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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是一所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军民融合办公室管理的公办高

等职业院校，是安徽省首批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院校、全国高职创新人才暨学科竞赛百

强校、国家国防教育特色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安徽省

文明单位、安徽省首批专升本联合培养试点院校、安徽省思政工作“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

培育单位、安徽省首个新时代工匠学院、安徽省首批校企合作示范典型学校、安徽省 1+X 证书

制度试点院校、安徽省军工保密教育培训基地、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安徽省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标兵单位、安徽国防科技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学校先后被确定为国家国防

科技工业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国家职业教育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国家职业教育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实训基地和安徽省军工保密教育培训基地。学校坐落于国家级园林城市——六安市主城区，

与六安市人民政府隔路相望。

学校设有 8 个教学院部，开设专业 36 个，其中，国家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3 个，教

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2 个，省级高水平高职专业 2 个，省级特色专业 13 个。学校建有 3 万

余平方米的实习实训中心，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7043.52 万元，现有省级示范实训中心和省级校企

合作实践教育基地 6 个。办学 40 多年来，学校坚持“立足行业、面向区域、服务一线、校企联

动、特色发展”的办学定位，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

之路，充分发挥安徽国防科技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的作用，先后与安徽军工集团、中国电

科博微子集团、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省

内外 100 余家知名企业紧密合作，携手共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近年来，学校在省级以上

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三等奖以上奖项 461 个，其中国赛一等奖 13 个，二等奖 11 个，三等奖 26

个。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开展的大学生对学校满意度调查中，学校得分始终位居安徽省

高职高专院校前列。

学校始终弘扬以“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为核心的“军魂育人、追求卓越”的大

学精神，“厚德、励志、强能、笃行”的校训不断践行，“团结勤奋，务实求新”的校风、“乐

教善教、潜心育人”的教风、“勤学善思、知行合一”的学风基本形成，已发展成为特色鲜明、

充满活力、在省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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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反映。为了全面系统反映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进一步推动就业、招生和人才培养的联动，并不断健全和完善就业

与人才培养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学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0〕2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2013〕2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

情况，编制发布本报告。

本报告内容包括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就业特点、就业相关分析、就业发展趋势以及对教

育教学的反馈。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于第三方专业机构调研数据。调查面向全校 2020 届毕业生

1532 人，共回收有效问卷 659 份，回收问卷数量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3.02%，主要涵盖就业特点、

就业相关分析、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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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反映了毕业生毕业后的基本去向。本章主要从毕业生的就业率及去

向、职业和行业流向、毕业生升学和自主创业情况来展现本校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 总毕业生人数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总毕业生人数为 1532 人。

2.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从性别结构来看，男生 1174 人，女生 358 人，男生占比（76.63%）略高于女生占比（23.37%）。

图 1-1 本校 2020届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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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人数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分布在 6 个学院，其中规模较大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信息技术学院、

机械技术学院。

表 1-1 各学院毕业生人数

学院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经贸管理学院 415

信息技术学院 307

机械技术学院 261

城市建设学院 228

电气技术学院 179

汽车技术学院 142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分布在 32 个专业，其中规模较大的专业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计

算机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

表 1-2 各专业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58

计算机网络技术 95

机电一体化技术 92

工程造价 8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9

机械设计与制造 7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69

空中乘务 68

建设工程管理 62

计算机应用技术 59

软件技术 57

电子商务 56

物流管理 55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52

统计与会计核算 46

模具设计与制造 45

市场营销 44

数控技术 39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39

电气自动化技术 35

动漫制作技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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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会计信息管理 30

酒店管理 27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26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25

信息安全与管理 22

工业机器人技术 21

汽车营销与服务 16

连锁经营管理 7

汽车电子技术 5

应用电子技术 5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4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毕业生就业率及去向

就业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毕业生总人数=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暂时不就业毕业生人数

已就业毕业生包括：就业、升学。

（一） 毕业生的就业率

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2.26%，多数毕业生已落实就业。

图 1-2 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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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男生的就业率为 94.34%，女生的就业率为 89.51%。

图 1-3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各学院及专业的就业率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就业率较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98.36%）、城市建设学院

（96.49%）、机械技术学院（94.78%），就业率较低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87.14%）、信息

技术学院（89.05%）。

图 1-4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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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会计信息管理（均为

100.00%），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是空中乘务（81.82%）、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85.11%）、软

件技术（85.19%）、计算机应用技术（85.71%）。

图 1-5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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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分布

1.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后以直接就业为主，其中有 68.74%的人受雇全职工作，充分体现了

本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办学特点。同时，本届有 14.11%的毕业生正在读本科，毕业

生升学意愿较强。

图 1-6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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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男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71.27%，女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68.53%。此外，男生、女生的升学意愿均较强，分别有 14.25%、12.59%的毕业生正在读本科。

图 1-7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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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毕业去向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83.61%）；受雇全

职工作比例较低的学院是信息技术学院（53.28%），该学院有 19.71%的毕业生正在读本科。

表 1-3 各学院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学院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自由

职业

毕业

后入

伍

正在

读本

科

准备

升学

无工

作，继

续寻

找工

作

无工

作，其

他

汽车技术学院 83.61 0.00 6.56 6.56 0.00 1.64 0.00 0.00 1.64

城市建设学院 78.07 1.75 2.63 1.75 1.75 10.53 0.88 0.88 1.75

经贸管理学院 72.14 0.71 0.71 3.57 0.71 9.29 0.00 7.14 5.71

电气技术学院 68.48 0.00 2.17 5.43 0.00 16.30 2.17 1.09 4.35

机械技术学院 66.09 0.00 0.87 2.61 3.48 21.74 0.87 1.74 2.61

信息技术学院 53.28 2.19 4.38 7.30 2.19 19.71 2.92 2.19 5.84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高的专业是电子商务（88.89%）、汽车制造与

装配技术（85.00%）；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低的专业是计算机网络技术（45.45%）、计算机应

用技术（47.62%），这两个专业分别有 25.00%、19.05%的毕业生正在读本科。

表 1-4 各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专业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自由

职业

毕业

后入

伍

正在

读本

科

准备

升学

无工

作，继

续寻

找工

作

无工

作，其

他

电子商务 88.8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0 7.41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85.00 0.00 5.00 5.00 0.00 0.00 0.00 0.00 5.00

建设工程管理 83.78 2.70 2.70 0.00 5.41 2.70 0.00 0.00 2.70

机电一体化技术 82.22 0.00 0.00 6.67 0.00 6.67 2.22 0.00 2.22

工程造价 80.00 0.00 2.50 2.50 0.00 12.50 2.50 0.00 0.0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0.00 0.00 6.67 10.00 0.00 3.33 0.00 0.00 0.00

物流管理 75.00 0.00 0.00 10.00 0.00 5.00 0.00 5.00 5.00

动漫制作技术 73.33 0.00 0.00 6.67 6.67 6.67 0.00 0.00 6.67

会计信息管理 73.33 6.67 0.00 6.67 0.00 13.33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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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自由

职业

毕业

后入

伍

正在

读本

科

准备

升学

无工

作，继

续寻

找工

作

无工

作，其

他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0.37 0.00 0.00 7.41 0.00 14.81 0.00 0.00 7.4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70.21 0.00 0.00 4.26 0.00 10.64 0.00 6.38 8.51

模具设计与制造 69.57 0.00 0.00 0.00 4.35 21.74 4.35 0.00 0.00

统计与会计核算 66.67 0.00 4.76 0.00 0.00 19.05 0.00 4.76 4.76

市场营销 66.67 6.67 0.00 0.00 0.00 13.33 0.00 6.67 6.67

电气自动化技术 65.00 0.00 5.00 10.00 0.00 15.00 0.00 0.00 5.00

数控技术 63.64 0.00 0.00 0.00 0.00 31.82 0.00 4.55 0.00

空中乘务 63.64 0.00 0.00 4.55 4.55 9.09 0.00 18.18 0.00

机械设计与制造 59.46 0.00 2.70 2.70 5.41 24.32 0.00 2.70 2.70

软件技术 55.56 0.00 3.70 3.70 0.00 22.22 3.70 0.00 11.11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2.63 0.00 0.00 15.79 0.00 21.05 0.00 0.00 10.53

计算机应用技术 47.62 4.76 9.52 4.76 0.00 19.05 4.76 4.76 4.76

计算机网络技术 45.45 4.55 2.27 9.09 4.55 25.00 4.55 2.27 2.27
注 1：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注 2：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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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情影响

（一） 疫情对毕业落实的影响

在当前疫情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毕业落实情况相对于往年来说会更加严峻，虽然随着企业

陆续复工，企业的人才招聘也会陆续展开，但是在招聘规模上，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本校 2020

届近五成毕业生认为疫情对求职就业影响较大，三成以上毕业生认为疫情对毕业落实没有影响。

图 1-8 疫情对毕业落实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疫情影响求职就业的主要方面

本校 2020 届认为疫情对求职就业影响较大的毕业生中，有 67.84%的人认为疫情导致招聘岗

位减少，就业难度加大；其次，有 62.57%的人认为疫情影响求职、实习、面试等进程。

图 1-9 疫情影响求职就业的主要方面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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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流向

1. 毕业生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

类为建筑工程（10.88%）、销售（10.59%）、机械/仪器仪表（9.41%）。

表 1-5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建筑工程 10.88

销售 10.59

机械/仪器仪表 9.41

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6.47

行政/后勤 5.29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5.29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学院及专业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职业流向和各学院、各专业培养情况基本吻合。例如，电气技术学院

毕业生主要从事电气技术人员工作，建设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施工工程技术人员、建

筑技术人员工作。

表 1-6 各学院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城市建设学院 施工工程技术人员；建筑技术人员；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电气技术学院 电气技术人员

经贸管理学院 文员；电子商务专员

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支持人员；网络管理人员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7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城市建设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施工工程技术人员；建筑技术人员

城市建设学院 工程造价 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经贸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专员

经贸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仓储主管

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计算机技术支持人员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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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生的行业流向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

类为建筑业（13.11%）、机械设备制造业（7.62%）、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

家电等）（7.62%）。

表 1-8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建筑业 13.11

机械设备制造业 7.62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 7.6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40

住宿和餐饮业 5.18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各学院及专业的行业流向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行业流向和各学院、各专业培养情况基本吻合。例如，电气技术学院

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建设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建筑基

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

表 1-9 各学院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城市建设学院 建筑基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住宅建筑施工业；非住宅建筑施工业

电气技术学院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

汽车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业

机械技术学院 其他制造业

信息技术学院 软件开发业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0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城市建设学院 工程造价
建筑基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住宅建筑施工业；

高速公路、街道及桥梁建筑业

城市建设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基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住宅建筑施工业；

非住宅建筑施工业

机械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其他制造业

经贸管理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城市公共交通业

经贸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家具及橱具制造业

经贸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仓储业

汽车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汽车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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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开发业

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其他信息服务业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5. 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流向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74.74%），就业于国有企

业的比例为 15.36%；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300 人及以下（55.19%）规模的中小型用人单位。

图 1-10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图 1-11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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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一流企业就业是高质量就业的表现。本校 2020 届有 15.56%的毕业生在行业一流企业

就业，主要集中电气设备制造、建筑、家具制造等领域。

图 1-12 毕业生在行业一流企业1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6. 各学院及专业的用人单位流向

本校 2020 届多数学院及专业毕业生受雇用人单位的类型及规模均主要为民营企业/个体及

300 人及以下的中小型用人单位。

表 1-11 各学院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学院名称
民营企业/

个体
国有企业

政府机构/科

研或其他事业

单位

中外合资/外

资/独资

非政府或非营

利组织（NGO

等）

城市建设学院 83.75 11.25 2.50 2.50 0.00

信息技术学院 82.86 5.71 7.14 4.29 0.00

机械技术学院 72.41 13.79 8.62 5.17 0.00

经贸管理学院 72.15 16.46 5.06 5.06 1.27

汽车技术学院 70.45 22.73 2.27 2.27 2.27

电气技术学院 60.38 28.30 3.77 7.55 0.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行业一流企业：是行业内领先的企业，如中石化、中国建筑、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腾讯、华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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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专业名称
民营企业/

个体
国有企业

政府机构/科

研或其他事

业单位

中外合资/

外资/独资

非政府或非营

利组织（NGO

等）

工程造价 89.29 7.14 0.00 3.57 0.00

建设工程管理 86.67 6.67 6.67 0.00 0.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85.71 9.52 0.00 4.76 0.00

电子商务 85.71 4.76 0.00 4.76 4.7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1.82 9.09 4.55 4.55 0.00

机械设计与制造 70.59 17.65 5.88 5.88 0.0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4.55 31.82 9.09 4.55 0.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53.57 32.14 7.14 7.14 0.00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3 各学院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单位：%

学院名称 50 人及以下 51-300 人 301-1000 人 1000 人以上

信息技术学院 46.03 23.81 17.46 12.70

城市建设学院 33.77 23.38 23.38 19.48

汽车技术学院 30.23 32.56 9.30 27.91

机械技术学院 29.09 25.45 18.18 27.27

经贸管理学院 26.67 26.67 14.67 32.00

电气技术学院 16.98 15.09 24.53 43.4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4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单位：%

专业名称 50 人及以下 51-300 人 301-1000 人 1000 人以上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2.38 38.10 4.76 4.76

计算机网络技术 42.86 28.57 19.05 9.52

建设工程管理 39.29 17.86 28.57 14.29

机械设计与制造 33.33 40.00 6.67 20.00

机电一体化技术 25.00 14.29 17.86 42.86

电子商务 23.81 28.57 9.52 38.10

工程造价 21.43 25.00 21.43 32.1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5.00 25.00 25.00 35.00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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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业毕业生的地区流向

本校 2020 届已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68.04%的人在安徽就业，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合

肥（36.08%）、六安（10.57%）、上海（7.99%）。

图 1-13 毕业生在安徽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5 主要就业城市分布

就业城市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合肥 36.08

六安 10.57

上海 7.99

苏州 5.67

芜湖 5.15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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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生的升学情况

1.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升学比例为 14.11%。

图 1-14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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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升学比例

本校2020届毕业生升学比例较高的学院是机械技术学院（21.74%）、信息技术学院（19.71%），

升学比例较低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1.64%）。

图 1-15 各学院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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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升学比例较高的专业是数控技术（31.82%）、计算机网络技术（25.00%）、

机械设计与制造（24.32%），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电子商务专业几乎没有毕业生升学。

图 1-16 各专业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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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毕业生的创业情况

1.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为 2.58%。

图 1-17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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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生创业的主要原因

本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最主要原因是理想就是成为创业者（33.82%）；选择自主创业

的毕业生中，绝大多数（89.70%）属于“机会型创业1”。

图 1-18 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原因分布（合并数据）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行业类

本校自主创业毕业生集中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见，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主要

集中的领域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零售业。

表 1-16 毕业生实际创业的行业类（合并数据）

行业类名称 就业于该行业类的比例（%）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50

零售业 12.50

教育业 8.75

机械设备制造业 8.7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50

建筑业 7.5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机会型创业：指的是为了抓住和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而进行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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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

1.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为 58.94%。

图 1-19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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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专业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本校 2020 届各专业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较高的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3.75%）、电气自动化技术（93.33%）、数控技术（88.89%）。

图 1-20 各专业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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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就业创业工作评价反映学校就创业工作的落实效果，高质量的就创业工作能促进毕业生毕

业后的就业落实。本章主要从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情况、创新创业教育情况的反馈来展现本

校就业创业工作落实情况和落实效果。

一 求职过程

1. 收到面试机会数及录用通知数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平均收到面试机会 4.85 次，平均收到录用通知 3.73 份。

图 2-1 毕业生收到面试机会数及录用通知数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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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职周期及求职成本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平均求职时间为 2.05 个月，求职所花费用为 524.59 元。

图 2-2 毕业生求职周期及求职成本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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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服务情况

1. 就业服务工作满意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 88.95%，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

度较高体现出就业指导服务整体效果较好。

图 2-3 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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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项就业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及毕业生的评价情况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有 84.32%的人表示接受过母校提供的求职服务，学校求职服务工作

落实效果较好。其中，毕业生接受“大学组织的线下招聘会”求职服务的比例（55.75%）最大，

其有效性为 89.81%；接受“辅导求职技能”求职服务的比例为 33.45%，其有效性（95.74%）较

高。

图 2-4 毕业生接受就业服务工作的比例及有效性评价（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020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38

3. 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最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100.00%），

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低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80.00%）。

图 2-5 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39

4. 落实工作的信息渠道

从本校数据来看，本校 2020 届毕业生通过实习/顶岗实习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比例（31.69%）

相对较高，其后依次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通过专业求职网站（包括 App、论坛、

微信公众号等）、本大学的招聘活动或发布的招聘信息等。

图 2-6 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渠道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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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评价

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培养毕业生的创新意识，同时营造学校创新氛围。各项双创教

育中，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参与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创业教学课程”（64.25%）、“创业辅

导活动”（53.23%）、“创业实践活动”（48.92%），其有效性评价分别为 77.78%、84.02%、

90.91%。

图 2-7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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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相关分析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实质上是对其就业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其中，月收入是毕业生市

场竞争力的客观反映；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是反映毕业生的工作是否与所学专业相关，也是反映

学校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重要指标；就业现状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是学生对就业情况的自

我评价指标；离职率是反映毕业生就业稳定情况指标；职业发展和职位变化体现了毕业生发展

成长情况。本章主要从月收入、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业现状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离职

率、职业发展和职位变化来展现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一 收入分析

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月收入是毕业生市场竞争力的客观反映，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651.92 元。

图 3-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43

2. 各学院及专业的月收入

本校 2020届毕业生月收入较高的学院是机械技术学院（5086.07元）、电气技术学院（4917.96

元），月收入较低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4458.88 元）、信息技术学院（4473.44 元）。

图 3-2 各学院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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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模具设计与制造（5510.00 元）、数控技术（5416.67

元）、机械设计与制造（5372.22 元），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3644.44 元）、

计算机应用技术（4042.86 元）。

图 3-3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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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3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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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中，有 43.04%的人享受全部“五险一金”，有 31.14%的人享受部分“五

险一金”，有 18.23%的人没有享受“五险一金”。

图 3-4 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20 届各学院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的情况如下表所示。享受全部“五险一金”的

比例较高的学院是电气技术学院（62.96%），享受全部“五险一金”的比例较低的学院是城市建

设学院（32.50%）。

表 3-1 各学院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单位：%

学院名称 全部享受 部分享受 没有五险一金 不清楚

电气技术学院 62.96 22.22 7.41 7.41

信息技术学院 45.95 25.68 16.22 12.16

机械技术学院 44.07 27.12 22.03 6.78

经贸管理学院 40.48 27.38 25.00 7.14

汽车技术学院 36.36 34.09 22.73 6.82

城市建设学院 32.50 47.50 15.00 5.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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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各专业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的情况如下表所示。享受全部“五险一金”的

比例较高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75.86%），享受全部“五险一金”的比例较低的专业是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22.73%）、工程造价（27.59%）。

表 3-2 各专业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单位：%

专业名称 全部享受 部分享受 没有五险一金 不清楚

机电一体化技术 75.86 10.34 6.90 6.9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56.52 21.74 17.39 4.35

计算机网络技术 52.17 26.09 4.35 17.39

物流管理 46.67 13.33 40.00 0.00

建设工程管理 40.00 43.33 16.67 0.00

电子商务 38.10 28.57 33.33 0.00

机械设计与制造 33.33 38.89 22.22 5.56

工程造价 27.59 48.28 13.79 10.3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2.73 36.36 31.82 9.09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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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

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比例，反映就业质量与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效果的重要指标。本

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51.43%，有超过五成的毕业生从事专业相关工作。

图 3-5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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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学院是城市建设学院（66.29%）、电气技术学

院（57.14%），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41.58%）。

图 3-6 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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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建设工程管理（77.42%）、工程造价（71.88%）、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70.59%），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29.17%）、

物流管理（33.33%）。

图 3-7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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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满意度

1.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就业满意度是毕业生对自己就业现状的主观评价，从毕业生的角度反映其对就业质量的满

意程度。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为 76.45%，近八成毕业生对目前就业现状感到满意。

图 3-8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020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52

2. 各学院及专业的就业满意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89.29%），就业满意度较低的

学院是城市建设学院（66.67%）。

图 3-9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53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电子商务、建筑工程管理（均为 83.33%），就

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工程造价（52.38%）。

图 3-10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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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职业期待吻合度

1. 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职业期待吻合度反映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对职业的认知与在职场实际中的感受之间的匹配程

度，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46.13%。

图 3-11 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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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专业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本校 2020 届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的专业是电子商务（73.68%）、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62.50%），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的专业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程造价（均为 33.33%）。

图 3-12 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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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业稳定性（以离职率来衡量）

1. 毕业生的离职率

就业稳定性以离职率为衡量，就业稳定性是反映毕业生踏入职场初期的稳定程度，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离职率为 55.56%。

图 3-13 毕业生的离职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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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离职率

本校 2020 届离职率较低的学院是城市建设学院（43.94%），离职率较高的学院是经贸管理

学院（64.86%）、信息技术学院（63.16%）。

图 3-14 各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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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离职率较低的专业是建筑工程管理（34.62%），离职率较高的专业是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68.42%）、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62.50%）。

图 3-15 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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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职业发展和变化

（一） 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 59.41%在薪资或职位上有过提升，本校毕业生的职业发

展情况较好。

图 3-16 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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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比例较高的学院是城市建设学院（64.52%），

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比例较低的学院是电气技术学院（43.48%）。

图 3-17 各学院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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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较高的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1.25%），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较低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34.62%）。

图 3-18 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毕业生职位变化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转岗的比例为 33.66%。

图 3-19 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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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从毕业到现在，有过转岗比例较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53.13%），有过转

岗比例较低的学院是信息技术学院（18.75%）。

图 3-20 各学院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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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从毕业到现在有过转岗比例较高的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56.25%），有

过转岗比例较低的专业是计算机网络技术（25.00%）、机电一体化技术（26.92%）。

图 3-21 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020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64

就业
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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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 就业率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2.26%，与 2019 届（91.92%）基本持平，近四届毕业生的

就业率均在九成以上。

图 4-1 就业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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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有所上升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98.36%）、

城市建设学院（96.49%）。

图 4-2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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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上升较多的专业是数控技术（95.45%）、

物流管理（90.00%）等。

图 4-3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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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3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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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后依然以受雇全职工作为主（68.74%），较上届（79.88%）有所下

降。此外，本届有 14.11%的毕业生正在读本科，较上届（5.18%）明显上升，毕业生升学意愿较

强。

图 4-4 毕业去向分布

注 1：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注 2：自由职业、准备升学是新增选项，故往届无数据。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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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特点变化趋势

（一） 职业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比例较高的职业类为建筑工程（10.88%）、销售（10.59%）、机械/

仪器仪表（9.41%）。本校近三届毕业生从事“建筑工程”、“行政/后勤”职业类的比例呈上

升趋势。

表 4-1 主要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职业类名称 2018 届（%） 2019 届（%） 2020 届（%）

建筑工程 7.01 9.09 10.88

销售 10.11 10.96 10.59

机械/仪器仪表 9.43 9.36 9.41

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6.47 5.35 6.47

行政/后勤 3.50 5.08 5.29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7.82 8.02 5.29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行业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类为建筑业（13.11%）、机械设备制造业（7.62%）、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7.62%）。本校近三届毕业生就业于“建筑

业”、“住宿和餐饮业”行业类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 4-2 主要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类名称 2018 届（%） 2019 届（%） 2020 届（%）

建筑业 9.97 12.39 13.11

机械设备制造业 8.15 10.99 7.62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 8.85 7.89 7.6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85 9.30 6.40

住宿和餐饮业 3.37 3.66 5.18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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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人单位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74.74%），比本校 2019 届

（70.77%）高 3.97 个百分点；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300 人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用人单位（55.19%），

比本校 2019 届（53.34%）高 1.85 个百分点。

图 4-5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图 4-6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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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2020 届就业的毕业生在安徽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59.54%、59.83%、54.11%、

68.04%）有所上升。从具体就业城市来看，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合肥、六安、上海。

图 4-7 毕业生主要就业省份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4-3 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

就业城市 2017 届（%） 2018 届（%） 2019 届（%） 2020 届（%）

合肥 31.47 34.19 31.40 36.08

六安 9.84 7.69 8.21 10.57

上海 15.07 13.06 12.56 7.99

苏州 6.44 7.08 6.76 5.67

芜湖 3.04 4.03 3.38 5.15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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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质量变化趋势

（一） 月收入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651.92 元，与 2019 届（4637.03 元）基本持平，本校近四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 4-8 月收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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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月收入上升较多的学院是机械技术学院（5086.07

元）、汽车技术学院（4567.44 元）、城市建设学院（4525.03 元）。

图 4-9 各学院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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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月收入上升较多的专业是模具设计与制造（5510.00

元）、数控技术（5416.67 元）、机械设计与制造（5372.22 元）。

图 4-10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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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10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77

（二）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51.43%，与 2019 届（50.76%）基本持平，本校

近四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 4-11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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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上升较多的学院是信息技术学

院（53.42%）、汽车技术学院（45.10%）。

图 4-12 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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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上升较多的专业是汽车制造与

装配技术（70.59%）、软件技术（60.00%）、机械制造与自动化（57.89%）。

图 4-13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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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满意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为 76.45%，比 2019 届（73.67%）高 2.78 个百分点，本校

近四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 4-14 就业满意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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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上升较多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

（89.29%）、机械设计学院（79.59%）。

图 4-15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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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职业期待吻合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46.13%，较 2019 届略有下降。

图 4-16 职业期待吻合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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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上升较多的专业是电子商务

（73.68%）、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62.50%）、机电一体化技术（53.85%）。

图 4-17 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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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离职率变化趋势

离职率是指毕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过工作经历的毕业生中多大百分比发生过离职，数据反

映了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本校 2017 届~2020 届毕业生的离职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离职率越低

表明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增强，一方面有利于毕业生的中长期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促进校

企深度合作。

图 4-18 毕业生的离职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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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离职率下降较多的学院是城市建设学院（43.94%）、

汽车技术学院（51.52%）。

图 4-19 各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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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校 2019 届相比，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离职率下降较多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

（50.00%）、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62.50%）。

图 4-20 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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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学生对母校的评价、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反映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现状以及学生对学校的认可

程度。本章从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推荐度、满意度、对教学满意度以及学校培养的通用能力情

况来展现学生对学校培养的反馈情况。

一 对人才培养的反馈

（一）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1. 对学校的总体推荐度评价

校友推荐度是指学生是否愿意推荐母校给亲朋好友就读，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学生对学校的

认可程度。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的比例为 67.39%，毕业生对母校较为认可。

图 5-1 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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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对学校的推荐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高的学院是信息技术学院（76.06%）、汽车技术学

院（71.43%），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低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58.44%）。

图 5-2 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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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高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技术（85.19%）、建设工程

管理（84.00%），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低的专业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34.78%）。

图 5-3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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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4.33%，毕业生对母校的整体满意度评价较高。

图 5-4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各学院及专业对学校的满意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100.00%）、城市建设学院

（96.72%），对母校满意度较低的学院是经贸管理学院（87.32%）。

图 5-5 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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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数控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

术、建设工程管理（均为 100.00%），对母校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71.43%）。

图 5-6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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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对教学的反馈

1. 总体教学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1.42%。毕业生对母校教学工作的评价较高体现

出本校教学工作开展情况较好，得到了毕业生的认可。

图 5-7 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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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汽车技术学院（100.00%），教学满意度较低

的学院是电气技术学院（86.21%）。

图 5-8 各学院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95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100.00%），教学满意

度较低的专业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73.91%）。

图 5-9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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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用能力培养

1.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是“团队合作能力”（91.54%），其次是

“沟通交流能力”（90.07%）。

图 5-10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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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项通用能力增值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受母校学习经历提升明显的比例1较高的通用能力是信息搜索与处理能

力（88.23%），其次是环境适应能力（87.45%）。

表 5-1 母校学习经历对各项通用能力的影响

单位：%

通用能力 提升较多 有所提升 提升较少 没有提升

信息搜索与处理能力 26.47 61.76 9.93 1.84

环境适应能力 35.79 51.66 12.55 0.00

团队合作能力 33.58 53.14 11.44 1.85

解决问题能力 29.78 56.62 12.87 0.74

沟通交流能力 33.82 51.47 13.60 1.10

终身学习能力 27.31 56.46 14.39 1.85

阅读能力 27.94 54.78 15.81 1.47

批判性思维能力 26.10 52.21 18.38 3.31

组织领导能力 28.15 48.15 18.52 5.19

创新能力 25.74 50.00 21.32 2.94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提升明显的比例：提升较多和有所提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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