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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报告概述 

一 数据来源 

本报告中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信息渠道（在相应数据图表下均有注释）：一是江苏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属于全样本分析，年度就业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30

日；二是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属于抽样调查分析；三是江苏招

就“2019 年用人单位调查”，属于抽样调查分析。这两项抽样调查的情况如下： 

（一） 调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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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内容 

（一） 报告目的 

1.了解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升学、出国/出境、创业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2.了解 2019 届毕业生求职情况及对学校就业服务的满意度。 

3.了解 2019 届毕业生对人才培养情况的反馈。 

4.了解 2019 年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二） 报告内容 

本报告共包括七大部分：学校就创业指导服务工作概况、毕业生基本情况、就业特点、就

业质量、求职情况、培养反馈、用人单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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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校就创业指导服务工作概况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高校毕业生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拓渠道、优服务、强保障，

确保 2019 届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全面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 

一、严格就业审核，规范就业率统计 

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信息统计与发布工作，科学、规范、准确地做好就业统计与审查工作，

严禁弄虚作假。我校 2019 届毕业生总数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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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届总毕业生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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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就业分析 

本校 2019 届专科未就业毕业生有 100.00%在“求职中”。 

100.00

0 20 40 60 80 100

求职中

(%)

 

图 2-1 2019 届未就业毕业生类别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三） 升学分析 

本校 2019 届专科毕业生升学的最主要原因是提高学历层次（70.26%），其次是专业深造

（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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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9 届专科生升学的原因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本校 2019 届专科毕业生升学专业与原专业一致的为 47.66%，升学专业与原专业相关的为

36.25%；毕业生升学选择专业的最主要原因是更有利于就业（53.16%），其次是更感兴趣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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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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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9 届专科生升学专业与原专业的一致性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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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9 届专科生升学选择专业的原因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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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9 届专科毕业生升学择校的最主要原因是就业前景好（50.10%），其次是地理位置

合适（49.29%）。 

50.10

49.29

40.73

35.44

13.85

3.26

0 12 24 36 48 60

就业前景好

地理位置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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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希望大

学费低

志愿外被调剂

(%)

 

图 2-5 2019 届专科生升学择校的原因（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三 毕业生就业率 

（一） 初次就业率 

截止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就业率为 93.64%。 

（二） 年终就业率 

截止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就业率为 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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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毕业生就业特点 

一 就业地区分布 

（一） 全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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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生就业地区 专科生在该地区就业的比例 

盐城 3.86 

宿迁 3.70 

扬州 3.38 

连云港 2.68 

淮安 2.36 

泰州 1.93 

镇江 1.61 

南通 1.45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二 就业行业分布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为制造业（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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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9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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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单位分布 

1. 用人单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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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9 届毕业生不同性质就业单位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2. 用人单位规模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主要就业于 50 人及以下规模的用人单位（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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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9 届毕业生不同就业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四 从事职位分布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位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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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9 届毕业生从事的职位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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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毕业生就业质量 

一 就业质量概述 

高质量就业内涵由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出，具体包含以下七个方面：一是

充分就业，主要考察就业率。二是适配就业，主要考察学生综合素质与就业岗位的匹配程度。

三是稳定就业，主要考察毕业生离职情况及工作保障。四是公平就业，主要考察就业歧视问

题。五是高薪就业，主要考察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六是导向就业，主要考察毕业生就业地区和

参与基层项目情况。七是创业就业，主要考察创业带动就业效应。 

二 就业充分性 

就业充分性主要考察就业率，本校各院系及各专业的初次就业率、年终就业率详见本报告

第二章第四节。 

三 就业适配性 

（一）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1.11%。专科生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最主要原

因是其他（31.95%），其次是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很难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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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9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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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9 届毕业生从事与专业不相关工作的原因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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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职业期待吻合度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71.35%。专科生认为目前工作与职业期待

不符合的主要方面是收入（56.12%），其次是行业（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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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19 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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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2019 届毕业生认为不符合职业期待的方面（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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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满意度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工作满意度为 83.19%。专科生对工作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低

（68.42%），其次是个人发展空间小（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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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2019 届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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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2019 届毕业生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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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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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稳定性 

（一） 履约情况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总体协议履约率为 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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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2019 届毕业生履行就业协议的情况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23 

（二） 离职情况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离职率为 41.50%。毕业后发生过离职的专科生中，有 98.94%有过主

动离职；主动离职的最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小（48.21%），其次是收入低（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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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2019 届毕业生的离职率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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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2019 届毕业生的离职类型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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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2019 届毕业生主动离职的原因（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三） 社会保障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1为 50.17%。享受各项社保的比例2中，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享受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为 72.90%，其次是工伤保险（70.54%）。 

                                                        
1
  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毕业生回答自己接受了哪些社保，选项有“五险一金全部享受”、“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以上项目均不享

受”、“不清楚”九项。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计算公式的分子是选择“五险一金全部享受”的人数加上同

时选择了各项社保的人数，分母是回答该问题的总人数。 

2
  享受各项社保的比例：毕业生回答自己接受了哪些社保，选项有“五险一金全部享受”、“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以上项目均不享受”、

“不清楚”九项。享受各项社保的比例计算公式的分子是选择该项社保的人数加上选择“五险一金全部享受”

的人数，分母是回答该问题的总人数。 



 

25 

50.17

0

12

24

36

48

60

五险一金全部享受

(

%)

 

图 4-11 2019 届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的情况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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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2019 届毕业生享受各项社保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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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业公平性 

（一） 不同群体毕业生就业情况 

1.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中，男生的就业率为 97.87%，女生的就业率为 98.31%。 

表 4-1 分性别 2019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 

单位：% 

学历类型 男生 女生 

专科 97.87 98.31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2. 困难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中，困难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7.74%。 

表 4-2 2019 届困难（含就业困难、家庭困难、残疾）毕业生的就业率 

单位：% 

学历类型 困难毕业生的就业率 

专科 97.74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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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歧视情况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过就业歧视的比例1为 25.64%，遇到过就业歧视的主

要类型为工作经验（69.6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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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2019 届毕业生遭遇就业歧视的比例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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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2019 届毕业生遭遇就业歧视的类型（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1
  本报告中，未区分学历的分析，均代表其分析的是各学历综合起来的总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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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就业薪酬 

（一） 月收入 

1. 总体月收入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平均月收入为 4239 元，比其求职时期待的月收入（4635 元）低 3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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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2019 届专科生的实际月收入和期待月收入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2. 分性别月收入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中，男生的实际月收入为 4862 元，女生的实际月收入为 3773 元。 

 

表 4-3 分性别 2019 届专科生的实际月收入和期待月收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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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事不同行业/职位毕业生月收入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就业的行业中，月收入相对较高的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4983 元）。 

 

表 4-4 分行业 2019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 

单位：元 

行业名称 专科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983 

房地产业 4892 

建筑业 4380 

制造业 437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32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2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196 

批发和零售业 416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50 

教育 405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027 

金融业 402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802 

住宿和餐饮业 378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545 

卫生和社会工作 3424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从事的职位中，月收入相对较高的是工程技术人员（4903 元）。 

 

表 4-5 分职位 2019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 

单位：元 

职业名称 专科 

工程技术人员 4903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4706 

科学研究人员 4675 

公务员 440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320 

经济业务人员 4302 



 

30 

职业名称 专科 

教学人员 4122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4122 

金融业务人员 4119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4071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3967 

其他人员 386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830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4. 就业于不同性质用人单位毕业生的月收入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收入较高的单位为国有及集体企业（4838 元）。 

 

表 4-6 分就业单位性质 2019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 

单位：元 

用人单位类型 专科 

国有及集体企业 4838 

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4 8 3 8㐸㌸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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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时长 

1. 总体工作时长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中，有 36.89%的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为 40 小时到 50 小时（含 50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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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2019 届毕业生周工作时长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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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于不同性质用人单位毕业生的工作时长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中，在国有及集体企业（25.42%）就业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短，在

民营企业（18.22%）就业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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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分就业单位性质 2019 届毕业生的周工作时长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3. 就业于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毕业生的工作时长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中，在 1001 人及以上（16.38%）用人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

较短，在 1001 人及以上（25.86%）用人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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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分就业单位规模 2019 届毕业生的周工作时长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4. 从事不同行业/职位毕业生的工作时长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中，在金融业（29.41%）就业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短，在农、林、

牧、渔业（33.33%）就业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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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分行业 2019 届毕业生的周工作时长 

注：部分就业行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中，从事卫生专业技术人员（60.00%）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短，从

事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44.44%）的毕业生工作时长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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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分职位 2019 届毕业生的周工作时长 

注：部分从事职位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七 就业导向性 

（一） 专项就业分布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的专项就业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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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2019 届毕业生专项就业分布 

单位：% 

项目名称 占本校专科生的人数百分比 

国家基层项目 - 

地方基层项目 0.03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二） 重点区域与产业 

1. 重点区域就业情况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情况如下表。 

表 4-9 2019 届毕业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情况 

单位：% 

区域名称 占本校专科生的人数百分比 

长三角 92.70 

长江经济带 95.29 

一带一路 12.10 

西部地区 3.85 

数据来源：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2. 重点产业就业情况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在重点产业就业的情况如下表。 

表 4-10 2019 届毕业生在重点产业就业的情况 

单位：% 

产业名称 占本校就业及创业专科生的人数百分比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含物联网和云计算、智

能电网） 
11.50 

新材料 6.31 

高端装备制造（含海洋工程装备） 5.05 

新能源 4.49 

新能源汽车 1.82 

生物技术和新医药 1.12 

节能环保 0.14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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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创业带动效应 

（一） 创业基本情况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平均创业企业规模为 11 人，团队创业占比为 50.00%，已办理了企业登

记的比例为 48.28%。毕业生为员工购买了“五险一金”的比例1为 10.34%，购买各项社保的比

例2中，比例最高养老保险（31.03%），其次是工伤保险（24.14%）。创业毕业生中，有 27.59%

的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 40 小时到 50 小时（含 50 小时）、30 小时以下，享受的优惠政策主要

是小额贷款、贷款贴息（20.69%），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原因主要是不知道如何申请（55.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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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2019 届毕业生创业企业人数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1
  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毕业生回答自己为员工购买了哪些社保，选项有“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目前还没有办理”七项。享受“五

险一金”的比例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同时选择了各项社保的人数，分母是回答该问题的总人数。 

2
  享受各项社保的比例：毕业生回答自己为员工购买了哪些社保，选项有“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目前还没有办理”七项。享受各项

社保的比例计算公式的分子是选择该项社保的人数加上选择“五险一金全部享受”的人数，分母是回答该问题

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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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创业, 50.00%

团队创业, 50.00%

 

图 4-22 2019 届毕业生团队创业占比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已办理, 48.28%

以后再办理, 34.48%

正在办理, 17.24%

 

图 4-23 2019 届毕业生创业企业登记情况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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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2019 届创业企业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的情况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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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2019 届创业企业为员工购买各项社保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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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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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2019 届创业毕业生周工作时长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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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2019 届创业毕业生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原因（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二） 创业与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创业与专业相关度为 53.13%。选择与专业无关领域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出

于自己的兴趣爱好（66.67%），其次是有好的创业项目（33.33%）。 

相关, 53.13%

不相关, 46.87%

 

图 4-29 2019 届毕业生创业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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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2019 届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领域创业的原因（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三） 创业动机与类型 

本校 2019 届毕业生创业动机主要是对创业充满兴趣、激情（71.88%），其次是通过创业锻

炼自己（40.63%），创业的主要类型是文化创意类（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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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2019 届毕业生创业的动机（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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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2019 届毕业生创业的类型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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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毕业生求职情况 

一 求职途径 

（一） 求职信息来源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的求职信息主要来源于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就业网站、就业 APP 等

（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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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招聘会、就业网站、就

业APP等

学校老师推荐

用人单位宣讲会、招聘网站等

微信、微博等

报纸、电视、电台等

(%)

 
图 5-1 2019 届专科生求职信息来源（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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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求职成功渠道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主要渠道是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就业网站、就业 APP

等（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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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2019 届专科生求职成功渠道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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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求职成本 

本校 2019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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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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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2019 届毕业生求职周期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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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2019 届毕业生求职费用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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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递简历份数 

1 01 21 62 0�£w�l  

图 5-7 2019 届毕业生投递简历数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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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2019 届毕业生收到录用通知数分布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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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求职难度 

（一） 求职难易程度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认为求职有难度的比例为 49.43%。专科生中，男生有 39.40%认为求职

有难度，女生有 56.93%认为求职有难度。 

 

表 5-1 2019 届毕业生求职难易程度 

单位：% 

性别 专科 

男 39.40 

女 56.93 

总体 49.43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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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求职遇到的主要困难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认为求职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是缺乏实践经验（73.07%），其次是专业

知识与能力不足（56.45%）。毕业生希望得到的就业服务主要是就业培训（44.70%），其次是就

业信息（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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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2019 届毕业生求职遇到的主要困难（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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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毕业生评价 

一 自我评价 

（一） 在校学习情况分析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讨论和经常参与课外学习和实践的比例分别为

48.79%、44.43%。专科生希望母校提供的课外学习支持主要是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62.61%）。

专科生认为个人成长和发展有帮助的实践活动主要是社团活动（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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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2019 届专科生参与课堂学习情况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1 22 43 64 86 0 4ÿ�h	ó � ¸ � A 	 ó )  

图 6-2 2019 届专科生参与课外学习和实践情况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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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2019 届专科生希望母校提供的课外学习支持（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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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2019 届专科生认为对个人成长和发展有帮助的实践活动（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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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母校的评价 

（一） 总体评价 

本校 2019 届专科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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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2019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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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用人单位评价 

一 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 

（一） 对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2019 年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1为 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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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用人单位调查”。 

 

（二） 对毕业生知识的满意度 

2019 年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跨学科专业知识（92.59%）的满意度较高，其次是社会人文

知识（90.74%）。 

                                                        
1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评价结果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其中选择“非常满意”得 5 分、选择“满意”得 4 分、选择“不满

意”得 2 分、选择“很不满意”得 1 分。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是先计算四项得分均值，然后再

除以 5 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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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知识的满意度（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用人单位调查”。 

（三） 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满意度 

2019 年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创新能力（94.34%）的满意度较高，其次是管理能力、动手

操作能力（均为 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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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职业能力的满意度（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用人单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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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毕业生职业素养的满意度 

2019 年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情感与价值观（100.00%）的满意度较高，其次是做事方式

（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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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职业素养的满意度（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用人单位调查”。 

 

 

（五） 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改进建议 

2019 年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改进建议主要是强化专业实践环节（33.96%），其次是加

强校企合作（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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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6

 

图 7-2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改进建议（多选） 

数据来源：江苏招就“2019 年江苏省用人单位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