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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的规模

我院 2015 届毕业生人数为 868 人。

二、毕业生的结构

（一）2015 届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我院共有 6个系，包括旅游系、经管系、建工系、汽车系、艺

术系、烹饪系。各个系及其专业的人数分布见表 1-1。

表 1-1 2015 届各系及其专业毕业生人数分布

系 专业 人数 百分比

经济管理系

会计 83 9.56%

会计电算化 45 5.18%

国际经济与贸易 30 3.47%

市场营销 41 4.72%

旅游系

国际邮轮乘务 43 4.95%

旅游管理（高尔夫管理） 40 4.61%

旅游管理（游艇服务与管理） 32 3.69%

旅行社经营管理 33 3.80%

酒店管理 86 9.91%

建工系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15 1.73%

工程造价 198 22.81%

工程监理 42 4.84%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22 2.53%

汽车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5 5.1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33 3.80%

艺术系

产品造型设计 13 1.50%

应用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14 1.61%

动漫设计与制作 11 1.27%

烹饪系 餐饮管理与服务 7 0.81%

烹饪工艺与营养 35 4.03%

合计 8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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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的基本情况

我院 2015 届毕业生的基本情况如表 1-2。毕业生的性别分布:

男生人数为 573 人，占比 66.01%；女生人数为 295 人，占比 33.99%。

毕业生的政治面貌分布：共青团员，人数为 638 人，所占比例为

73.50%；群众，人数为 213 人，所占比例为 24.54%；党员或预备党

员，人数为 17人，所占比例为 1.96%。

表 1-2 2015 届毕业生的基本情况分布

毕业生结构 分类 人数（人） 所占百分比

性别 男 573 66.01%

女 295 33.99%

政治面貌

党员或预备党员 17 1.96%

共青团员 638 73.50%

群众 213 24.54%

三、毕业生的就业率

（一）2015 届毕业生就业率

截止 2015 年 12 月 1日，我院 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6.66%。

毕业生的具体情况与数据参见图 1-1。

图 1-1 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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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各生源地毕业生就业情况

我院 2015 届各生源地毕业生就业情况如表 1-3。河北省、山西

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河

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

生源地毕业生就业率均达 100%。

表 1-3 2015 届各生源地毕业生就业情况分布

生源地（省）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河北省 6 6 100.00%

山西省 10 10 100.00%

内蒙古自治区 8 8 100.00%

辽宁省 18 18 100.00%

吉林省 5 5 100.00%

黑龙江省 48 47 97.92%

浙江省 1 1 100.00%

福建省 1 0 0.00%

江西省 10 10 100.00%

山东省 8 8 100.00%

河南省 23 23 100.00%

湖北省 5 5 100.00%

湖南省 6 6 100.00%

广东省 9 9 1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 14 100.00%

海南省 580 554 95.52%

重庆市 33 33 100.00%

四川省 41 40 97.56%

贵州省 12 12 100.00%

云南省 2 2 100.00%

陕西省 5 5 100.00%

甘肃省 14 14 1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1 1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8 100.00%

合计 868 839 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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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专业就业情况

我院各专业就业情况如图 1-2。如图所示，我院动漫设计与制作、

应用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烹饪工艺与营养、餐饮管

理与服务、酒店管理、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旅游管理（游艇服务与管

理）、旅游管理（高尔夫管理）、国际邮轮乘务、市场营销、国际经济

与贸易、会计电算化、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

业就业率均达到 100%；会计专业有 1人离职未就业，就业率为 98.80%，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专业有 2人离职未就业，就业率为 90.91%，工程监

理专业有 3人离职未就业，就业率为 92.86%，工程造价专业有 21人离

职未就业，就业率为 89.39%，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有 2人离职未

就业，就业率为 86.67%。

图 1-2 各专业就业情况



5

四、毕业生的就业流向

（一）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

我院毕业生的就业流向情况如图 1-3。如图所示，我院在岛外就

业的毕业生占 5%即 45 人，海南岛内就业的毕业生占 92%即 765 人，

离职未就业的毕业生占 3%即 29 人。

图 1-3 毕业生就业流向分布

（二）毕业生升学情况

毕业生升学率=升学的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计算

得出毕业生升学率。如图 1-4 所示，我院 2015 届毕业生人数 868 人，

专升本毕业生人数 32人，故我院升学率为 3.69%。

图 1-4 毕业生升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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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创业率

毕业生创业率=自主创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我

院 2015 届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学生有 2人，占比 0.002%，但实际

有部分学生在实习或短期就业后返回家族企业或家族作坊与家人或

朋友共同创业，并未进一步提供创业信息，相关数据统计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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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学校主要举措

一、学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

重要位置

我院将就业工作纳入学院整体发展规划，以就业为导向。毕业生

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是检验、衡量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学院要进

一步健全“就业管理、就业指导、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就业服务指

导体系和社会评价信息反馈体系，采取多元化就业指导工作体制，实

行院系两级责任制，本着省内与省外人才市场并重的原则，开拓就业

渠道，建立就业市场，并根据学生就业后社会评价信息反馈，适时调

整招生专业与方向，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切实提高对毕业

生就业工作的认识，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作

为学校战略性和日常性工作来抓。

（二）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全院

上下齐抓共管的就业工作新格局

学院将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列入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学

院领导亲自了解市场，指导就业。学院设立就业处，主抓全院学生就

业教育和就业推荐工作，建立了院、系二级就业工作机制，将毕业生

工作“一把手工程”延伸到系部、班级。

学院加大对学生就业工作的投入，建立“就业管理、就业指导、

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就业服务指导体系，促使就业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将毕业生就业状况与各系专业设置、招生规模适度挂

钩，对年度就业率低于80%的专业将实行控制招生，低于60%的专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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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招生，实现毕业生就业与招生、人才培养过程的有机结合；把毕

业生就业率作为考衡各系全面工作及领导政绩的重要指标；建立和完

善毕业生就业工作激励机制，对就业工作成绩突出的系部和有关人

员，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充分调动全院教职员工支持、关心和参与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积极性。加强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增加编制为各系

配备就业工作专干，挑选一批热心就业工作、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和

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同志组成就业工作专干队伍。加强对就业工作专

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组织开展就业工作理论研究；改善就业工作人员

的待遇，为他们安心就业工作创造条件。

（三）增加对就业工作的投入，不断改善就业工作硬件条件

按照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要按照在校学生年学费收入 1%

的标准足额到位拨付就业工作经费，并确保就业工作经费真正用于毕

业生就业工作。在经费开支审批程序方面要考虑就业工作的特殊性，

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当务之急要尽快改善系部就业工作条件，配备

就业工作专用设备，安排专用场地，为系部开展就业工作提供必备条

件。

（四）积极开展就业援助，开辟公益性岗位安置困难家庭的高校

毕业生就业

我院组织、动员低保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及已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的毕业年度毕业生申请2015年度求职创业补贴，共有103名低保

家庭毕业生及残疾毕业生符合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条件，对符

合申请条件的毕业生给予每人1500元的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共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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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金额为154500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困难毕业生的就业信心。

（五）做好调查回访工作，掌握人才需求信息

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查和信息反馈，是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安置的继

续和深入。学院通过对毕业生在走向社会岗位后的思想品德状况、专

业技能情况。企业对学生的满意程度等内容的了解，及时调整专业设

置和课程设置，有针对性地改进学院教育教学工作。

二、学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指导服务

（一）加强就业指导

为帮助毕业生正确认识就业方向，解决毕业生就业中可能遇到的

各种问题，尽快适应目前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学院采取多种手段和

措施，不断创新就业指导方式。

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特点，在大一、大二、大三三个年级阶

段分别进行了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求职技巧、简历制作及就业

指导相关的讲座、座谈会和课程的安排。对大学生的就业教育分年级、

分阶段、分重点贯穿在学院学习全过程。

通过课程学习、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校企合作、职业经理人专

题讲座和聘请专业导师等形式，引导学生学会上岗、上梯阶的竞争策

略，加强对在校生就业创业教育。

（二）加强社会联系，不断拓展就业市场

在狠抓就业市场开拓，推动毕业生就业方面，全院从领导到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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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进行全员参与、协调联动。院、系两级领导班子带队分头跑市场，

抓信息，通过组织召开校园招聘会，引导学生参加社会招聘会。

（三）组织各项招聘活动，拓展就业创业渠道

学院组织全院性大型供需见面会和各种专题招聘会，为学生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引导和组织毕业生积极参加省就业局举办的各种类型

的供需见面会，拓宽就业渠道；在做好校园招聘工作的基础上，学院

现与三亚丰正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三亚分公司、

半山半岛洲际酒店、三亚龙泉谷高尔夫球会、中国农业银行三亚分行

等 200 多家用人单位建立了长期的就业供求合作关系，收集其用人信

息并随时向学生发布，开拓了省内就业市场。

（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竞争意识

学院特别重视和鼓励毕业生积极参加双证书、多证书的培养和考

级考证工作，使毕业生掌握多种技术技能，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及就业质量。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和考级考证，目前

学院进行的各种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和考级考证，包括会计从业资格证

测试、计算机等级测试、导游资格证、海南省会计手工技能大赛、海

南省汽车营销技能竞赛、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技能大赛及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海南国际数字创意与工业设计大赛等。学生在校可选择自己

的发展目标，找准定位，尽可能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未来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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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毕业生就业相关分析

一、毕业生薪酬水平及薪酬满意度分析

（一）毕业生薪酬水平

根据我院毕业生反馈的目前每月税前的薪酬水平结果参见图

3-1。从毕业生的反馈情况来看，其税前的平均月薪为 2150 元。

图 3-1 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水平

（二）毕业生薪酬满意度分析

我院毕业生反馈对已落实工作薪酬的满意度结果参见图 3-2。从

图中可以看出，7.75%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薪酬很满意；18.83%

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薪酬比较满意；20.86%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

工作薪酬满意度一般；46.48%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薪酬比较不满

意；6.08%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薪酬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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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毕业生薪酬满意度分析

二、毕业生专业对口度分析

（一）毕业生专业对口度分析

我院毕业生反馈的专业对口度结果参见图 3-3。从图中可以看出，

17.76%的毕业生表示工作岗位与专业很对口；23.60%的毕业生表示比

较对口；25.63%的毕业生表示对口度一般；22.88%毕业生表示比较不

对口；10.13%毕业生表示很不对口。

图 3-3 毕业生的专业对口度

（二）毕业生从事低专业对口度工作的原因

毕业生反馈的从事低专业对口度工作的原因分析参见表3-1与图

3-4。33.01%的毕业生认为已落实工作岗位与专业不对口，而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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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低就业专业对口度工作的原因中反馈最多的是本专业对应的工

作要求（门槛）过高，占比为 29.96%；其次有 22.74%和 22.02%毕业

生从事不对口工作的原因分别是本专业对应的工作不符合兴趣和本

专业对应的工作收入待遇较低。

表 3-1 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的原因分析

题目/选项

A．本专业

对应的工

作不符合

兴趣

B．本专业

对应的工

作环境不

好

C．本专业

对应的工

作收入待

遇较低

D．本专业

对应的工

作 要 求

（门槛）

过高

E．本专业

对应的工

作就业机

会少

F．其他

您从事专业

不对口工作

的原因

63 33 61 83 13 24

图 3-4 毕业生从事低专业对口度工作的原因分析

三、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分析

毕业生反馈的对己落实工作的满意度的结果参见图 3-5。从图中

可以看出，30.63%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满意或基本满意；55.18%

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一般满意；14.18%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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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分析

四、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一）学校毕业生主要的就业地域分布

根据毕业生反馈的信息，大部分毕业生在海南省就业，所占比例

达 92%；其次为广东省，所占比例为 0.87%。

（二）主要就业地域的薪资水平

根据毕业生反馈的信息，在广东就业的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最

高，平均 3500 元；而作为海南省主要的就业地域受本地总体薪资水

平较低的影响，在海南省就业的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为 2150 元。

五、毕业生创业状况分析

（一）毕业生创业率

2015 届毕业生创业人数为 2人，创业人数占毕业生人数 0.002%。

创业率不高。但根据各系调查反馈，有 10%的毕业生表示未来五年内

有创业意愿；30%的毕业生表示可能会创业；40%的毕业生表示不会创

业；20%的毕业生表示先就业，暂不考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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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创业行业分布

2015 届毕业生创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领域、批发和零售业。

（三）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

2015 届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主要由家庭支持、个人在校期间通过

创业实践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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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

一、毕业生就业率发展趋势

根据 2013 届、2014 届、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数据，见图 4-1。

图 4-1 毕业生就业率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近三年我院毕业生就业率变化趋势，由图 4-1

中可知我院近三届毕业生就业率均在 96%以上。因受外界经济环境和

就业环境等影响，就业率有所波动。

我院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将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

学院整体发展规划，以就业为导向。从我院毕业生就业情况及其信息

反馈来看，尽管全国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但作为高职毕业生，掌握

一技之长，特别是旅游业、房地产和汽修、烹饪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社会需求旺盛。海南推出国际旅游岛之后，不但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也留住了更多的毕业生在岛内就业。总体来看，我院2015届毕业生就

业情况良好，我院也会力求创新、发展，在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重视和

领导下，让每位学生都能更好地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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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薪酬水平发展趋势

根据 2013 届、2014 届、2015 届毕业生薪酬数据，可知这三届毕

业生薪酬水平情况，具体数据参见图 4-2。

图 4-2 毕业生薪酬水平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三届毕业生的薪酬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毕业生的薪酬水平受外界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海南

地区受地理环境和产业结构影响以服务业为主，存在薪酬相对较低的

情况，由于我院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地域在海南，受本地产业结构的影

响，导致薪酬水平相对较低，学校应当持续关注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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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毕业生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毕业生就业状况和专业设置的影响

我院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情况对招生、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

反馈和指导作用。学院逐年加大对学生就业工作的投入，建立“就业

管理、就业指导、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就业服务指导体系，促使就

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当前，根据市场需要，深入思考和

推进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的改革和创新，应增设社会需求量大而又紧缺的专业，压缩部分过

饱和专业的招生规模，加强实践性环节的教学，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狠抓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突出专科教育特色，办好拳

头专业，打造学院特色品牌，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能力。

学院将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列入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学

院领导亲自了解市场，指导就业。学院设立就业处，主抓全院学生就

业教育和就业推荐工作，建立了院、系二级就业工作机制，将毕业生

工作“一把手工程”延伸到系部、班级。进一步完善系级毕业生就业

工作考评体系与督察办法，将毕业生就业状况与各系专业设置、招生

规模适度挂钩，对年度就业率低于80%的专业将实行控制招生，低于

60%的专业将停止招生，实现毕业生就业与招生、人才培养过程的有

机结合。

2015 年，我院结合毕业生就业情况、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科学调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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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毕业生就业状况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科学调整招生计划和专业

设置，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高质量人才培养高层次就业，达到

生源、培养和就业质量的同步提升。

二、毕业生就业状况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我院开办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形式与政策课程，在学院官

方网站、官微发布各类就业指导相关信息，组织学生到校企合作单位

参观学习。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验证了“走

进校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走向社会”办学理念。根据我院对用人单

位做的满意度调查数据分析显示，用人单位普遍认为我院教育教学体

制完善，毕业生总体素质高，思想积极上进，团结周围员工，有较好

的人际关系，动手能力强，专业技术过硬，这些说明我院的学生综合

素质和培养质量、就业质量较高。

我院为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在对专科生的教育教学改革上，加强

了对人才培养的总体设计，注重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领导

能力、知识贮备、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与能力，营造积极的育人环境，

学院与各系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学生的应用性能力培养，为其职业生

涯提供良好的工作基础。学院认为，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是反映学校学

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每年学院对用人单位进行追踪调查，撰

写《三亚理工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并在每年的招生

就业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分析，为学校调整专科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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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依据；对于就业率偏低的专业，根据就业反馈结果调整专业

培养方案，促进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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