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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24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与举措

2024 届毕业生 3597 人，就业率为 93.49%，较去年同期就业率 93.18%。

考研录取人数 355 人，专升本 221 人，升学率为 16.49%，较去年提高 2.69%。

留丽率为 32.32%，理工类专业留丽率为 33.09%，均达到预期目标。

一、畅通入口，构建“双向”检索渠道

一是助力学生检索岗位。开展“双进双留”研学、“菁英聚丽”企业

行十余场，参与学生近千人；走访企业 93家，带动就业岗位 323 个；举办

大型招聘会 3场、小型分专业招聘会 22场，提供招聘岗位 10000 余个；组

织学生组团赴杭州、金华等地专场招聘会；开设青创论坛、创业讲座等 26

场，参与学生达 1700 余人次。二是促进岗位锁定学生。一个学院对接一个

县市区，紧密联系地方人社部门、产业园区，主动登门拜访派送就业简章、

推荐毕业生；积极参加各地人才对接交流会，新增温州市来校建立“高校

人才工作联络站”；依托 24365，就业桥等平台发布毕业生生源信息，让更

多企业了解学校专业设置、毕业生数量等信息。

二、升级窗口，追求“双高”就业服务

一是追求高质量服务。今年全校共组织开展考研讲座、简历指导、创

业训练营等就业指导活动82场。协助359名毕业生成功申领求职创业补贴。

在毕业生满意度跟踪调查数据中，校平均值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二是追求

高效率服务。紧跟时代步伐，对比了才立方、中国教育在线、北森生涯、

天音 AI等“智慧就业”产品，相关功能模块试用中，全面投入使用后将实

现岗位匹配更精准、简历修改更便捷、面试指导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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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移关口，渗透“双涯”规划意识

学涯启智明向，从始业教育、成长成才汇报会到“十佳大学生”表彰、

“丽院之星”评选，充分发挥榜样引领示范作用；职涯筑梦启航，招募“引

才推荐官”、宣传“基层就业典型”、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引导

学生以生涯愿景指导行动计划。今年职规校赛共计 7788 人参加，覆盖率创

新高，项目获省赛金奖 1 项、银奖 2项、铜奖 3项、优胜奖 8项，学校获

评“优秀组织奖”。

四、守住缺口，完成“双百”帮扶目标

一是完成困难就业清零。建立就业困难一对一帮扶台账，优先提供指

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岗位、优先开展求职培训。截至 7月底，2024 届毕

业生中由民政部门认定的残疾，孤儿，低保边缘、零就业家庭等困难学生

192 人完成 100%就业帮扶。二是注重心理满分赋能。毕业班辅导员谈心谈

话 100%覆盖所有毕业生，关心就业动态与求职压力。心理健康中心组织毕

业生春季心理测评与回访，“下午茶时光”等主题活动，为 300 余名毕业

生提供就业心理疏导和帮扶。



3

第二章 2024 届毕业生就业概况

一、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

（一）总体规模

2024 届共有毕业生 3597 人，分布在 11个二级学院，本科毕业生 2740

人，高职高专毕业生 857 人；其中师范类毕业生 1234 人（本科 762 人，高

职高专 472 人），占比 34.30%；医学类毕业生 703 人（本科 446 人，高职

高专 257 人），占比 19.54%。

图1-1 2024届毕业生结构基本情况

（二）性别结构

2024 届毕业生中，男生人数为 1114 人，占总人数的 30.97%，而女生

人数为 2483 人，占总人数的 69.03%。

表1-1 2024届毕业生性别结构统计表

学历
男生 女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本科 1002 27.86% 1738 48.32%

高职高专 112 3.11% 745 20.71%

总计 1114 30.97% 2483 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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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源地结构

2024 届毕业生浙江省生源 2443 人，占比为 67.92%。本科毕业生中，

来自浙江省内的生源有 1616 人，占比 44.93%，而来自省外的生源则有 1124

人，占比 31.25%。高职高专毕业生省内生源 827 人，占比 22.99%，省外生

源 30人，占比 0.83%。

表1-2 2024届毕业生生源分布表

生源地
浙江省生源 浙江省外生源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本科 1616 44.93% 1124 31.25%

高职高专 827 22.99% 30 0.83%

总计 2443 67.92% 1154 32.08%

二、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就业类别

（一）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就业类别

2024 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49%，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为 93.50%，高职高专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47%。

表1-3 2024届毕业生就业类别分布

就业类别 人数 占比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215 33.78%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759 21.10%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548 15.23%

升学—研究生 355 9.87%

升学—专科升普通本科 221 6.14%

自由职业 148 4.11%

自主创业 65 1.81%

应征义务兵 1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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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类别 人数 占比

出国、出境 17 0.47%

地方基层项目—其他 8 0.22%

国家基层项目—西部计划 11 0.31%

总计 3363 93.49%

（二）学院/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2024 届毕业生各学院及各专业具体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详见下表：

表1-4 2024届毕业生各学院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学院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民族学院 234 216 92.31%

教师教育学院 806 762 94.54%

生态学院 313 293 93.61%

工学院 293 275 93.86%

医学院 703 658 93.60%

商学院 304 275 90.46%

中国青瓷学院 222 208 93.69%

职业技术学院 321 200 93.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44 43 97.73%

音乐学院 91 85 93.41%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266 248 93.23%

总计 3597 3363 93.49%

表1-5 2024届毕业生各专业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学校专业 毕业生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民族学 16 100.00%

汉语言文学 99 86.87%

汉语言文学（专升本） 38 100%

英语（非师范） 81 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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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 毕业生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音乐学 91 93.41%

体育教育 58 94.83%

学前教育 69 92.75%

学前教育（3年制） 104 95.19%

学前教育（五年一贯） 133 91.73%

学前教育（专升本） 167 92.81%

小学教育 274 97.08%

汉语言文学（师范） 1 100%

化学工程与工艺 26 92.31%

园林 31 90.32%

园艺 23 91.30%

园艺（专升本） 43 93.02%

应用化学 32 93.75%

应用化学（专升本） 47 93.62%

环境工程 37 91.89%

生态学 26 96.15%

生物制药 48 97.92%

光源与照明 28 82.14%

土木工程 43 97.67%

数字媒体技术 50 96.00%

数学与应用数学 73 94.5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8 94.83%

物理学 28 92.86%

电子信息工程 73 94.52%

自动化 34 97.0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3 91.61%

临床医学 113 98.23%

临床医学（3年制） 40 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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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业 毕业生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口腔医学 144 86.11%

康复治疗学 20 85.00%

护理学 83 100.00%

护理（3年制） 202 92.08%

护理（2年制） 15 100.00%

护理学（中外合作） 86 98.84%

国际商务 35 82.86%

国际经济与贸易 41 100.00%

旅游管理 26 92.31%

旅游管理（专升本） 33 93.94%

电子商务 70 94.29%

财务管理 99 84.85%

艺术设计（石雕方向） 24 100.00%

艺术设计（青瓷方向） 18 100.00%

工业设计 29 93.10%

摄影 22 100.00%

环境设计 37 94.59%

美术学 57 80.70%

视觉传达设计 49 97.96%

陶瓷艺术设计 15 100.00%

建筑工程技术 2 100.00%

文秘 2 50.00%

现代文秘 37 94.59%

社会工作 45 100.00%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44 97.73%

学前教育（两年制） 235 92.34%

合计 3597 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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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就业情况分析

本科毕业生中，有 178 人尚未确定去向，其中 103 人选择暂不就业，

占比 57.87%，另有 75 人正在积极寻找工作，占比 42.13%。高职高专毕业

生中，56人尚未确定去向，其中 20人选择暂不就业，占比 35.71%，剩余

36 人正在积极寻求工作机会，占比 64.29%。

表 1-6 毕业生未就业原因分析

未就业原因
本科 高职高专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其他暂不就业 103 57.87% 20 35.71%

求职中 44 24.72% 30 53.57%

待就业—暂未登记或上报 18 10.11% 0 0

待就业—拟参加公招考试 7 3.93% 1 1.79

不就业拟升学 6 3.37% 0 0

待就业—就业见习 0 0 2 3.57%

其他暂不就业—拟出国出境 0 0 2 3.57%

待就业—签约中 0 0 1 1.79%

总计 178 100% 56 100%

三、就业流向

（一）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2024 届毕业生就业人数共 3363 人，其中各类企业就业的比例为

48.92%；初等教育单位比例为 16.44%；医疗卫生单位就业的比例为 9.84%；

机关单位就业比例为 5.01%。（注：以上占比计算以就业人数 3363 人为基

数，应征入伍 15人、升学 593 人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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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2024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表

流向单位性质 本科生 高职高专 合计 合计比例

其他企业 1047 209 1256 45.59%

中初教育单位 323 130 453 16.44%

其他 247 75 322 11.69%

医疗卫生单位 172 99 271 9.84%

机关 122 16 138 5.01%

国有企业 83 4 87 3.16%

其他事业单位 46 9 55 2%

三资企业 5 0 5 0.18%

高等教育单位 1 0 1 0.04%

个体工商户 129 38 167 6.06%

总计 2175 580 2755 100.00%

（二）就业行业分布

2024 届毕业生的就业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教育行业（27.84%）、

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17.60%）、制造业（9.73%）以及批发和零售业（9.18%）

等领域。（注：以上占比计算以就业人数 3363 人为基数，应征入伍 15人、

升学 593 人不计入）

表1-8 2024届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统计

就业行业流向 本科生 专科生 合计 合计比例

教育 561 206 767 27.84%

卫生和社会工作 305 180 485 17.60%

制造业 218 50 268 9.73%

批发和零售业 242 11 253 9.1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29 23 252 9.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5 27 132 4.7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2 30 132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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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行业流向 本科生 专科生 合计 合计比例

建筑业 90 5 95 23.4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9 6 85 3.0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2 13 65 2.36%

农、林、牧、渔业 48 5 53 1.9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9 4 43 1.56%

金融业 31 10 41 1.49%

住宿和餐饮业 19 2 21 0.7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 1 19 0.6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 2 16 0.5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 1 15 0.54%

房地产业 8 1 9 0.33%

采矿业 4 0 4 0.15%

总计 2178 577 2755 100%

（三）就业地区分布

我校 2024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地区为浙江省，占比高达 86.39%。在浙江

省内，丽水、杭州、温州是就业人数最为集中的三个城市。此外，有 375

名毕业生选择到外省就业，占比 13.61%，其中，江苏、广东和上海是外省

流向最大的三个就业地。（注：以上占比计算以就业人数 3363 人为基数且

应征入伍 15人、升学 593 人不计入）

表 1-9 2024 届毕业生在浙江省内外就业地区流向统计

生源地 总数
浙江省内

就业人数
占比

浙江省外就

业人数
占比

浙江省 1843 1783 64.72% 60 2.18%

省外 912 597 21.67% 315 11.43%

合计 2755 2380 86.39% 375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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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丽水生源的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统计

丽水生源

人数
丽水就业 杭州就业 金华就业 绍兴就业 嘉兴就业

浙江省外

就业

634 406 46 37 27 12 72

占比 64.04% 7.3% 5.8% 4.3% 1.8% 11.36%

四、继续深造情况

2024 届毕业生中，有 593 人选择继续深造。具体而言，本科生升学人

数为 371 人，其中 355 人选择国内升学，16人选择出国（境）深造；专科

生升学人数为 222 人，其中 221 人选择国内升学，1 人选择出国（境）深造。

总体来看，毕业生总升学率达到了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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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校

唯实唯先

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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