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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不少“双一流”高校陆续发布了2020届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2020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达874万人，
在疫情的影响下，他们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也经历了一
个不同寻常的毕业季。

记者梳理发现，经历了2020年这一特殊的年份，名校毕
业生的就业情况总体稳定，留学率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本
科毕业生选择在国内深造。此外，毕业生们不再扎堆儿“北
上广”，不少学生选择留在大学所在地或邻近省份就业。在
就业行业和用人单位性质的选择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
在企业就业，基层就业也成为不少名校大学生的新选择。

近日，“南大毕业生平均年薪18
万”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对此，南京
大学回应称，统计样本只占毕业人数
的45%，且包括了本科生和研究生，
并由学生主动填写，未经过严格核
准。尽管如此，高校毕业生的年薪已
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

如今，不少高校的毕业生平均年
薪突破了 10万元。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
14.3 万元，较 2019 届增加了 1.8 万
元，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签约月薪平
均值为10.1万元（2019年为9448.85
元），哈工大（深圳）毕业生平均年薪
则达到17.08万元/年。

而从签约单位的性质来看，越来
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去企业就业，“互
联网大厂”以及大型民营企业俨然成
为名校毕业生的“收割机”。

根据已经公布的报告数据，一些
高校披露了招聘人数较多的单位，华
为公司的表现仍然十分突出，其在清
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分
别招聘了187人、402人和 202人。
根据签三方就业人数的统计，接收清
华大学2020届毕业生20人（含）以

上的单位中，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位
列前三。

近年来，不追求“铁饭碗”不仅成
了名校毕业生的一句口号，他们的实
际行动更是证明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华中科技大学，从就业情况
看，签约单位以企业为主，占签约人
数的74.46%。在浙江大学，企业单
位为吸纳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占比
67.83%），其中其他企业（主要为民营
企业）占比 37.66%、国有企业占比
17.59%、三资企业占比12.58%。其
次流向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为
25.05%，到党政机关、部队就业的比
例分别为6.97%和0.15%。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高校陆续
交出的就业“成绩单”让不少学生和
家长安心。2021年，教育部预计应
届毕业生规模将达到909万人，同比
增加35万人。如今，就业之路漫长，
秋招已告一段落，不少大学生已经在
个人的努力和学校的帮助下手握of-
fer。很多大学生表示，只要提早做准
备，调整好心态，总有一个心仪的工
作等着自己。

（中青报）

多所“双一流”高校发布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疫情之下，名校毕业生都去哪儿了

高校就业率总体稳定，国内深造比例走高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
走高，2020届毕业生更是达到了
874万人。如此大体量的毕业生人
数为2020年的就业工作带来新挑
战，但从整体来看，高校的就业率总
体保持稳定。

根据已经公布的2020届毕业
生就业质量报告，不少高校的毕
业生数量成为往年之最，一些高
校甚至已经破万。例如，上海交
通大学毕业生总人数为11588人，
浙江大学为12727人，四川大学为
15932 人，吉林大学甚至达到了
16944人。

而从就业率来看，不少高校都
可以达到90%以上。例如，清华大
学2020届毕业生共6995人。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就业率为
97.8%。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为 97.7%、98.3%和
97.2%。西安交大2020届毕业生
共计8634人，截至2020年11月30
日 ，毕 业 生 总 体 就 业 率 高 达
99.09%。其中，本科生就业率
98.60%，硕士生就业率99.49%，博
士生就业率99.73%。

在留学受阻和就业竞争压力等
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本科毕
业生选择国内深造。2020年，教育
部宣布硕士研究生扩招18.9万人，
这对于本科生来讲，也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就业“分流”的效果。

一些数据也证明了这样的趋
势。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就
业质量报告，校本部总体就业率为
97.62%，从毕业去向分析来看，本
科生以国内升学(43.39%)为主，出
国(境)深造(24.81% )和签约就业
(21.07% )次之。而在清华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国内升学比
例连续两年增长，今年首次突破
60%。

受国际形势以及疫情等因素的
影响，2020年一些高校的出国（境）
深造比例有所下滑。浙江大学
2019 届毕业生出国（境）比例为
12.6%，到了2020年下降至8.72%；
武汉大学毕业生的出国（境）比例，
由2019年的9.37%下降至2020年
的7.79%。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出国
（境）比例由2019年的15.3%下降
至2020年的9.6%。

不再扎堆儿“北上广”

曾经，“北上广”成为不少年轻
人就业的“白月光”，不论是否留在
当地，“去一线城市闯一闯”都是一
个需要打卡的人生选项。然而，记
者观察近几年就业质量报告发现，

“北上广”已不再是一个必选项。如
今，不少“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或者
选择留在大学所在省市，或者选择
去邻近的发达省市。

南京大学就业排名前五的省市
为 江 苏 省（45.45%）、上 海 市
（12.93%）、广东省（9.39%）、浙江省
(8.22%)、北京市（5.93%）。西安交
通大学2020届毕业生在陕西省就
业的比例达39.68%，其中在西安市
就业占比最高，为92.08%。此外，
东部地区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就
业主战场，其中71.92%的毕业生流
向了上海市。在四川大学，西部地
区（64.93%）为2020届毕业生就业
主战场，其中四川省占比52.47%；
其次流向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
浙江省等，占比为28.15%。

对于身处湖北的高校毕业生来

说，这个就业季显得格外特殊。从
就业质量报告来看，在鄂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虽受到疫情影响，但仍大
体保持稳定。

其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武汉大学全校毕业生总就业率
为90.69%，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86.27% ，硕 士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94.80% ，博 士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95.90%。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为93.19%，研究生总体就
业率为97.19%，其中，硕士生就业
率为 97.19%，博士生就业率为
97.24%。

湖北省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并
未减弱，不少毕业生的首选就业
地均是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2020届已就业毕业生选择湖北
的占比超三成。华中科技大学首
选 湖 北 的 本 科 毕 业 生 占 比
33.91%，比 2019年大幅提升6.89
个百分点，首次留鄂比例超过
30%，首次超过广东位居首位。

灵活就业成新趋势

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业等成为毕业
生热门选择。

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单位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与教育居前三。而华中科技
大学的就业报告显示，协议就业人数
最多的则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制造业与教育业。四川大
学流向较多的行业为“信息传输、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教 育 ”
（14.27%）、“ 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 ”
（13.86%）、“制造业”（13.13%）和“教
育”（12.32%）领域。

2020 年 7 月 15 日，国家发改
委等 13 部门发布《关于支持新业

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
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明确支持
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
主就业、分时就业。而对于这一届
毕业生来说，灵活就业的比例越来
越高。

武汉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本
科生选择灵活就业（包括仅出具就
业证明、自由职业、阶段性就业、兼
职就业和自主创业等）的比例达到
5.36%。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毕业生
中，18.66%选择灵活就业，略高于签
协议（合同）就业人数。清华大学本
科生中，签三方就业人数只占7.7%，
而灵活就业人数占到了13.8%，约为
签三方就业人数两倍，达到424人。

“互联网大厂”成名校生“收割机”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