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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教育领域重要的民生工程，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是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反映，加强就业状况的统计分析和监测预

警，对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师范学院作为一所普通市属本科院校，地处三峡库区、贫困山区、少数

民族聚居区等“三区”的叠加区，毕业生群体总体呈现出“六多六少”特点，即

师范生多，非师范生少；文史类学生多，理工类学生少；女生多，男生少；农村

籍学生多，城镇籍学生少；重庆籍学生多，非重庆籍学生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多，家庭经济富裕学生少。为此，学校清醒认识到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始终

把就业工作作为质量工程、民生工程、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点工程来抓，从抓常

规入手，全力提高服务水平，着力创新方法载体，不断提升就业工作质量，1977

年以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多名各级各类人才，毕业生以“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干得好、水平高”的良好形象著称，学校因此被誉为“培养‘三区’教

育子弟兵的摇篮”。 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逐年提高，毕业生的年终就业率

一直保持在 95%以上，曾被重庆市教委评为“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毕业

生就业工作就业市场建设先进集体”、“预征入伍工作先进集体”。

一、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

学校 2014 届毕业生5046人，其中本科毕业生4227人，占毕业生总数83.77%；

专科（高职）毕业生 819 人，占毕业生总数 16.23 %。生源地涵盖全国 2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本科毕业生来自 14个学院（部、校区），分布于 44个专业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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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3 年相比，毕业生总数增加 939 人，本科增加 663 人，专科（高职）

增加 276 人。

（二）毕业生结构

1.性别结构：男生 1500 人（29.73%），女生 3546 人（70.27%）；

2.城乡结构：农村 3474 人（68.85%）、城镇 1572 人（31.15%）；

3.师范与非师范结构：师范毕业生 2869 人（56.86%），非师范毕业生 2177 人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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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生学科结构：毕业生学科涵盖 9大门类，其中文学人数最多，占 36.4%；

其次是教育学占 19.8%、管理学占 14%、理学占 13.7%、工学占 8.7%，其他学科

门类低于 8%。

序号 专业大类 人数 所占比例

1 文学 1834 36.40%

2 教育学 995 19.80%

3 管理学 702 14.00%

4 理学 688 13.70%

5 工学 417 8.30%

6 法学 162 3.30%

7 历史学 124 2.50%

8 经济学 97 2.00%

9 农学 27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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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就业率

1．就业率基本情况

毕业生总体就业情况：全校毕业生共 5046 人就业，初次就业率为 88.72%，

待就业率为 11.28%，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其中，本科毕业生 3733 人

就业，就业率为 88.31%，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专科（高职）毕业生 744

人就业，就业率为 90.84%，与 2013 年同期相比降低 6个百分点。年终就业率为

97.07%，待就业率为 2.93%。其中本科毕业生 4103 人就业，就业率为 97.07%，

专科毕业生 795 人就业，就业率为 97.07%。

2．毕业生分性别就业情况

男 女

人数 已就业数 就业率 占总就业人数 人数 已就业数 就业率 占总就业人数

本 科 1279 1243 97.19% 25.38% 2948 2860 97.01% 58.39%

专科（高职） 221 213 96.38% 4.35% 598 583 97.49% 11.90%

总 计 1500 1456 83.98% 29.73% 3546 3443 97.10% 70.29%

3．分学院分层次就业情况

本科毕业生年终就业率前 3名的学院是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传媒学院、计

算机工程学院；专科（高职）毕业生年终就业率排名前 3名的学院是数学与统计

学院、音乐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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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统计表(专业/学历)

学院 总就业率 学历

本科生 专科生

文学院 95.17% (611/642) 94.44% (357/378) 96.21% (254/264)

外国语学院 97.27% (534/549) 96.73% (414/428) 99.17% (120/121)

数学与统计学院 97.10% (402/414) 95.76% (271/283) 100.00% (131/131)

政治与历史学院 97.55% (279/286) 97.55% (279/286)

计算机工程学院 100.00% (115/115) 100.00% (115/11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99.08% (216/218) 99.08% (216/218)

化学化工学院 97.16% (171/176) 97.16% (171/17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99.36% (155/156) 99.36% (155/156)

管理学院 96.80% (424/438) 96.80% (424/438)

美术学院 96.05% (608/633) 96.05% (608/633)

音乐学院 98.10% (361/368) 97.92% (329/336) 100.00% (32/32)

财经学院 96.70% (440/455) 96.70% (440/455)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96.48% (384/398) 99.21% (126/127) 95.20% (258/271)

传媒学院 100.00% (59/59) 100.00% (59/59)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00.00% (139/139) 100.00% (139/139)

合计 97.07% (4898/5046) 97.07% (4103/4227) 97.07% (79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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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专业就业状况统计

（1）本科专业

专业就业率统计表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英语(商贸方向) 65 65 100.00%

日语 51 51 100.00%

广播电视新闻学 59 59 100.00%

艺术设计(数码媒体设计) 95 95 100.00%

舞蹈学 57 57 100.00%

物理学(师范类) 40 40 100.0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32 32 100.0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声像) 62 62 100.00%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汽车电子) 48 48 100.00%

环境科学 39 39 100.00%

统计学 44 44 100.0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9 139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32 32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30 30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职教师资) 53 53 100.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41 41 100.00%

生物工程 30 30 100.00%

园艺 27 27 100.00%

市场营销(商务策划) 59 59 100.00%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137 136 99.27%

体育教育(师范) 127 126 99.21%

音乐学(师范) 171 169 98.83%

化学(师范) 81 80 98.77%

历史学(师范) 124 122 98.39%

公共事业管理 118 116 98.31%

生物科学(师范) 58 57 98.28%

国际经济与贸易 97 95 97.94%

旅游管理 44 43 97.73%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 107 104 97.20%

英语(师范) 247 240 97.17%

美术学(师范类) 172 166 96.51%

财务管理 358 345 96.37%

政治学与行政学 55 53 96.36%

汉语言文学(师范) 324 310 95.68%

应用心理学 45 43 95.56%

音乐表演 108 103 95.37%

市场营销 123 117 95.1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239 227 94.98%

测控技术与仪器 36 34 94.44%

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 49 46 93.88%

化学工程与工艺 56 52 92.86%

艺术设计 229 211 92.14%

英语 65 58 89.23%

汉语言文学(秘书) 54 47 87.04%

合计 4227 4103 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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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科（高职）专业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初等教育(数学) 131 131 100.00%

初等教育(音乐) 32 32 100.00%

初等教育(英语) 121 120 99.17%

初等教育(语文) 264 254 96.21%

学前教育(艺体) 271 258 95.20%

合计 819 795 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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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签约率统计

（1）基本情况

全校毕业生签约率为 85.69%，其中，本科生签约率 87.08%，专科（高职）

签约率 78.51%。

（2）分系院签约情况

本科毕业生签约率排名前 3名的系院有：计算机工程学院、生命与科学技术

学院、财经学院。

签约率统计表(专业/学历)

学院 毕业人数 签约人数 签约率
文学院 642 578 90.03%

外国语学院 549 500 91.07%

数学与统计学院 414 313 75.60%

政治与历史学院 286 214 74.83%

计算机工程学院 115 111 96.5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18 197 90.37%

化学化工学院 176 145 82.39%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156 144 92.31%

管理学院 438 355 81.05%

美术学院 633 541 85.47%

音乐学院 368 306 91.03%

财经学院 455 417 91.65%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398 295 74.12%

传媒学院 59 54 91.5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39 125 89.93%

合计 5046 4324 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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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生就业流向

学校 2014 届签约就业和自雇就业的毕业生 4899 人，本报告的就业流向以

此为基数。

1．单位性质流向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机关 39 0.80%

高等学校 5 0.10%

中初教育 613 12.60%

医疗单位 4 0.10%

其它事业单位 68 1.40%

国有企业 135 2.80%

其它企业 3224 65.90%

部队 2 0.10%

基层项目 219 4.50%

灵活就业 313 6.40%

升学 267 5.50%

出国 1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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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区域流向

地域 人数 比例
重庆 3489 69.20%

东部 296 5.90%

中部 557 11.10%

四川 153 3.10%

西部其它省区 316 6.30%

其他方式 235 4.70%

（五）用人单位招聘情况统计

2014 年我校为毕业生提供用人单位（网上招聘和现场招聘）共 983 家，提

供就业岗位 24424 多个。从招聘方式看，通过就业网发布需求信息的单位 316 家，

包括机关事业单位 87家，国有企业 36家，其它企业有 193 家；来校选拔毕业生

的单位共 567 家，其中参加春秋 2场大型招聘会的用人单位共 327 家，参加 16

场小型专业化招聘会的用人单位共 219 家，单独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共 21家。

从地域上看，来自重庆市的用人单位共 625 家，占用人单位总数的三分之二，本

地就业市场是我校学生就业的主要市场。从时间上看，用人单位招聘工作主要集

中在下半年的 12月和上半年的 3、4、5、月。

2014 年用人单位来源统计

月份 大型招聘会 校内专场 用人单位 就业网发布 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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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 现场招聘 用人单位数 用人单位数
9 0 0 0 19

10 0 1 2 42

11 0 1 3 36

12 1 场(207） 8 4 40

1 0 1 0 4

2 0 0 0 13

3 0 1 0 34

4 2 5 40

5 1 场（120） 2 5 57

6 0 0 3 31

合计 2场（327） 16 场（219） 21 316 983

二、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

学校按照每年毕业生离校前、毕业半年、毕业一年的三个时间节点，从不同

的侧重点，通过第三方机构（麦可思）调查、本校问卷调查、电话调查、走访等

方式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和用人单位意见进行调研，掌握毕业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状

况，建立健全就业反馈机制。

本报告以学校招生就业处对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能力对工作满足度、

毕业半年内月收入、毕业半年内离职率、就业现状满意度和毕业生、用人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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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满意度等 6个维度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研判 2014 届毕业生的就业质

量。

（一）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我校调查的 2014 届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为 68%，比本校 2013 届（67%）

高 1个百分点，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 2013 届（68%）基本持平。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较高，说明我校 2014 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能力比较扎实，在与专业相

关的行业或岗位竞争力较强。

（二）能力对工作满足度

我校毕业生能力对工作满足度调查数据为 85%，毕业生的能力能够较好满足

工作需要，说明学校 2014 届毕业生具有较强的职业通用能力和职场适应能力。

（三）毕业半年后月收入变化趋势

本校 2014 届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 3045 元，与本校 2013 届（2997 元）、2012

届（3003 元）基本持平，比全国非“211”本科院校 2014 届（3447 元）低 4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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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半年内离职率

学校调查本校 2014 届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 26%，与本校 2012 届（26%）

均基本持平，比本校 2013 届（27%）、全国非“211”本科院校 2014 届（均为 27%）

低 1个百分点。说明学校毕业生就业观念科学，择业定位客观，职业思想稳定，

人职匹配度比较高。

（五）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2014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调查数据为 60%，比本校2013届（59%）

高 1个百分点，比全国非“211”本科院校 2014 届（58%）高 2个百分点。从满

意度分布情况表明，大部分毕业生对初入职场的岗位和成长水平基本认同。同时，

又反映了长江师范学院毕业生普遍对当前的发展水平不满足，与个人的期望或追

求有较大差距，与高校毕业生的追求心理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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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学校满意度

学校调查的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为 91.7%，与本校 2013 届（91%）基本持平，

用人单位对长江师范学院的满意度为 95%，表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

养和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总之，从以上六个维度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长江师范学院毕业生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高、能力对工作满足度高、收入比较高，离职率低，工作满意度比较高，

社会评价高，六个维度的数据既相关联又相互印证，充分说明学校毕业生的就业

质量高。

注：该部分数据来源于麦可思数据调查和我校 2014 年面向毕业生、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和拜访交流。

三、就业工作主要做法和特点

（一）强化就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制度建设，突出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地位

学校始终把毕业生就业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关心、

研究、部署就业工作，逐步形成了“1234”就业工作体系。通过建立和完善“1234”

就业工作体系，学校就业工作有序推进，工作成效逐年提高。学校在就业队伍建

设、信息管理、市场建设、就业服务、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评价等方面建立了完

善的规章制度，并有保障规章制度落实的检查监督机制。学校积极搭建综合服务

平台，旨在帮助学生更顺利、更稳定地就业，为学生提供集政策咨询、职业测评、

个性化辅导、就业手续办理等工作。

2、加强教育引导，注重课程建设，突出就业指导工作的系统性

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就业政策，积极引导毕业生到

基层、西部就业。并通过就业指导课、就业沙龙、就业现场咨询、就业信息网、

主题班团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和成才观。为帮助学生了解就业形势、掌握就业政策、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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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创建了“2+1+1+x”就业课程指导体系，使就业指导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学

校开展各类职业体验活动，包括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商业精英选拔大赛、面试挑

战杯大赛、创业计划书大赛、创业大赛。加强了学生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

更丰富了学生的职业体验，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就业能力、树立正确

的就业观。举办毕业生文化节，培育毕业生与母校的情结、增进毕业生与恩师的

情感、深厚毕业生与学友的情谊，营造健康、和谐、文明的毕业文化环境。学校

注重就业咨询辅导，开展及时全面的就业咨询、测评、指导活动。

3、加强阵地建设，注重实践锻炼，提高毕业生创新创业能力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学校推动教学工作与团学工作的一体化建设，培养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完善创新创业类课程体系。学校相继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业教育》、《大学生 SYB 创业教育》等一批创新创业教育

类实训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所有课程均已纳入了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创新创业

实践，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学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举办各类

创新创业比赛，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良好

的创新创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

4、加强市场拓展，注重就业帮扶，多渠道开展就业服务工作

学校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用人单位资源，为我校毕业生就业打造信息化平台。

学校充分结合学科门类岗位需求实际，初步建成用人单位信息库，为我校毕业生

成功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通过毕业生资源数字化，实现了对毕业生资源的

动态管理。学校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积极拓展就业市场，建立稳定的毕业生就业

（见习）基地，同时通过实地考察、参加校企交流会、举办大型双选会等形式，

进一步与用人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实现就业、用人单位招录我校学生奠定

了基础。招聘活动常态化，实现了小型双选活动和网络双选活动的日常化、常态

化，浓厚了学校招聘氛围，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毕业生求职择业信心。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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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学校为进一步加强对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帮扶工作，构建和

完善“五帮五免三奖一基金”的“5531”帮扶制度。

5、加强条件改善，落实“四到位”，健全就业工作保障机制

机构健全。一是，校级设立由校长任组长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学院

（部）设立由书记、院长任组长的院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和学生就业工作

专职辅导员；班级设立班委就业委员，健全组织机构。二是，学校设立有大学生

就业指导教研室、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基地、《就业指导报》编辑部等专

门组织，健全业务机构。三是，建立有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大学生就业与创业

协会学生社团，健全学生社团组织。

人员到位。学校校级就业工作人员达到教育部 1：500 标准。每个学院有就

业工作专职辅导员和毕业班辅导员开展就业工作。全校有 110 余人专兼职教师承

担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创业教育等课程教学任务。我校坚持走出

去、请进来、联合培训、自主培训四种形式，累计派出和联合培训、自主培训就

业指导教师参加培训研讨达 120 余人次。

经费保障。学校专门设立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经费，2014 年毕业生经费按

200 元/生下拨，下拨经费超过了教育部规定 1%的标准，对于超额部分学校实行

实报实销，有效保障了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

场地设施。学校现有 1600 多平米的就业服务场地，其中包括专门用于毕业

生就业的“毕业生就业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大型宣讲室 5个，中型宣讲面试

室 4个，小型面试室 8个，咨询室 1个，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就业指导）1个，

李渡新区微企园创业孵化指导办公室 2间，生均就业工作专业场地面积≥0.31

平方米，

（二）增强就业状况反馈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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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的优劣是评价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长

江师范学院一贯重视该指标对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反馈和预警作用，建立了完

善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一）将各专业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等数据，作为每年调整招生专业设置及招

生人数设定的依据之一。

（二）建立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机制，每年通过问卷调查、电话回访、上门

调研等方式，征求各企事业单位、校友、相关机构等对毕业生培养质量的意见和

建议，形成完整报告。反馈到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作为社会对长江师范学院

人才培养评价的主要依据之一。将毕业生质量和学校人才养模式、培养方案、课

程设置、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学校人才培养的合理微调和改

善。

四、毕业生就业趋势研判

2015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突破 750 万，再创历史新高，毕业生就业将面

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毕业生就业将继续面临严峻形势。

近两年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岗位供给数量有所减少，高校毕业生供大于

求的情况更加明显。但从我校近三年的就业趋势来看，就业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

平（95%以上），国内外经济形势对我校毕业生就业的直接影响较小,但经济整体

发展趋势仍将对我校的毕业生就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师范类人才需求将日趋激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了十分

明显的变化，这使教师职业日益成为令人羡慕的、较具吸引力的职业之一，教师

职业的国家基本保障机制和工作的相对稳定等特点，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选

择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师范生就业政策的变化和大学生就业

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师范类毕业生就业竞争也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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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行业、地区流向分布将更加多元化。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内

关键的转折点，是从粗放型投资，大量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拉动 GDP 的发展

方式向绿色环保、科技进步以及居民消费服务升级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新兴产业

的发展，将催生大量新兴就业岗位。同时，学校面临新形势，对毕业生就业领域

进行谋篇布局，将推动毕业生就业行业、地区流向朝多元化发展，为毕业生提供

更多就业选择。

结语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我校将深入贯彻

党和国家提出的“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

青年就业”、“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精神，在全校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成果，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阔步进程中，在

初步实现毕业生充分就业和较高质量就业，取得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的基础

上，将继续坚持毕业生就业质量是人才培养质量检验标准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

建立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持续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就

业创业指导与服务，努力实现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长江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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