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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工作的决策部

署，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始终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

系。2021 年，面对新冠疫情，学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整体保

持稳定，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1.55%，63.29%的毕业生实

现专升本，就业质量比较稳定。

第一部分 2021届毕业生就业概况

一、毕业生规模

学校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1893 名，其中，女生 1378 人，

占比 72.79%，男生 515人，占比 27.21%；普通师范生 1205

人，占比 63.66%，非师范生 688 人，占比 36.34%；家庭困

难学生 1236人，占比 65.29%，非困难生 657人，占比 34.71%。

图 1-1 毕业生规模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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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结构

（一）民族结构

学校 2021 年毕业生以汉族为主，占比 60.64%，其次是

彝族和藏族，占比分别为 9.83%和 5.55%，其他民族合计占

比 23.98%。

图 1-2 毕业生民族结构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二）学院&专业结构

学校 2021 年毕业生分布在 10 个学院，一共 35 个专业，

各学院、专业毕业生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毕业生学院&专业结构

学院 专业 师范类别
2021届毕

业生人数
总人数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非师范 66

241
供用电技术 非师范 14

物联网应用技术 非师范 22
现代教育技术 师范 33

数学教育 师范 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师范 58 58

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信息管理 非师范 18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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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师范类别
2021届毕

业生人数
总人数

酒店管理 非师范 31
市场营销 非师范 15
物流管理 非师范 20
旅游管理 非师范 24
电子商务 非师范 26

会计 非师范 89
旅游服务与管理 非师范 24

教师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师范 285 285

体育与健康学院

体育教育 师范 96
200休闲体育 非师范 35

运动训练 非师范 69

文学与传媒

语文教育 师范 112
165新闻采编与制作 非师范 29

文秘 非师范 24

外国语学院

应用英语 非师范 26
110旅游英语 非师范 22

英语教育 师范 62

应用技术学院

化学教育 师范 39

122
生物教育 师范 43

食品营养与监测 非师范 20
园林技术 非师范 20

学前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 师范 255

284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师范 29

艺术学院

音乐教育 师范 54

181
工艺美术品设计 非师范 28
广告设计与制作 非师范 35

艺术设计 非师范 31
美术教育 师范 33

（单位/人）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三）生源地结构

2021 届毕业生主要来自云南省，占比 92.18%，其次有

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分别占比 1.80%、1.22%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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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毕业生生源地结构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四）政治面貌结构

2021 届毕业生中共青团员 1706 人，占比 90.12%，群众

166人，占比 8.77%，中共预备党员 20人，占比 1.06%，中

共党员 1 人，占比 0.05%。

图 1-4政治面貌结构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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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

一、总体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2021 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较高，达 91.55%；

就业去向包括“升学、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就业协议形式就

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自由职业、地方基层项目、自主

创业、应征义务兵、国家基层项目、待就业”十种形式；其中

“升学”为毕业生的首选，占比 63.29%，“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次之，占比 18.91%。

表 2-1毕业生就业去向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毕业去
向
落实率

升学 1198 63.29%

91.55%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358 18.91%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84 4.44%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7 2.48%

自由职业 26 1.37%
地方基层项目 12 0.63%
自主创业 3 0.16%
应征义务兵 3 0.16%
国家基层项目 2 0.11%

待就业 160 8.45% 8.45%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二、各学院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2021 届各学院初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如下，其中排名前

三的外国语学院、应用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比较突出，分别

为 97.27%、96.72%和 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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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各二级学院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三、各专业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2021 届各专业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差距明显，其

中供用电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美术教育、经济信息管理专

业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到 100%，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毕

业去向落实率为 77.27%，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60%，其他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均在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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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分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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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届毕业生就业流向

一、就业地区分布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云南省（96.65%）、

其次浙江省（0.40%）、重庆市（0.40%），在其他省、直辖

市和自治区就业毕业生合计 2.55%。

图 3-1毕业生就业省份分布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二、就业单位性质（不含升学）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占比较高的前三位分别为“其他

企业”、“其他”、“中初教育单位”及“其他事业单位”，占比

97.36%，“中初教育单位”及“其他事业单位”并列第三。



- 9 -

图 3-2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三、就业单位行业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共涉及 20 个行业，分布人数最多的

行业是“教育”，占比 24.24%，其次为“住宿和餐饮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比 14.75%、

12.32%和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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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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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职位类型（不含升学）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型主要是“其他人员”（属于灵

活就业中不便分类的）占比 39.23%，其次是“教学人员”，占

比 27.64%。

图 3-4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型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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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

一、就业满意度

学校2021届毕业生对当前就业现状的满意度为87.68%，

毕业生对自身工作比较满意。其中，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毕

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为 92.12%，其余学院均在 80%以上。

二、专业相关度

学校 2021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比例较高，占

比 90.31%。其中，语文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最高，达到 100.00%。其次是艺术学院，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为 98.98%。总体来说各学院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

这与部分专业专升本升学率高有很大关系。

三、升学分析

学校多措并举做好 2021 届毕业生专升本工作，为毕业

生搭建更高的发展平台，2021 年专升本考试再创佳绩。我校

2021 届 1893 名毕业生，1656 人报考专升本，占毕业生总数

的 87.48%，1212 名被本科院校录取，占报考总数 73.19%，

占毕业生总数的 64.03%。

学校 2021 届毕业生升学选择的主要院校有：“曲靖师范

学院”（14.27%）“昆明学院”（10.27%）、“西南林业大学”

（9.18%）；其次还有“文山学院”、“楚雄师范学院”“文山学

院”，升入公办院校就读比例为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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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升学就读院校

升学就读院校 占比 升学就读院校 占比
曲靖师范学院 14.27% 红河学院 3.26%
昆明学院 10.27% 云南艺术学院 3.26%

西南林业大学 9.18% 普洱学院 3.17%
文山学院 6.59% 昆明滇池学院 2.92%

楚雄师范学院 6.34%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2.59%
保山学院 5.59% 昆明文理学院 2.00%

云南民族大学 4.84% 昆明文华学院 1.92%
昭通学院 4.76% 云南财经大学 1.59%

云南农业大学 4.42% 昆明城市学院 0.92%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3.92%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0.50%
玉溪师范学院 3.59% 云南工商管理学院 0.42%
云南师范大学 3.34%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0.25%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0.08%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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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一、用人单位主要看重的因素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所学专业”（66.07%）、“学历层次”

（50%）和“求职态度”（39.29%）等因素比较看重。对“获奖

情况”（3.57%）和“家庭背景”（3.57%）等因素的重视程度

相对较低。反映出用人单位比较看重毕业生所学专业和学历

层次，以及求职态度是否端正；成绩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

也有一定影响。

图 5-1 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因素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很高，满意度达

到 89.29%，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17.86%，“满意”占比 55.36%，

“一般”占比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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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综合评价很高，满意度达到

92.86%，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21.43%，“满意”占比 55.36%，

“一般”占比 16.07%。

图 5-3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能力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1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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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2021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一、严格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高效推进就业创

业工作

学校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就业服

务中心，严格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全力保障学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全年一共召开 2021 届毕

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 7 次。

二、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全面提升学生就业创

业能力

（一）在学生中广泛地开展各项免费的技能培训及创业

培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就业创业培训，全年获训学生

980人。

（二）全力做好 2021 届毕业生“专升本”工作。携手培训

机构举办“毕业生专升本志愿报考指导和非毕业班就业职业

规划指导”专题讲座，专升本上线的 1200 余名学生全覆盖，

共有近 2 千人次参加讲座。2021 年报考专升本考试的毕业生

达到 1656 人，共有 1212 人被录取，录取率为 73.19%。

（三）积极开展以“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为核心的

就业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积

极、理性的就业心态，引导毕业生服务于国家和我省发展战

略，勇于到基层就业创业。

（四）大力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把就业指导课程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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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学科专业相融合。依托创新创业学院

通过修订课程大纲，遴选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充分发挥专业

课教师的作用，从学生专业成长角度帮助学生开展就业指

导。

三、深入加强校政、校企、校校互动，不断拓宽毕业生

就业渠道

2021 年我校深入加强与用人单位和当地人社部门合作，

把政策引进校园，把服务引进校园，不断为毕业生拓宽就业

渠道。采取用人单位专场招聘会、学院招聘会、学校大型招

聘会相结合的方式，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了不少于人均 3 个

的就业岗位。截至 2021 年 11月，我校共开展线上招聘活动

21 场，提供岗位 1200 余个；开展线下招聘活动 23 场，提供

岗位 4000 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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