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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天津市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下发的《关于做好天津市 2023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文件要求,召开多次就业专项会议进行研究，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形成《天津医科大学促进 2023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案》，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推动就业

创业工作提质增效。提高政治站位，把就业工作放在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首位。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以专业特色

为引领,发挥职业引导的作用,全员同心协力、振奋精神、直面挑战、

共克时艰，全力推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一、基本情况

2023 届全校共有毕业生 2631 人（其中本科生 1217 人；研究生 1414

人中，含硕士研究生 1129 人、博士研究生 285 人）。详见图 1-1。

图 1-1 天津医科大学 2023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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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 9 月 1 日，全校毕业去向落实率 85.56%，其中本科生 83.65%，

硕士生 86.18%，博士生 91.23%，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天津医科大学 2023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二）毕业生继续深造情况分析

我校本科生升学比例逐年提高，近三年选择国内升学人数逐年上升，

出国留学比例呈下降趋势。2023 届本科生国内升学人数 728 人，比 2021、

2022 年分别增加 89 人和 62 人；国内升学质量保持稳定，其中考取“985”

“211”院校学生 610 人，占比考研人数 83.79%。如图 1-2、1-3 所示。

图 1-2 天津医科大学 2021-2023 届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情况

学历 总数

毕业去

向落实

率（%）

签约

（%）

升学

（%）

出国

（%）

其他录

用形式

（%）

不就业

拟升学

（%）

其他暂

不就业

（%）

待就业

（%）

本科生 1217 83.65 20.79 59.82 1.81 1.23 4.77 0.08 11.50

硕士生 1129 86.18 52.97 23.74 1.33 8.15 0.09 0 13.73

博士生 285 91.23 84.21 0 1.05 5.96 0 0 8.77

合 计 2631 85.56 41.47 37.86 1.52 4.71 2.24 0.04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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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天津医科大学 2021-2023 届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情况

研究生继续读博情况保持逐年稳步增长，2023 届研究生升学 268 人，

较 2021 届、2022 届分别增加 41 人和 10 人。详见表 1-2。

表 1-2 天津医科大学 2021-2023 届研究生毕业生国内升学情况

（三）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2023 届毕业生专业对口情况较好，到医疗单位就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

高，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本、硕、博毕业生签约单位主要集中在医疗单位，

签约人数比例分别为 40.67%、78.12%和 87.55%。

详见表 1-3。

年份 升学人数 毕业生总数 升学率（%）

2021 227 1063 21.35

2022 258 1067 24.18

2023 268 1129 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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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医院（%） 其他事业单位

（%）

企业、公司

（%）三级 二级 一级

本科生 38.06 0.75 1.87 20.90 38.43

硕士生 77.10 0 1.01 11.59 13.48

博士生 87.55 0 0 12.84 3.50

表 1-3 天津医科大学 2023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四）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2023 届本科毕业生选择留津就业的比例为 58.21%，近三年基本保持

稳定。硕士研究生 23 年选择留津就业情况开始“回暖”，较 21 年提升了

4.82 个百分点，基本与疫情前就业比例持平；博士研究生留津就业比例逐

年增高，较 21 年增涨了 1.98%。如图 1-4、表 1-4 所示。

图 1-4 天津医科大学 2021-2023 届毕业生留津就业情况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立足京

津冀，面向全中国，为“健康中国”建设服务。2023 届就业的本科、硕士、

博士毕业生中，在“京津冀”地区总体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66.42%、54.64%、

64.20%，在“一带一路”地区总体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24.25%、21.88%、

12.06%。详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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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天津医科大学 2023 届毕业生“京津冀”、“一带一路”地区就业情况

二、2023 年就业工作举措

2023 年学校结合一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总要求，秉持“开局

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理念，层层压实责任，细化任务分工，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就业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体制

1、加强就业工作组织领导。学校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

业”“保就业”决策部署，高度重视新形势下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科学

研判，精准落实。2023 年初，校党委书记就在党委常委会上组织大家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就学校就业工作作出总体部署。校长主持召开学校 2023 年度就业工作推

动会议，就就业工作提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

2、优化就业工作队伍。学校全力打造校院两级协同发力的校内就业

工作队伍和研究生“导师第一责任人”、临床培养单位“招、就”挂钩的

校外就业工作队伍，调动全校师生力量和社会各类资源，通过培训、互比、

互学，着力培育专业化、专家化人才队伍。举办面向辅导员的就业形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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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就业政策业务解读，针对性提高队伍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和就业指导的

科学化能力。

（二）创新工作模式，穷尽办法力保就业稳定

1、创新“7 个每周”工作方法。每周各院系党政联席会都要专项研究

推动就业工作情况；每周向主管校领导反馈就业工作进度；每周一向学校

上报就业工作进展情况；每周召开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听取进

度，制定措施；每周校长办公会均听取就业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要求；

每周党委常委会听取就业去向落实率和存在问题，作出指示；每周给各单

位下发：本科生就业去向落实率、研究生就业去向落实率和全市高校就业

排名情况，落实好就业工作。

2、建立“三层”包联机制。建立校领导包联院系，院系领导包联班

级，老师包联学生的逐层包联机制。校领导包联院系，建立工作群，下沉

到包联学院指导工作；院系领导包联班级，加强与各班班长、团支书等主

要学生干部的交流，建立重点关注学生台账，严格“一人一组、一人一策、

面对面指导、精准管控”；老师包联学生，本科生包联老师为班导师，研

究生包联老师为导师，建立就业督导、通报制度，持续指导培养单位完善

“一生一策”，定期对就业进度慢的培养单位、导师进行通报、督导。

3、建立“立体化”职业规划教育体系。职业规划及就业指导课程达

到全覆盖；逐渐形成课堂教学为主体，比赛竞技、讲座指导、实地参观为

辅的教育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面向高年级同学开展“就业力”

工作坊，帮助学生对内自我提升，对外环境探索。重点开展 TTS 就业指导、

“天医雅舍”就业赋能和就业观系列讲座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求职需求。

4、建立“精准化”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学校结合医学生就业需求，

切实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就业指导紧密围绕“生涯规划、求职技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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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体验”三大模块，不间断地开展实践活动。学校着力建设“就业信息网

+微信公众号+就业管理系统”三位一体的信息化平台，每个毕业生均可以

通过手机自主选择意向就业地区、岗位、职位等信息，建立学生求职意愿

数据库，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自动进行匹配，真正实现精准化指导全覆盖。

5、建立“个性化”困难生就业帮扶机制。学校就业中心与资助中心

紧密配合，提出资助育人“水流到头”的工作目标，对 6 类特殊困难群体，

实行一人一档。建立“院系+辅导员+班导师”三级负责机制，制定“一人

一策”精准就业制度。各院系就业负责人落实主动联系一次，提供辅导一

次，向用人单位推荐一次的“三个一”，实现困难生的充分就业。为 244 名

经济困难毕业生发放了求职补贴。

6、创新“一枚公章管到底”就业工作模式。成立就业工作冲刺专班，

党委学工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人事部门齐心协力，创新“一枚公章管

到底”模式。对每名未就业同学实行“全过程专员式”帮扶，从联系用人

单位盖章——学生确认——系统上传——数据更新一条龙服务，最大限度

减少了用人单位和学生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坚持每日以 85%

为目标，连续冲刺 30 天，就业指标冲至 85.56%。

7、增设各类促就业岗位。学校按照科技部、教育部、市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等要求，拨专项资金，结合各二级单位实际情况，积极开发科研助

理岗位；我校申请成为天津市就业见习基地，设置辅导员助理、行政助理、

财务助理等见习岗位 150 个。为深入实施“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按市人

社局相关要求，积极组织非毕业班学生参加实训岗位训练活动，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

8、开拓企业见实习基地。书记、校长率队前往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

公司、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红日药业、和平人力产业园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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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调研走访，设立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完成教育部和市教委“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专项行动”要求共走访 301

家；完成“访企拓岗促就业——2023 天津高校校长系列访谈”之天津医科

大学专场《公仆走进直播间》活动。为学生开发更多就业实习岗位，推动

更多毕业生通过实习实现就业。

三、毕业生质量跟踪情况

近几年来学校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毕业生培养质量进行短期、中期跟

踪调研。全面了解毕业生就业状况和质量，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依据 2022 年对 2021 届毕业生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我校毕业生整体素质

逐年提高，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就业质量较高，毕业生整体现状满意度

高。

（一）整体现状满意度高，工作适应性强。

本校 2018 届-2021 届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分别为 76%、75%、80%、

83%）整体呈上升趋势，体现了本校毕业生对目前现状的满意度高，且均

优于全国“双一流”院校平均水平。本校 2021 届医学类、非医学类专业

毕业生的现状满意度分别为 83%、84%，均较 2020 届的 79%、84%略有所提

升。本校 2021 届毕业生对学习及技能、职业环境、职业人际、职业心态、

职业选择方面的适应性（“完全适应”与“基本适应”之和）均在九成以

上，学校的培养为毕业生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关数

据摘自《麦可思天津医科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二）专业对口率高，就业稳定性好。

本校 2021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90%，远高于全国“双一流”

院校 2021 届平均水平（74%）。大多数就业毕业生能够学以致用，有利于

就业毕业生的中长期职业发展。从不同专业类别来看，医学类、非医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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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别为 92%、76%。（相关数据摘自《麦可

思天津医科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三）就业工作开展充分，服务满意度高。

就业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职业期待，提升求职技能，促

进顺利就业。本校 2018 届-2021 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满意度整体有

所上升，近两届与全国“双一流”院校平均水平（90%）持平，本校就业

服务工作成效较好。（相关数据摘自《麦可思天津医科大学 2021 届毕业

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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