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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整体概况 

（一）毕业生去向 

1．去向分布 

学校 2020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0.54%，毕业去向分布详见下表。 

毕业去向（合并） 人数 占比 

协议和合同就业 2360 58.01% 

升学 1282 31.51% 

自主创业 22 0.54% 

灵活就业 19 0.47% 

其他暂不就业 3 0.07% 

待就业 382 9.39% 

 数据来源：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2．本省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本校 2020 届在本省就业的毕业生服务于现代服务业，其中主要就业于零售业（11.2%）、

教育业（9.6%）。 

行业类名称 2020届（%） 

零售业 11.2 

教育业 9.6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7.5 

住宿和餐饮业 7.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0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3．本省就业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反映了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岗位特点，具体来看，本校 2020届在本省就业的毕业生从事

的主要职业类是销售（13.9%）、财务/审计/税务/统计（13.5%）、行政/后勤（10.3%）。 

职业类名称 2020届（%） 

销售 13.9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13.5 

根　　 据第三方统计结果，2020年专业人才培养总体上与高端服务业、服务高端契合度达到

80%，达成既定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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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名称 2020届（%） 

行政/后勤 10.3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6.1 

美术/设计/创意 5.7 

餐饮/娱乐 5.7 

人力资源 4.0 

中小学教育 4.0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 3.8 

房地产经营 3.4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4．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度 

2020届毕业生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与自身职业期待的吻合度为 80.78%，其中“很符合”所占

比为 10.78%，“符合”所占比为 21.36%。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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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调查 

1．主要行业类需求 

行业是指毕业生就业的单位所在行业，本校 2020届毕业生主要服务于第三产业。具体来看

本校2020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是零售业（1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9%）、

教育业（8.0%）。 

行业类名称 2020届（%） 

零售业 10.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9 

教育业 8.0 

住宿和餐饮业 7.6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7.3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2．对主要行业的人才贡献 

行业是指毕业生就业的单位所在行业，本校 2020届毕业生就业领域较为广泛。具体来看本

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分别是零售业（1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9%）、教育业（8.0%）、住宿和餐饮业（7.6%）、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7.3%）。 

表 7-1 毕业生从事主要行业分布 

行业类名称 2020届（%） 

零售业 10.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9 

教育业 8.0 

住宿和餐饮业 7.6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7.3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查机构。 

 

（三）职业调查 

1．主要职业类需求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类为销售

（15.7%）（以客服专员、其他销售代表/服务商以及营业员为主），其后依次是财务/审计/税

务/统计（13.8%）、行政/后勤（8.8%）、互联网开发及应用（6.9%）等。 

职业类名称 2020 届（%） 

销售 15.7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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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名称 2020 届（%） 

行政/后勤 8.8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6.9 

餐饮/娱乐 5.9 

美术/设计/创意 5.3 

人力资源 4.4 

建筑工程 3.4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 3.2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3.1 

物流/采购 3.1 

 

2．对主要职业的人才贡献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

类为销售（15.7%）、财务/审计/税务/统计（13.8%），其后依次是行政/后勤（8.8%）、互联

网开发及应用（6.9%）等。 

表 7-2 毕业生从事主要职业类别分布 

职业类名称 2020届（%） 

销售 15.7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13.8 

行政/后勤 8.8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6.9 

餐饮/娱乐 5.9 

美术/设计/创意 5.3 

人力资源 4.4 

建筑工程 3.4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 3.2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3.1 

物流/采购 3.1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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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人才贡献 

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其对应的职场文化、工作环境有一定差异。本校毕业生主要就业的

用人单位类型为民营企业/个体（82%），用人单位规模主要是 300 人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用人

单位（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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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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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我校电子商务专业群为例分析 

随着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出台《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双高计划”），包括本校电子商务专业群在内的一批高水平专业群通过遴选进入了“双高

计划”第一轮建设单位名单。分析呈现高水平专业群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与

教学工作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效果，可以对学校其他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此外，“双高计划”的遴选只是第一步，更需要关注专业群未来几年的建设，持续评价建设成

效，以保障周期性建设目标的达成。对此，本章将对电子商务专业群进行基线分析，从而为专

业群建设的持续改进提供参考。 

（一）服务区域发展 

服务区域发展是专业群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数据显示，本专业群毕业生对本地的服

务呈现程度较高，本届毕业生留在安徽就业的比例为 70.1%，与全校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如下图

所示）。具体到城市来看，毕业生主要就业于芜湖、合肥、上海、南京、安庆等地。本校毕业

生为安徽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下图展示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在安徽

就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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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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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产业 

服务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是“双高”建设的重要任务。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能反映毕业生服

务对口产业的情况，是梳理和明确专业群服务面向、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的重要参

考依据。数据显示，本专业群毕业生服务对口产业的程度较高，本届专业群毕业生从事专业相

关工作的比例比全校平均水平高出 9 个百分点（如下表所示），专业对口就业情况较好，尤其

是物流管理专业的对口就业情况较为突出。而电子商务专业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相对较低，从

原因来看，该专业毕业生主要是因为迫于现实和专业工作不符合职业期待。 

1．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名称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电子商务专业群 56 

本校平均 47 

物流管理 74 

连锁经营管理 56 

市场营销 52 

电子商务 44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2．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对相关产业链的服务贡献情况 

另外从毕业生对相关产业链的服务贡献情况来看，当前本专业群毕业生就业领域以零售业

（17.5%）、邮递/物流及仓储业（13.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0.2%）为主，

从事销售、物流/采购、行政/后勤等相关工作。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运用，未来电子商务行业的智能化程度势必将进一步提升，信息化、

智能化相关产业链的用人需求可持续关注。 

就业领域 2020届（%） 

零售业 17.5 

邮递、物流及仓储业 13.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2 

住宿和餐饮业 8.8 

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 8.8 

教育业 5.8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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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体现。通过了解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可以发现培

养环节中存在的不足，从而为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科学化、系统化、持

续化改进提供重要依据。 

就业率直接反映了毕业生的就业落实情况，充分的就业落实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前提。本

专业群毕业生就业落实较为充分，本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比本校平均水平高 2.8 个百分点（如下

图所示）。这也反映出专业群在深化校企融合、积极开拓就业市场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毕

业生的就业落实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月收入是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状况的直接体现。本专业群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382

元，略高于全校平均水平（4162元）。 

就业满意度是就业质量在毕业生主观感觉层面的体现。本专业群毕业生的就业感受较好，

本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为 76%，比全校平均水平（74%）高 2个百分点。综合来看，本专业群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较高。下图展示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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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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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达成 

毕业生能力达成是其实现高质量就业与发展的前提，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离不开包括

能力在内的毕业要求支撑。面向实际就业领域的基本工作能力涵盖了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

新能力、基本职业技能等，是毕业生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来看，本专业群毕业生的

能力达成效果较好，通用能力达成度为 93%。进一步从各类能力的达成效果来看，毕业生创新能

力、合作能力的达成水平较高，基本职业技能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下图所示）。后续培

养过程中可进一步完善相应环节，从而更好地促进毕业生的能力达成，不断强化高水平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效果。下图展示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各类能力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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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综合以上多项数据分析显示，我校 2020年专业人才培养与高端服务业、服务高端契合度基

本达到应有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