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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一、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性别分布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总人数为 2823 人（不包含当年肄业 4 人），男生人数为

1519 人，女生人数为 1304 人，分别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3.81%和 46.19%；2022 届

毕业生总就业人数为 2545 人，从男女生就业情况来看，男生就业人数 1376 人，

占总就业人数的 54.07%，女生就业人数为 1169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45.93%。

表 1-1 2022 届毕业生按性别分布具体情况

（二）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来源于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布较广但不均衡，

其中本地（浙江省）生源人数为 1635 人，所占比重达到 57.92%；外地生源主要来

源于江苏（155 人）、上海（115 人），安徽（114 人），贵州（87 人），河北（83

人）等省（直辖市）。各省生源地、省内各地区生源地分布详见图 1-1、1-2。

总数 男 比例 女 比例

毕业生人数 2823 1519 53.81% 1304 46.19%

就业人数 2545 1376 54.07% 1169 45.93%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2022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

图 1-1 2022 届毕业生各省生源地分布

图 1-2 2022 届毕业生浙江省各地区及上海、其他省外生源地分布

（三）毕业生专业分布

2022 届毕业生按专业分布情况具体见表 1-2。

表 1-2 各系按专业毕业生生源人数分布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2022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3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2022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4

二、毕业生就业情况

（一）毕业生总体及各专业就业率分析

1.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分析

截止 2022 年 12 月 12 日，我校 2022 届毕业生总人数为 2823 人，总就业人数

为 2545 人，总体就业率为 90.15%。其中出国出境 63 人；考取国内研究生 171 人；

自主创业 17 人。各系就业率具体数据见表 1-3。

表 1-3 2022 届毕业生各系就业率分布

2.各专业就业率分析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各专业平均就业率为 90.15%，其中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车辆工程专业就业率达到 100%。德语、商务英语 2个专业的就业率也都在 95%

以上。具体数据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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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2 届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统计

（二）不同群体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比较分析

1.男/女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比较

2022 届毕业生中，男生的应征义务兵、自主创业、考取内地研究生的比例明

显高于女生，单位就业、未就业比例基本持平。具体数据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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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22 届毕业生（按性别）就业情况比较

2.毕业生生源地与毕业生就业地（除应征义务兵和国内外升学）对比分析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在浙江省就业的占比达 55.85%，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

宁波三地，分别占到 17.08%、12.76%、7.48%，有 8.26%的毕业生在上海市，在其

他省外就业的学生有 16.76%。

就业吸引力=到某地工作的毕业生人数/该地区毕业生生源中实际需就业人

数。“就业吸引力”值的大小表明该地区对我校毕业生的相对吸引力大小，比值

越大，吸引力越大。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校作为地方高校，比较好地服务了

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从毕业生角度，在择业初期，学生对学

校所在地比较熟悉，愿意留在嘉兴就业，2022 届毕业生就业吸引力为 238.41%，

位居第一。具体数据见表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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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22 届毕业生生源地与就业地（除应征义务兵和国内外升学）对照表

表 1-7 2022 届本校已就业毕业生（除应征义务兵和国内外升学）在省内各地市、上

海市、其他省外地区就业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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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地方发展情况（以嘉兴、上海地区为例）

服务地方发展：为生源地培养人才或为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企业的发展输

送人才。为具体了解我校对某个具体城市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基本情况，特抽取了

嘉兴、上海两个城市作为样本，对已毕业的十三届学生做了基本情况梳理，所得

结果如表 1-8、表 1-9：

表 1-8 2010-2022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嘉兴地区）

注：1.以上数据统计时间截点为毕业当年 12 月；

2.非嘉兴生源嘉兴就业百分比为：非嘉兴生源嘉兴就业人数除以当年生源总

数。

毕业届
生源总

数
就业总人

数
嘉兴生
源总数

嘉兴生
源

嘉兴就
业

非嘉兴
生源嘉
兴就业
人数

非嘉兴
生源嘉
兴就业
百分比

嘉兴就
业

总人数

就业百分
比

(嘉兴就业
人数/当年
总就业人

数)

2010 届 437 423 40 35 24 5.49% 59 13.95%

2011 届 766 756 78 37 46 6.01% 83 10.98%

2012 届 1433 1380 142 118 55 3.84% 173 12.54%

2013 届 1996 1816 120 97 84 4.21% 181 9.97%

2014 届 2313 2201 116 91 70 3.03% 161 7.31%

2015 届 2322 2222 144 120 120 5.17% 240 10.80%

2016 届 2475 2332 171 134 110 4.44% 244 10.46%

2017 届 2279 2201 174 142 189 8.29% 331 15.04%

2018 届 2437 2341 153 120 180 7.39% 300 13.70%

2019 届 2502 2390 126 103 210 8.39% 313 14.02%

2020 届 2425 2089 134 109 175 7.22% 284 13.60%

2021 届 2523 2301 179 115 231 9.16% 346 15.04%

2022 届 2823 2545 151 123 237 8.40% 360 14.15%

合计 26731 24997 1728 1344 1731 6.92% 3075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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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2010-2022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上海地区）

毕业届
生源总

数
就业总
人数

上海
生源
总数

上海
生源
上海
就业

非上海
生源

上海就
业人数

非上海
生源上
海就业
百分比

上海
就业
总人
数

就业百分比
(上海就业
人数/当年
总就业人

数)

2010 届 437 423 0 0 17 3.89% 17 4.02%

2011 届 766 756 0 0 55 7.18% 55 7.28%

2012 届 1433 1380 0 0 124 8.65% 124 8.99%

2013 届 1996 1816 30 27 139 6.96% 166 9.15%

2014 届 2313 2201 84 70 282 12.19% 352 15.99%

2015 届 2322 2222 79 78 257 11.07% 335 15.08%

2016 届 2475 2332 84 64 248 10.02% 312 13.38%

2017 届 2279 2201 97 80 170 7.46% 250 11.36%

2018 届 2437 2341 89 85 205 8.41% 290 12.39%

2019 届 2502 2390 102 96 250 11.20% 346 15.49%

2020 届 2425 2089 91 83 200 8.25% 283 13.55%

2021 届 2523 2301 111 86 199 7.89% 285 12.39%

2022 届 2823 2545 102 97 136 4.82% 233 9.16%

合计 26731 24997 869 766 2284 8.54% 3048 12.19%

注：1.以上数据统计时间截点为毕业当年 12 月；

2.非上海生源上海就业百分比为：非上海生源上海就业人数除以当年生源总

数。

以上情况显示，本校十三届毕业生嘉兴生源嘉兴就业 1344 人，非嘉兴生源嘉

兴就业 1731 人，学校共计为嘉兴用人单位输送了 3075 名毕业生；十三届毕业生

上海生源上海就业 766 人，非上海生源上海就业 2284 人，学校共计为上海用人单

位输送了 3048 名毕业生。

十三年来，结合高校自身优势，学校以年均12.30%的比例为嘉兴输送了毕业生

3075 人，为嘉兴的地方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臂之力。另能在竞争激烈的北上广深城

市之上海，我校年均12.19%的毕业生人数跻身上海就业市场，被上海用人单位录用，

而且录用层次也在逐年提高，一定程度上说明学校的教育教学与地方经济有一定吻

合性，也在逐步获得社会的认可，因受疫情影响，今年选择留沪工作的毕业生明显

比往年下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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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就业流向分析

（一）毕业生就业类型分析

1.毕业生总体就业类型分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12 日，我校 2823 名毕业生中，去单位就业有 2061 人，占

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73.01%；出国出境有 63 人，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2.23%；考上

国内研究生有 171 人，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6.06%；自主创业的有 17 人，占全体

毕业生人数的 0.60%；应征义务兵的有 29 人，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1.03%；参加

国家、地方基层项目就业的有 7 人，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0.25%；自由职业的有

197 人，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6.98%；未就业有 278 人，占全体毕业生人数的 9.85%。

具体数字见图 1-3。

图 1-3 2022 届毕业生就业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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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去单位就业情况

毕业生主要通过签就业协议、劳动合同或其他录用形式去单位就业，2022 届

毕业生中去单位就业的共有 206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73.01%。具体数据见表

1-10。

表 1-10 2022 届毕业生去单位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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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升学情况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中升学深造的共有 234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8.29%。其中

考上国内研究生的有 171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06%，录取高校有：华东政法大学、

东华大学、江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境外研究生的有 63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23%，海外录取高校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日本橫滨国立大学、韩国首尔科学技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等。具体数据见表 1-11。

表 1-11 2022 届毕业生升学情况

国内深造的本科毕业生中，一半以上在华东地区高校攻读硕士学位，录取毕

业生排名前五的学校见表 1-12。

表 1-12 2022 届毕业生国内升学录取人数排名前 5学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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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届毕业生出国出境的有 63 人，从出国（境）流向看，英国、澳大利亚和

德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依然是毕业生学习深造最主要的国家。去到与学校合作

的德国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大学学习人数较稳定。

图 1-4 2022 届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国家（地区）分布图

4.毕业生创业情况

创业是创新精神向创新实践转化的中介。毕业生创业的数量和质量是高校人

才培养质量高低的重要参考依据。浙江是中国创业的热土，我校借助其有力的创

业文化优势，高度重视在校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和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在 2022 届毕业生群体中，我校共有 17 名学生自主创业。大体上看，我校毕业生

更倾向于立足就业岗位创业，自主创业人数和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具体数据

见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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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2022 届毕业生创业情况

5.未就业情况

未就业包括“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和“待就业”三种毕业

去向。截止 2022 年 12 月 12 日，我校 2022 届毕业生中未就业人数共计 278 人。

其中“不就业拟升学”65 人，占未就业人数的 23.38%；“其他暂不就业”28 人，

占未就业人数的 10.07%；“待就业”185 人，占未就业人数的 66.55%。据调查了

解，毕业生“未就业”的原因有准备考研、出国出境、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拟

创业和目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获得学历证书找工作困难、刚离职准备再就

业等。其中审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三个专业的未就业

率比较高。据学校对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回访了解，这部分同学中大多数都

在努力的准备考研、考公等各类考试。未就业毕业生具体情况见表 1-14。毕业生

待就业情况分析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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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2022 届毕业生各专业未就业情况

图 1-5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待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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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就业选择分析

1.按就业地域分析

就业地域一直是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就业地区良好的经济

发展水平、便利的生活环境、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都直接吸引着大学毕业生，也

间接决定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的激烈程度。

我校 2022 届已就业毕业生（除应征义务兵和国内外升学）中地区生源人数与

地区就业人数对比发现，上海、嘉兴、杭州三地的就业人数远远多于地区生源人

数，2022 年嘉兴就业吸引力第一次高于上海、杭州两地，位居第一。可以看到我

校学生对于高校所在地的认可以及相关留嘉措施对毕业生选择就业地域的影响，

其余地区除宁波外就业人数均低于该地区生源人数，具体数据见图 1-6。

图 1-6 2022 届毕业生地区生源人数与地区就业人数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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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单位性质分析

随着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个个“铁饭碗”被打破，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越

来越广，我校 2022 届毕业生（除国内外升学和应征义务兵）就业单位性质全面覆

盖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其他事业单位、机关、中初教育单位、高

等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城镇社区等类别。66.83%的毕业生选择在民营企业

工作，其中有进入上市民营企业的也有进入全国名企 500 强企业的和进入省重点

扶持民企，除此之外，有 22.30%的毕业生被录取到国有企业、三资企业，4.65%

的毕业生考取机关、事业单位。具体数据见表 1-15。

表 1-15 2022 届毕业生单位性质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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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就业单位集中度

图 1-7 西部就业人数统计分析

3.按就业行业分析

据统计，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除国内外升学和应征义务兵）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传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具体数据见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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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2022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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