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就业

质量年度报告

一、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一）毕业生规模。

2021 届广西中医药毕业生数 3871 人，比 2020 届增加 31

人。其中研究生 576 人，本科毕业生 1999 人，高职毕业生 1296

人。（详见图 1。以下数据统计时间均截至 2021 年 9 月 1日）

图 1 2021 届各层次毕业生人数统计图

（二）性别结构。

2021 届毕业生中，男性毕业人数 862 人，占毕业生数的

22.27%，女性毕业人数 3009 万人，占毕业生数的 77.73%，男

女比 1：3.49。（详见表 1）

表 1 2021 届毕业生性别结构统计表

学历

层次
总人数

男生 女生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研究生 576 193 33.51% 383 66.49%

本科生 1999 472 23.61% 1527 76.39%

高职生 1296 197 15.20% 1099 84.80%

总计 3871 862 22.27% 3009 77.73%

（三）生源地结构。

2021 届毕业生生源主要来自区内，为 3222 人，占毕业

人数的 83.23%；区外生源 649 人，占毕业人数的 16.77%。（详

见表 2）

表 2 2021 毕业生分学历层次生源分布状况统计表

学历

层次
总人数

区内生源 区外生源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总计 3871 3222 83.23% 649 16.77%

硕士 576 261 45.31% 315 54.69%

本科 1999 1668 83.44% 331 16.56

高职 1296 1293 99.77% 3 0.23%

二、毕业生就业情况

(一)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

落实率（以下简称“落实率”）81.48%，其中研究生落实率 82.12%，

本科生落实率 78.94%，高职生落实率 85.11%。（详见图 2）



图 2 2021 届各层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图（与 2020 年同期对比）

（二）专业去向落实率。

表 3 2021 届硕士研究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表

学

历

层

次

学位

类型
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人数 落实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硕

士

研

究

生

学

术

型

耳鼻咽喉科学 3年 2 1 50.00%

方剂学 3年 5 4 80.00%

妇产科学 3年 1 0 0.00%

急诊医学 3年 1 1 100.00%

临床检验诊断学 3年 1 1 100.00%

民族药学 3年 2 2 100.00%

民族医学(含:藏医学、蒙医学等) 3 年 5 4 80.00%

内科学 3年 4 4 100.00%

神经病学 3年 1 1 100.00%

生药学 3年 1 1 100.00%

外科学 3年 5 4 80.00%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3年 2 2 100.00%

药剂学 3年 5 4 80.00%

药理学 3年 5 4 80.00%

药物分析学 3年 5 4 80.00%

药物化学 3年 2 2 100.00%

医学社会学 3年 2 1 50.00%

针灸推拿学 3年 7 5 71.43%

中西医结合基础 3年 9 6 66.67%

中西医结合临床 3年 11 8 72.73%



硕

士

研

究

生

学

术

型

中药学 3年 53 44 83.02%

中医妇科学 3年 1 1 100.00%

中医骨伤科学 3年 8 6 75.00%

中医基础理论 3年 3 3 100.00%

中医临床基础 3年 6 4 66.67%

中医内科学 3年 9 8 88.89%

中医外科学 3年 3 2 66.67%

中医医史文献 3年 3 2 66.67%

中医诊断学 3年 4 4 100.00%

肿瘤学 3年 1 1 100.00%

专

业

型

护理 3年 23 18 78.26%

民族医学(含:藏医学、蒙医学等) 3 年 21 15 71.43%

针灸推拿学 3年 47 42 89.36%

中西医结合临床 3年 126 111 88.10%

中药学 3年 10 8 80.00%

中医儿科学 3年 7 6 85.71%

中医妇科学 3年 9 9 100.00%

中医骨伤科学 3年 49 42 85.71%

中医内科学 3年 92 72 78.26%

中医外科学 3年 21 12 57.14%

中医五官科学 3年 4 4 100.00%

研究生合计 576 473 82.12%

表 4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表

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人数 落实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本

科

药学 4年 134 110 82.09%

中药学 4年 139 113 81.29%

临床药学 4年 38 30 78.95%

食品质量与安全 4年 34 28 82.35%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4年 37 29 78.38%

制药工程 4年 35 25 71.43%

预防医学 5年 36 35 97.2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年 34 30 88.24%

应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 4年 38 31 81.58%

市场营销（医药营销方向） 4年 35 28 80.00%

公共事业管理 4年 31 22 70.97%

壮医学 5年 60 50 83.33%

中医学（骨伤科学方向） 5年 60 46 76.67%



针灸推拿学 5年 116 94 81.03%

中医学（免费医学定向） 5年 98 98 100.00%

中医学 5年 192 91 47.40%

中医学（桂派杏林师承班） 5年 34 25 73.53%

口腔医学 5年 47 38 80.85%

康复治疗学 4年 71 60 84.51%

临床医学 5年 260 192 73.85%

医学检验技术 4年 41 31 75.61%

医学影像技术 4年 36 30 83.33%

护理学 4年 274 233 85.04%

护理学（中职升本） 4年 116 108 93.10%

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 5年 3 1 33.33%

本科合计 1999 1578 78.94%

表 5 2021 届高职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表

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学制 毕业人数 落实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高职

针灸推拿（免费医学定向） 3年 100 100 100.00%

高职（定向班）小计 100 100 100.00%

针灸推拿 3年 31 27 87.10%

药学 3年 35 32 91.43%

口腔医学 3年 61 52 85.25%

医学美容技术 3年 24 19 79.17%

护理 3年 206 172 83.50%

中药学 3年 29 25 86.21%

护理（2+3） 3 年 361 312 86.43%

康复治疗技术 3年 25 22 88.00%

高职（普通班）小计 772 661 85.62%

中药学（友和班） 3年 11 10 90.91%

中药学（健之佳班） 3年 7 5 71.43%

药学（大参林班） 3年 109 87 79.82%

药学（友和班） 3年 18 15 83.33%

中药学（大参林班） 3年 94 74 78.72%

中药学（桂中班） 3年 46 38 82.61%

医学美容技术（伊丽莎白班） 3年 33 25 75.76%

医学美容技术（宝娜班） 3年 20 19 95.00%

药学（健之佳班） 3年 36 31 86.11%

药学（桂中班） 3年 50 38 76.00%



高职（订单班）小计 424 342 80.66%

高职合计 1296 1103 85.11%

（四）毕业去向流向分布。

从毕业生去向流向分布来看，吸纳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是医

疗卫生单位，共 1365 人，占就业总人数的 43.28%，其次是私

营企业，人数为 801 人，占就业总人数的 25.40%。（详见表 6）

表 6 2021 届高校毕业生按就业去向分学历层次就业情况一览表

毕业去向

合计 3154 研究生 473 本科 1578 高职 1103

人数
分项比

率
人数

分项比

率
人数

分项比

率
人数

分项比

率

党政机关 2 0.06% —— —— 2 0.13% —— ——

农村建制

村
1 0.03% —— —— —— —— 1 0.09%

高等学校 32 1.01% 21 4.44% 11 0.70% —— ——

中等初等

教育单位
9 0.29% —— —— 9 0.57% —— ——

医疗卫生

单位
1365 43.28% 390 82.45% 628 39.80% 347 31.46%

金融单位 2 0.06% 1 0.21% —— —— 1 0.09%

其他事业

单位
32 1.01% 3 0.63% 26 1.65% 3 0.27%

国有企业 10 0.32% 1 0.21% 7 0.44% 2 0.18%

三资企业 12 0.38% —— —— 12 0.76% —— ——

私营企业 801 25.40% 42 8.88% 335 21.23% 424 38.44%

医学规培

生
120 3.80% —— —— 120 7.60% —— ——

应征义务

兵
10 0.32% —— —— 3 0.19% 7 0.63%

科研助理、

管理助理
7 0.22% —— —— 7 0.44% —— ——



农村订单

定向免费

医学生

195 6.18% —— —— 98 6.21% 97 8.79%

西部计划 6 0.19% —— —— 5 0.32% 1 0.09%

特岗教师 2 0.06% —— —— 2 0.13% —— ——

升

学

硕士

升博

士

15 0.48% 15 3.17% —— —— —— ——

本科

升研

究生

312 9.89% —— —— 312 19.77% —— ——

专科

升本

科

220 6.98% —— —— —— —— 220 19.95%

出国

深造
1 0.03% —— —— 1 0.06% —— ——

（五）升学。

2021 届硕士毕业生共考取博士 15人，占硕士毕业生总人

数（576）的 2.60%。本科毕业生升学 313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

人数（1999）的 15.66%。其中，升入本校 148 人，升入外校

164 人，出国深造 1 人。分别去到了 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美国的 52所院校（详见表 7）。高职学生 1296 名，共有 220

名升入本科专业继续学习，升学学校主要为我校本部，占高职

毕业生总人数（1296）的 16.98%。

表 7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地区流向统计表

地区 高校名称 考入人数 占升学总人数比率

安徽省
安徽中医药大学 1

2
0.32%

0.64%
蚌埠医学院 1 0.32%

河南省
河南中医药大学 1

2
0.32%

0.64%
郑州大学 1 0.32%



北京市

北京中医药大学 5

10

1.60%

3.20%
首都医科大学 1 0.32%

中国农业科学院 1 0.32%

中国中医科学院 3 0.96%

福建省 福建中医药大学 1 0.32%

广东省

广东药科大学 4

36

1.28%

11.51%

广东医科大学 4 1.28%

广州医科大学 6 1.92%

广州中医药大学 10 3.19%

广州大学 1 0.32%

暨南大学 1 0.32%

南方医科大学 5 1.60%

深圳大学 4 1.28%

汕头大学 1 0.32%

广西

广西医科大学 33

205

10.54%

65.49%

广西中医药大学 148 47.28%

桂林医学院 16 5.11%

右江民族医学院 8 2.56%

郑州大学 1 0.32%

黑龙江省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1

4
0.32%

1.28%
哈尔滨医科大学 3 0.96%

湖南省

湖南中医药大学 2

3

0.64% 0.96%

中南大学 1 0.32%

江苏省

江苏师范大学 1

10

0.32%

3.21%扬州大学 1 0.32%

南京中医药大学 8 2.56%

江西省

江西中医药大学 3

4

0.96% 1.28%

南昌大学 1 0.32%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 2

7

0.64%

2.24%
辽宁中医药大学 3 0.96%

大连医科大学 1 0.32%

渤海大学 1 0.32%

湖北省
湖北中医药大学 1

2
0.32%

0.64%
湖北医药学院 1 0.32%

四川省 四川大学 2 0.64%

上海市
上海大学 1

5
0.32%

1.60%
上海中医药大学 4 1.28%

天津市 天津中医药大学 3 0.96%

重庆市 西南大学 1 0.32%

河北省 河北医科大学 1 0.32%



山西省 山西医科大学 1 0.32%

云南省
云南大学 2

4
0.64%

1.28%
昆明医科大学 2 0.64%

浙江省
浙江师范大学 1

3
0.32%

0.96%
浙江中医药大学 2 0.64%

山东省
山东中医药大学 3

4
0.96%

1.28%
山东大学 1 0.32%

吉林省 延边大学 2 0.64% 0.64%

美国 北卡罗莱纳大学 1 0.32%

合 计 313 100%

（六）就业单位区域分布。

从毕业生就业单位区域分布来看，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主

要以广西地区就业为主,区内就业人数为 1776 人，占就业总人

数的 78.38%。从区内各地就业人数来看,毕业生主要集中在南

宁，其次是柳州市、玉林市、桂林市吸纳毕业生的人数较多，

分别是 188 人、154 人和 109 人。从区外就业区域来看，主要

集中在广东省，就业人数为 230 人，占就业总人数的 10.15%。

（详见表 9、表 10）

表 8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全国行政区划分布情况统计表

就业地区 就业人数 占比 就业地区 就业人数 占比

重庆市 12 0.53% 江苏省 47 2.07%

安徽省 2 0.09% 江西省 10 0.44%

北京市 15 0.66% 辽宁省 2 0.09%

广西 1776 78.38% 宁夏 1 0.04%

广东省 230 10.15% 山东省 6 0.26%

福建省 10 0.44% 山西省 3 0.13%

贵州省 6 0.26% 陕西省 7 0.31%

海南省 8 0.35% 上海市 18 0.79%

河北省 4 0.18% 四川省 15 0.66%

河南省 7 0.31% 天津省 3 0.13%

黑龙江省 2 0.09% 吉林省 3 0.13%

湖北省 16 0.71% 云南省 9 0.40%

湖南省 23 1.02% 浙江省 31 1.37%



表 9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的广西地区分布情况统计表

就业地区 人数 占比 就业地区 人数 占比 就业地区 人数 占比

南宁市 717 40.37% 防城港市 17 0.96% 贺州市 47 2.65%

柳州市 188 10.59% 钦州市 50 2.82% 河池市 82 4.62%

桂林市 109 6.14% 贵港市 73 4.11% 来宾市 40 2.25%

梧州市 97 5.46% 玉林市 154 8.67% 崇左市 73 4.11%

北海市 58 3.27% 百色市 71 4.00% —— —— ——

注：各市就业人数以落实工作单位为统计标准

三、主要工作措施

（一）实施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实施毕业生就业工

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学校成立了校、院两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根据

学校人事变动及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建立就业工作评估评价

机制，要求学校各相关部门和各学院要各司其职，做好就业工

作，并将就业工作作为考核各学院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学校

领导重视就业工作，认真收看参加全国和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就业工作精神，并

根据工作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组织召开多次就业工作专题会

议，研究解决就业工作问题，如就业工作布置会、促进会、冲

刺会、证明材料核查会等。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老师积极

参加双选会，深入用人单位倾听意见，深入毕业生群体指导学

生，形成齐抓共管局面。

（二）积极搭建就业平台，牵好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的“红

线”。



一是对用人单位进行分类调研。学校认真梳理和研究各专

业的就业流向，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找出目标单位和流向

区域，定期走访已招聘过我校毕业生但未能建立起稳定关系的

用人单位，重点走访从未到我校招聘又有吸纳我校毕业生能力

的用人单位，收集就业信息、拓展就业市场。

二是举办多种形式的双向选择活动。积极探索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就业招聘服务方式，举办了形式多样、规模不一、

专场和综合场相结合的线上、线下双选会、宣讲会，并积极组

织学生参加教育部、教育厅举办的招聘活动，学生参与情况良

好。

三是开展校企订单式培养。学校以“从社会需要着眼，从

行业需求出发”为原则，贯彻落实“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

理念，将企业请进来，签订“订单式”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开

展校企合作联合育人，针对性地培养社会需要的高职高专人才。

（三）开展就业创业教育，更新毕业生就业观念，提升毕

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学校招生与就业处和创业与就业指导教研室以课程教育

为主要抓手，开足就业创业指导课，并应新形势的变化与需求

对教学大纲、学时分配和内容等进行了修订。加强就业指导师

资队伍的教学能力和理论研究建设，鼓励就业工作人员结合医

学院校特色与实际、结合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教学，积极进行学

术研究，提升我校就业工作理论水平。在日常开展常规化、针



对性就业咨询辅导的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就业政策宣传、就业

指导、就业动员活动。此外积极开展简历大赛、创新创业赛事、

创新创业训练课题等就业创业教育活动，对学生的就业和创新

创业知识能力进行系统化培养，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四）线上线下就业服务相结合，精准推送就业信息，加

强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一是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精准面向用人单位

和毕业生发布各类通知信息，引导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有序开展

招聘活动，毕业生可以足不出户便能在线上获取相关就业信息

和进行网络面试，使就业信息服务工作不间断。

二是关心帮扶就业有困难的毕业生群体，针对毕业生的具

体困难，分类进行指导帮扶，形成校级-院系-班级三级联动机

制，实施“一对一”就业跟踪指导，主要包括做好心理辅导、

加强求职前的技能培训、推荐就业单位、组织申报求职创业补

贴等。

（五）建立就业质量调查反馈机制，提高毕业生培养质量。

启动毕业生就业工作预警机制，加强对用人单位的调研和

走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优化专业结构，建立起招生、培养、

就业联动机制，从招生工作开始抓起，深化教学改革，突出职

业能力培养在课程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需

求之间紧密关联，促进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继续委托第三方



就业质量调查公司对我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进行跟踪调查并及

时给予反馈。

总之，2021 年，我校就业工作在学校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

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

署和 2021 年全国“两会”精神，多措并举，积极应对疫情对

就业工作的不利影响，稳步推进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连续第

十四年获得广西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的

荣誉称号。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2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