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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实施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致力于实现毕业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是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促进教育改革、提升就业质量

的关键环节。学校积极推动人才供需有效对接，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的有机联动。为全面反映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校加强就业数据监测，推进就业工作的综合评价，并完善就业状况的反

馈机制，确保就业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报告通过数据分析，为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

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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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编制并正式发布《六安职业技术

学院 2024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确保报告内容的客观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报告内

容包括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相关分析、发展趋势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

面。

报告中的数据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就业数据

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1 日。

主要涵盖性别结构、生源结构、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去向分

布、重点区域就业比例、就业省份及城市、基层项目就业情况等

方面内容。

第三方专业机构调研数据

毕业生调研数据：调查面向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共回收有效问

卷 2384 份，回收问卷数量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0.47%，主要涵盖

行业流向、职业流向、用人单位流向等方面内容。

用人单位调研数据：调研面向招聘学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

回收有效问卷 150 份，主要涵盖用人单位满意度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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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规模与结构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总人数为 5891 人。男生 3505 人，女生 2386 人，男女比例为 1.47:1；

省内生源 5419 人，占比为 91.99%；省外生源主要来自河北（139 人，2.36%）、山东（116

人，1.97%）、河南（75 人，1.27%）等地区。

1. 性别结构

图 1-1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2. 生源结构

图 1-2 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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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院及专业结构

学校紧跟产业前沿，锚定“三地一区”建设“七个强省”，依据安徽省《深化高校学科专

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 年）》调整专业，围绕安徽省“十四五”

时期大力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开展专业建设整体规划，坚持专业、产业、就业、创业四业融

合。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分布在 7 个学院，其中规模较大的学院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幼儿教育与旅游管理学院，规模较大的专业是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

术、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动漫制作技术、电子商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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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毕业去向落实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情况，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毕业

去向分类，毕业去向落实人数包括就业人数和升学人数，就业包括单位就业、自主创业和自由

职业，毕业去向落实率=（就业人数+升学人数）/总人数 x100%。

（一）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毕业生就业落实情况整体较好。截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落实率为 95.45%，毕业生就业落实较为充分。

图 1-3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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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中，男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72%，女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6.52%。

图 1-4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中，省内生源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5.41%，省外生源毕业生的

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5.97%。

图 1-5 不同生源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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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学院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学校 2024 届各学院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均在 93%以上，其中毕业去向落实率排靠前的

是创新创业学院（100.00%）、幼儿教育与旅游管理学院（ 97.17%）、人文艺术学院

（96.41%）。

图 1-6 各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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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分布

1. 总体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生以直接就业为主。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毕业后以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为主

（71.75%），其后依次是其他录用形式就业（8.95%）、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5.04%）。此

外，2024 届毕业生中，共有 233 人选择升学，升学比例为 3.96%。

图 1-7 毕业生的总体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表中数据均保留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下文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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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的毕业去向分布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比例较高的学院是幼儿教育与旅游管理学院（81.46%）、城市建设学院（76.72%）、汽车与机电

工程学院（73.86%），其他录用形式就业比例较高的学院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16.62%），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比例较高的学院是人文艺术

学院（16.44%）。

表 1-1 各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学院名称

就业 升 学 未就业

签就业

协议形

式就业

其他录

用形式

就业

签劳动

合同形

式就业

应征

义务兵

自主

创业

地方基

层项目

自由

职业

国家基

层项目

境内

升学

境外

留学
待就业

其他暂

不就业

本校平均 71.75 8.95 5.04 3.11 1.48 0.85 0.31 0.02 3.94 0.02 4.48 0.07

幼儿教育与旅游管

理学院
81.46 5.94 3.65 0.37 0.09 0.00 0.18 0.00 5.48 0.00 2.83 0.00

城市建设学院 76.72 8.20 2.05 3.07 0.00 0.00 0.29 0.00 3.37 0.00 6.30 0.00

汽车与机电工程学

院
73.86 4.45 7.97 6.21 0.59 0.12 0.00 0.12 2.11 0.00 4.57 0.00

经济管理学院 71.68 10.48 1.97 2.42 3.23 0.00 0.99 0.00 3.23 0.00 5.82 0.18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院
67.26 16.62 2.92 4.42 0.50 0.14 0.00 0.00 3.57 0.00 4.42 0.14

人文艺术学院 65.02 2.39 16.44 2.39 1.64 1.20 0.45 0.00 6.73 0.15 3.59 0.00

创新创业学院 4.11 2.74 2.74 0.00 36.99 53.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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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流向

（一） 行业流向

毕业生就业领域集中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及产业需求。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所涉行业较为广泛，就业人数相对较多的领域是教育业（14.52%）、政府及公共

管理（10.4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50%）等。

图 1-8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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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职业流向

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相对多元，包括销售、幼儿与学前教育、社区工作者等。学校 2024 届

毕业生从事的职业主要包括销售（11.77%）、幼儿与学前教育（10.44%）、社区工作者

（8.79%）、餐饮/娱乐（7.30%）等。

图 1-9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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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人单位流向

毕业生积极服务中小型企业发展。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中，七成以上在民营企业/个体就业

（72.76%），就业于 300 人及以下中小型用人单位的比例为 74.48%。

图 1-10 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图 1-11 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12

（四） 就业地区流向

1. 重点区域就业情况

超九成毕业生服务于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学校积极引导毕业生服务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发展战略，面向重点区域就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人才支持。学校 2024 届

毕业生中，94.57%的毕业生在长江经济带就业。

图 1-12 毕业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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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省份及城市

八成以上毕业生在本省就业。学校 2024 届已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80.82%的人在安徽就

业，学校为本地培养了较多人才，为本地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在外省就业的毕业生主要去

往江苏（5.16%）、浙江（3.95%）、上海（3.59%）等地。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六安

（30.11%），其次是合肥（22.28%）。

图 1-13 毕业生在安徽就业的比例

图 1-14 毕业生在六安就业的比例

表 1-2 主要就业城市分布

就业城市 比例（%）

六安 30.11

合肥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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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城市 比例（%）

阜阳 8.04

亳州 4.71

四 基层项目情况

学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大力倡导学生前往基层就业。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中，有 1

人就业于国家基层项目，占比为 0.02%，有 50 人就业于地方基层项目，占比为 0.85%。

图 1-15 毕业生在基层项目就业的比例

五 用人单位满意度

用人单位满意度反映了毕业生在就业单位的综合素质表现。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总体

满意度为 98.73%，其中很满意的比例为 59.49%。

图 1-16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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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学以致用，惟志惟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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