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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开展毕业生跟踪调查

2.5.2.10 2020 年华材会计专业毕业生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职业教育的不断深化，中职教育作为职业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备受关注。为了深入了解华材

会计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就业质量及职业发展需求，我们特此开展本

次调研。本次发放有效问卷 145 份，收回 145 份。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收集并分析毕业生的就业信息，旨在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

的优化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二、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 14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5 份，

问卷回收率为 100%。问卷内容涵盖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就业单位情况、工

作岗位、工资待遇、就业满意度、专业技能水平、继续教育需求等多个方

面。

三、调研结果分析

（一）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性别与年龄：调研对象中，男女比例相对均衡（具体数据未详细列出），

年龄主要集中在中职毕业后的适龄就业年龄段。

就业行业分布：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制造业、金融保险业、信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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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 8.28%和

12.41%。此外，有 40%的毕业生选择了其他行业，显示出毕业生就业行业的

多样性。

工作岗位：会计员是毕业生最为集中的工作岗位，占比高达 37.24%，

其次是出纳（7.59%）和其他岗位（42.76%）。这表明会计专业毕业生在就

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同时也存在部分毕业生从事非会计岗位的

情况。

工资待遇：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主要集中在 3000-5000 元和 5000 元以上

两个区间，分别占比 42.07%和 33.79%。这表明大部分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处

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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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质量分析

就业单位规模：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50 人以下的小规模企业和 51-300

人的中型企业，占比分别为 44.83%和 31.03%。这表明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上

更多去了灵活性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这也和佛山当地经济主

体中小微企业为主的结构相吻合。

专业对口程度：有 32.41%的毕业生认为所学专业与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完全对口，33.79%的毕业生认为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也有 19.31%的毕业生

认为专业不对口。这反映出学校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还需进一步与市

场需求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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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水平：毕业生中，取得从业资格证的占比最高，为 44.83%，

其次是会计初级（23.45%）。但仍有 28.97%的毕业生没有取得任何专业等

级证。这表明学校在专业技能培养上还需加强，提高学生的持证率和专业

技能水平。

就业稳定性：毕业生中，毕业后变过3次以上工作单位的学生占29.66%，

只有 27.59%的毕业生没有换过工作单位。超过半数毕业生有过工作单位更

换经历，反映出就业稳定性不高，可能与职业发展规划不明确、对工作满

意度低或就业市场竞争等因素有关。

就业获取途径及影响因素：网络信息和校外招聘会或老师推荐成为主

要途径。首次就业获取途径中，网络信息占比最高，为 23.45%，其次是校

外招聘会或老师推荐，占 21.38%，校内招聘会及信息占 13.79%，亲朋帮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双精准”示范专业建设佐证材料

5

助占 16.55%，个人自荐占 8.97%，同学介绍占 3.45%，其他占 12.41%。

网络信息和校外招聘会或老师推荐在就业渠道中占据重要地位，说明学校

应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拓展就业渠道，同时引导学生合理利用网络

资源寻找就业机会。

（三）就业影响因素

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毕业生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依次为薪酬福利待遇

（80%）、个人发展空间（64.83%）、工作环境（68.97%）、单位所在地（51.03%）、

单位经济效益（32.41%）、专业是否对口（32.41%）、单位前景（48.97%）、

单位知名度（22.07%）、家庭影响（14.48%）和其他（4.83%）。薪酬福利

待遇和个人发展空间成为毕业生最为关注的因素，这反映出毕业生在追求

物质保障的同时，也注重自身职业成长和发展。学校在就业指导中应引导

学生综合考虑各因素，做出合理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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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因素：综合素质是就业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53.1%），受到大多数受访者的高度重视。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

的培养，包括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专业技能同样是重要的因素（42.76%），尽管其重要性略低于综合素

质。学校应继续强化专业课程的教学，确保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

社会关系在就业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37.93%），尤其是在某些

特定的行业和岗位中。学校可以通过校友网络、实习机会等方式，帮助学

生拓展社会关系。

其他因素包括个人兴趣、家庭影响、地理位置等（33.79%），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就业。学校应提供多样化的支持和服务，帮助学生根据个人

情况做出最佳的职业选择。

（四）在校经历的影响

调研显示，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的实训实习（4.33 分）、社会实践（4.66

分）和毕业实习（4.23 分）对工作影响较大，而专业理论知识的评分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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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4.19 分）。这表明实践性教学对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五）就业初期存在的不足

刚参加工作时，毕业生普遍感到专业技术与技能（58.62%）、人际交

往能力（62.07%）和独立工作的能力（53.1%）存在较大不足。这提示学校

应加强这些方面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六）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

1.毕业生对学校的教学水平（82.07%）、学习氛围（75.17%）和德育

管理（54.48%）等方面表示满意，但对教学设施（36.55%）和社团活动

（39.31%）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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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学校专业课程设置的评价

对于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60%的毕业生认为与实际联系紧密，能用得

上，但仍有 40%的毕业生认为学了很多但用得很少，44.14%的毕业生认为理

论太多，实践不够，动手能力没得到提高，17.24%的毕业生认为与实际工

作适应性差，6.9%的毕业生认为内容陈旧，与实践脱节，学了也白学，13.79%

的毕业生选择其他。这反映出专业课程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存在不足，

课程内容需要根据实际工作需求进行更新和优化。

3.对于接受三年职业教育是否有必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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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回学校读书，希望能弥补的不足有：专业知识最高

（67.59%），其次是实践技能（63.45%），社交能力紧随其后（61.38%），

反应学校教学要注重理实一体化，同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

综合素养的提升。

（七）继续教育需求：毕业后，大部分毕业生通过企业内部技能培训、

社会培训和在职学历教育等方式继续学习。这表明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注

重自我提升和职业发展。

必备技能：计算机操作、财务软件操作是毕业生认为就业必须具备的

主要技能，占比分别高达 95.17%和 88.97%。此外，票据填制、小键盘录入

等技能也受到重视。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双精准”示范专业建设佐证材料

10

四、建议

1.加强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对接：学校应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和行业需

求，及时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对口

率。

3.强化专业技能培养：学校应加大实践教学力度，提高学生的专业技

能水平和持证率。同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开展校企联合培养，为学生

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

3.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学校应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为毕

业生提供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就业推荐等全方位服务。同时，加强与企

业、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合作，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4.加强综合素质教育：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

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领导力等。同时，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

践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5.推动继续教育发展：学校应加强与继续教育机构的合作，为毕业生

提供更多的在职教育和培训机会。同时，鼓励毕业生积极参与各类培训和

学习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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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表明，华材会计中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应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加强教育教

学改革和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

会。同时，毕业生也应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和职业发展要求，不断提升自己

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