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师范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大纲

第一部分 毕业生规模与结构分析
一、毕业生规模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

二、性别分布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

三、生源地分布

（一）全国生源分布情况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

（二）福建省生源分布情况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

四、民族分布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

第二部分 毕业生就业1情况分析
一、毕业去向落实率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去向落实率（表格列附录）

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一）单位就业情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

知》（教就业厅函〔2024〕11号）文件中关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类”要

求，单位就业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

就业、科研助理、管理助理、应征义务兵、国家特岗教师、三支一扶、西部计划、

地方特岗教师、地方选调生、乡村教师、其他地方基层项目。具体详见附件。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单位就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自主创业情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

知》（教就业厅函〔2024〕11号）文件中关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类”要

求，自主创业包括：创立公司、在孵化机构创业、个体工商户创业、电子商务创

业。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自主创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三）自由职业情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

知》（教就业厅函〔2024〕11号）文件中关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类”要

求，自由职业包括：自由职业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自由职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四）升学情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

知》（教就业厅函〔2024〕11号）文件中关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类”要

求，升学包括：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出国（境）留学。

1.整体升学情况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升学比例（表格列附录）

2.境内升学情况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境内升学比例（表格列附录）

3.境外留学情况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境外留学比例（表格列附录）

（五）灵活就业情况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

知》（教就业厅函〔2024〕11号）文件中关于“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类”要

求，灵活就业指单位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的单位就业、自由职业、电子商务创业、

个体工商户创业。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灵活就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三、就业流向情况

（一）就业地区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就业行业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三）就业单位性质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四）就业职位类别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四、特色分析



（一）标签单位就业情况
标签单位指纺织鞋服产业、机械装备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

食品产业、冶金产业、建材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等重点产业公

司。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标签单位就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教育行业就业情况
教育行业包括“就业行业”为“教育”的单位。

分析维度：单位性质为高等教育、中初、三资企业、其他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的不同流向下的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教育行业就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第三部分 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一）人职匹配度

1.人职匹配度分析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人职匹配度（表格列附录）

2.人职匹配度低原因分析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

（二）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1.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析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表格列附录）

2.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低原因分析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

（三）薪酬水平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薪酬水平（表格列附录）

（四）就业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就业满意度（表格列附录）

（五）工作稳定性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工作稳定性（表格列附录）

第四部分 毕业生服务地方建设情况
留闽、泉就业创业指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科研助理

和管理助理、国家基层项目、地方基层项目、其他就业形式就业、自由职业、自

主创业等单位所在地在福建省、泉州市的，不包括升学、应征义务兵在福建省。

1.留闽、留泉就业比例

留闽率=留闽就业创业（扣除升学、应征义务兵）毕业生总数/已就业创业（扣

除升学、应征义务兵）毕业生总数×100%。

留泉率=留泉就业创业（扣除升学、应征义务兵）毕业生总数/已就业创业（扣

除升学、应征义务兵）毕业生总数×100%。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留闽、泉率（表格列附录）

2.留闽、留泉就业流向

（1）毕业生生源分布

（2）就业地区分布

（3）就业行业分布

（4）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5）就业职位类别分布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

3.留闽、留泉就业毕业生就业质量

（1）人职匹配度

（2）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3）薪酬水平

（4）就业满意度

（5）就业稳定性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

4.留闽、留泉人才吸引情况

非闽籍、非泉籍毕业生留闽、留泉情况。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

第五部分 毕业生人才培养反馈调查分析
一、母校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母校推荐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三、教育教学反馈
1. 教育教学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2.教育教学改进建议

四、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反馈
1. 就业课程满意度及改进意见

2. 创业课程满意度及改进意见

3.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满意度及改进意见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就业创业指导服务（表格列附录）

五、人才培养成效反馈
1.人才培养成效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4. 专业知识和技能满足度

5. 工作能力培养满足度

4 人才培养改进建议



第六部分 用人单位调查反馈分析
一、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一）对毕业生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对毕业生创新素质与工作能力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反馈
1.对学校人才培养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2.对学校人才培养改进建议

三、用人单位对就业服务反馈
1.对学校就业服务满意度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2.就业服务改进建议

第七部分 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
一、毕业去向落实率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就业去向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三、就业流向变化趋势
1.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2.就业行业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3.就业单位性质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4.就业职位类别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四、升学变化趋势

（二）升学率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三）升学原因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四）升学关注点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五）升学专业与所学专业一致性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六）升学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五、就业质量变化趋势

（七）人职匹配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八）就业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九）就业薪酬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就业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一）工作稳定性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六、人才培养满意度变化趋势

（十二）母校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三）母校推荐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四）教育教学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五）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六）创业指导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七）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满足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十八）工作能力培养满足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七、留闽、留泉就业情况变化趋势

（十九）在闽、在泉就业比例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在闽、在泉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一）在闽、在泉就业行业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二）在闽、在泉就业单位性质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三）在闽、在泉就业职位类别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四）在闽、在泉就业质量变化趋势
1.人职匹配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2.就业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3.就业薪酬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4.就业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5.工作稳定性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五）在闽、在泉人才吸引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八、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变化趋势

（二十六）毕业生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七）创新素质与工作能力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八）学校人才培养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二十九）就业服务满意度变化趋势
分析维度：近三届

第八部分 报告结论
一、就业竞争力分析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指数以毕业去向落实率、平均月收入、就业满意度、工作

专业相关度、工作稳定性、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满足度、工作能力培养满足度为

指标进行综合评判。

分析维度：学校整体、学历、师范生类别、各学院、前三后三专业。

提供各专业比例（表格列附录）

二、问题建议
主要根据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专业知识与技能和工作能力的掌握度、对学校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等方面的调查数据，为学校人才培养、专业设置、课

程建设等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综合竞争力。

附录
主要以表格形式罗列正文未分析到各学院、各专业的指标数据，要有目录，

单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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