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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结构 

（一）总体规模 

2024届毕业生总人数为3477人，其中男生1678人，占比48.26%，女生1799人，

占比 51.74%。 

 

图 1-1  2024 届毕业生规模及结构分布 

（二）毕业生结构 

2024 届毕业生分布于 5 个二级学院，人数最多的二级学院是环境工程学院（823

人，占比 23.67%），其次是环境经济与信息学院（730 人，占比 21.00%）。 

2024 届毕业生分布于 23 个专业，人数最多的专业是环境监测技术（373 人，占比

10.73%），其后依次是环境管理与评价（301 人，占比 8.66%）、环境工程技术（276

人，占比 7.94%）。 

表 1-1  2024 届毕业生各二级学院及专业结构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人数 比例（%） 

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98 2.82  

给排水工程技术 70 2.01  

工程造价 185 5.32  

环境工程技术 276 7.94  

水净化与安全技术 82 2.36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112 3.22  

小计 823 23.67  

环境监测学院 

环境监测技术 373 10.73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141 4.06  

食品质量与安全 152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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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人数 比例（%） 

小计 666 19.15  

环境资源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97 2.79  

国土空间规划与测绘 60 1.73  

环境管理与评价 301 8.66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161 4.63  

小计 619 17.80  

环境艺术与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设计 108 3.11  

环境艺术设计 118 3.39  

建筑室内设计 186 5.35  

视觉传达设计 153 4.40  

园林工程技术 74 2.13  

小计 639 18.38  

环境经济与信息学院 

电子商务 205 5.90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7 5.09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28 3.68  

商务英语 119 3.42  

生态环境大数据技术 101 2.90  

小计 730 21.00  

总计 3477 100.00  

 

2024 届毕业生分布在 20 个民族，汉族毕业生 3078 人，占比 88.52%；少数民族毕

业生 399 人，占比 11.48%。 

表 1-2  2024 届毕业生民族结构分布 

民族 人数 比例（%） 民族 人数 比例（%） 

汉族 3078 88.52 彝族 3 0.09 

土家族 146 4.20 畲族 2 0.06 

苗族 97 2.79 布依族 2 0.06 

瑶族 53 1.52 蒙古族 1 0.03 

侗族 43 1.24 门巴族 1 0.03 

藏族 19 0.55 锡伯族 1 0.03 

壮族 9 0.26 哈尼族 1 0.03 

回族 8 0.23 傣族 1 0.03 

白族 6 0.17 维吾尔族 1 0.03 

满族 4 0.12 其他 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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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一）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1.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共有毕业生 3477 人，截至 2024 年 12 月 15 日，总体

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9.99%。高质量毕业去向落实率[1]为 62.86%，男生总体毕业去向落

实率为 88.14%，女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1.72%。 

 

图 1-2  2024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2.毕业生毕业去向 

2024届毕业生中，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2447人，占比70.38%）、专科升普通本

科（365 人，占比 10.50%）、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235 人，占比 6.76%）。 

表 1-3  2024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分布 

就业类别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协议和合同就业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447 70.38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35 6.76 

应征义务兵 51 1.47 

西部计划 1 0.03 

小计 2734 78.63 

灵活就业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2 0.35 

自由职业 2 0.06 

小计 14 0.40 

自主创业 

个体工商户创业 10 0.29 

电子商务创业 3 0.09 

创立公司 3 0.09 

自主创业 1 0.03 

 

[1] 高质量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人数/毕业生总人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人数=毕业生毕业去向

为“升学”+毕业去向为“协议和合同就业”且(就业规模为“大型企业“或就业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部队”等)的毕业生人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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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类别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小计 17 0.49 

升学 专科升普通本科 365 10.50 

小计 365 10.50 

暂不就业 暂未登记或上报 347 9.98 

小计 347 9.98 

总计 34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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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就业流向分布 

针对已落实就业单位（不含升学、出国出境、未就业）的 2765 名 2024 届毕业生

进行就业流向分析。 

（一）就业单位行业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排位前三的行业分别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94 人，占比 14.25%）、建筑业（338 人，占比 12.2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37 人，占比 12.19%）。 

 

图 1-3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分布 

394人,14.25%

338人,12.22%

337人,12.19%

304人,10.99%

240人,8.68%

222人,8.03%

216人,7.81%

145人,5.24%

118人,4.27%

101人,3.65%

70人,2.53%

51人,1.84%

41人,1.48%

40人,1.45%

39人,1.41%

31人,1.12%

25人,0.90%

24人,0.87%

22人,0.80%

7人,0.2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建筑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军队

农、林、牧、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房地产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金融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卫生和社会工作

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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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单位性质 

2024 届毕业生落实去向人数前三的单位性质类型依次是其他企业[2]（2285 人，占

比 82.64%）、个体工商户（108 人，占比 3.91%）、其他（含社会组织等）（94 人，

占比 3.40%）。 

 

图 1-4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2] 其他企业为民（私）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下同。 

2285人,82.64%

108人,3.91%

94人,3.40%

69人,2.50%

67人,2.42%

64人,2.31%

51人,1.84%

7人,0.25%

5人,0.18%

5人,0.18%

4人,0.14%

2人,0.07%

1人,0.04%

1人,0.04%

1人,0.04%

1人,0.04%

其他企业

个体工商户

其他(含社会组织等)

其他事业单位

三资企业

国有企业

应征入伍

机关

医疗卫生单位

科研设计单位

城镇社区

自由职业

国家基层项目

高等学校

其他教学单位

农村建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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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工作职业类别 

2024届毕业生工作职业类别前三的类型是其他人员（1182人，占比42.75%）、其

他专业技术人员（455人，占比16.46%）、商业和服务业人员（354人，占比12.80%）。 

 

图 1-5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职业类别分布 

1182人,42.75%

455人,16.46%

354人,12.80%

331人,11.97%

108人,3.91%

71人,2.57%

52人,1.88%

51人,1.84%

38人,1.37%

36人,1.30%

35人,1.27%

13人,0.47%

12人,0.43%

8人,0.29%

8人,0.29%

7人,0.25%

3人,0.11%

1人,0.04%

其他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科学研究人员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军人

经济业务人员

教学人员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金融业务人员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体育工作人员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公务员

法律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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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地域 

1.区域流向 

2024届毕业生就业流向主要分布于泛珠江三角洲地区，落实去向人数为2351人，

占比 85.03%；其后依次是泛长江三角洲地区（208 人，占比 7.52%）、西南地区（83

人，占比 3.00%）。 

表 1-3  2024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情况 

区域 省份 落实去向人数 比例（%） 

泛珠江三角洲地区 

湖南 1892 68.43 

广东 416 15.05 

福建 22 0.80 

广西 11 0.40 

海南 10 0.36 

小计 2351 85.03 

泛长江三角洲地区 

浙江 80 2.89 

上海 53 1.92 

江西 45 1.63 

江苏 24 0.87 

安徽 6 0.22 

小计 208 7.52 

西南地区 

四川 28 1.01 

贵州 18 0.65 

云南 15 0.54 

西藏 13 0.47 

重庆 9 0.33 

小计 83 3.00 

中部地区 
湖北 17 0.61 

河南 15 0.54 

小计 12 0.43 

泛渤海湾地区 

山东 4 0.14 

河北 1 0.04 

北京 1 0.04 

山西 50 1.81 

内蒙古 30 1.08 

天津 19 0.69 

小计 49 1.77 

西北地区 

陕西 5 0.18 

青海 4 0.14 

甘肃 3 0.11 

宁夏 1 0.04 

新疆 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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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省份 落实去向人数 比例（%） 

小计 14 0.51 

东北地区 

辽宁 4 0.14 

黑龙江 3 0.11 

吉林 3 0.11 

小计 10 0.36 

总计 2765 100.00 

 

2.省内外地区流向 

2024 届毕业生在湖南省内落实毕业去向人数为 1892 人，占比 68.43%；省外落实

毕业去向人数为 873 人，占比 31.57%，其中广东省（416 人，占比 15.05%）、浙江

（80 人，占比 2.89%）。 

2024届毕业生在湖南省长沙市落实毕业去向人数为1331人，占省内就业的毕业生

比例为 70.35%；其次是湖南省衡阳市（75 人，占比 3.96%）。 

表 1-4 2024 届毕业生省内城市流向分布 

就业城市 落实去向 比例（%） 就业城市 落实去向 比例（%） 

湖南省长沙市 1331 70.35 湖南省永州市 40 2.11 

湖南省衡阳市 75 3.96 湖南省益阳市 38 2.01 

湖南省岳阳市 73 3.86 湖南省湘潭市 38 2.01 

湖南省郴州市 49 2.59 湖南省娄底市 34 1.80 

湖南省怀化市 49 2.59 湖南省常德市 34 1.80 

湖南省株洲市 41 2.17 湖南省张家界市 25 1.32 

湖南省邵阳市 41 2.17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4 1.27 

 

3.国家战略导向就业流向 

2024届毕业生在长江经济带[3]落实去向人数为2220人，占比80.29%；在“一带一

路”沿线落实去向人数为 654 人，占比 23.65%。 

 

[3] 长江经济带：湖南、浙江、江苏、上海、四川、湖北、江西、安徽、重庆、贵州、云南等地区。“一带一路”

经济带：广东、浙江、上海、福建、陕西、广西、重庆、甘肃、海南、云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

林、宁夏、青海、西藏等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

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海市、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西部

地区：宁夏、新疆、甘肃、西藏、青海、云南、四川、广西、贵州、重庆、内蒙古、陕西等地区。京津冀经济圈：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东北地区：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区。海南自贸试验区：海南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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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4 届毕业生国家战略导向就业流向分布 

四、毕业生升学与自主创业情况 

（一）升学情况 

2024 届毕业生国内升学人数为 365 人，国内升学率[4]为 10.50%。其中，男生升学

人数为 177 人，升学率为 10.55%；女生升学人数为 188 人，升学率为 10.45%。 

2024届毕业生国内升学高校人数5人以上数据显示，接收我校2024届毕业生升学

人数较多的高校有吉首大学（55 人）、湖南城市学院（51 人）、湖南农业大学（34

人）。 

表 1-5  2024 届毕业生国内升学高校分布（5 人以上） 

升学高校 人数 比例（%） 升学高校 人数 比例（%） 

吉首大学 55 15.07 湖南工学院 9 3.83 

湖南城市学院 51 13.97 湘潭理工学院 8 2.36 

湖南农业大学 34 9.32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8 2.36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30 8.2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6 1.7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25 6.85 湖南信息学院 6 1.77 

湖南文理学院 23 6.3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5 1.47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18 4.93 南华大学 5 1.47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17 4.66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5 1.47 

邵阳学院 15 4.11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5 1.47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13 3.56    

 

[4] 毕业生国内升学率=（毕业生国内升学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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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创业情况 

2024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总人数有 17 人，自主创业率为 0.49%。 

2024 届毕业生创业最多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有 6 人。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

有 4人。 

表 1-6  2024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行业分布 

创业行业 人数 比例（%） 创业行业 人数 比例（%） 

批发和零售业 6 35.29 农、林、牧、渔业 1 5.88 

住宿和餐饮业 4 23.5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 5.8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11.76 建筑业 1 5.8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 5.8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 5.88 

 

五、就业变化趋势 

2022-2024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变化趋势显示，近三届毕业生就业以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建筑业为主。 

 

图 1-7  2022-2024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变化趋势 

8.68%

10.99%

12.19%

12.22%

14.25%

6.85%

9.17%

10.11%

14.76%

21.28%

8.85%

11.50%

12.55%

13.01%

23.37%

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建筑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建筑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
24
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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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20
22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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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 届毕业生就业以湖南、广东为主。 

 

图 1-8  2022-2024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地区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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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评价与反馈 

一、毕业生评价与反馈 

（一）就业满意度 

2024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95.26%，满意度较高。 

  

图 2-1  2024 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二）就业专业相关度 

2024届毕业生工作岗位与专业相关度为90.12%，其中70.58%的毕业生表示工作岗

位与专业“非常相关”。 

  

图 2-2  2024 届毕业生工作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非常满意

62.06%

满意

33.20%

不满意

4.74%

非常相关

70.58%

相关

19.54%

不相关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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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期待吻合度 

2024 届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83.08%，其中“非常匹配”占比 51.65%。 

  

图 2-3  2024 届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度 

 

（四）工作稳定性 

2024届毕业生工作稳定度为83.13%，认为所在单位就业“非常稳定”占比48.74%，

“稳定”占比 34.39%。 

  

图 2-4  2024 届毕业生工作稳定性 

 

非常匹配

51.65%

匹配

31.43%

不匹配

16.91%

非常稳定

48.74%

稳定

34.39%

不稳定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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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用人单位评价 

2024 届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为 95.83%，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70.62%。 

  

图 2-5  2024 届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的评价 

 

（六）对母校评价 

1.母校人才培养评价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人才培养总体评价的满意度为 97.21%，毕业生对学校老师的

专业素养的满意度为 98.12%，毕业生对学校的实践教学的满意度为 95.67%，毕业生对

学校的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的合理性的满意度为 96.71%。 

 

图 2-6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教育教学各项指标的评价 

非常满意

70.62%

满意

25.21%

不满意

4.17%

97.21% 98.12% 95.67% 96.71%

母校总体评价 学校老师的专业素养 学校的实践教学 学校的专业设置

与课程安排的合理性



 

16 

2.母校授课水平评价 

2024 届毕业生中，96.55%的毕业生认母校老师授课整体水平高，认为“一般”的

占比 3.45%。 

  

图 2-7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老师授课水平整体评价 

3.对母校的总体评价 

2024 届毕业生总体满意度为 95.94%，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92.78%。 

  

图 2-8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评价 

非常高

85.32%

高

11.23%

一般

3.45%

非常满意

92.78%

满意

3.16%

不满意

4.06%



 

17 

二、用人单位评价与反馈 

（一）对毕业生评价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为 100.00%，其中“非常满意”占比

25.81%。 

  

图 2-9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整体满意度 

（二）对学校评价 

1.人才培养评价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满意度为 100.00%，其中“非常满意”

占比 93.23%。 

 

图 2-10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满意度 

非常满意

25.81%

满意

41.94%

比较满意

32.26%

非常满意

93.23%

比较满意

3.98%

满意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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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服务评价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学校招聘服务和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度为 100.00%。对学

校就业服务最满意的部分是“招聘场地安排对接”，分值为 4.35 分；其后是“招聘会

统筹组织”（4.29 分）。 

 

图 2-11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服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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