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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希望教

育集团、四川航空联合举办，纳入国家计划内统一招生、具有独立颁发国家承认

大学专科学历文凭资格的全日制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是培养【影视航空传媒类】

全国领先的人才基地。学院于 2005 年创建，至今已有 16 年的办学历史。学院

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确信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师都有不断发展的动

机和潜能，致力于建设管理规范、特色鲜明、和谐发展的普通高职学院。

学院建院以来，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把学生就业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

设立了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采取“四位一体”的就业服务措施，四位即：

政策形势宣传到位，课堂理论指导到位，课后测试、咨询到位，毕业后跟踪指导

到位；一体即在校园里创建学生创业实体。致力于不断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保障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的同时，以就业工作

体系的完善带动学院升位发展，为毕业生提供更精准的就业、创业服务。

今年，在受疫情影响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

工作，根据教育部、教育厅的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制定了一系列“稳就业、促

就业”的措施，促使我院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为 88.46%，同时近三

年教育厅公布我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均在 85%以上。在成渝经济区、北京、上

海、广东、深圳中心城区等，我院都有设置实习实训基地，包括四川桓宇吉时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川创艺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四川原野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河北博岳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沃尔玛（四川）百货有限公司、四川金甲虫云

商商贸有限公司、上海灿耀天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等企业，

力争毕业生“精准就业，高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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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形势分析

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开启

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新形势，从

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方向，从新发展格局准确把握新要求，切实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2021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持续增长，四川省毕业生

人数再攀历史新高，毕业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

（一）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大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学生数量持续递增。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2021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909 万，预计 2022 届将达 1000 万。四川省毕业生规

模也将再攀历史新高达到 50 万人。在此形势下，就业总量压力的持续递增，就

业竞争也势必愈发激烈。

我院在校学生规模已达 15000 余人，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2021 届毕业生

规模为 2869 人，22、23、24 届毕业生规模预计分别将达到 4113 人、4918

人、5817 人。虽然竞争形势严峻，就业工作具有挑战性，但我们相信挑战与机

遇并存，我们有信心只要科学规划、扎实工作，就会不辱使命地完成学生毕业、

就业、择业等相关工作。

（二）就业岗位供给增长乏力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业转型充满阵

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程度制约，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用工需求

很难稳定增加，导致总体上市场就业岗位呈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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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对新就业形态的适应程度有待加强

2021 年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立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

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持续深化，同时注重推进需求侧改

革，新经济、新业态、新行业、新职业不断涌现，为毕业生创造了大量的新机遇，

然而，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对于新业态、新职业的理解程度、认可度以及适应程度

还有待加强，而引导学生接纳新职业，选择新职业就业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

程。

（四）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

根据教育部的最新调查显示，毕业生就业首选前三位分别是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和党政机关。近 4 成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坚持选择大城市、大机关，而到西

部、东北及基层就业的比例较低。理工院校及相关专业就业形势相对较好，艺术

类院校就业形势则不容乐观。关于就业倾向性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引起高度关注。

（五）尽管当前就业市场存在诸多风险与挑战，四川省2021

届高校毕业生也同时拥有诸多就业有利因素：

1、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稳就业”、“保民生”，国家部委及时出台了一

系列“保就业”政策措施，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统筹部署推进了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四川

省也进一步强化实施了《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十条措施》在内的一系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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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措施，从扩大基层项目招聘规模、鼓励毕业生创业、加大就业帮扶等方面

的综合政策，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2、“十四五”规划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向 2035 年远景目标，国家实施

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其中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

局，为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创造了更广阔的的就业空间。实施乡村

振兴发展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也为四川省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充分、

更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3、四川省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显著

四川省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了系统、周密的安排，使得疫情防控总

体形势可控。在“疫情时代”，为毕业生提供了相对较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在应

对疫情冲击中，四川省充分整合资源，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教育厅、人社局等多

部门配合，组织大型网络招聘会，搭建畅通招聘平台，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就

业招聘活动，为稳定 2021 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毕业生就业概况

（一）毕业生规模

1.毕业生总人数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2021 届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总人数为

2869 人。

2.毕业生分性别人数

毕业生中，男生总人数为 774 人，女生总人数为 2095 人，分别占毕业生总

数的 36.95%和 63.05%（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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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男 女

男女性别比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专科毕业生 774 36.95% 2095 63.05% 0.4:1

（二）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

1.毕业生总体去向落实率

毕业生人数为 2869，就业人数为 2536 人，去向落实率为 88.46%（见表）。

层次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专科 2869 2536 88.46%

2.毕业生各系去向落实率

毕业生各系去向落实率如表所示。

序号 系别名称 总人数 已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艺术设计系 946 867 91.65%

2 音乐舞蹈系 242 170 70.25%

3 电影电视系 240 234 97.50%

4 学前教育系 771 734 95.20%

5 文化管理系 363 314 86.50%

6 航空系 307 219 71.34%

合计 2869 2536 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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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各专业落实率

毕业生各专业落实率如表所示

序号 系别 专业名称 总人数 已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学前教育系 学前教育 771 734 95.20%

2 艺术设计系 艺术教育 207 191 92.27%

3 艺术设计系 动漫制作技术 172 162 94.19%

4 艺术设计系 广告设计与制作 179 160 89.39%

5 艺术设计系 建筑室内设计 234 210 89.74%

6 艺术设计系 环境艺术设计 154 144 93.51%

7 电视电影系 新闻采编与制作 44 43 97.73%

8 电视电影系 播音与主持 62 61 98.39%

9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表演 19 17 89.47%

10 电视电影系 影视编导 36 35 97.22%

11 电影电视系 人物形象设计 36 36 100%

12 电影电视系 摄影摄像技术 19 19 100%

13 电视电影系 影视多媒体技术 24 23 95.83%

14 音乐舞蹈系 音乐表演 152 115 75.66%

15 音乐舞蹈系 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 42 27 64.29%

16 音乐舞蹈系 舞蹈表演 48 28 58.33%

17 文化管理系 电子商务 101 88 87.13%

18 文化管理系 会计信息管理 44 35 79.55%

19 文化管理系 酒店管理 50 46 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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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化管理系 计算机运用技术 95 82 86.32%

21 文化管理系 旅游管理 46 38 82.61%

22 文化管理系 市场营销 27 25 92.60%

23 航空系 机场运行 64 42 65.64%

24 航空系 空中乘务 99 76 76.77%

25 航空系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68 47 69.12%

26 航空系 无人机应用技术 76 54 71.05%

合计 2658 2536 88.46%

（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1.毕业生总体就业流向

毕业生总体流向分为签约就业、升学、自主创业、应征入伍及待就业等共 9

种类型。其中，签约就业包含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劳动

合同就业三种种类型。毕业生总体就业流向如表所示。

签约形式
专科就业毕业生

人数 比例

签就业协议 2054 71.59%
升学 458 15.96%
待就业 330 11.50%

其它录用形式 4 0.14%
签订劳动合同 15 0.52%
不就业拟升学 2 0.09%
应征义务兵 4 0.14%

其他暂不就业 1 0.03%
自主创业 1 0.03%
合计 26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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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约就业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签约就业毕业生中，78.85%的毕业生都选择在川内就业。

毕业生就业地区具体流向分布如图所示

3.签约就业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本院校学生签约单位包含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其他企业、机关、医疗卫生

单位、高等教育单位、中初等教育单位、其他企业单、农村建制村、城镇社区及

其他共 12 种类型。就业专科生在各单位类型中就业的比例如表所示。

就业地域
专科就业毕业生

人数 比例

北京市 114 5.49%
上海市 9 0.43%
江苏省 15 0.72%
浙江省 6 0.29%
福建市 6 0.29%
山东省 2 0.10%
河南省 3 0.14%
湖北省 3 0.14%
湖南省 1 0.05%
广东省 235 11.32%
海南省 3 0.14%
重庆市 24 1.16%
四川省 1637 78.85%
贵州省 3 0.14%
云南省 4 0.19%

西藏自治区 5 0.24%
陕西省 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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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签约就业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性质分布

专科毕业生在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及

其他服务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业的分布均远高于其他行业。教育行业中有

1397 人，占 55.0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签约人数中有 178

人，占 7.0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行业中有 251 人，占 9.88%。

三、毕业生需求和就业质量评价与反馈

为全面了解毕业生的就业过程与现状，有效掌握毕业生求职期望、工作满意

度、就业匹配度等关键信息，学院对签约工作的毕业生进行统计调查，实际回收

有效问卷 1050 份，以下为统计结果。

(一）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查

调查显示，87.57%的毕业生对自己签约的工作表示“满意”或“非常满

学历

单位性质

专科就业毕业生

人数 比例

高等教育单位 10 0.48%
国有企业 2 0.10%

机关 4 0.19%
三资企业 2 0.10%

医疗卫生单位 4 0.19%
其他事业单位 61 2.94%
其他企业 1808 87.22%

农村建制村 2 0.10%
城镇社区 5 0.24%

中初教育单位 149 7.19%
科研设计单位 1 0.05%

其他 2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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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中 28.01%以上的毕业生表示“非常满意”，59.56%表示“满意”，

“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仅占 1.66%。

（二）毕业生签约单位匹配度调查

签约单位专业匹配度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毕业生表示自己找到的工作与所

学专业匹配，其中认为签约单位提供的职位与所学专业完全匹配占 11.26%，非

常匹配占 6.19%，基本匹配占 59.08%。认为签约单位提供的职位与所学专业不

匹配的情况占 23.47%（如下图 7.2.1-1 所示）

图 7.2.1-1 毕业生签约单位专业匹配度

（三）求职意向行业与实际签约行业匹配情况

调查显示，在求职初期毕业生期望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比例最高，占

所有选择的 56.57%。其次是三资企业（21.2%）、民营企业（22.23%）。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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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签约单位性质来看，到国有企业比例有所下降，只占 0.40%，到民营企业占

比提升，占 94.62%，达到一半以上。这和意向行业相差较大。

四、就业工作特色

（一）建立招生就业人才培养联动机制

学院坚持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不断深化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着力构建人才培养、招生与就业联动的信息反馈及动态调适机制，提升毕业

生就业质量。

（二）就业工作思路“十步走”

1.基层就业（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基层就业就是到城乡基层工作。包括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9 大类岗

位，包括大学生村官、支教（特岗）、支农、支医、乡村扶贫（三支一扶），以

及城市社区的法律援助、就业援助、社会保障协理、文化科技服务、养老服务、

残疾人居家服务、廉租房配套服务等 50 种岗位。

2.国家公务员

国家公务员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里除工勤人员外的行使行政职能的工作人

员。

3.国家鼓励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代偿）

指中央部门和地方所属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

学院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不包

括往届毕业生及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类学生、各类非学历教育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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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男性为主，女性根据军队需要确定。

4.高端就业（再培训类）

海外邮轮、机场乘服、国企银行、高铁地铁

5.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参加 SYB 创业培训，学院提供场地进行项目孵化

结合“就业指导课”、“面试实践”端正就业态度，清晰就业思路，提升就业技

能。

6.专升本

7.自主就业

8.专场招聘（以专业为主，实现“点对点”精准就业）

9.双选会

10.求职辅导

（三）集团、学院重视就业工作

四川希望教育产业集团对就业、创业工作非常重视，把这项工作提升到院长

“一把手工程”。学院将此项工作作为学年工作重点，经常在会议上研究如何搞

好毕业生就业以及创业指导。学院实行全院、全员、全方位重视、关心毕业生就

业指导工作，强调各部门都要认真对待，热情为学生做好推荐就业和指导服务。

为此，学院就业管理部门抓住重点，搞好就业服务：一是抓信息服务，积极宣传

国家有关毕业生就业政策，广泛收集优质用人信息，并及时向毕业生发布；二是

做好毕业生的推荐工作，认真指导学生撰写自荐材料和求职信函，在培养学生就

业能力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向用人单位、向社会推荐每一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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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校企合作

学院建立了用人单位联系信息库，及时掌握就业需求。充分调动行业、校友、

国有企业联系单位等优势资源，全员参与，全方位宣传学院就业工作，推荐毕业

生。

（五）加强基层就业宣传

在“疫情时代”就业形势不乐观的大环境下，为推动学院毕业生充分就业，

学院领导针对毕业生不愿意去基层就业的情况，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讨论解决问

题的方法，从个人发展空间、基层生活成本、基层岗位优越性等层面向学生解读

相关政策，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大家到基层就业。

(六）充分健全就业宣传网络

搭建由“新媒体、求职刊物、指导手册、宣传活动”为载体的就业宣传网络

体系，运用微信、微博、QQ 等贴近学生群体的新媒体手段，印发“基层就业宣

传”“行业指引”“毕业生就业辅导”等手册，举办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宣传月、

就业形势等专题宣讲会、主题班团活动等，为学生提供政策解读、就业指导和行

业信息等全面系统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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