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树节活动方案设计 综合实践活动方
案(精选10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就业质量报告篇一

近日，广东省人社厅公布的《2014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工
资指导价位》，广东企业人均人工成本为61610元/年，其中
制造业为57422元/人/年。调查还显示，广东企业人工成本占
企业总成本的比重为31.75%。

12万/年!金融业人均人工成本最高

据了解，报告以2014年全省1万家用工定点监测企业为调查对
象，回收样本企业数据8589户，涉及职工123万人。结果显示，
广东企业人均人工成本平均为61610元，其中高位数(即样本
量中按从低到高后5%的算术平均数)达25.8万多元/人・年。

从18个大行业分类来看，金融业人均人工成本最高，人均用
工成本达12.4万多元/年。排在第二至五的行业是: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它们的人均人工成本
分别是94507元/年、88125元/年、83656元/年、76374元/年。
用工成本最低的行业为住宿和餐饮业，人均人工成本为50797
元/年。最高的金融业是最低行业人均成本的2.44倍。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着重分析广东制造业成本。根据报告，
广东制造业行业人均人工成本为57422元/年，排在18个行业
倒数第三位。其中，珠三角地区为60950元/人・年;其次为粤



西地区，为51956元/人・年，粤北地区为49323元/人・年，
粤东地区为48513元/人・年。

9.54%!用来买保险的支出排在第二位

企业的人工成本都去哪儿了呢?报告从从业人员劳动报酬、福
利费用、保险费用等7个维度，剖析了广东企业人均人工成本
的结构。

结果显示，广东企业支付的用人成本中用于保险费用(占
比9.54%)和住房费用(占比1.97%)共计占了10.97%，仅次于从
业人员劳动报酬(占比78.53%)。也即按照全省企业人均人工
成本61610元/年，用于保险费用支出为6578元/年。

本科生平均月薪6505元最高25778元

你的薪酬是超值，还是单位给你发少了?12日，广东省人社厅
首次发布“2014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按
统计情况，本科生最高月薪指导价位为25778元，平均月薪指
导价位是6505元。

通过对全省1万户用工监测企业人工成本情况、在岗职工工资
报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18个
行业门类的劳动者。通过对劳动者薪酬进行系统统计分析，
最终测算出去年广东劳动力工资指导价位。

统计显示，广东所有职业最高月均工资指导价位为12393元，
最低为1239元，平均为3318万元;单位、企业负责人最高工资
指导价位为27265元，最低为1496元，平均为6226元。

平均工资指导价位过万的有文学艺术工作人员(10318)、海洋
工程技术人员(10623)、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企业负责
人(11944)、金融业企业负责人(13705)、“烟草及其制品加



工人员”(13948元)。

从企业属性上看，中央企业负责人平均月薪指导价位是10227
元，中型企业的金融业务人员月薪11802元。

从学历上看，研究生(含博士、硕士)最高指导价位为49299，
最低为1344元，平均数为9244元;大学本科最高为25778元，
最低位1654元，平均为6505元;专科最高为15699元，最低
位1467元，平均为4495元。

人工成本调查背景

本次调查于2014年7月至12月间进行，采集数据为1月1日至12
月31日的数据，也即实际反映20情况。样本量2/3集中在珠三
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各占11%。来自制造业样本占据绝
对大头，占比接近60%;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
占比分别为9%和8.09%。企业规模方面，近五成样本来自小型
企业，约三成来自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占比都不
超过10%。

采集来的有效数据，按照样本行业人均人工成本水平从低到
高排序后，数列中后5%的数据的算术平均数为“高位数”，
处于中间位置的数值为“中位数”，前5%的数据的算术平均
数为“低位数”。总体来看，中位数更有参考意义。

就业质量报告篇二

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2、制造业

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

4、建筑业



5、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制造业

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

5、金融业

1、教育

2、卫生和社会工作

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行业

就业质量报告篇三

本科生哲学类、研究生管理学类月薪最高，专科最高的是交
通运输类

1月18日，广东省教育厅向社会公布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
加就业，初次就业率为94.80%。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比有所增加，为3130元，管理学类研究生、哲学类本科毕业
生分别坐上“最高月薪”的宝座。



报告显示，2015年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
初次就业率为94.80%。2015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比20
有所增加，为3130元，管理学类研究生、哲学类本科毕业生
分别坐上“最高月薪”的宝座。

49.35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

深圳有1.83万毕业生

据统计，2015年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
其中研究生2.46万人，本科生22.10万人，专科生24.78万人。
初次就业率为94.80%，比年同期上升0.19个百分点，其中毕
业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0.19%，本科毕业生的为94.08%，
专科毕业生的为95.91%。

从生源地区分布看，2015年生源地是广东省的毕业生有43.74
万人，占毕业生数的88.65%，其中，最多的是广州市，
有4.57万人，占毕业生数的9.25%；深圳市有1.83万人，占毕
业生数的3.70%。外省生源毕业生有5.60万人，占毕业生数
的11.35%。其中华东地区的最多，占外省生源毕业生数
的28.29%，其次是华中地区，占27.16%。最少的是东北地区，
占5.14%。

报告显示，2015年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
初次就业率为94.80%。2015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比2014年有所增加，为3130元，管理学类研究生、哲学类本
科毕业生分别坐上“最高月薪”的宝座。

经济、工学类就业“吃香”

新闻与传播硕士就业率100%

报告显示，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经济学类、农学类、
工学类和管理学类4个学科较为“吃香”，皆高于平均初次就



业率。

从研究生来说，工学类毕业生就业率最高，为92.63%，其中
公共管理硕士、新闻与传播硕士、材料加工工程、临床医学
博士、制浆造纸工程等就业率达到100%。经济学类和管理学
类的就业率也较高，达到92.24%。就业率较低的学科有教育
学类、艺术学类和哲学类，分别为81.48%、82.47%和83.56%。

从本科生来说，经济学类毕业生就业率最高，为95.39%；其
次是农学类，就业率为95.37%；第三是工学类，就业率
为95.28%。其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财务管理、艺术设
计等专业的就业率尤其不错，均超过96%。

本科生哲学类工资最高

专科最高的是交通运输类

报告指出，2015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为3130元，
比2014年增加240元，增幅为8.30%，其中毕业研究生的平均
月薪为5720元，本科毕业生为3439元，专科毕业生为2646元。
在各学科（专业大类）平均月薪中，研究生最高的是管理学
类7123元，农学类毕业生的平均就业薪酬最低，仅为4419元；
本科最高的是哲学类4325元，专科最高的是交通运输大
类3065元。

从研究生专业平均月薪看，平均初次就业薪酬最高的是企业
管理专业，为11317元，其次是工商管理，为9283元；第三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为8779元。最低的是市政工程专业，
为3470元，其次是劳动经济学，为3615元。

报告显示，2015年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
初次就业率为94.80%。2015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比2014年有所增加，为3130元，管理学类研究生、哲学类本
科毕业生分别坐上“最高月薪”的宝座。



从本科生专业平均月薪看，平均初次就业薪酬最高的是信息
安全专业，为5231元/月，其次是侦查学，为4839元；第三是
计算机软件，为4767元。最低的专业是工程造价，为2249元；
其次是机电技术教育，为2603元。

从专科生专业平均月薪看，平均初次就业薪酬最高的'是空中
乘务专业，为4089元，其次是电气化铁道技术，为3920元；
第三是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为3601元。最低的则是临床医学，
为2079元，还有中医学，仅为2119元。

毕业生深圳就业工资最高

平均月薪3502元

2015年毕业生中，有76.19%到企业单位就业；有4.95%选择升
学和出国；有2.22%到机关、部队、党群及政法系统单位就业。

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有39.01万人，占毕业生数的79.06%。自
主创业人数有3671人，比2014年同期增加114%，其中本科毕
业生创业人数为2350人，占创业人数的64.18%。较多毕业生
选择在广州、深圳等地区和零售业、教育、文化艺术业等行
业创业。

从就业地区来说，广州市就业的毕业生最多，有15.72万人，
占已就业毕业生的35.45%，比2014年减少0.31个百分点；其
次是深圳市，有6.89万人，占15.55%，比2014年增加1.22个
百分点；第三是佛山市，有3.94万人，占8.88%。比2014年减
少0.4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2015年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
初次就业率为94.80%。2015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
比2014年有所增加，为3130元，管理学类研究生、哲学类本
科毕业生分别坐上“最高月薪”的宝座。



到广东省外地区就业的有2.31万人，占已就业毕业生数
的5.20%，比2014年减少0.27个百分点。外省地区中，到上海
市就业的最多，有2217人，占到外省地区就业毕业生的9.61%；
其次是北京市，有2195人，占9.51%。

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到深圳市就业的毕业生平均就业薪酬
最高，为3502元/月，比平均就业薪酬高11.88%。其中，研究
生平均就业薪酬为6831元/月；本科生则为3899元/月。深圳
也是为本科毕业生提供4000元以上薪酬比例最大的地区，达
到41.44%。

到广州就业的毕业生平均就业薪酬仅次于深圳，为3233元/月，
比平均就业薪酬高3.29%。到揭阳市就业的毕业生平均就业薪
酬最低，为2478元/月。

就业质量报告篇四

助质性分析软件对1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013年—2017年的75
份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进行编码分析，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发展趋势表现为：编写重点转变，逐渐侧重毕业生
就业质量的分析;信息覆盖面广，呈现角度不局限于毕业生一
方;报告说明更加严谨，强调数据来源和统计时间的介绍。发
现数据信息可比性较差是始终未改善的问题。为此，教育部
门要加强顶层设计、监督审查和正确引导;高校要落实编制要
求，参照国家标准，改进就业质量报告。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编码分析;发展趋势

2013年，教育部启动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
旨在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评价体系，完善毕业生就业状
况反馈机制。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是国家和社会了解高
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和质量的重要渠道，是高校回应社会关切、
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此为参考，有针对性地
开展就业工作，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调整专业设置、招生计



划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编制发布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处于不
断的变化发展中。本文运用对15所部属高校2013年—2017年
的75份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进行编码，探究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的发展趋势和始终存在的问题。从教育部门、高校、
社会三个角度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的完善提供一定借鉴。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解析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进行编码解析是选取一定量的毕
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为研究样本，将报告资料裂解并概念化，
整合成不同分析单位和类型，审视与研究主题有特殊关联的
操作过程[1]。

1.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选取

2.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编码

本文借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进行编码分析。编码与
节点密不可分，文本编码一般通过建立节点的方式来进行。
本文建立的节点有两类：树状节点和自由节点。树状节点是
能被分类且具有树状结构的节点，自由节点是深层挖掘文本
而萃取出的单一节点。依据教育部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
度报告内容的要求，建立基本覆盖所有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内容的6个树状节点，分别是就业基本情况节点、就业工作举
措节点、就业质量分析节点、就业发展趋势节点、就业对教
育教学的反馈节点和报告相关说明节点。然后，对就业质量
报告进行深入的阅读与挖掘，进行细致编码。最终形成包含6
个树状节点和63个自由节点的编码节点系统。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编码，分析编码节点的数量、



材料来源以及平均覆盖率，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
发展趋势表现为三个方面。

1.编写重点转变，逐渐侧重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分析

编码覆盖率反映的是节点编码的内容在整个就业质量报告中
的篇幅比例，较高的编码覆盖率表明报告中涉及该节点的内
容较多，描述较为详尽，该部分内容是编写的重点。高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本质上是以毕业生就业质量为中心的报告，
应该侧重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监测与分析。对教育部规定就业
质量报告应涵盖的五部分内容，即前五个树状节点的编码平
均覆盖率进行统计。2013年—2015年就业工作举措节点的平
均覆盖率(、、)均高于就业质量分析节点的平均覆盖
率(、、)。而2016年、2017年就业工作举措节点的平均覆盖率
(、)则低于就业质量分析节点的平均覆盖率(、)。说明随着
时间的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关注点与编写重点
有所转变。2013年—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侧重于
介绍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和高校就业工作开展情况，2016
年—2017年则着墨于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和就业质量分析的
阐述上，就业质量的分析逐渐成为就业质量报告编制的重点。

2.内容覆盖面广 ，呈现角度不局限于毕业生一方

编码节点的总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所呈
现信息的覆盖面，编码的节点数越多，呈现的信息覆盖越广。
14所高校2015年—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编码节点数
在2014年的基础上有所浮动，但数量都不少于2013年，表明
报告所呈现信息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就业质量是指在获得就
业机会的前提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达到满足的程度[3]。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反映的信息相关
利益者更加多元，涉及国家、社会、高校、用人单位和个人
五个层面。本文将编码的自由节点纳入上述五个层面，深入
探究报告信息覆盖面广的趋势。



一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增添相应内容，彰显时代特色。创业
情况、政策引导就业、未就业毕业生情况节点的材料来源数
目在2013年—2017年间有一定的增长，说明高校就业质量报
告在发展中更加注重结合时代特色，根据政策形势的变化，
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增添相应内容，体现了高校就业质量报告
对政策导向、社会热点的积极反应。2015年，国家对高校加
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在各高
校开展得如火如荼。改革实效究竟如何，从毕业生就业质量
报告中可见一斑。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就业质量报告详细
介绍了该校2016届毕业生的创业情况，包括毕业生创业率，
创业项目所属行业，创业所在地区，创业项目与专业相关性。
2016年，教育部要求开展高校未就业毕业生统计服务工作，
建立未就业毕业生统计机制。2015年、2016年越来越多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开始将未就业毕业生统计情况纳入其
中。2017年，复旦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国家重大战略，
分析了毕业生在“一带一路”倡议所涉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长江经济带”涉及省市就业的情况。

二是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调研数据为支撑，重视双向反馈。
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矛盾。研究
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学习能力、职业胜任能力、品质属性、
社交能力、领导决策能力与用人单位需求存在显著差异[4]。
高质量就业意味着高质量的就业匹配，不可只反映就业者单
方面的要求[5]。经编码可以发现：用人单位层面自由节点的
材料来源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用人单位
的需求逐渐为高校就业质量报告所重视。此外，用人单位层
面和毕业生层面的部分自由节点存在对应关系。例如：用人
单位招聘重视的因素与毕业生认为求职成功的条件，是供求
双方对就业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不同反馈。通过毕业生和用
人单位双方的反馈，可以发现毕业生在知识技能、职业素养
与用人单位存在需求差异。无独有偶，高校层面自由节点也
存在对应关系，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高校就业工作、教育教
学反馈的相关节点材料来源逐渐增多。体现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逐渐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调研结果为数据支撑，



强调双向反馈。

三是关注毕业生就业过程及其主观感受，体现人本意识。在
毕业生层面，求职时间与费用、就业机会获得、求职渠道节
点总体呈增长的趋势，2016年、2017年增幅较大。自2016年
起，开始出现包含求职态度、求职价值观、求职成功条件节
点的材料。表明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不仅从薪酬待遇、发展
前景等就业结果角度展示毕业生就业质量，而且也强调从求
职时间与费用、求职渠道等求职过程角度衡量就业质量。高
校就业质量报告衡量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指标趋于多样化，不
乏求职价值观、就业与期望契合度、就业能力自我评价、就
业满意度等反映毕业生对就业状况主观感受的指标。可见高
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对毕业生就业主体的
尊重，体现高校就业质量报告的人本意识，彰显人文关怀。

3.报告说明更加严谨，强调数据来源和统计时间的介绍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相关说明是为便于阅读，对报告中
统计相关概念指标及方法做必要阐释。报告相关说明树状节
点包括指标定义、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统计截止日期、统
计分析方法五个自由节点。2013年—201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校逐渐意识到对关键指标和数据进行说明的必要性，毕业
生就业质量报告对数据的说明更加全面。数据来源、统计截
止日期的介绍：在2013年—2015年的毕业就业质量报告中还
被不同程度地忽略，而在2016年、2017年则被所有的毕业生
就业质量报告囊括。2013年的15份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没
有一份提及统计分析方法，2014年和2015年各有1份介绍了统
计分析方法，2016年有3份，而2017年则有4份。这些变化表
明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相关说明的严谨性在提高。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存在的问题

纵览2013年—2017年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呈现的数据信
息可比性较差始终是未改善的问题。若要通过就业质量报告



了解高校毕业生整体的就业质量，各高校编制报告则应有共
性的体现，在就业率、毕业去向、就业行业、薪酬待遇等重
要数据方面应具有可比性。不同高校的就业质量报告由于缺
乏统一的规范而呈现出较大差异，影响报告数据信息的可比
性。

1.采用的统计指标不一，使得数据不可比

从编码节点总数来看，相同年度不同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
报告节点数差异较大，且差异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减
小。2013年—2017年研究文本编码节点数极差分别为24、23、
25、24和28，说明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所呈现的信息
在覆盖面上存在巨大差异。从不同层面自由节点的材料来源
数量看，同一年度不同节点的材料来源数量存在差异，说明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所采用的统计指标各不相同。统计
指标不同，统计数据自然无法比较。2017年，含薪酬待遇节
点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有11份，但使用了平均月薪、平均
年薪、月薪等级、年薪等级4个不同的概念;2017年毕业生就
业质量报告在介绍毕业生创业情况时采用的统计指标，少则
只有创业人数1项，多则包括创业人数、创业率、创业原因、
创业地区、创业行业、筹资途径、创业遇到的困难7项。

2.参照的统计标准不一，使得数据不易比

深入分析自由节点编码的内容，虽然采用了相同的统计指标，
但统计和计算时所参照的标准不同，也使得毕业生就业质量
报告的数据信息难以比较。以就业率的统计截止时间为例，
在2017年的15份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1份未标明，7份截
止时间为10月31日，其他7份截止时间涵盖了9月—12月4个月
份，最早的是9月1日，最晚的是12月31日。就业率的统计口
径及其表述也不一致。2017年，中国政法大学采用的毕业生
就业率计算公式为：就业率=(已升学+已出国+签订就业协议+
签订劳动合同+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参军入伍+其他形式就业)
人数/毕业生人数×100%;复旦大学的计算公式为：就业



率=(签约就业+国内升学+出国出境+定向委培+合同就业+灵活
就业+自主创业)/毕业生总人数×100%。在就业形式的划分中，
高校各执一词，使得就业率的计算公式大相径庭。2017年，
各高校就业质量报告统计就业行业时所参照的行业划分标准
也存在差异，11份依据国家_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4754—2011)标准来统计，4份划分较为随意。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改进建议

1.教育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监督审查和正确引导

教育部门没有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编写做详细的部
署和安排，缺乏具体的编制规则，使得各高校编制的就业质
量报告差异较大，可比性较差。为此，教育部门应加强顶层
设计，确定一套详细具体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编制规则。
在报告框架结构方面，应将编写说明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编
写说明至少应涵盖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概念定义、
数据来源、数据调查分析方法、统计节点、统计口径六方面
内容，以增强报告的可读性、规范性和严谨性。应详细规定
高校就业质量报告的支撑数据，及数据统计与计算应参照的
标准，使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编制有据可依，从而提高毕
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的可比性。教育部门应对毕业生就业
质量的编制与发布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和结
果予以公示。此外，还应引导高校正确认识毕业生就业质量
报告的作用，将就业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升高校就业服务质量
和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上，杜绝高校在就业数据统计和发布
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行为。

2.高校要落实编制要求，参照国家标准，避免重大疏漏

高校应重视就业质量报告编写前的调研过程，重视毕业生就
业状况跟踪调查和用人单位需求、满意度调研。在具体的编
写过程中，首先，坚决落实教育部门的规定，不可忽视就业
发展趋势、就业对教育教学反馈内容的说明。在没有统一规



定的情况下，为增强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的可比
性，在就业率、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等重要指标的统计
和分类方面应参照国家标准，切忌主观统计和划分。就业率
的计算可依据教育部于2004年规定的就业率计算公式和7种就
业形式。其次，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在体现共性的同时，
也要加强个性化的体现。在就业工作特点、就业发展趋势、
就业对教育教学反馈部分应结合学校实际，实事求是地反映
高校就业和教育教学工作的特色，以丰富毕业生就业质量报
告的内容，彰显高校个性，增添说服力。最后，高校应秉持
着认真严谨的态度，在报告编写时应避免重大疏漏，如在高
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编制的初期，存在部分报告将就业行
业和就业单位性质两个概念混淆的情况。

3.社会应理性看待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不可断章取义

就业质量报告篇五

广东省教育厅昨日发布《20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50万毕业生留在省内就业的占94.80%。从薪酬看，
毕业研究生的平均月薪为5720元，本科毕业生为3439元，专
科毕业生为2646元，同比均有增幅。

值得一提的是，医学研究生月薪涨最多，一年涨了近1000元/
月。若按行业种类分，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就业的研究
生最高达8291元/月。

初次就业平均月薪增240元

年广东省共有49.35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其中研究
生2.46万人，本科生22.10万人，专科生24.78万人。2015年
广东省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4.80%，比初次就业率上
升0.19个百分点。其中毕业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0.19%，
本科毕业生的为94.08%，专科毕业生的为95．91%。相比前一
年，毕业研究生、专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都有下降。



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月薪为3130元，比20增加240元，其中毕
业研究生的平均月薪为5720元，本科毕业生为3439元，专科
毕业生为2646元，同比均有增幅。具体看，研究生中薪酬排
名前三的是，管理学类7123元/月、工学类6111元/月、经济
学类5850元/月。需要指出的是，与年相比，医学类的增幅
为24.01%，比例最大，从4127元涨到了5118元/月，涨了
近1000元/月。文学类、历史学类增幅也超10%。

本科毕业生中，哲学平均就业薪酬最高，达4325元/月，其次
是工学类3652元/月、教育学类3619元/月。农学类的最低，
为3138元/月。专科平均月薪最高的是信息安全专业，为5231
元/月，其次是侦查学（4839元/月）、计算机软件（4767元/
月）。

研究生就业互联网月薪最高

从行业种类平均薪酬看，全部毕业生中，烟草制品业最高，
为4922元/月，比平均薪酬高57.25%。其次是研究和实验发展
（4042元/月），第三是货币金融服务（3774元/月）。

从行业种类看，毕业研究生就业人数最多的是卫生行业4128
人；其次是教育行业3815人；第三是货币金融服务1105人。
平均月薪排前三位的是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8291元、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608元、汽车制造业7458元。平均就业薪
酬最低的是畜牧业（4110元/月）；其次是体育行业，为4221
元/月。

本科生在行业种类平均月薪中，最高的是烟草制品业，
为4673元，其次是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4078元，第三是航空
运输业4051元。

毕业生8成去基层就业

总体看，2015年毕业生中，有76.19%到企业单位就业，



比2014年增加0．69个百分点；有4.95%选择升学和出国，
比2014年增加0.20个百分点。

2.46万研究生中，约1.12万毕业生到企业单位就业，占毕业
研究生人数的45．76%；约0.95万毕业生到机关、部队、党群
及政法系统单位和事业单位就业，占38.63%。

本科生22.10万人，15.56万毕业生到企业单位就业，
占70.39%；3.02万毕业生到机关、部队、党群及政法系统单
位和事业单位就业，占13.65%。

值得一提的.是，近50万毕业生中，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
有39．01万人，占毕业生数的79.06%。在各学历层次中，专
科毕业生基层就业比例最大，为86.46%，本科毕业生
为74.42%，毕业研究生为46.16%。基层就业比例最大的研究
生学科为农学类59.95%，本科的为教育学类81.97%，专科的
为轻纺食品大类93.19%。

珠三角9市吸纳8成多毕业生总数。到广东省外地区就业的
有2.31万人，占已就业毕业生数的5.20%，比上年减少0.27个
百分点。不过，就业地区在广东省外的平均薪酬为3786元/月，
比2014年高20.96%。这一水平高过广深两地。其中在北京市
就业的平均薪酬最高（4497元/月），其次是上海市（4351
元/月）。前者比深圳就业的月薪高出约1000元/月。

截至2015年9月1日，2015年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人数为3671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14%，创业比例为0.74%。其中本科毕业
生创业人数为2350人，占创业人数的64．18%。此外，研究生
有140人，专科生118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