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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促进化工行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文章以浙江大学为例,分析了近三

年932名化工类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结果显示,化工类毕业生就业率呈上升趋势,就业前景向好;签约

就业比例下降,国内外深造比例上升;赴民营企业就业仍占主流,赴国企央企就业比例超过三资企业;九

成毕业生集中在东部就业,其中五成留在浙江省内就业;毕业生的专业对口度、工作满意度及雇主满意

度较高。结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践,文中提出从高校、学生、用人单位三个层面建立“规划-实施-

评估”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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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keytothevigorousdevelopmentofchemicalindustrydependsonthecultivationofhigh-

qualityprofessionals.TakingZhejiangUniversityasanexample,thispaperanalyzestheemployment

qualityof932graduatesmajoredinchemicalengineeringinthelastthreeyears.Theresultsshowthatthe

employmentrateisontherise,andjobprospectsarebright.Theproportionofsigningcontractforem-

ploymentisdecreasing,andtheproportionoffurtherstudyathomeandabroadisrising.Employmentin

privateenterprisesstilldominates,buttheemploymentratioofstate-ownedenterprisesishigherthan

thatofoverseas-investedenterprises.About90%ofthegraduatesareemployedineasternChina,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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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50%ofthemstayandworkinZhejiangprovince.Thesuitabilityofmajorandemployment,jobsat-

isfactionofgraduates,andemployersatisfactionishigher.Combiningwiththepracticeofemploymentof

graduatesinthecollege,thispaperproposestoestablishtheemploymentguidanceworksystemof″plan-

ning-implementation-evaluation″modefromthreeaspectsofcolleges,studentsandemplo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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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是反映高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依据。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是民生

国计,关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

定,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高等教育健康发

展[1]。据统计,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

达874万人[2],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校毕业

生求职困难重重,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习近平总

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提出,“要注重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更凸显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同时实现更高质量与更充分的就业,

是高校面临的考验。

化工行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经

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促进化工行业蓬勃发展的关

键在于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本文以浙江大学

为例,通过分析浙江大学化工类2017—2019届毕

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对932名化工类专业毕业生

的就业特征、就业质量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全面了

解化工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及就业优势与困境,

从高校、学生、用人单位等层面构建毕业生就业指

导工作体系。

一、高校化工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分析

(一)就业率呈上升趋势,就业前景向好

就业率是指国内外深造与直接就业的人数占

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是反映毕业生就业情况和社

会对毕业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3]。2017—2019
年,浙江大学化工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整体呈上

升趋势(见图1)。从整体上看,2019届毕业生就

业率最高,超过99%;2017届毕业生就业率最

低,约为96%。这表明化工类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前景向好,社会对化工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

依然旺盛。从学历层次上看,硕士研究生的三

年平均就业率最高,维持在100%,而博士研究

生的三年平均就业率最低。这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博士生普遍面临毕业的不确定性,就业进度

相对迟缓;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博士生是最高

学历层次的人才,择业方向相对较窄,就业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图1 浙江大学2017—2019届化工类

毕业生就业率

(二)签约就业比例下降,国内外深造比例

上升

就业类型主要包括签约就业、国内升学、出国

(境)、其他形式就业、未就业共五类。灵活就业、

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等均计入其他形式就业。对

2017—2019届化工类毕业生就业类型的分析表

明,签约就业仍占就业类型的主体,但近三年签约

就业的比例从74%下降到68%,而国内外升学比

例呈上升趋势。从毕业生的角度分析,这可能是

由于化工类毕业生越来越注重学历层次的提升,

而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口径更宽、起点更高、待遇更

好、选择更多,因此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国

内外升学深造。辛晓等对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的

人力资源情况调研表明[4],近三年企业职工队伍

的学历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整体学历层次不断

提升。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分析,社会对化工类人

才的学历要求提高也可能是更多毕业生选择继续

深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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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营企业就业占主流,赴国企央企就业

的比例超过三资企业

对签约单位性质的分析表明,毕业生就业呈

现出三大特点(见图2):1.民营企业仍是毕业生主

要的就业去向,45%左右的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

工作;2.赴国企央企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了三资

企业,国企央企成为除民营企业之外的第二大就

业去向;3.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不断上升。

浙江大学于2018年制定了《关于促进毕业生

服务国家战略工作的实施意见》,布局选调生、国

防军工、国企央企等重点就业引导方向。在学校

战略、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化工类毕

业生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进一步提升,申请选调

生和赴国企央企就业的比例不断提升。

图2 浙江大学2017—2019届化工类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四)九成毕业生集中在东部就业,其中五成

留浙

图3 浙江大学2017—2019届化工类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5],我国区域可划分为东部地

区(10省市)、中部地区(6省)、西部地区(12省区

市)、东北地区(3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继续推动西部大开

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

展[6]。四大区域发展战略分别与西部地区、东北

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应。

从毕业生签约单位的地域分布来看,约九成

毕业生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其中五成

毕业生留在浙江省内就业。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就业人数占比保持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就业人数

占比逐年下降(见图3)。

  本文还分析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粤港

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等经济发展区域的就

业人数,以了解化工类毕业生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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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域流向。结果显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超过70%)、粤港澳大湾区(10%左右)等经济发达

区域对化工类毕业生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五)专业相关度、工作满意度和雇主满意度

较高

近三年,70%左右的化工类毕业生从事与专

业相关的工作,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包括金融行业、

会计行业、房地产行业、政府部门、高校党政管理

部门等。大多数化工类毕业生选择在化工行业建

功立业,同时有较多的跨行业发展的机会。95%
左右的毕业生对工作表示满意(包含非常满意、比

较满意、一般满意),仅有少数毕业生感到不满意。

从整体上来看,用人单位对化工类毕业生的专业

水平、忠诚度、沟通协调能力、领导力等评价较高。

二、高校化工类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体系的

构建

通过分析化工类毕业生近三年的就业现状,

我们对化工类毕业生就业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

结合国家、高校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战略性引导,

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践,本文从高校、学

生、用人单位三个层面构建“规划—实施—评估”

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见图4),

以期为实现化工类毕业生更高质量与更充分就业

的目标打好基础。

图4 “规划—实施—评估”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一)注重前瞻布局,服务国家战略

高校要根据国家战略与行业需求,制定化工

学科的中长期就业战略布局规划,成立学院、学科

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高校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进一步强化国防军工、

国企央企、科研机构、国际组织等重点板块的就业

布局,开展系列就业指导活动,引导毕业生把自己

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

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强化生涯规划,提升职业素养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在对自身条件和客观

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职业生涯目标,设计

职业生涯路线,采取积极行动和有效措施,实现职

业理想的战略设想和系统安排[7]。毕业生在择业

时应综合考虑是否符合个性特征、是否贴近社会需

求、是否服务国家战略等。学校应通过职业生涯规

划、创业基础等课程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活动,引

导学生分析、认识自我,激发学生探索职业生涯发展

的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有关简历诊

断、面试技能提升、职场礼仪等内容的专题辅导报告

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场竞争力。

(三)挖掘校企资源,搭建合作平台

高校应充分挖掘企业资源,广泛拓展毕业生

就业渠道,建立一系列校企合作平台。建立社会

实践或生产实习基地、开展暑期实践、参观走访企

业、生产实习、座谈会等活动,都可以加深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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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环境、企业生产劳动的了解。发挥企业中校

友的资源优势、建立思想引领平台、举办校友分享

会、邀请重点区域校友回校分享职业规划和创业

故事等举措也可以起到引导毕业生就业的作用。

(四)实施精准帮扶,促进个体成长

在就业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大部分毕业生能

够在学校就业指导部门的引领下发挥主体作用,

实现择业。对于就业存在困难的毕业生,高校可

通过调研精准掌握毕业生的就业目标与方向,分

类开展简历修改与投递、面试技巧、企业联络等方

面的指导,利用微信、钉钉等平台定向推送招聘信

息,分时段开展就业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咨询服务,

发放就业困难补助,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精准就

业帮扶机制。

(五)树立先进典型,营造良好氛围

高校可从海内外深造、西部地区就业、基层单

位及艰苦行业就业、重要国企就业的毕业生中,表

彰一批“就业之星”“创业之星”,并充分利用各类

网站、新媒体平台、电子刊物等载体,扩大对就业

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强化就业先进典型的示范

引领作用,从而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

(六)优化评估指标,建立多向反馈机制

建立就业质量评估机制对于改进就业指导工

作的规划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可在校院两

级层面,以就业率、升学率、重点单位就业率等为

指标开展评估;在学生层面,以专业相关度、工作

满意度、薪资水平等为指标开展评估;在用人单位

层面,以雇主满意度为指标开展评估。评估结果

可用于分析、判断就业指导工作的实效性和就业

质量,以便高校及时调整就业指导工作的规划与

实施。

三、总结

本文通过调查浙江大学化工类毕业生的就业

现状发现,高校化工类毕业生的就业率呈上升趋

势,就业前景向好;签约就业比例下降,国内外深

造比例上升;赴民营企业就业仍占主流,赴国企央

企就业比例超过三资企业;九成毕业生集中在东

部就业,其中五成留在浙江省内就业;毕业生的专

业对口度、工作满意度及雇主满意度较高。但就

业也存在不足,如过于集中在东部、赴国企央企就

业的比例仍需进一步提高等。建立“规划—实

施—评估”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

有助于从高校、学生、用人单位三个层面系统开展

分类、多层次、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活动,提升毕业

生服务化工行业重大需求和国家战略的社会责任

感,实现化工类毕业生更高质量与更充分的就业。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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