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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为了了解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以及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使用评价、完

善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改进教学培养过程、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培养质量，

学校委托第三方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专业机构麦可思实施用人单位跟踪评

价项目。由麦可思负责项目的问卷设计、问卷跟踪、数据清理、数据分析和报告撰

写工作。 

本项目特点在于：一是以数据为依据，具有实证科学性；二是以用人单位为研

究对象评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并提出改进建议，即结果导向的高校管理；三是评价

方是高校系统外的权威专业机构，具有第三方公信力和客观性；四是采用成熟的研

究方法以及先进的跟踪评价与数据处理方法。 

 

麦可思已将原始数据及时返回给学校，原始数据中记录了每个答题者的原始答题信息，以

供学校检验数据与评价的真实性，并做相关分析之用。 

 

麦可思作为第三方独立完成了本报告数据的清理和各指标的计算和解读，并负

责数据和指标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本报告的持续改进。任何跟踪评价都存在一定

程度的样本偏差，但本报告结果具有统计的代表性。若本报告个别指标与学校统计

指标存在差别，可能产生于数据源与指标定义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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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及建议 

1. 绝大多数表示未来愿意继续招聘，可从能力知识结构培养上继续提升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 

聘用过本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以民营企业/个体（57%）为主，规模主要是 300 人及以下规

模的中小型（62%），且主要通过在本单位实习（33%）的渠道聘用本校毕业生。同时，2018 年、

2019 年来本校招聘过的用人单位中，均有绝大多数（分别为 94%、92%）表示未来愿意继续招

聘本校毕业生，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高。需关注的是：过半数（55%）用人单位表示世界

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会对经营方面带来困难和挑战，且有四成认为该情况会对招聘计划规模产

生影响。用人单位表示在招聘时对毕业生的能力和知识水平（79%）、实习实践经历（70%）以

及在校期间的学生工作经历（75%）比较关注，学校可根据反馈数据有针对性地持续提升毕业生

自身的能力知识水平，进一步提升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吸引力。 

2. 对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持续较高，没有解聘过毕业生的比例有所上升。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满意度为 99%，与 2018 年（100%）基本

持平，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持续保持在高水平。从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来看，来本

校招聘过的用人单位中，认为本校毕业生工作“很稳定”的比例（48%）较 2018 年（23%）增

长较多，且有近七成（66%）表示没有解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比 2018 年（60%）高 6 个百分

点。本校毕业生稳定性高，对中长期的职业发展也有较好影响。 

3. 核心素养/能力/素质/知识的培养与用人单位需求基本一致，可根据不同需求进一步加强。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综合能力及素质的满意度高达 96%。本校

毕业生的核心素养、能力、知识及素质达成情况整体较好。本校还可根据用人单位反馈的需求

程度较高的素养/能力/素质及知识，进一步加强相关方面的培养，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对毕业生

这些素养/能力/素质和知识的诉求。 

从核心素养和工作能力来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表达沟通能力”、“尽责抗压能力”的

需求程度（均为 4.5 分）相对较高，对其满意度评价分别为 93%、89%。工作能力方面，用人单

位对毕业生“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动手操作能

力”的需求程度（均为 4.5 分）均相对较高，其满意度分别为 92%、91%、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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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素质和知识水平来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素质及知识满意度也较高，这表明

本校对应届毕业生在个人素质和知识水平方面的培养定位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基本一致。值得一

提的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中“积极的工作态度”的需求程度（4.6 分）相对较高，其

满意度（94%）也较高。知识水平方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与行业相关的知识”、“专业知识”、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程度分别为 4.4 分、4.3 分、4.2 分，满意度均在九成左右（分别为

89%、92%、89%）。 

4. 本校就业工作开展成效较好，用人单位对于工作支持方面的需求可完善。 

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为 98%，高于 2018 年（95%），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评价有所提升。当然，用人单位为了更好地聘用本校应届毕业生，对学校的工作支持也提出了

需求：主要是希望学校提前安排毕业生在本单位实习（49%）、改进学校组织的招聘会（44%）

等。学校可在保障现有就业工作开展效果的同时，重点关注用人单位对于工作支持方面的需

求。 

5. 11%的用人单位与本校有过校企合作，合作力度可加强。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中，有 11%表示与本校有过校企合作，与 2018 年（10%）

基本持平，学校可继续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其中有 38%的用人单位愿意与本校开展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比例较高的方式为“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34%）。如前文所述，用人单位聘用毕业生

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在本单位实习，而校企合作的主要方式也是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可见学校

在积极主动开展校企合作时，还可通过提前在学校发布用人单位的用人信息、提前安排毕业生

在单位实习以及提前主动推荐毕业生等方式为用人单位提供必要的工作支持，以此加强与企业

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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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聘用分析 

一 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一）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 

1. 用人单位的类型 

本校用人单位的主要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57%）。 

57

17 15
9

2

0

20

40

60

80

民营企业/

个体

中外合资/

外资/独资

国有企业 政府机构/科研

或其他事业单位

非政府或非营利

组织(NGO等)

(

%)

 

图 1-1  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2. 用人单位的规模 

本校用人单位主要是 300 人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用人单位（62%）。 

50人及以下, 32%

51-300人, 30%

301-1000人, 16%

1000人以上, 22%

 

图 1-2  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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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人单位所属行业 

本校用人单位所属的主要行业类是教育业（8.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建筑业（7.5%）等。 

8.7 

8.7 

7.5 

6.8 

6.8 

0 6 12 18 24 30

教育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

信、家电等）

零售业

   

 

图 1-3  用人单位所属的主要行业类 

4. 用人单位办公场地所属区域 

本校用人单位办公场地所属的区域以浦东新区（24.8%）为主。另外，有两成（20.0%）属

于外省市。 

表 1-1 用人单位办公场地所属区域分布 

所属区域 比例（%） 

浦东新区 24.8  

黄浦区 7.3  

闵行区 6.1  

徐汇区 6.1  

静安区 5.5  

杨浦区 4.8  

长宁区 4.2  

松江区 3.6  

宝山区 3.6  

虹口区 3.0  

金山区 2.4  

嘉定区 2.4  

青浦区 1.8  

普陀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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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区域 比例（%） 

奉贤区 1.2  

崇明区 1.2  

外省市 20.0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二） 用人单位相关制度 

1. 用人单位福利情况 

本校用人单位提供给毕业生的福利主要是节日福利（65%）、餐饮福利（63%）、健康体检（61%）

等。 

65

6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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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9

38

19

40

0 20 40 60 80 100

节日福利

餐饮福利

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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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用人单位福利情况（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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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奖励机制 

本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奖励机制主要是“提高薪资待遇”（76%），另外，“通过提供学习、

进修、晋升机会”、“专项奖励基金”及“安排休假疗养”的奖励比例分别为 56%、50%、36%。 

76

56
50

36

0

20

40

60

80

100

提高薪资待遇 提供学习、进修、

晋升机会

专项奖励基金 安排休假疗养

(

%)

 

图 1-5  用人单位奖励机制（多选） 

3. 用人单位对新员工的培训情况 

本校用人单位中，有 74%会对新员工进行培训，还有 18%的用人单位视职位而定。 

会, 74%

视职位而定, 18%

视工作后情况而

定, 5%

不会, 3%

 

图 1-6  用人单位对新员工的培训情况 

 



 

7 

二 聘用情况 

1.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渠道分布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是在本单位实习（33%），其后依次是通过社会媒体进

行招聘（23%）、聘用对象的亲朋好友推荐（22%）等。 

33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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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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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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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聘用对象

的校友

推荐

通过

本公司

网站发布

招聘信息

(

%)

 

图 1-7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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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招聘关注的因素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关注的因素主要是毕业生的能力和知识水平（79%）、毕业生的

实习实践经历（70%）。 

79

70

55

39

31

20

0 20 40 60 80 100

毕业生的能力和知识水平

毕业生的实习实践经历

毕业生的职场价值观

毕业生所学专业

毕业生持有的与工作相关的资格证

书（如会计职称证书、英语四六级

证、全国计算机等级证等）

学校的声誉

(%)

 

图 1-8  用人单位招聘关注的因素（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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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人单位招聘关注的经历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关注的经历是学生工作经历（75%）。 

75

49

37

30

25

22

18

12

11

0 20 40 60 80 100

学生工作经历

同行业实习经历

多元化的实习经历

志愿者经历

项目经历

比赛经历（挑战杯、专业竞赛等）

创新创业经历

科研经历

留学经历

(%)

 

图 1-9  用人单位招聘关注的经历（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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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人单位招聘时遇到的困难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优秀人才引进难（47%）。 

47

17
14 14

8

0

20

40

60

优秀人才引进难 招聘对象稀缺 招聘途径少 学校培养与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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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便捷信息

(

%)

 

图 1-10  用人单位招聘时遇到的困难 

5.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主要理由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主要理由是“能力和知识结构合格”（67%），其后依次是“符

合本单位职场文化和价值观”（59%）、“有相关的实习经历”（4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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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1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理由（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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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人单位对专业与职业对口问题的看法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有 39%的用人单位认为“一定要职位、专业对口”，有 31%

的用人单位认为“专业与应聘职位有一定相关性”。 

3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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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一定要职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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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1-12  用人单位对专业与职业对口问题的看法 

7. 用人单位决定应届毕业生起薪的主要标准 

用人单位决定应届毕业生起薪的主要标准是本职位的市场工资标准（63%），其后依次是本

职位在本单位工资体系中的标准（51%）、职位所需的专业或能力（38%）等。 

63

51

3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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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位的市场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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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3  用人单位决定应届毕业生起薪的主要标准（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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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来需求量及聘用意愿 

1. 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对用人单位在经营方面的影响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有 55%的用人单位认为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会对经营方

面带来困难和挑战。 

是, 55%

否, 45%

 

图 1-14  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对用人单位在经营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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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对用人单位招聘计划规模的影响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有 40%的用人单位认为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会对招聘计

划规模产生影响。 

是, 40%

否, 60%

 

图 1-15  世界经济贸易形势及演变对用人单位招聘计划规模的影响 

3. 用人单位未来三年对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趋势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时，有 20%的用人单位认为对毕业生的需求趋势会增加，有 42%

认为对毕业生的需求趋势持平，有 25%认为对毕业生的需求趋势会减少。 

略有增加, 15%

明显增加, 5%

持平, 42%

明显减少, 9%

略有减少, 16%

不确定, 13%

 

图 1-16  用人单位未来三年对应届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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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人单位员工需求量较大的岗位 

来本校招聘过的用人单位中，认为员工需求量较大的岗位是技术人员（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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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7  用人单位员工需求量较大的岗位（多选） 

5. 用人单位未来是否愿意继续招聘本校的应届毕业生 

2019 年来本校招聘过的用人单位中，有 92%表示未来愿意继续招聘本校毕业生，比 2018

年（94%）低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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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本校毕业生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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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使用评价 

一 满意度 

1. 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满意度 

2019 年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99%，与 2018 年

（100%）基本持平。 

53
47

0

60

39

1
0

20

40

60

80

100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本校2018年 本校2019年

(

%)
 

图 2-1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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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能力素质的评价 

2019 年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综合能力及素质的满意度为 96%，

与 2018 年（97%）基本持平。 

44

53

3

53

43

4

0

20

40

60

80

100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本校2018年 本校2019年

(

%)

 

图 2-2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能力素质的满意度 

3. 本校应届毕业生工作稳定性的情况 

2019 年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认为本校毕业生工作“很稳定”、“稳定”的比

例之和为 95%，其中“很稳定”的比例较 2018 年提升较多。本校毕业生稳定性高，对中长期的

职业发展也有较好影响。 

23

74

3

48 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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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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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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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工作稳定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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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人单位给予我校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 

本校用人单位聘用毕业生时，有 35.4%的用人单位给予薪资集中在 3001 元-4000 元区间

段，有 24.1%的人用人单位给予薪资集中在 4001 元-5000 元区间段。 

5.1

35.4

24.1
21.5

6.3

1.3

6.3

0

10

20

30

40

(

%)

 

图 2-4 用人单位给予我校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 

二 解聘及理由 

1. 用人单位解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 

2019 年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中，没有解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为 66%，

比 2018 年（60%）高 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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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用人单位解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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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心素养及其他能力、素质、知识达

成度 

一 八项核心素养1达成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核心素养的需求程度及本校学生的核心素养满意度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表达沟通能力”、“尽责抗压能力”的需求程

度（均为 4.5 分）相对较高。 

4.5

4.5

4.4

4.4

4.4

4.4

4.4

4.2

1 2 3 4 5

表达沟通能力

尽责抗压能力

信息应用能力

服务关爱他人

自主学习能力

协同创新能力

专业能力

国际视野

(分)

 

图 3-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核心素养的需求程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核心素养的需求程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应届毕业生各项

核心素养的需求程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核心素养的需求程度是回答问题的用人单位对该核心素养评分（评

分等级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的平均值。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核心素养的满意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本校应届毕业生各项

核心素养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核心素养的满意度是指有多少比例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该项核

心素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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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信息应用能力”的满意度（94%）相对较高。 

94

93

93

92

9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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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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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应用能力

表达沟通能力

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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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抗压能力

国际视野

(%)

 

图 3-2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核心素养的满意度 

2.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三项核心素养及本校学生的核心素养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核心素养及满

意度如下表所示。其中“国有企业”用人单位对“协同创新能力”、“尽责抗压能力”的满意度

（均为 82%）相对较低。 

表 3-1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核心素养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类型 
需求较高的前

三项核心素养 

对毕业生该项素养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素养的 

满意度（%） 

国有企业 

协同创新能力 4.6 82 

尽责抗压能力 4.6 82 

信息应用能力 4.6 91 

民营企业/个体 

表达沟通能力 4.6 94 

服务关爱他人 4.6 94 

尽责抗压能力 4.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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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类型 
需求较高的前

三项核心素养 

对毕业生该项素养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素养的 

满意度（%） 

中外合资/外资/独资 

信息应用能力 4.3 89 

表达沟通能力 4.1 89 

协同创新能力 3.9 89 

注：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NGO 等）、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3.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核心素养及本校学生的核心素养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核心素养及满

意度如下表所示。各规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素养均包括“表达沟通能力”，其

中“50 人及以下”规模的用人单位对“自主学习能力”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表 3-2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核心素养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规模 
需求较高的前

三项核心素养 

对毕业生该项素养

的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素养的

满意度（%） 

50 人及以下 

表达沟通能力 4.5 89 

服务关爱他人 4.5 89 

自主学习能力 4.5 86 

51-300 人 

尽责抗压能力 4.5 90 

表达沟通能力 4.4 95 

信息应用能力 4.4 100 

1000 人以上 

信息应用能力 4.8 93 

表达沟通能力 4.6 93 

尽责抗压能力 4.5 93 

注：301-1000 人规模用人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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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工作能力、个人素质、知识水平达成度 

（一） 其他工作能力1达成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其他工作能力的需求程度及本校学生的能力满意度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解决问题能力”、“团

队合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的需求程度（均为 4.5 分）均相对较高。 

4.5

4.5

4.5

4.5

4.4

4.4

4.3

1 2 3 4 5

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

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动手操作能力

时间管理

问题分析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分)

 

图 3-3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能力的需求程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需求程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应届毕业生各项能力

的需求程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需求程度是回答问题的用人单位对该能力评分（评分等级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的平均值。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满意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本校应届毕业生各项能力

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能力的满意度是指有多少比例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该项能力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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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问题分析能力”、“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的

满意度（均为 92%）均相对较高。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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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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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能力

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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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

组织管理能力

(%)

 

图 3-4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能力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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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能力及本校学生的能力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能力及满意度

如下表所示。各类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能力均包括“团队合作能力”。另外，

“国有企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问题分析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满意度评价（均为 82%）

相对较低。 

表 3-3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能力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类型 需求较高的前三项能力 
对毕业生该项能力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能力的

满意度（%） 

国有企业 

问题分析能力 4.7  82 

团队合作能力 4.7  82 

动手操作能力 4.7  91 

民营企业/个体 

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 4.6  91 

解决问题能力 4.6  91 

团队合作能力 4.5  91 

中外合资/外资/独资 

团队合作能力 4.1  89 

解决问题能力 4.1  89 

问题分析能力 4.0  89 

注：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NGO 等）、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3.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三项能力及本校学生的能力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能力及满意度

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能力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规模 需求较高的前三项能力 
对毕业生该项能力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能力的满意

度（%） 

50 人及以下 

解决问题能力 4.5 85 

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 4.4 85 

问题分析能力 4.3 88 

51-300 人 

团队合作能力 4.6 95 

动手操作能力 4.6 100 

时间管理 4.6 95 

1000 人以上 

团队合作能力 4.6 93 

职业规范与职业道德 4.6 93 

问题分析能力 4.5 93 

注：301-1000 人规模用人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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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个人素质1达成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的需求程度及本校学生的个人素质满意度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中“积极的工作态度”的需求程度

（4.6 分）相对较高。 

4.6

4.5

4.5

4.5

4.3

4.3

1 2 3 4 5

积极的工作态度

学习的意愿

对环境的适应性

社会责任感

政治素养

创新意识

(分)

 

图 3-5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的需求程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素质的需求程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应届毕业生各项素质

的需求程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素质的需求程度是回答问题的用人单位对该素质评分（评分等级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的平均值。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素质的满意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本校应届毕业生各项素质

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素质的满意度是指有多少比例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该项素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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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中“学习的意愿”、“积极的工作态度”

的满意度（分别为 95%、94%）相对较高，对“创新意识”的满意度（87%）相对较低。 

95

94

92

92

91

87

0 20 40 60 80 100

学习的意愿

积极的工作态度

社会责任感

对环境的适应性

政治素养

创新意识

(%)

 

图 3-6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的满意度 

2.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素质及本校学生的个人素质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素质及满意度

如下表所示。其中，“国有企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对环境的适应性”的满意度评价（82%）

相对较低。 

表 3-5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程度较高的前三项素质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类型 
需求较高的 

前三项素质 

对毕业生该项素质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素质的

满意度（%） 

国有企业 

学习的意愿 4.7  91 

政治素养 4.7  91 

对环境的适应性 4.6  82 

民营企业/个体 

积极的工作态度 4.7  94 

对环境的适应性 4.6  94 

学习的意愿 4.6  97 

中外合资/外资/独资 

对环境的适应性 4.0  89 

积极的工作态度 4.0  89 

学习的意愿 4.0  89 

注：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NGO 等）、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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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知识水平1达成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本校学生的知识水平满意度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与行业相关的知识”、“专业知识”、“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的需求程度分别为 4.4 分、4.3 分、4.2 分。 

4.4

4.3

4.2

1 2 3 4 5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专业知识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分)

 

图 3-7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知识的需求程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应届毕业生各项知识

的需求程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知识的需求程度是回答问题的用人单位对该知识评分（评分等级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的平均值。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知识的满意度：由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回答其对本校应届毕业生各项知识

水平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知识的满意度是指有多少比例的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该项知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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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专业知识”、“与行业相关的知识”、“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的满意度分别为 92%、89%、89%。 

92

89

89

0 20 40 60 80 100

专业知识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图 3-8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满意度 

2.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本校学生的知识水平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如下表所

示。 

表 3-6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对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类型 知识 
对毕业生该项知识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知识的

满意度（%） 

国有企业 

专业知识 4.7 90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4.6 90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4.6 90 

民营企业/个体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4.4 88 

专业知识 4.3 94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4.2 88 

中外合资/外资/独资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3.9 78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3.8 78 

专业知识 3.5 78 

注：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NGO 等）、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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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本校学生的知识水平满意度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如下表所

示。 

表 3-7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对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 

用人单位规模 知识 
对毕业生该项知识的

需求程度（分） 

对毕业生该项知识的

满意度（%） 

50 人及以下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4.3 77 

专业知识 4.2 85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4.1 77 

1000 人以上 

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4.4 92 

专业知识 4.3 92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4.3 92 

注：51-300 人、301-1000 人规模用人单位由于样本较少，所以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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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人单位对学校的反馈 

一 对学校就业服务工作的反馈 

1. 对学校就业服务工作的满意度 

2019 年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为 98%，比 2018 年（95%）高 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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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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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学校支持期待 

1. 用人单位希望本校提供的主要工作支持 

用人单位希望本校提供的工作支持：由来本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回答为了更好地招聘本校毕

业生，希望本校提供哪方面的支持，一个用人单位可以选择多个方面的支持。 

用人单位为了更好地聘用本校应届毕业生，希望本校提供的主要工作支持是“提前安排毕

业生在本单位实习”（49%）、“改进学校组织的招聘会”（44%）等。 

49

44

39

38

26

0 20 40 60 80

提前安排毕业生在本单位实习

改进学校组织的招聘会

提前主动向贵单位推荐毕业生

提前在学校发布贵单位的用人信息

给贵单位提供入校宣讲的机会

(%)

 

图 4-2 用人单位希望本校提供的支持（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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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企合作 

1. 校企合作的比例 

2019 年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中，11%与本校有校企合作，与 2018 年（10%）

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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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校企合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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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愿意与本校校企合作的方式分布 

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中，38%的用人单位愿意与本校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合

作比例较高的方式为“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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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用人单位愿意与本校校企合作的主要方式（多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