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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校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以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为目

标，牢固树立服务当地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工作宗旨，转变观念、强化

就业服务和指导工作，本着让学生满意，让家长放心的理念，把就业工作

推向新高度。

一、 毕业生就业的总体情况

我校 2020 年应届毕业生共计 1402 人，其中（专业）普专：电子商务

69 人，会计电算化 66 人，机电技术应用 138 人，汽车运用与维修 119 人；

（专业）职专：电子商务 64 人，学前教育 240 人，焊接技术应用 29 人，

机电技术应用 205 人，计算机平面设计 51 人，计算机应用 56 人，美发与

形象设计 43 人，美容美体 25，汽车运用与维修 180 人，数控技术应用 113

人，会计电算化 4 人，在本届毕业生中，就业学生人数 1360 人，直接就业

978 人，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 382 人（对口单招，普通高考）。毕业生的一

次就业率已突破 95%，但是毕业生首次就业稳定性还不是很高。统计显示，

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就业的毕业生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72%，从事个体经营的毕

业生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18%，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的毕业生占就业学生数的

28%，从事第一产业的毕业生占就业人数 5%，从事第二产业的毕业生占就业

学生人数 29%，从事第三产业的毕业生占就业学生数的 38%。

二、各专业大类就业情况特点

在所有毕业生中，有 860 人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学专业有关，占就业人

数的 63%。非对口就业的有人，占就业人数的 37%（未就业的视为非对口就

业）。其中加工制造类对口就业 500 人，信息技术类对口就业 126 人,财经

商贸类 82 人，休闲保健类 40 人，教育类 112 人。就业率相对较高的专业

是：美容、数控、机电、机械加工、汽修。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专业是：会



计电算化、计算机应用。

三、相关工作举措

在就业工作中，我们主要的工作举措为：

1.进一步加强完善就业指导工作。就业教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我们首先开展入学后的就业观教育。让学生明白在我国现阶段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形势，了解就业的影响因素，明确自己就业方向。并逐

步学会观察分析就业形势，形成正确的就业观。第二阶段，贯穿在校学习

时的就业能力教育，利用班会、职业指导课程等让学生知道，就业需要有

真才实学和能力。使学生明白有能力才能变被动就业为主动就业，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自主择业。第三阶段，毕业前的就业指导讲座及技巧教育，这

是就业教育的最后阶段，我们请一些往届优秀毕业生做报告和聘请就业专

业指导师授课讲解相结合，介绍经验及求职就业过程中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从而让学生有信心有勇气独闯天地，开辟自己的就业天空，学会自我推荐，

学会在多种就业选择下，选准最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就业单位，而不是盲

目地听从家长或他人的建议。

2.我们与企业常年保持工作联系，及时更新企业信息，建立企业档案，

并及时掌握所负责企业的用工信息，深入市场、企业调研，及时掌握新的

经济增长点带来的新的就业岗位。

3.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在立足本区优先考虑为振兴当地经济发展、

急企业所需提供专业技能人才的基础上，多开辟外埠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渠

道，近年来学生到京津等地知名大企业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

4.毕业生安置方面我们积极主动的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学校安置和自

主择业：在所有毕业生中，根据其就业途径不同分为学校安置和自主择业。

学校寻找、联系、考察的就业单位有天津长城汽车、京东方、阳光动力、



北汽福田、天地科技、曹妃甸二十二冶、天地伟业、神州机械、惠达家具

城等 30 多家公司单位供学生选择，安置总计 858 人，达到直接就业人数的

87 %，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家庭。由学生家庭自主安置就业的有 120 人，

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13 %，多为城市家庭。其次省内安置和省外安置：根据

学生就业单位所在地域可分为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就业单位在唐山市区

域内的为本地就业，本地就业 650 人，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66%，异地就业

328 人，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33%。

四、就业发展趋势

1.学生对口升学意愿加强

随着中高职衔接通道的拓宽，技术技能人才立交桥不断的完善，升入

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的学生数量和比例同比去年进一步增大。出现这种情

况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生和家长对高学历和更强的技能有更高的期望

与要求；二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职毕业生没有及时就业的就业生活压力，

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毕业生有强烈的及时就业需

求与愿望。三是就业市场有不同层次岗位的需要，对学历和技能提出更高

要求。

2.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将增加

我市是一个以煤炭钢铁发展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历史悠久，围绕钢铁、

煤炭、化工发展的一系列企业曾经对我市经济发展贡献最大。但是进几年

由于环保力度的进一步加强检查规范以及我市目前处于产业转型升级、淘

汰落后产能的关键时期，再加上疫情影响，经济发展趋缓，好多钢铁企业

兼并停工或破产，“就业难”的警报再度响起。据专业人士预计，受我市经

济形势的影响，传统产业如冶金、钢铁、煤炭、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等领

域人才需求下滑明显；我市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定不移调结构优动



能，在化危机中做强高质量，发展新支撑壮大新兴产业。新引擎新材料、

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制药、软件研发、海水淡化、环保工程、高端装

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会增加。其中，随着我市农业科技

园、农业示范基地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亟需一批种植养殖方面的

农业专家和种植技术人员。从行业来看，休闲旅游、商贸服务、教育、等

生活性服务业及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对相关人才需求仍将

居高不下，求职前景乐观。我校会不断随着市场需求调节专业设置培养社

会急需的新兴产业技能人才。

3.供需双方存在专业结构差异

据调查和就业的实际情况经验，去年到今年市人才市场供需双方在专

业上存在着结构性差异，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其中行政管理、财经类、计

算机类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相关专业的求职者会产生择业压力。营销策

划类、机械制造类、技工类、土建类供不应求，相关专业毕业生在市场招

聘中也比较受青睐、容易就业。

4.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将增大

今年唐山市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做大做强沿海经济增长极，加

快发展曹妃甸区、海港开发区，完善港口功能和集疏运体系。今年我们进

一步对曹妃甸区、丰南沿海开发区等 200 多家企业追踪，实地或电话调研

了解到，企业对电工、焊工、钳工、数控等技术类工人以及机械类、化学

类、工程类等专业技术人员仍有更明显的需求量，据初步统计，2020 年第

三季度对上述人才需求近千人。随着沿海地区装备制造、光伏、风电、物

流等重点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对相关领域普工、管理人员、工程师、预

算员、报关员等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量也会逐步增大。

5.外地就业意愿上升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加上独生子女多和我市企业发展态

势好等因素，大部分的家长让学生选择了本地就业，女生家庭尤其不希望

孩子到外地打工。但是近三年以来，由于国家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宏

观政策把控，我市钢铁企业好多兼并破产，经济发展趋缓，就业岗位需求

下降，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同学接受外地就业。并且通过学校慎重的

在先期对企业的考察了解和就业同学们对企业的口碑相传，我校的毕业生

比如到天津长城汽车，北京京东方等大企业就业的意愿都很强。

五、存在问题

1.学生就业期望值高、工作不稳定

多数学生没有摆正位置，不能客观评价自己，对自己的专业技能估计

过高，没有工作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意识。加之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有限，需

要进行再培训。从而造成多数学生心理准备不足，短期内思想落差较大，

对自己产生怀疑，从豪情万丈一下进入悲观失望。如数控、汽修、机械加

工、计算机等技术工种，需要长时间磨炼和积累经验技术才能精练，待遇

才可能提高，多数学生对此认识不够。刚出校门的学生总认为赚钱很容易，

一旦没有达到理想中的薪资，就开始抱怨，所以有的学生不断改行，择业

更加商品化、功利化。

2.盲目从众、依赖性强

部分学生择业时没主见，忽视个体特性与自我创造，不考虑自己的专

业、经济状况和家庭因素，盲目从众。有些中职毕业生由于家庭、社会条

件较好，在择业过程中把希望寄托在父母或亲朋身上，缺乏开拓能力，从

而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3.缺乏艰苦创业精神

除少数来自农村家庭孩子外，多数同学，特别是城镇学生，吃苦精神



不够，太娇气，没有上进心。缺乏艰苦创业的心理准备，现实中不愿到艰

苦的地方、不愿到生产一线，总想走捷径，想一举成名。如初到一个单位，

刚开始还好，但工作一段时间后，那种怕苦怕累的缺点就显现出来了。受

年龄阅历限制和家庭条件影响，我市中职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非常少。

4.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经济的发展和用工需求的扩大，为中职毕业生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种竞争主要是综合素质的竞争。中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如行为习惯、文明

礼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不善与人沟通，个别学生

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5.高就业率，低守业率的现象一直存在

目前用人单位对中职生存在哄抢的虚假繁荣，深究其根源，大多是由

于短时间的用工荒所形成的暂时性用工，边缘性用工和廉价劳动力，以及

学生自身的原因等，造成高就业率低守业率的现象一直存在。

六、改进措施

1.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立与就业配套的教学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生就业最终将取决于人才的质量，而人才的

培养质量最终取决于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结构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以及教学内容的改革。因此，中等职业学校必须结合市场需求，对专业

设置、培养模式、教学体系等进行适应性调整。立足从源头做起，将“就

业率“真正作为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的依据。

2.适应社会，健全就业机制

一是要建立高效的就业指导工作机构。学校要确保就业机构、人员、

场所、经费的落实，发挥该机构为全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与咨询、建立

与管理就业信息中心、组织与领导就业指导与咨询队伍、开展职业培训等



工作的权威作用，不断改善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二是完善全过程和全方位

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体系。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就业指导与咨询，

不仅是毕业生的工作而是贯穿于职业教育整个过程的系统工作。即从学生

入校到毕业生的不同阶段，开展内容不同、方法各异的职业指导，以帮助

学生进行职业设计，完善综合素质，提高择业技巧与能力。三是中等职业

学校应逐步建立起专业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咨询队伍，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这

项工作起步较晚，同时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也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立足

现实建立起就业指导和职业咨询队伍是至关重要的。从现有的教学管理工

作队伍中挑选一批综合素质高，责任心强，且涵盖心理学、法学、管理学

等学科的专业人员，组成从事就业指导与咨询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