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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及各专业用工趋势变化

研究
夏丽萍 陶俊杰*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上海，201908；

摘要：本研究基于对当前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的深入分析，旨在全面探讨中国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的现状以及各

专业用工趋势的变化。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为高校教育改革和

企业人才招聘提供了科学、全面的数据支持和策略建议。本研究首先概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随后详细分析了

中国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就业胜任力现状及其培养途径，以及各专业用工趋势的变化。最后，我们提出了针

对性的策略建议，以期为高校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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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4 年，中国经济与就业市场正面临深刻变革，对

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及专业用工趋势的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当前环境下高职学生的就业

现状，探索其就业胜任力的培养路径，并紧密关注各专

业用工趋势的最新动态。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高职教育

的市场竞争力，更能帮助企业精准定位人才需求，优化

招聘策略。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将为促

进中国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的良性互动，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2024 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

化调整，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高职教育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培养质量直

接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竞争力。然而，当前

中国高职学生的就业胜任力是否满足市场需求？各专

业用工趋势又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亟待我们

深入研究。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分析 2024 年中国高职学生就

业胜任力及各专业用工趋势的变化，为高校教育改革和

企业人才招聘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而言，本研究的意义

在于：

促进高校教育改革：通过了解市场对高职人才的需

求，高校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优化企业人才招聘：企业可以根据用工趋势的变化，

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招聘计划，提高招聘效率和

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提高高职学生的就业胜任力，

可以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竞争力提升。

2 高职毕业生就业现状

2.1 总体就业情况

近年来，我国高职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向好。据教

育部统计，2023 年全国高职学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81.9

万人，就业率为 98.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职毕业

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更加理性择业、

更加主动就业。

图表 1：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变化

年份 高职毕业生人数（万人） 就业率（%）

2020 75.3 97.6

2021 78.5 98.0

2022 80.2 98.2

2023 81.9 98.34

2.2 就业行业分布

高职毕业生的就业行业分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制造业和建筑业是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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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2%。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

及教育行业也是高职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领域，分别占比

约为25%、15%和 15%。

图表 2：高职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行业 占比（%）

制造业和建筑业 52

服务业 2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

教育行业 15

其他行业 3

2.3 就业单位性质

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以企事业单位为主，占

比约为 66%。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是

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选择。事业单位也是高职毕业生

就业的重要领域，占比约为13%。此外，还有部分高职

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

图表 3：高职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单位性质 占比（%）

企事业单位 66

事业单位 13

自主创业 10

灵活就业 8

其他 3

2.4 就业地域与薪资水平

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地域主要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地级市，占比约为 67.2%。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就

业机会多，吸引了大量高职毕业生前来就业。同时，高

职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计算机及应

用、计算机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等专业的高职毕业

生平均薪资相对较高，分别为 6567 元/月、5781 元/月、

5078 元/月。而一些传统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平均薪资则

相对较低。

图表 4：高职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就业地域 占比（%）

直辖市 25

省会城市 23

地级市 19.2

县级市及以下 20.8

其他地区 12

图表 5：高职毕业生平均薪资水平（部分专业）

专业 平均薪资（元/月）

计算机及应用 6567

计算机技术 5781

专业 平均薪资（元/月）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078

电子商务 4562

市场营销 4325

3 中国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分析

3.1 就业胜任力现状

中国高职毕业生在就业胜任力方面表现出较强的

竞争力。他们在协调能力、沟通能力、抗挫折能力等方

面展现出较强的优势，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同时，

高职毕业生在专业技能方面也具有较高的水平，能够满

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图表 6：高职毕业生就业胜任力评价

胜任力维度 评价等级（人数占比）

协调能力 优秀（30%）、良好（50%）、一般（20%）

沟通能力 优秀（25%）、良好（55%）、一般（20%）

抗挫折能力 优秀（35%）、良好（45%）、一般（20%）

专业技能 优秀（20%）、良好（60%）、一般（20%）

3.2 就业胜任力培养途径

高职学生的就业胜任力培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

径实现：

专业教育渗透：专业教师在日常专业教育中注重就

业能力教育和胜任力教育，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就业指导课程：高校开设就业指导课程，为学生提

供应聘技巧、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

适应市场需求。

社会实践与实习：高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和实习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企业文化，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校企合作：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

渠道。

图表 7：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培养途径

培养途径 占比（%）

专业教育渗透 60

就业指导课程 30

社会实践与实习 80

校企合作 40

4 各专业用工趋势变化

4.1 制造业与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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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建筑业是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也

是用工需求最为旺盛的领域之一。随着产业升级和智能

化改造的推进，制造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增

加。特别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对高职

毕业生的需求将更加迫切。建筑业方面，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对高职毕业生的

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图表 8：制造业与建筑业用工需求变化

行业
2020年需求

（万人）

2023年需求

（万人）

年均增长率

（%）

制造业 120 150 7.5

建筑业 80 100 5.8

4.2 服务业与信息技术业

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业是高职毕业生就业增长较快

的行业。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服

务业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将持续增长。特别是现代服务

业、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领域，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

将更加旺盛。信息技术业方面，随着“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高职生的需求也

将持续增长。特别是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等

领域，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将更加迫切。

图表 9：服务业与信息技术业用工需求变化

行业
2020年需求

（万人）

2023年需求

（万人）

年均增长率

（%）

服务业 90 120 9.1

信息技术业 40 60 12.5

4.3 教育与医疗行业

教育与医疗行业对高职生的需求相对稳定。随着社

会对高素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相关专业的高

职毕业生将具有更广阔的就业前景。特别是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护理等专业，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将更加旺

盛。同时，随着在线教育和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的发展，

对高职毕业生的需求也将呈现出新的增长点。

图表 10：教育与医疗行业用工需求变化

行业
2020年需求

（万人）

2023年需求

（万人）

年均增长率

（%）

教育行业 50 60 5.0

医疗行业 30 40 6.7

5 策略建议

5.1 加强校企合作

中国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展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推动产教融合。通过设立联合研发中心、

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深度

融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可

以参与到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教学环节中，确保教学

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

图表 11：校企合作模式示意图

合作模式 描述

联合研发中心
高校与企业共同设立，聚焦行业前沿技术，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实习实训基地
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提升学生实

践能力

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 企业参与，确保教学内容符合市场需求

5.2 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

高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和用工趋势的变化，灵活调整

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对于需求增长较快的专业，如智

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加大投入，扩大招生

规模。同时，对于传统专业，应通过课程整合、模块化

设计等方式，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此外，还应加强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图表 12：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优化路径

优化路径 描述

增设新兴专业
根据市场需求，增设智能制造、大数

据等专业

扩大招生规模
对需求增长较快的专业，增加招生名

额

课程整合与模块化设计
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提升传统专业

课程质量

加强通识教育与跨学科教育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5.3 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高校应建立完善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求职技巧、心理辅导等全方位服务。

通过举办招聘会、职业规划讲座、模拟面试等活动，帮

助学生了解就业市场，提升求职竞争力。同时，还应建

立就业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招聘信息、行业动态和就业

政策，为学生提供便捷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

图表 13：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示意图

服务内容 描述

职业规划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服务

求职技巧培训 包括简历撰写、面试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心理辅导 帮助学生应对求职过程中的心理压力

招聘会与讲座
举办招聘会、职业规划讲座等活动，搭建学生

与企业的交流平台

就业信息平台
发布招聘信息、行业动态和就业政策，提供便

捷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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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加强实践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

高校应加大实践教学投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设立创新创业项目、

开展科技竞赛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还应加强与企业、科研

机构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科研平台。

图表 14：实践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路径

培养路径 描述

设立创新创业项目
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

开展科技竞赛
通过竞赛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提升实践技

能

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
的合作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科研平台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包括实验实训、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5.5 关注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素养提升

高校应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提升，通过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方

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道德

素养。同时，还应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估与反馈，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图表 15：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素养提升路径

提升路径 描述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

心理健康教育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

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职业道德素养

综合素质评估与反
馈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

6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 2024 年中国高职学生就业胜任力及各专业

用工趋势变化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高职学生的就业胜

任力整体较强，但仍有提升空间。同时，各专业用工趋

势呈现出多元化、智能化的特点，对高职学生的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应加强与

企业的合作，优化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提升就业指导

服务水平，加强实践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并关注学生

综合素质与职业素养的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

优化调整，中国高职学生的就业前景将更加广阔。高校

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和社

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企业

也应积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共同推动产教融合的深入

发展。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高职学生的就业

胜任力将不断提升，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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