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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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总人数为 10285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5911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7.47%；

硕士毕业生 4249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1.31%；博士毕业生 125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22%。

分性别来看，男生 5543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3.89%；女生 4742人，占毕业生总人

数的 46.11%。本科毕业生性别比1（以女生为 100，男生对女生的比例）为 122.89，硕士毕

业生性别比为 108.69，博士毕业生性别比为 131.48，全体毕业生性别比为 116.89。

图 1- 1 毕业生规模及性别分布

毕业生生源地覆盖 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源人数最

多，共有 5677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外生源人数共有 4608人。区外生源人数最多的排名前

三省份为“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

1 性别比参照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公报的计算及表达方式，以女生为 100，男生对女生的比例，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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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毕业生生源地分布（Top10）

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毕业生总人数为 10285人，毕业去向落实人数为 8856人，毕

业去向落实率2为 86.11%。其中，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人数为 4894人，毕业去向落实

率为 82.79%；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人数为 3845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0.49%；博士

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人数为 117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60%。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土木工程学科主要建设单位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总人数 772

人，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711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2.10%。其中，土木工程专业，博士毕

业去向落实率为 100%，硕士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94%，本科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12%。

三、国家及地方基层就业情况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参与基层就业项目，

吸引更多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就业创业。同时，学

校深入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引导毕业生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2024届毕业生中，有 201人从事国家或地方基层项目，其中“选调生”就业 123人，

“西部计划”就业 37人，“国家特岗教师”就业 2人，“地方特岗教师”就业 4人，“其

它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10人，“三支一扶”就业 17人，“乡村教师”就业 1人，“农技

特岗”就业 7人。

2 按照教育部发布的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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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落实率包含单位就业率、自主创业率、自由职业率、升学率，其计算公式为：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去向落

实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00%。本报告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时间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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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地域流向

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广泛，覆盖 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国外地区

（就业 11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人数最多，共有 3581人，根据留桂就业的

统计标准，广西大学 2024届毕业生留桂就业率为 52.90%（不含升学、参军入伍）。区外

就业人数较多的地域为“广东省”（1146人）、“湖南省”（174人）、“四川省”（17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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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务重点区域和领域就业情况

一、就业地理大区

学校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对接“四大板块”，积极服务“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等战略3。毕业生就业地理大区分布参见表 2-1。

表 2- 1 毕业生就业地理大区分布

地理大区 人数 占比

东部地区 2028 22.90%
中部地区 591 6.67%
西部地区 4073 45.99%
东北地区 50 0.56%
其他 2114 23.87%
总计 8856 100.00%

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服务情况

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输送人才，学

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项目，为毕业生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搭建

平台，有效引导毕业生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4。毕业生在国家重大区域发展就业分布见表

2-2。

表 2- 2 毕业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服务情况

3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官方划分标准（不含港澳台），具体划分如下：

A.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0个省（直辖市）；

B.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个省；

C.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D.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个省。
4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本报告严格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划分进行分析，各大区域发展战略涉及的省份有重复，未进行

去重。

A.长江经济带：出自 2016年 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云南、贵州等 11个省（直辖市）。

B.“一带一路”经济带：出自 2015年 3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包含广东、浙江、上海、福建、广西、新疆、海南、云南、陕西、重庆、西藏、甘肃、

青海、辽宁、内蒙古、宁夏、吉林、黑龙江等 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C.长江三角洲地区：根据国务院 2019年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全域。

D.京津冀区域：出自 2015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包含北京、天津、

河北。

E.粤港澳大湾区：出自 2019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

F.黄河流域：出自 2021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规划范围为黄河

干支流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9省区相关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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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地区 人数 占比

“一带一路”经济带 5411 61.10%
长江经济带 1211 13.67%
粤港澳大湾区 1054 11.90%
黄河流域 579 6.54%

长江三角洲地区 463 5.23%
京津冀 188 2.12%

三、就业经济区流向

从毕业生生源地所在经济区5（左）和就业地所在经济区（右）分布可以看到：西南经

济区的生源人数和就业人数均最多。

图 2- 1 毕业生生源地（左）到就业地（右）流向

各经济区的生源人数和就业人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2-3。

表 2- 3 各经济区生源及单位就业人数分布

经济区 生源人数 单位就业人数

西南经济区 6566 3948

长江中游经济区 1101 445

5 八大经济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将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具体划分如下：

A.长江中游经济区，包含湖南、湖北、江西、安徽；

B.南部沿海经济区，包含广东、福建、海南；

C.东部沿海经济区，包含浙江、上海、江苏；

D.西南经济区，包含贵州、四川、广西、云南、重庆；

E.北部沿海经济区，包含北京、山东、河北、天津；

F.黄河中游经济区，包含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

G.大西北经济区，包含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

H.东北综合经济区，包含黑龙江、辽宁、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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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 生源人数 单位就业人数

黄河中游经济区 876 220

北部沿海经济区 709 349

南部沿海经济区 399 1280

东北综合经济区 243 50

东部沿海经济区 219 399

大西北经济区 170 51

四、主要就业城市

从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在城市来看，毕业生主要流向的城市为“南宁市”，其次为“深

圳市”。

图 2- 2 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分布（Top10）

五、区内就业城市

毕业生区内就业城市主要为“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

表 2- 4 毕业生区内就业城市分布

区内城市 人数 占比

南宁市 2085 58.22%
柳州市 271 7.57%
桂林市 151 4.22%
玉林市 133 3.71%
钦州市 124 3.46%
贵港市 114 3.18%
崇左市 113 3.16%
北海市 11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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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 107 2.99%
百色市 103 2.88%
河池市 81 2.26%
梧州市 78 2.18%
来宾市 56 1.56%
贺州市 55 1.54%
总计 3581 100.00%

六、重点单位就业情况

毕业生进入 500强企业6就业的人数为 1751人。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吸纳毕业生 1448

人，中国 500强企业吸纳毕业生 303人。

七、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情况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随着

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学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紧扣国家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战略一体化目

标，积极推进毕业生前往战略性新兴产业7就业。调查结果显示，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毕

业生占比为 38.17%，其主要流向为“相关服务业”（占比 24.31%）、“新能源产业”

（占比 18.0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占比 15.69%）。

图 2- 3 毕业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业情况

6 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数据来源于财富中文网 2024年 500强排行榜，采用企业名称关键字进行匹配，同时为世界 500强
和中国 500强的企业统计为世界 500强。

7 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8年 11月 26日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国家统计局令第 23号），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

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 9大领域。本部分数据来源于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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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毕业生升学情况

毕业生总体升学人数 2086人，升学率为 20.28%。其中境内升学 1977人，境内升学率

为 19.22%；境外留学 109人，境外留学率为 1.06%。

图 3 毕业生升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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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毕业生就业反馈

就业满意度是毕业生对工作本身、工作环境等所持的一种态度或看法。较高的就业满

意度，往往意味着工作岗位更能满足毕业生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调研结果显示，毕业

生就业满意度为 87.38%，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50.26%，“满意”占比 37.12%。

图 4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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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毕业生教育教学反馈

一、母校总体评价

（一）母校满意度

母校满意度是指毕业生结合自身在校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综合个人感受，对母校的整

体评价。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为 95.61%，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70.13%，“满意”占比

25.48%。

图 5- 1 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

（二）母校推荐度

母校推荐度是指在同等情况下，毕业生将母校推荐给他人就读的意愿，体现毕业生对

母校的认可程度。毕业生对母校推荐度为 90.94%，其中“非常愿意”占比 69.56%，“愿

意”占比 21.38%。

图 5- 2 毕业生对母校推荐度



- 11 -

二、教育教学评价

（一）教育教学满意度

毕业生对母校教育教学满意度为 96.94%，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44.46%，“满意”

占比 52.48%。

图 5- 3 毕业生对教育教学满意度

（二）专业教育评价

专业教育是学校针对学生开展的将其培养成专职人才的教育。通过正式、规范的专业

教育，毕业生获得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储备及对应的专业实践技能。毕业生对所在学院专

业教育满意度为 96.47%，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47.71%，“满意”占比 48.76%。

图 5- 4 毕业生对专业教育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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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评价与反馈

一、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一）对毕业生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为 100.00%

图 6-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二、用人单位对学校的评价

（一）对学校人才培养评价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认同度8为 100.00%。

8 认同度=（非常认同+认同+比较认同）/（非常认同+认同+比较认同+不太认同+不认同）*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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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认同度

（二）对学校就业服务评价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服务满意度为 100.00%，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43.92%，“满意”

占比 56.08%。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服务评价较高的方面为“招聘会统筹组织”“招聘场地安排对接”

“就业网站建设及信息服务”“招聘响应程度”。

图 6-3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服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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