创业初期遇到的问题情况

4.创业影响因素

影响创业阶段企业的发展主要因素排名靠前的依次为：经验（80.65%）、人脉

（65.71%）、项目或技术（58.06%）、团队（54.84%）、创业者素质（54.84%）。

图 12 影响创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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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素质情况

本次调查继续调查了往年的焦点问题：选取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中的职业道德、

心理承受和调节能力、语数英计算机等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技能、人际沟通与合

作能力、语和创新能力等六项素质，从毕业生实际情况、项目对工作的影响程度及

人才培养对项目的影响程度三个维度展开调查，以便从纵向的发展线来反映学校人

才培养质量，为学校各专业科学制定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可靠的

参考。

1.毕业生的实际情况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六项素质毕业生自我认可度依次是：职业道德（82.21%），

心理承受和调节能力（75.33%），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68.86%），专业知识与技

能（66.18%），创新能力（59.55%），语、数、英、计算机等基础知识（52.92%）。

图 13 素质拥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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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工作的影响情况

六项素质对工作的影响程度较高的是：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68.02%），职业

道德（64.25%），心理承受和调节能力（63.16%），专业知识与技能（61.48%）。

语、数、英、计算机等基础知识（51.15%）相对弱一点。

图 14 素质对工作的影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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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对素质的影响

人才培养对素质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均衡，六项素质中职业道德（65.93%）、专

业知识与技能（62.14%）、人际沟通与合作能力（61.14%）这三项影响相对较高。

语、数、英、计算机等基础知识（55.60%）相对弱一点。

图 15 人才培养对素质的影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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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能力适应情况

75.70%的毕业生认为自身工作能力适应从事工作实际需求，同比上届提升了2.44

个百分点，其中完全适应提升 4.62 个百分点。但仍有 0.59%的学生反馈不适应，然

而同比上届（占比 1.10%）降低超 0.5 个百分点。

图 16 工作能力适应度

（六）满意度情况

1.人才培养

99.08%的毕业生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满意，同比提升约 0.2个百分点。

图 17 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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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服务

毕业生对学校以下 9个方面的满意度均在 93%以上，其中教学情况（99.33%）、

学生管理情况（98.70%）和就业指导（98.53%）与职业证书培训工作（97.86%）

满意度排名靠前。然同比上届对图书馆、宿舍、食堂的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图 18 对管理服务的满意度

3. 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

82.84%的毕业生对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具体工作的满

意度排名靠前的是：有开设专业的必修课（62%）、有专业的指导老师（50%）、

有提供创业实训基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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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对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整体）

图 20 对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具体事项）

对后续学校进行创新创业指导的建议：毕业生认为除了开设创新创业教育相关

的理论课程外（35.04%）；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创业政策、可行性分析等相关帮助

指导（17.08%）和实践平台（13.64%）等。

图 21 对创新创业指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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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续学校进行就业指导服务的建议：毕业生认为除了拓宽就业信息渠道给学

生提供更多招聘信息外（54.55%）；可以加强法律法规教育和抗压能力训练，增加

面试就业等培训讲座频次，把就业指导与专业教学相结合。

图 22 对就业指导服务的建议

二、思考与建议

应届毕业生综合素养达成效果不断提升，其中职业道德、心理承受和调节能力

表现较为优秀。然而，针对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毕业生信息素

养、数字技能方面仍有待加强。毕业生对学校教学、学生工作和就业指导等方面的

满意度逐年攀升，校园内各项学习和生活设施对其成长和成才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同时，分析还显示，随着产业优化升级的深入推进，高职培养环节亦需相应完善。

一方面学院各二级学院应根据技术更迭和社会发展等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调整人

才培养方案，将社会环境变化提出的新要求融入现有人才培养目标中，系统构建人

才培养目标体系，增强专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要关注课程建设环节，进

一步强化课程内容对毕业生能力达成的支撑效果。三是学校应加大对创业就业指导

与支持力度，提供更多有效的实习实训机会，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职场

环境；此外各学院还应关注学生的创业需求，通过设立创业基金等方式，激发学生

的创业热情，提升创业成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