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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专业人才培养与高端服务业、服务高端契合度报告

 

 

一、学校整体概况 

（一）毕业生去向 

1．毕业生就业率与去向分布 

2021 年，受疫情影响，就业市场整体依然呈现较为困难的局面。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共计

4070人，整体就业率为 94.74%（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高于全省平均就业率。其中升学 1508

人，占 37.1%，与企业签订就业合同的 2323人，占 57.7%，自主创业 25人。毕业去向分布详见

下表。 

毕业去向 人数 占比（%） 

协议和合同就业 2311 56.78 

升学 1508 37.05 

创业 25 0.61 

灵活就业 12 0.29 

未就业 214 5.27 

合计 40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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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届在本地就业的毕业生主要就业于零售业（12.7%）、教育业（10.7%），且均高

于 2020届（分别为 11.2%、9.6%）。 

行业类名称 2020届（%） 2021届（%） 

零售业 11.2 12.7 

教育业 9.6 10.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0 8.2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7.5 7.9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 1.5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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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届在本地就业的毕业生从事

的主要职业类是财务/审计/税务/统计（19.6%）、销售（13.0%）、行政/后勤（10.0%）。 

职业类名称 2020届（%） 2021届（%）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13.5 19.6 

销售 13.9 13.0 

行政/后勤 1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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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达成既定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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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名称 2020届（%） 2021届（%）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6.1 6.3 

美术/设计/创意 5.7 5.0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1.5 5.0 

餐饮/娱乐 5.7 4.7 

职业培训/其他教育 2.7 4.3 

人力资源 4.0 3.7 

/

 

4 . 0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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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调查 

1．主要行业类需求 

毕业生的行业流向体现了学校的培养定位和服务面向。数据显示，本校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零售业、教育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学校为相关行业领域培养了大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从专业层面来看，毕业生主要就业行业符合专业培养特色。例如，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

毕业生主要在电影与影视产业就业。下表展示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类名称 2020届（%） 2021届（%） 

零售业 10.7 12.1 

教育业 8.0 8.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9 8.2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7.3 7.2 

建筑业 6.4 6.3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2．主要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两届合并）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电子信息工程系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电影与影视产业 

电子信息工程系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制造业 

工商管理系 酒店管理 综合性餐饮业 

工商管理系 连锁经营管理 百货零售业 

工商管理系 物流管理 物流仓储业 

会计系 会计 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 

经济贸易系 电子商务 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经济贸易系 市场营销 其他个人服务业 

人文外语系 商务英语 中小学教育机构 

艺术设计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装修业 

艺术设计系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广告及相关服务业 

艺术设计系 艺术设计 建筑装修业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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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主要行业的人才贡献 

学校毕业生主要从事零售业、教育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各类专业设计

与咨询服务业和建筑业各相关行业，占比达 42.5%。 

行业类名称 2021届（%） 

零售业 12.10 

教育业 8.7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20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7.20 

建筑业 6.30 

合计 42.50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三）职业调查 

1．主要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本校近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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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财务/审

计/税务/统计（分别为 13.8%、18.1%），其次是销售（分别为 15.7%、14.6%）。 

从专业层面来看，毕业生从事的岗位符合专业的特点。例如，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生从事的

主要职业是会计。 

职业类名称 2020届（%） 2021届（%）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13.8 18.1 

销售 15.7 14.6 

行政/后勤 8.8 8.8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6.9 6.0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3.1 4.4 

美术/设计/创意 5.3 4.4 

餐饮/娱乐 5.9 4.2 

建筑工程 3.4 3.5 

职业培训/其他教育 2.7 3.5 

人力资源 4.4 3.5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2．主要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两届合并）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财务金融系 财务管理 会计 

财务金融系 投资与理财 会计 

电子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应用技术 文员 

电子信息工程系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其他计算机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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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工商管理系 酒店管理 餐饮服务生 

工商管理系 连锁经营管理 文员 

工商管理系 旅游管理 餐饮服务生 

工商管理系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助理 

会计系 会计 会计 

会计系 会计信息管理 会计 

会计系 审计 会计 

经济贸易系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专员 

经济贸易系 市场营销 其他销售代表、服务商 

人文外语系 商务英语 文员；小学教师 

人文外语系 文秘 文员 

艺术设计系 风景园林设计 园林建筑技术人员 

艺术设计系 艺术设计 室内设计师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3．对主要职业的人才贡献 

学校毕业生主要从事财务、审计、销售、行政、互联网开发及应用和计算机与数据处理类

等职业，占比达 51.9%，专业对口度较高。 

职业类名称 2021届（%）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18.10 

销售 14.60 

行政/后勤 8.80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6.00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4.40 

美术/设计/创意 4.40 

餐饮/娱乐 4.20 

建筑工程 3.50 

职业培训/其他教育 3.50 

人力资源 3.50 

合计 7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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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人才贡献 

通过第三方调研机构调查，学校毕业生主要就职民营、国有和中外合资（含外资、独资）

等类型企业，占比 95%。企业人员规模主要集中 300人以内，占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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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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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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从而为专业群建设的持续改进提供参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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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届毕业生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的比例为 57%，和 2020届电子商务专业群

（56%）基本持平，高于本校 2021届平均（51%），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能够学以致用，有利于学

生的中长期职业发展，也说明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不断提升。 

1．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2020届 2021届

电子商务专业群 56 57

本校平均 4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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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对相关产业链的服务贡献情况 

进一步从毕业生对相关产业链的服务贡献情况来看，本专业群毕业生对零售业产业的服务

贡献程度较高，近两届分别有 17.5%、17.6%毕业生就业于零售业，具体从事销售相关岗位。 

就业领域 2020届（%） 2021届（%） 

零售业 17.5 17.6 

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 8.8 8.8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 1.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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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2 5.9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2.2 5.9 

其他制造业 — 5.9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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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去向落实直接反映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充分的毕业去向落实是实现高质量

就业的前提。本专业群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较为充分，近两届均高于全校平均水平（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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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

升，从 2020届的 4381元上升至 2021届的 4928元，与 2021届全校平均水平（4491元）相比具

有一定的优势。下表展示电子商务专业群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2020届 2021届

电子商务专业群 96.2 93.5

本校平均 93.4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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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麦可思毕业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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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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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创新能力的达成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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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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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