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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学校概况

长春工程学院是一所以工学为主，管理学、理学、艺术学、

文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深厚建筑、水利、电力、地质等基

础工业行业背景及鲜明办学特色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应急管理部共建高校，国务院

批准具有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 A 类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

“CDIO 工程教育改革”试点高校，“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实施

高校，“欧盟伊拉斯谟计划研究生国际化培养项目”实施高校，“吉

林省转型发展示范高校”，吉林省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示范高校（A

类）。学校具备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是首批试办边防军人子女

预科班的全国五所大学之一，曾是具有国防生招生资格的全国百

所大学之一。



II

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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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编制和正式发布《长春

工程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本报告数据来源：

（1）学校数据：

学校数据来源于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截止日

期为 2024 年 8 月 27 日 16 时。使用数据主要涉及毕业生的规模和

结构、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去向、行业职业流向、就业地区流

向等。

（2）调研数据

毕业生数据：毕业生调研数据通过第三方调研获得。涵盖就

业特点、就业质量相关分析、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面内容。

用人单位数据：用人单位数据通过第三方调研获得。主要涵

盖用人单位的聘用情况、对学校毕业生的使用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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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毕业生人数。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总人数为 4806 人，其中

专科毕业生 690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4.36%；本科毕业生人数

为 3957 人，占总体毕业生人数的 82.33%；硕士研究生 159 人，占

毕业生总人数的 3.31%。

2.生源地区。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生源主要来自于吉林省，人

数为 1635 人，占比为 34.02%。其中，专科毕业生来自吉林的比例

为 38.12%；本科毕业生来自吉林的比例为 34.09%；硕士研究生来

自吉林的比例为 14.47%。

（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毕业去向落实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

公布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去向落实率 =（已落实毕业去向人数÷毕业生总人数）

×100%

毕业生总人数 = 就业人数+升学人数+未就业人数

已落实毕业去向毕业生包括：就业、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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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落实情况整体较好。总体毕业去向落

实率达到 84.69%，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的

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别为 61.59%、88.96%、78.62%。

（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1.行业流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行业为建筑业

（37.70%）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23.10%）。

2.职业流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以工程技术人

员为主（64.03%）。

3.用人单位流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所在的就业单位均以国

有企业为主，占比为 54.50%。

4.就业地区分布。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吉林省内，服务于本地

经济发展。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在吉林省内就业的比例为 32.19%，

主要就业的城市为长春市，与当地人才政策支撑、就业前景广阔、

社会资源丰富等因素相关。

（四）待就业群体分析

学校 2024 届未就业毕业生中求职中的比例最高。尚未落实工

作的主要原因为“正在寻找工作”（45.30%），其次为“准备考公

或事业编”（28.21%），希望学校提供的就业帮助主要是“提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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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信息”，占比为 80.77%。

二、就业工作评价

1.总体就业服务满意度较高。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

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92.03%。

2.专业对口度较高。学校近八成（79.23%）的 2024 届毕业生

目前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

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对口度分别为 70.00%、79.03%、88.24%。另外，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表明从事与专业无关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先就

业再择业”和“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

3.就业满意度较高，不过各学院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自己就业的满意度为 86.42%。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

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 81.82%、86.53%、87.50%。

分学院看，国际教育学院（93.10%）、能源动力工程学院（93.02%）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较高，而土木工程学院（73.91%）、勘查与测

绘工程学院（78.26%）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较低。这一定程度跟

土木工程学院、勘查与测绘工程学院毕业生主要在建筑行业就业

有关。近两年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建筑行业的就业机会有所减少。

另外随着科技进步，建筑行业逐渐向智能化与绿色化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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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企业对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毕业生也

是一种挑战。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毕业生对就业现状不满。

4.职业期待符合度相对较高，不过各学院之间差异明显。学

校超八成（81.02%）的 2024 届毕业生认为目前从事工作符合职业

预期。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的职业期待符

合度分别为 81.82%、80.59%、88.24%。分学院看，能源动力工程

学院 2024 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符合度较高（91.30%），而机电工

程学院（65.38%）、土木工程学院（75.00%）毕业生的职业期待符

合度较低。此外，学校 2024 届毕业生表示目前从事工作不符合职

业期待的主要原因为“不符合我的职业发展规划”、“不符合我的

生活方式”。针对这一现象，学校可以进一步强化职业规划教育，

帮助学生了解自我、探索职业兴趣、设定合理的职业目标。

5.就业稳定性较强。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中仅有不足一成

（7.91%）的毕业生有过离职经历，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

硕士研究生的离职率分别为 19.23%、7.33%、5.88%。此外，毕业

生表示离职的主要原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想改变职业或行业、不

适应单位管理和文化等。

三、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7

1.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调研显示，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为 90.95%，其中专科

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的满意度分别为 92.31%、90.47%、

100.00%。

2.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推荐度较高。调研结果显

示，学校有近八成（77.88%）的 2024 届毕业生表示愿意推荐他人

就业学校。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对母校的

推荐度分别为 75.51%、77.69%、92.31%。

3.学校教学工作得到毕业生广泛认可。学校有近九成（87.13%）

的 2024 届毕业生对教学工作感到满意。其中专科毕业生、本科毕

业生、硕士研究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分别为 89.29%、86.83%、

88.24%。

4.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学校各项教学设施满足度的评价较

低。有两成以上的 2024 届毕业生认为学校各项教学设施不足以满

足其需求，尤其是辅助设施（57.49%）、体育与文娱设施（66.20%）；

相对而言，图书馆与学习资源对毕业生的满足度较高（79.64%）。

四、用人单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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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整体满意度及毕业生的能力素质的

满意度高。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高度评价不仅是对学生个人能力

和学校教学质量的认可，也是对学校是否有效实现了其培养目标

和毕业要求的一种验证。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4 届毕业生的总体满

意度高达 100.00%，这表明我校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高度认可，从而

反映出我校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高度契合。此外，用人单位对我

校 2024 届毕业生各项工作能力的满意度均在 94.73%及以上；对我

校 2024 届毕业生各项个人素质的满意度均在 94.44%及以上。整体

上说，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

质，并能迅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这表明学校在专业教学和实

践机会提供等方面成功地达成毕业要求中关于能力素养的要求。

2.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认可度高。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

指导服务、校园招聘服务的满意度分别为 96.30%、100.00%。此外，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的建议主要为加强校企合作沟通、优化

就业指导服务、拓宽就业信息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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