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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毕业生偏爱“铁饭碗”
制造、教育、建筑业就业集中

从《报告》中不难看出，我省高校毕业
生总体上是以“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和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的两种形式就业，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近八成，成为目前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签约形式。而进入国家
机构和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则以高学历
毕业生为主。

按毕业生就业行业类别来看，我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集中的行业为制造业、教育
和建筑业，在这 3 个行业就业的占毕业生
总数的近四成；按毕业生就业职业类别来
看，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中的职业为办
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
人员，这 3 个职业类别占毕业生总数的近
四成，在职业类别方面的集中度较高；按毕
业生就业的单位类别来看，我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集中的单位类别是其他企业、国有
企业和中等初级教育单位，占毕业生总数
的近七成。

经济学管理学好就业
艺术学、文学、法学有困难

记者注意到，江西省高校 2016 届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为 85.82%，连续 16 年超过全
国平均就业率，初次就业人数同比增加
19720人，增长9.44%。

按学历来看，博士毕业生中，除法学、
工学、理学和文学等几个学科就业率较低
外，其他专业大类就业情况均是 100%；硕
士毕业生中，就业率前三名的学科是经济
学、工学和管理学，而哲学、文学和历史学
就业率较低；本科毕业生中，就业率前 3位
的学科是管理学、医学和经济学，而艺术

学、法学和农学大类就业率较低；专科毕
业生中，就业率前 3 位的专业大类为生化
与药品大类、公共事业大类和旅游大类，
就业率后 3 位的专业大类为公安大类、医
药卫生大类和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毕业生就业对本土情有独钟
外省流向多为粤、浙、苏、沪等地

按毕业生地域流向
来看，我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集中的地域，
本省仍是占主要位
置，占比近五成。
流向外省的主要
是广东、浙江、江
苏和上海等较为
发达的沿海地区。

从学科与就业
行业相关度来看，博士
毕业生学科与其就业行
业相关度较高；硕士毕业生在
12 个学科中，与行业相关性高的学科有经
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
学和医学 8个学科，超过了学科数的一半；
本科毕业生在 12 个学科中，与行业相关性
高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
学和医学 6个学科，仅达到学科数的一半；
专科毕业生在 19 个专业大类中，只有农林
牧渔大类、财经大类、医药卫生大类和公安
大类共4个专业大类与行业相关度较低，其
他专业大类与就业的行业相关度较高。

从学科与职位相关度来看，全省高校
毕业生中，博士毕业生其学科与就业职位
相关度最高；硕士毕业生其学科与就业职
位相关度只有一半；本专科毕业生学科与
其就业职位相关度略低。

专科毕业生创业意向最高
创业行业最青睐批发和零售

从毕业生创业意向来看，有创业意向
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为 3.58%。
其中专科毕业生创业意向最高，其比例超
过占有创业意向的毕业生五成；本科毕业
生则达到了 42.54%；硕士毕业生占 2.68%；
男性毕业生创业意向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性

毕业生；在创业行业选择方面，排名前
3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

和制造业。
在创业形式选择方面，“从

事企业创业”的比例最大，占
总 创 业 意 向 人 数 的 36.23% ，

“在创业载体创业”的占比最
小，只有 10.53%；在家庭支持
创业方面，我省社会中家庭对

毕业生自主创业表示“非常支
持”的占 60.42%，“不支持”的只有

3.53%。

七成起薪集中在2001-4000元
目前已有1126名应届生成功创业

一毕业就拿高薪的情况并不多见，根
据《报告》数据，月收入超过8000元的，占比
为 1.29%。接近七成的 2016 届毕业生的毕
业起薪范围都集中在 2001-4000 元，2000
元以下和 4001-5000 元的薪资范围占比均
在12%-13%。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已成功创业
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有 1126 人。其中从
事企业创业的占比为 66.25%，从事非企
业创业的占比为 16.7% ，从事网络创业
的占比为 15.1% ，在创业载体创业的占
比为 1.95%。

多途径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2016 年，省教育厅和我省各高校多
措并举，努力推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

业，为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造了更多更
好的环境、机遇和条件。江西省高等院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学军向记
者介绍：“我们采取多种形式，鼓励毕
业生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
拓宽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2016年，省
教育厅组织开展了‘全省高校毕业生工业
园区行’活动，为学校、毕业生和园区企业
三方搭建供需桥梁；开展了‘2017 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共举办 16 场全
省性的分科类、分区域的‘互联网+’系列
招聘会，大力推荐毕业生就业；加大了对
家庭困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残疾
毕业生和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的帮扶力
度，2016 年我省高校毕业生中贫困生的初
次就业率达 92.27%，比去年提高 5.02%，少
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也达到 84.47%，比去
年提高0.64%。”

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就业服务水平

陈学军表示，在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
市场中，我省采用了校园招聘系统逐步对

招聘活动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进行统一和
规范，提升了就业服务的专业化和信息化
水平；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移
动终端，通过“精准信息、精准匹配、精准推
送、精准统计”的设计思路，免费为高校和
毕业生精准推送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初步
实现了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的精准推送；
利用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将毕
业生信息数据库与市（县）毕业生就业部门
共享，授权设区市和省直管县就业部门直
接在网络上办理毕业生报到手续，实现了
全省各地毕业生就业报到的同平台操作，
解决了毕业生就业报到“最后一公里”的服
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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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统筹人才薪酬待遇
提倡同地区高校人才设“顶薪”

“提倡高校间约定同一地区人才薪酬最
高限额，合理引导高层次人才薪酬待遇。”日
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促进高校高
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提出探索人才流动
中对前期培养投入的补偿机制。

《通知》明确，要科学合理统筹人才薪酬待
遇。坚持激励约束并重、精神物质激励结合，
建立与岗位职责要求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激励
机制，合理确定高层次人才薪酬待遇，完善内
部收入分配体系。完善职业年金等延期支付
方式，建立人才薪酬待遇与其履职年限、长期
贡献相匹配的机制，引导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
服务。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
竞价抢挖人才，不得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
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

《通知》同时要求，提倡高校间约定同一
地区人才薪酬最高限额，合理引导高层次人
才薪酬待遇。鼓励高校建立协商沟通机制，
探索建立人才成果合理共享机制，探索人才
流动中对前期培养投入的补偿机制，努力形
成高校、人才各方共赢的良好局面。（申 宁）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信息化多元教学评价新模式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实践信息化
多元教学评价新模式，在期末考试中实现了
机考课程全覆盖、部分课程网络机考的评价
方式。

近几年来，该学院以应用和需求为驱动，
大力开展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评价模式实
践，进一步开创信息化教学新成果。一直坚
持多元评价考核改革，加强学习过程评价，将
过程评价与总结评价相结合、实践网络机考
与传统纸质考试相结合。通过推广创示范成
果，对 33门专业核心课程进行一体化课程改
革，每个学习情景、学习任务结束之后，都采
用学习者同机互评的方式打分，教师则为每
个学生建立学习档案袋，通过各阶段的互评
结果给出总评，实现学习的全过程评价。

该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力争在今年实现
所有课程机考，实现全科教考分离的评价网
络。 （陈燕青 胡艺文）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荣获中国职业教育就业百强称号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品牌创新峰会日
前在北京举行，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被评
为“2016-2017 中国职业教育就业百强”，并
获选举“中国教育发展联盟理事单位”。

“2016-2017中国职业教育就业百强”评
选活动是国内针对职业教育就业的大规模、
成体系的评选活动。评选从社会知名度、企
业认可度、生源质量、师资力量、学校管理、校
园文化、拳头专业等方面，根据学校申报材
料、结合第三方调查和专家意见，最终发布
100所职业教育机构入选，旨在响应国家对于
职业教育的大力倡导，推动职业教育在中国
的发展，盘点和褒奖在学校品牌、毕业生就业
质量上卓有建树的职业教育机构，并发挥其
引领辐射作用。

近年来，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就业工
作扎实开展、稳步推进，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
年保持在 90%以上，就业对口率均达 85%以
上，且毕业生就业质量高。连续 12年被评为
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优秀等级学校”
和“先进单位（集体）”，多项就业创业工作位
居江西省高校前列。 （胡庆林 谢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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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省教育

厅对外发布《江西省高

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下称《报

告》）。报告详解了省

内高校各学历层次各

专业的就业情况，并公

布了毕业生的就业去

向、就业地域、就业起

薪、就业行业类别、职

业 类 别 及 单 位 类 别

等。据悉，我省高校

2016 届 毕 业 生 共 有

266288 人 ，总 量 比

2015 届 增 加 了 23139

人，全省高校 2016 届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85.82%，连续 16 年超

过全国平均就业率，初

次就业人数同比增加

19720 人。报告显示，

各学历层次中，经济

学、管理学专业找工作

吃香，而艺术学、文学、

法学等专业则是就业

“困难户”。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普
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
知》，对高校保送生等4项特殊类型招生工
作进行规范。通知要求，从 2020 年起，所
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

通知明确了高校保送生招生的保送
资格条件。根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规定，
2017 年，省级优秀学生、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
学推荐优秀学生、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
动员等5类人员仍具备高校保送资格。高
校均可以从上述 5 类人员中招收保送生，
其中公安英烈子女按有关规定只能保送

至公安类院校。按照中央有关要求，为进
一步清理和规范保送生项目，对2017年秋
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将
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2020年
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
生；有关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限额将逐
步减少，高校要安排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招收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并向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所需非通用语种专
业倾斜。

保送录取程序：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
应向有关学校或部门提出保送申请，提交
综合素质档案，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考

试招生机构、有关部门及考生所在中学审
核确认并通过多级公示后，参加有关高校
组织的保送生综合考核。高校根据综合
考核成绩和学校选拔要求，确定拟录取保
送生名单并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
得被录取。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
部门应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加强对本单位
负责的保送资格名单进行审核、公示，并
对审核结果负责。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
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前，对拟录
取保送生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办理录取手
续。已确认保送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普
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

保送工作管理：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应在本单位网站公布省级优秀学生评
选办法、公示获评的省级优秀学生基本信
息及事迹材料。严禁高校以保送生招生
形式将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的学生录取
或 调整到非外语类专业。逐步调整优秀
运动员保送录取办法，鼓励运动员发挥专
长，2018年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可保送至
高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如运动员申请就
读其他专业，应参加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组
织的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由高校自主划定文
化课录取分数线。 （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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