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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业关乎民生的问题，我国面临低端劳动力过剩以及高端劳动力稀缺的就业结构矛盾，当前以大学生为

主的青年一代群体就业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提升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地方高校更需要

改革硕士研究生培育模式，为硕士研究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以及就业前的充分指导。通过对武汉工程

大学2015届到2022届硕士毕业生就业现状以及对比分析，了解地方高校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从高

校培育的层面给出一定的建议以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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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is related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s. China is faced with low-end labor surplus 
and high-end labor scarcity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contradictions.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mainly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graduate students,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need to reform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dequate guidance before employ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
sis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master graduates from 2015 to 2022 at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master graduat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is understood, and 
som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are given from the level of univers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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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第一季度全国城镇失业率均值为 5.5%。其中高学历(大专

及以上)青年比重升高。迫于就业的压力，考公、考研、考编和考教师等各种就业途径已然成为了待就业

人群短暂的“避风港”，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溢价的下降导致毕业生就业预期和实际有落差，毕业生就

业满意度因此下降[1]。“孔乙己文学”等热点问题代表的是新时期就业面临困境的青年。这些现象反映

了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现在的毕业生“文凭”与“身份”不协调不匹配；二是毕业生不安于现状，但

又没有能力改变现状[2]。硕士研究生就业问题纵然受到社会因素、高等教育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等综合因

素的影响，但高校的培养环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笔者以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为基础，通过对 2015 届到 2022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规模

及构成、毕业去向落实率、就业地域分布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地方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中的问题，

探究高校如何培育出更高质量、高竞争力的硕士研究生，改革教育培育模式，让硕士研究生更好地适应

社会环境，满足就业单位所需的人才条件，为地方高校的硕士培育工作提供对策和建议。 

2. 文献综述 

关于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分析，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许益、凌建

(2019) [3]就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就业地域以及行业情况做数据分析，旨在发现硕士毕业生

在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刘译泽(2021) [4]指出后疫情时代就业人数增加，硕士研究生的就业范围变窄，

许多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风险。李红霞(2022) [5]分析了一线城市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人力–

社会资本之间具有相关性，人力资本是影响一线城市硕士生就业质量的核心因素。雒佳铭(2023) [6]指出

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并没有伴随研究生扩招而进一步提高、缺乏持续、系统的就业指导与帮扶以及缺少

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等方面分析了研究生就业存在问题的原因。 
因此，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策以及高校毕业和就业政策进行就业质量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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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明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3. 武汉工程大学 2015 届至 2022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状况 

3.1. 硕士研究生毕业生规模及构成 

2015 届至 2021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见图 1。受到硕士研究生扩招的影响，毕

业生总人数从 373 人增加到 923 人，为五年前总人数的 1.47 倍。从性别结构上看，每届男毕业生人数大

于女毕业生人数。2015 届男女比例为 1:0.58，而 2021 届男女比例为 1:0.78，由此可以发现男女比例趋于

接近。2020 届女毕业生人数较 2019 届翻了一番，且 2021 届人数还在持续上涨，创历史新高。 
 

 
数据来源：根据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数据整理。 

Figure 1. Scale of master graduates from 2015 to 2021 
图 1. 2015 至 2021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规模图 

3.2. 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情况 

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总体从 2015 年的 96.51%增长至 97.82%，其中理工科毕

业生去向落实率从 97.6%增长至 98.86%；文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从 98.85%减少至 95.72%。2020 年

理文科硕士毕业去向落实率为近 8 年最低值。2019 年理科硕士毕业去向落实率为最低值，此后理工科硕

士毕业去向落实率有回升的趋势，而文科硕士毕业去向落实率大致呈逐年下跌趋势。从总体上看，每年

仍有 4.5%以上的硕士研究生无法及时的就业或者灵活就业。见表 1。 
 

Table 1. Completion rate of master graduates from 2015 to 2022 i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表 1. 武汉工程大学 2015 届到 2022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届别 
毕业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2015 363 96 0.976 0.9885 
2016 286 87 0.9844 0.9543 
2017 306 91 0.9645 0.9644 
2018 340 109 0.9794 0.9633 
2019 372 112 0.9489 0.9821 
2020 589 288 0.9643 0.8125 
2021 627 296 0.9808 0.9695 
2022 705 351 0.9886 0.9572 

数据来源：根据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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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2015 至 2022 届硕士毕业生将私营企业作为主要就业单位，如表 2 所示。其中，2015 届占比最高为

60.78%。其次毕业生会倾向于选择国营企业单位作为就业方向，其中 2019 届所占比例最高为 29.13%。

从升学的选择上看，8 年间硕士升学至博士比例均不低于 3.25%，其中 2019 届生升学人数比例最高。2017
届选择创业的人数最多达到 3.02%，但 2022 年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为近几年最少。 

 
Table 2. Nature distribution ratio of employment units for master graduates of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rom 2015 to 2022 
表 2. 武汉工程大学 2015 届至 2022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比例 

单位性质/届别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机关 1.53% - 2.27% 0.97% 1.15% 1.99% - - 

科研设计单位 0.22% - 0.50% 0.73% 0.69% 0.80% - - 

其他企业 60.78% - 57.92% 53.27% 50.47% 52.84% - 52.83% 

其他事业单位 1.09% - 2.77% 2.18% 0.46% 2.26% - - 

三资企业 5.01% - 3.53% 6.05% 6.88% 2.13% - 5.57% 

升学 4.79% - 5.04% 4.89% 5.58% 5.70% 3.25% 4.26% 

中初教育单位 0.44% - 1.01% 1.21% 1.15% 2.79% - - 

自主创业 0.87% - 3.02% 0.48% 0.23% 0.13% - 0.09% 

出国、出境 0.44% - 1.01% 0.68% 0.82% 0.91% 0.43% 0.28% 

高等教育单位 4.36% - 3.53% 3.63% 3.44% 5.85% - - 

国有企业 16.99% - 19.40% 25.91% 29.13% 24.60% - 26.72% 

数据来源：根据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数据整理。 

3.4. 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情况 

从表 3 数据可以看出，2015 至 2021 届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升学出国人数有所下降，特别是 2016
年至 2017 年选择毕业出国的人数骤减 3.49%，2017 年出国人数仅有 4 人。大多数毕业生选择就业地为湖

北省内，其次较多的毕业生人群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例如北京，东南沿海地区的省市：江苏、浙江、

上海等地。 
 

Table 3. The proportion of graduates from 2015 to 2021 with master’s degree in employment region i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表 3. 武汉工程大学 2015 至 2021 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人数占比情况 

界别/地区 升学出国 湖北 北京 江浙沪地区 广东 其他地区 

2015 3.92% 60.35% 3.05% 9.37% 8.28% 15.03% 

2016 6.97% 66.49% 1.34% 5.63% 12.06% 7.51% 

2017 1.01% 75.31% 0.25% 1.76% 0.00% 21.66% 

2018 0.73% 68.04% 1.69% 8.47% 12.11% 8.96% 

2019 0.83% 57.85% 2.07% 12.19% 9.71% 17.36% 

2020 0.91% 49.60% 2.39% 12.88% 7.98% 26.23% 

2021 0.43% 52.87% 3.58% 10.40% 13.33% 19.39% 

注：数据来源根据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就业数据整理，以当年研究生毕业生人数为总体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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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硕士研究生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4.1. 就业去向落实率下滑明显，硕士培养体系结构不合理 

数据显示武汉工程大学 2018 年文科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为 81.25%，为近年来最低。毕业生

的就业率与高校教育质量评价硬性挂钩[7]，对于高校来说，就业去向落实率与高校的管理、专业设置、

招生数量、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等工作具有紧密联系。硕士培养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就业去向落实率

的下滑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师生数量比例失调，有些专业二级交叉学科师资

少但招生较多，培养质量下降；第二，专业的划分较为混杂，某些专业就业面较窄，招生过多会导致就

业不足；第三，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践，选修课程普遍实操内容较多，而大部分专业只重视公开课和专

业必修课的学习，但无法有效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第四，学制较短，短时间内无法培养学生的学术

思维，学生缺乏学术创新能力以及应用的能力。 

4.2. 就业单位性质呈现单一化，硕士毕业生缺乏创新创业能力 

从硕士毕业生的工作单位结构上看，往届选择协议合同就业形式的毕业生最多，工作单位多为私企

和国企和其他企业，选择教育单位的毕业生人数增多，并且创业和出国的毕业生近年来有所减少，这说

明，毕业生择业倾向稳定性的职位，毕业生缺乏自主创业的意识。硕士毕业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匮乏原因

在于以下两方面，其一，高校对就业工作的优化措施滞后，无法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虽然高校对毕业

生经济上给予了补贴及支持，但是对其专业能力的提升缺乏重视，导致个人能力提升不足。其二，校企合

作的力度有待提高，企业与高校合作的规模较小，无法形成完整的就业市场，实习的效益和水平较低[8]。 

4.3. 就业地区集中于中东部发达地区，硕士毕业生择业观、就业观发生偏离 

硕士研究生就业观是影响研究生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等经济发达的区

域对硕士生有较强的吸引力，许多毕业生盲目的将经济发达城市作为首要选择，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无

人问津，这实际上是毕业生的择业观和就业观产生了偏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校对学生的

就业意识培养欠缺，传统的就业观念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且高校缺乏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导致

学生无法明晰的规划职业目标。 

4.4. 研究生就业服务系统，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 

研究生在信息获取上过分的依赖导师，对就业的形势重视程度不足，就业培训学到的干货较少，就

业压力过大且存在相关的心理障碍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硕士研究生信息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具体来看，首先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要由学生和其他业余人员构成，无法给毕业生提供正确的、

全面的就业信息，无法满足毕业生对于就业信息的要求；其次，就业服务系统仅局限于毕业生，对于研

一至研三的学生并未开放，这样很大程度地弱化了就业信息服务系统的作用。 

5. 对高校教育和管理层面优化的建议 

为了更好的解决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地方高校应该发挥其职能和作用，从专业设置、学科设置、

创新创业教育、就业信息服务方面进行一系列的优化，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和措施以供参考。 

5.1. 优化硕士培养体系和结构，完善专业建设与发展 

首先，要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切实完善“双导师”制度落实保障制度，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其次，

高校在学科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结构的选择上，对于近几年就业质量低的学科专业，需减少甚至停止

招生，调整招生计划将目标转向国家重点扶持、社会需求大量的强势学科[9]，高校的扩招不能只热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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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少易开办的专业。第三，人才培养模式要顺应就业市场要求，对于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要施

与不同的教学内容，学术学位研究生未来的就业目标为学校以及科研单位，研究生需掌握学术前言知识，

课程内容应该教授最新的学术动态和相关知识。而专业学位硕士的职业目标导向为企事业单位，应当增

强硕士生知识运用能力，课程的学习内容应当与职业发展需要相结合[10]。 

5.2. 建立协同创新的教育培养模式，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首先要丰富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体系，和各院校之间交叉或者联合培养人才，让优秀的教师团队相互

交流提升教育水平，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生相互交流融合，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其次，与社会各企事业

单位联合培养人才，弥补高校各种资源的不足，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拓宽研究生视野，增强

实操的能力[11]。最后，武汉工程大学还需要借鉴其他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和当地政府企业相互合

作，大力发展“双创”教育和实践基地，为师生创造优质的就业环境。 

5.3. 明确硕士培养目标，引导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 

研究生就业观对研究生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要明确硕士培养目标，硕士招生时要严格把控

标准，筛选出真正能够愿意从事相关行业的学生，并且要具备良好学术水平；其次，高校应培养毕业生

的社会责任心，鼓励毕业生下沉到乡镇县市就业，重视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和探索的精神，兴趣才是

科研的内驱动力[12]。研究生应当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高校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指导课程

以及日常教育指导三个方面强化硕士生的就业观教育[13]。 

5.4. 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研究生就业信息服务体系 

首先研究生就业信息服务体系亟需优化，可建立就业数据云平台，并且依据毕业生的求职偏好进行

设计[14]。其次，就业指导部门、职业发展中心等平台共同建设，通过完善就业信息共享平台，帮助硕士

毕业生了解不同的职业岗位。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应当根据毕业生个人的就业偏好、优势点，有针对性地

推荐实习或工作。就业部门需定期开展就业辅导，模拟面试等活动，来增加就业的竞争力。最后，要继

续保持企业单位到校招聘和宣讲等传统线下就业活动，以增加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6. 小结 

武汉工程大学作为工科类的地方省属高校，其理工科专业比文科的专业设置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

更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目前化学工程与技术这一学科，被评为湖北省省属高校理工类唯一的一个 B+
档学科，这类专业受到了学校的重点扶持，从而取得了不错的教育成果，该专业毕业生会优先收到优质

企业抛出的橄榄枝。其他专业或学科同样需要被投入更多的经费和支持让学生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活

动，拓宽学生视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灵感，提升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就业竞争力和就业信心。硕士

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提升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高校不断地改革完善自身的教育培养体系和结构，

将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作为首要职能，并创造更多的优势学科，突破传统，完善就业创业信息服务体系，

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上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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