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职业学院 

第一部分 毕业生就业总体情况 
 

一、毕业生总体规模 

学校 2023届毕业生共 5451人，全部为专科学历。其中，师范类毕业生（以

下简称师范生）343人，非师范类毕业生（以下简称非师范生）5108人。 

二、毕业去向 

按照教育部有关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标准，学校 2023 届毕业生的总体

毕业去向以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升学、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等为主。 

表 1.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比例(%) 

师范生 非师范生 合计 师范生 非师范生 合计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48 2678 2926 72.30 52.43 53.68 

升学 53 632 685 15.45 12.37 12.57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 428 430 0.58 8.38 7.89 

自主创业 15 255 270 4.37 4.99 4.95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0 260 260 0.00 5.09 4.77 

应征义务兵 1 109 110 0.29 2.13 2.02 

自由职业 0 44 44 0.00 0.86 0.81 

基层项目就业 0 1 1 0.00 0.02 0.02 

未就业 24 701 725 7.00 13.72 13.30 

三、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报告期，学校 2023届毕业生共有 4726人落实毕业去向，总体毕业去向

落实率 86.70%。其中，师范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3.00%；非师范生毕业去向落实

率 86.28%。 

 

图 1.不同学生类型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对比图 

以下分师范生、非师范生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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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师范生就业情况 
 

一、师范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师范生规模与结构 

学校 2023 届师范生共计 343 人，全部为专科学历、教育与体育大类的学前

教育专业,分布于学前教育学院。其中，男生 16人，女生 327人。 

山东生源师范生 338人，占师范生总人数 98.54%，其中临沂、菏泽、聊城、

泰安等市生源较多。 

 

图 2.师范生生源地结构图 

外省生源师范生共 5 人，占师范生总人数 1.46%，分别来自黑龙江、河南、

四川、江西 4个省。 

表 2.外省生源师范生人数分生源地统计表 

序号 生源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黑龙江省 2 0.58 

2 河南省 1 0.29 

3 四川省 1 0.29 

4 江西省 1 0.29 

（二）毕业去向 

按照教育部有关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标准，学校 2023 届师范生的总体

毕业去向以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升学等为主。 

表 3.师范生总体毕业去向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48 72.30 

2 升学 53 15.45 

3 自主创业 15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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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4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 0.58 

5 应征义务兵 1 0.29 

6 未就业 24 7.00 

（三）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报告期，2023 届师范生共有 319 人落实毕业去向（其中就业 266 人、

升学 53 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93.00%。 

分性别统计，女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2.97%，男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3.75%。 

 

图 2.不同性别师范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对比图 

（四）师范生特殊群体毕业去向 

1. 特困家庭毕业生 

学校 2023 届师范生中，特困家庭毕业生 2 人，全部落实毕业去向，毕业去

向落实率 100%。其中，就业 1人，升学 1人。 

表 4.特困家庭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师范生）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升学 1 50.00 

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 50.00 

2. 省级优秀毕业生 

学校 2023 届师范生中，17 名省级优秀毕业生，落实毕业去向 16 人，毕业

去向落实率 94.12%。其中，就业 15人，升学 1人。 

表 5.省级优秀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师范生）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2 70.59 

2 升学自主创业 2 11.76 

3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 5.88 

4 升学 1 5.88 

5 未就业 1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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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数民族毕业生 

学校 2023 届师范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 4 人，就业 3 人，毕业去向落实率

75.00%。 

表 6.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师范生）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 50.00 

2 自主创业 1 25.00 

3 未就业 1 25.00 

二、师范生流向分析 

（一）就业流向 

学校 2023届师范生共有 266人就业，占师范生总人数 77.55%。 

1. 就业地区流向 

2023 届师范生留鲁就业 259 人，占就业总人数 97.37%，流向较多的前三位

是临沂（62.03%）、滨州（8.27%）、潍坊（6.02%）。出省就业共 6 人，占就业总

人数 2.26%，分别流向浙江（0.75%）、陕西（0.38%）、天津（0.38%）、安徽（0.38%）

福建（0.38%）。不同性别师范生就业地区流向如下表所示： 

表 7.不同性别师范生的就业地区流向 

序号 就业地区 男生 女生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临沂 6 159 165 62.03 

2 滨州 1 21 22 8.27 

3 潍坊 1 15 16 6.02 

4 济南 1 6 7 2.63 

5 菏泽 1 6 7 2.63 

6 日照 0 7 7 2.63 

7 聊城 0 6 6 2.26 

8 济宁 2 4 6 2.26 

9 泰安 0 6 6 2.26 

10 青岛 0 5 5 1.88 

11 烟台 0 4 4 1.50 

12 德州 0 3 3 1.13 

13 东营 0 3 3 1.13 

14 淄博 0 1 1 0.38 

15 枣庄 0 1 1 0.38 

16 外省 0 6 6 2.26 

17 其他 1 0 1 0.38 

注：其他，包括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工作及部分未登记就业地区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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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2023 届师范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机关占 0.38%，事业单位占 1.50%，国有企

业占 1.13%，非国有企业占 65.04%，其他（包括部队、基层项目、城镇社区等）

占 31.95%。不同性别师范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如下表所示： 

表 8.不同性别师范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序号 单位性质 男生 女生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机关 0 1 1 0.38 

2 事业单位 0 4 4 1.50 

3 国有企业 0 3 3 1.13 

4 非国有企业 8 165 173 65.04 

5 其他 5 80 85 31.95 

3. 就业行业流向 

2023 届师范生就业行业流向前三位是教育（71.80%），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7.89%），批发和零售业（7.14%）。不同性别师范生的就业行业流向如

下表所示： 

表 9.不同性别师范生就业行业流向 

序号 行业名称 男生 女生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教育 9 182 191 71.80 

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 19 21 7.89 

3 批发和零售业 0 19 19 7.14 

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 11 11 4.14 

5 住宿和餐饮业 1 7 8 3.01 

6 建筑业 0 7 7 2.63 

7 农、林、牧、渔业 0 2 2 0.75 

8 制造业 0 1 1 0.38 

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 1 1 0.38 

1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 1 1 0.38 

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1 1 0.38 

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 1 1 0.38 

1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 1 1 0.38 

14 其他 1 0 1 0.38 

注：其他，包括部队、基层项目及部分行业划分不明确的单位。 



 

4. 重点区域就业 

（1）服务中西部地区 

2023 届师范生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就业各 1人。 

表 10.师范生就业地区分经济区域统计表 

经济区域 省（直辖市、自治区） 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东部地区 

山东省 259 97.37 

浙江省 2 0.75 

天津市 1 0.38 

福建省 1 0.38 

中部地区 安徽省 1 0.38 

西部地区 陕西省 1 0.38 

其他 未登记就业地区 1 0.38 

注：其他，包括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工作及部分未登记就业地区的师范生。 

（2）服务重大国家战略 

2023届师范生在“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就业 4 人，“长江经济带”就业 3人，

“长三角”就业 3 人，“京津冀”就业 1 人。 

表 11.师范生赴重大国家战略涉及区域就业情况 

重大国家战略 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一带一路”建设 4 1.50 

长江经济带发展 3 1.1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1.13 

京津冀协同发展 1 0.38 

5. 自主创业情况 

2023 届师范生山东省内自主创业 15 人。从创业行业分布看，分别流向批发

和零售业（8人），教育（5人），农、林、牧、渔业（1人），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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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学流向 

学校 2023 届师范生共有 53 人升学，占师范生总人数 15.45%，升学去向均

为国内升学。师范生进入 14家山东省内高校继续深造，主要流向如下表所示： 

表 12.师范生国内升学流向 TOP5 

序号 升学高校名称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山东英才学院 9 16.98 

2 青岛滨海学院 7 13.21 

3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6 11.32 

4 山东协和学院 6 11.32 

5 青岛黄海学院 6 11.32 

 

（三）未就业情况 

截至报告期，学校尚有 24名 2023届师范生未就业，占师范生总人数 7%。

均处于待就业状态。 

  



 

第三部分 非师范生就业情况 
 

一、非师范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非师范生规模与结构 

学校 2023届非师范生共计 5108人，全部为专科学历。其中，男生 2728 人，

女生 2380 人。 

1. 专业大类分布 

非师范生涉及 11 个专业大类，财经商贸大类、电子与信息大类、装备制造

大类的人数较多。 

表 13.非师范生人数分专业大类统计表 

序号 专业大类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财经商贸大类 2261 44.26 

2 电子与信息大类 784 15.35 

3 装备制造大类 683 13.37 

4 文化艺术大类 478 9.36 

5 土木建筑大类 450 8.81 

6 教育与体育大类 144 2.82 

7 医药卫生大类 118 2.31 

8 旅游大类 62 1.21 

9 交通运输大类 52 1.02 

10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46 0.90 

11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30 0.59 

2. 专业结构 

非师范生分布于 34个专业，人数最多的专业是会计，超过 1300人。 

表 14.非师范生各专业生源人数与全省比较 

序号 专业名称 
本校 

生源人数 

占本校 

生源比% 

占全省同专业 

生源比% 

1 会计 1344 26.31 5.24 

2 计算机应用技术 588 11.51 3.37 

3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4 5.17 1.51 

4 电子商务 264 5.17 1.65 

5 建筑工程技术 254 4.97 2.79 

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49 4.87 6.59 

7 音乐表演 197 3.86 9.20 

8 财务管理 195 3.82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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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本校 

生源人数 

占本校 

生源比% 

占全省同专业 

生源比% 

9 物流管理 155 3.03 2.67 

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0 2.94 2.15 

11 市场营销 149 2.92 2.15 

12 工程造价 141 2.76 1.66 

13 环境艺术设计 110 2.15 3.26 

14 广告设计与制作 102 2.00 5.89 

15 早期教育 88 1.72 11.55 

16 金融管理 72 1.41 3.45 

17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9 1.35 4.06 

18 旅游管理 62 1.21 0.89 

19 数控技术 60 1.17 1.43 

20 中医康复技术 59 1.16 7.06 

21 康复治疗技术 59 1.16 1.66 

22 连锁经营管理 58 1.14 13.21 

23 休闲体育 56 1.10 100.00 

24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 1.06 2.25 

25 空中乘务 52 1.02 1.14 

26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46 0.90 2.03 

27 老年服务与管理 46 0.90 3.37 

28 工业机器人技术 39 0.76 1.63 

29 电气自动化技术 37 0.72 0.55 

30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4 0.67 15.18 

31 工程测量技术 30 0.59 9.12 

32 国际商务 23 0.45 2.41 

33 建设工程监理 1 0.02 0.36 

34 金融服务与管理 1 0.02 100.00 

3. 院（系）分布 

非师范生分布于 11个院（系），人数最多的是财校，超过 900人。 

表 15.非师范生人数分院（系）统计表 

序号 院（系）名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财校 961 18.81 

2 信息工程学院 784 15.35 

3 智能制造学院 656 12.84 

4 智慧金融学院 651 12.74 

5 商贸物流学院 606 11.86 

6 现代建筑学院 480 9.40 

7 学前教育学院 337 6.60 

8 医养健康学院 282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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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名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9 数字媒体与艺术学院 281 5.50 

10 日照市工业学校 43 0.84 

11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27 0.53 

4. 生源地分布 

山东生源非师范生 4975 人，占非师范生总人数 97.40%，临沂市生源最多。 

 

图 3.非师范生生源地结构图 

外省生源非师范生共 133 人，占非师范生总人数 2.60%，主要来自黑龙江、

新疆等全国 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表 16.外省生源非师范生人数分生源地统计表 

序号 生源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黑龙江省 26 0.51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5 0.49 

3 江苏省 11 0.22 

4 河南省 11 0.22 

5 安徽省 10 0.20 

6 河北省 10 0.20 

7 吉林省 7 0.14 

8 西藏自治区 6 0.12 

9 内蒙古自治区 6 0.12 

10 甘肃省 5 0.10 

11 四川省 2 0.04 

12 陕西省 2 0.04 

13 贵州省 2 0.04 

14 重庆市 2 0.04 

15 福建省 2 0.04 

16 天津市 1 0.02 

17 辽宁省 1 0.02 

18 浙江省 1 0.02 

19 湖北省 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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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生源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20 湖南省 1 0.02 

21 广东省 1 0.02 

（二）毕业去向 

按照教育部有关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标准，学校 2023 届非师范生的总

体毕业去向以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升学、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等为主。 

表 17.非师范生总体毕业去向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678 52.43 

2 升学 632 12.37 

3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428 8.38 

4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60 5.09 

5 自主创业 255 4.99 

6 应征义务兵 109 2.13 

7 自由职业 44 0.86 

8 基层项目就业 1 0.02 

9 未就业 701 13.72 

（三）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报告期，2023 届非师范生共有 4407 人落实毕业去向（其中就业 3775

人、升学 632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86.28%。 

分性别统计，女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84.08%，男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88.20%。 

 

图 4.不同性别非师范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对比图 

1. 按专业大类统计 

非师范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较高的 3 个专业大类分别是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土木建筑大类、文化艺术大类。 

 

表 18.非师范生各专业大类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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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大类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就业 升学 

1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30 25 5 0 100.00 

2 土木建筑大类 450 393 42 15 96.67 

3 文化艺术大类 478 351 110 17 96.44 

4 教育与体育大类 144 117 21 6 95.83 

5 交通运输大类 52 43 6 3 94.23 

6 装备制造大类 683 576 63 44 93.56 

7 电子与信息大类 784 667 65 52 93.37 

8 旅游大类 62 48 9 5 91.94 

9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46 42 0 4 91.30 

10 医药卫生大类 118 87 11 20 83.05 

11 财经商贸大类 2261 1426 300 535 76.34 

2. 按专业统计 

非师范生共有 28个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0%，其中，建设工程监理、

工程测量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工程造价 4个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100%。 

表 19.非师范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专业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就业 升学 

1 建设工程监理 1 1 0 0 100.00 

2 工程测量技术 30 25 5 0 100.00 

3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46 43 3 0 100.00 

4 工程造价 141 126 15 0 100.00 

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69 57 11 1 98.55 

6 连锁经营管理 58 54 3 1 98.28 

7 休闲体育 56 41 14 1 98.21 

8 环境艺术设计 110 88 20 2 98.18 

9 市场营销 149 136 9 4 97.32 

10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49 217 22 10 95.98 

11 音乐表演 197 128 60 9 95.43 

12 建筑工程技术 254 223 19 12 95.28 

13 广告设计与制作 102 78 19 5 95.10 

14 电子商务 264 216 35 13 95.08 

15 工业机器人技术 39 24 13 2 94.87 

16 物流管理 155 96 51 8 94.84 

17 电气自动化技术 37 31 4 2 94.59 

18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 43 8 3 94.44 

19 早期教育 88 76 7 5 94.32 

20 空中乘务 52 43 6 3 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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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就业 升学 

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588 498 54 36 93.88 

22 旅游管理 62 48 9 5 91.94 

23 财务管理 195 164 15 16 91.79 

24 数控技术 60 51 4 5 91.67 

25 机电一体化技术 264 224 18 22 91.67 

26 中医康复技术 59 47 7 5 91.53 

27 老年服务与管理 46 42 0 4 91.30 

28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34 29 2 3 91.18 

29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0 126 8 16 89.33 

30 金融管理 72 41 23 8 88.89 

31 国际商务 23 10 8 5 78.26 

32 康复治疗技术 59 40 4 15 74.58 

33 会计 1344 709 156 479 64.36 

34 金融服务与管理 1 0 0 1 0.00 

3. 按院（系）统计 

共有 9个院（系）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0%，其中，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100%。 

表 20.非师范生各院（系）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院（系）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就业 升学 

1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27 25 2 0 100.00 

2 数字媒体与艺术学院 281 223 50 8 97.15 

3 现代建筑学院 480 418 47 15 96.88 

4 商贸物流学院 606 473 106 27 95.54 

5 学前教育学院 337 247 73 17 94.96 

6 信息工程学院 784 667 65 52 93.37 

7 智能制造学院 656 551 61 44 93.29 

8 智慧金融学院 651 457 143 51 92.17 

9 日照市工业学校 43 39 0 4 90.70 

10 医养健康学院 282 218 34 30 89.36 

11 财校 961 457 51 453 52.86 

（四）非师范生特殊群体毕业去向 

1. 特困家庭毕业生 

学校 2023 届特困家庭毕业生 133 人，落实毕业去向 127 人，毕业去向落实

率 95.49%。其中，就业 96人，升学 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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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特困家庭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非师范生）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77 57.89 

2 升学 31 23.31 

3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3 9.77 

4 自主创业 3 2.26 

5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 1.50 

6 应征义务兵 1 0.75 

7 未就业 6 4.51 

2. 省级优秀毕业生 

学校共评选出 311 名 2023 届省级优秀毕业生，落实毕业去向 283 人，毕业

去向落实率 91%。其中，就业 196人，升学 87人。 

表 22.省级优秀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非师范生）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33 42.77 

2 升学 87 27.97 

3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8 9.00 

4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5 4.82 

5 自主创业 13 4.18 

6 应征义务兵 5 1.61 

7 自由职业 2 0.64 

8 未就业 28 9.00 

3. 少数民族毕业生 

学校 2023 届少数民族毕业生 48 人，落实毕业去向 43 人，毕业去向落实率

89.58%。其中，就业 37人，升学 6人。 

表 23.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非师范生）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2 45.83 

2 自主创业 10 20.83 

3 升学 6 12.50 

4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 4.17 

5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 4.17 

6 自由职业 1 2.08 

7 未就业 5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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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师范生流向分析 

（一）就业流向 

学校 2023届非师范生共有 3775人就业，占非师范生总人数 73.90%。 

1. 就业地区流向 

2023届非师范生留鲁就业 3462人，占就业总人数 91.70%，流向较多的前四

位是临沂（60.34%）、济南（6.99%）、青岛（4.13%）、日照（4.11%）。出省就业共

204人，占就业总人数 5.40%，流向较多的前三位是江苏（0.79%）、北京（0.66%）、

上海（0.66%）。不同性别非师范生就业地区流向如下表所示： 

表 24.不同性别非师范生的就业地区流向 

序号 就业地区 男生 女生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临沂 1349 929 2278 60.34 

2 济南 141 123 264 6.99 

3 青岛 106 50 156 4.13 

4 日照 84 71 155 4.11 

5 菏泽 53 81 134 3.55 

6 济宁 49 44 93 2.46 

7 聊城 26 50 76 2.01 

8 枣庄 29 45 74 1.96 

9 潍坊 27 24 51 1.35 

10 烟台 26 14 40 1.06 

11 泰安 17 19 36 0.95 

12 滨州 10 25 35 0.93 

13 淄博 10 15 25 0.66 

14 德州 15 6 21 0.56 

15 东营 15 5 20 0.53 

16 威海 2 2 4 0.11 

17 外省 113 91 204 5.40 

18 其他 109 0 109 2.89 

注：其他，包括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工作及部分未登记就业地区的毕业生，下同。 

非师范生各专业大类的就业地区流向详见附表。 

2.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2023 届非师范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机关占 0.93%，事业单位占 1.88%，国有

企业占 2.36%，非国有企业占 83.10%，自由职业占 1.17%，其他（包括部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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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项目、城镇社区等）占 10.57%。不同性别非师范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如下表

所示： 

表 25.不同性别非师范生单位性质流向 

序号 单位性质 男生 女生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机关 25 10 35 0.93 

2 事业单位 34 37 71 1.88 

3 国有企业 63 26 89 2.36 

4 非国有企业 1732 1405 3137 83.10 

5 自由职业 23 21 44 1.17 

6 其他 304 95 399 10.57 

非师范生各专业大类的单位性质流向详见附表。 

3. 就业行业流向 

2023 届非师范生就业行业流向前两位是制造业（16.85%），批发和零售业

（15.31%）。不同性别非师范生的就业行业流向如下表所示： 

表 26.不同性别非师范生就业行业流向 

序号 行业名称 男生 女生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制造业 389 247 636 16.85 

2 批发和零售业 309 269 578 15.31 

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74 218 492 13.03 

4 建筑业 303 128 431 11.42 

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5 113 268 7.10 

6 教育 39 160 199 5.27 

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0 61 171 4.53 

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6 67 153 4.05 

9 住宿和餐饮业 78 74 152 4.03 

1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7 55 92 2.44 

1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 37 90 2.38 

12 卫生和社会工作 35 46 81 2.15 

13 农、林、牧、渔业 45 31 76 2.01 

1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9 5 54 1.43 

1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0 9 49 1.30 

16 房地产业 14 23 37 0.98 

17 金融业 14 17 31 0.82 

1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 12 27 0.72 

19 采矿业 3 1 4 0.11 

20 其他 133 21 154 4.08 

注：其他，包括部队、基层项目及部分行业划分不明确的单位，下同。 

非师范生各专业大类的就业行业流向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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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区域就业 

（1）服务中西部地区 

2023 届非师范生赴中部地区就业 30 人，赴西部地区就业 43 人，赴东北地

区就业 2人。 

表 27.非师范生就业地区分经济区域统计表 

经济区域 省（直辖市、自治区） 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东部地区 

山东省 3462 91.71 

江苏省 30 0.79 

北京市 25 0.66 

上海市 25 0.66 

河北省 17 0.45 

浙江省 13 0.34 

广东省 8 0.21 

海南省 5 0.13 

天津市 3 0.08 

福建省 3 0.08 

中部地区 

湖北省 8 0.21 

安徽省 8 0.21 

河南省 6 0.16 

湖南省 5 0.13 

山西省 2 0.05 

江西省 1 0.03 

西部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6 0.42 

四川省 9 0.24 

内蒙古自治区 7 0.19 

西藏自治区 6 0.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0.05 

宁夏回族自治区 2 0.05 

重庆市 1 0.03 

东北地区 
辽宁省 1 0.03 

吉林省 1 0.03 

其他 未登记就业地区 109 2.89 

注：其他，包括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工作及部分未登记就业地区的非师范生。 

（2）服务重大国家战略 

2023 届非师范生在“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就业 90 人，“长江经济带”就业

100 人，“长三角”就业 76 人，“京津冀”就业 45 人，“粤港澳大湾区”就业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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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非师范生赴重大国家战略涉及区域就业情况 

重大国家战略 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一带一路”建设 90 2.38 

长江经济带发展 100 2.6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76 2.01 

京津冀协同发展 45 1.19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8 0.21 

5. 自主创业情况 

2023 届非师范生自主创业 255 人，其中，山东省内创业 237 人，省外创业

18人。从创业行业分布看，主要流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34人）、

批发和零售业（50 人）和制造业（15人）等行业。 

（二）升学流向 

学校 2023 届非师范生共有 632 人升学，占非师范生总人数 12.37%。其中，

国内升学 627 人，出国（境）深造 5 人。非师范生国内升学进入 38 家山东省内

高校继续深造，主要升学高校如下表所示： 

表 29.非师范生国内升学流向 TOP8 

序号 升学高校名称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泰山科技学院 44 8.15 

2 临沂大学 41 7.59 

3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39 7.22 

4 青岛理工大学 38 7.04 

5 潍坊理工学院 38 7.04 

6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32 5.93 

7 烟台南山学院 31 5.74 

8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28 5.19 

（三）未就业情况 

截至报告期，学校尚有 701 名 2023 届非师范生未就业，占非师范生总人数

13.72%。其中，待就业 686人，不就业拟升学 3人，其他暂不就业 12人。 

表 30.未就业非师范生情况 

序号 未就业状态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待就业 686 97.86 

2 不就业拟升学 3 0.43 

3 其他暂不就业 12 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