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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就业、创业情况调查及诊改对策研究

——以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周心琳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目的】掌握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毕

业生就业、创业情况，为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就业创业指导提供

参考。【方法】通过问卷、电话、实地访谈等调查方法收集就业、

创业材料。【结果】营销毕业生就业、创业存在行业流动性大、

培养目标与工作岗位脱节、综合素质低、创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对

策】重视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设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就

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积极开展创业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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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影响，2020 年初至今，市场经济低迷，就业形势严峻。

反观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在如此低迷的经济环境下需求仍居高不下，

归根结底是营销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可见营销人才对企业

的发展举足轻重，高校对营销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分析高校市

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创业中的表现，旨在指导市场营销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专业、

优秀的营销人才。本文以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广西

农职院）市场营销专业为例，调查 2017-2019 年市场营销专业毕

业生就业、创业情况，为今后的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就业创业指

导服务工作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电话调查、访谈调查

调查对象：2017-2019 年广西农职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样本数目：321 人

（一）2017 年 -2019 年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关信息（表

1）

表 1　2017 年 -2019 年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

毕业人数 就业率 就业地区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单位规模 就业与专业相关度

2017 年 129 93.02%
区内 外省 私企 国企 其他 100 人以下 100-300 人 其他 相关 不相关

97.5% 2.5% 83.3% 2.5% 14.2% 83.3% 12.5% 4.2% 95.8% 4.2%

2018 年 111 97.29%
区内 外省 私企 国企 其他 100 人以下 100-300 人 其他 相关 不相关

95.4% 4.6% 88.9% 1.9% 9.3% 87% 9.3% 3.7% 97.2% 2.7%

2019 年 81 92.59%
区内 外省 私企 国企 其他 100 人以下 100-300 人 其他 相关 不相关

90.7% 9.3% 91% 2.7% 6.3% 89.34% 5.3% 5.3% 97.3% 2.6%

由调查数据可知，2017-2019 年广西农职院市场营销专业毕

业生总人数 321 人，平均就业率 94.30%，超过九层毕业生选择留

在广西区内工作，极小一部分选择外省；吸纳毕业生的就业主体

是私营企业，国企和其他类型的用工单位占比很小；学生就业单

位的规模以＜ 100 人的中小企业为主；调查可知绝大多数同学所

从事的工作与市场营销专业相关。

通过调查得知，2017-2019 年广西农职院市场营销毕业生

就 业 行 业 房 地 产 38.3%， 批 发 零 售 27.6%， 农 业 21.4%， 其 他

12.7%，学生就业以服务业、农业为主，房地产的发展带来更多营

销就业岗位，越来越多的同学愿意投身农业；就业岗位以销售为

主高达 90.4%，其次是客服 3.8% 和内勤 2.7%；薪酬主要集中在

2000-2500 元之间占 45.1%，薪资水平逐年上升。

二、创业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2017-2019 年市场营销专业创业学生共计 13

人，创业内容有农产品营销、人力资源中介、批发零售等，整体

创业比例偏低。毕业生创业围绕营销专业展开，创业的原因主要

是学生对创业有兴趣，想通过创业实现理想与经济自由。学生还

表示大学期间本人或他人创业基地项目对他们创业有很大帮助，

实习、兼职、创新大赛、创业课程、社团活动也依次对学生创业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就业现状

（一）就业岗位情况

近 3 年来，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 94.3%，就业

形势较好。服务业与农业的销售岗位是营销毕业生工作的首选，

除此之外还有客服、内勤、市场开发、营销策划等岗位供学生选择。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营销人才，销售岗位当之无愧成为市场

需求最旺盛的职位。

（二）收入情况

薪酬方面，由于行业、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的不同，薪酬差

别很大。毕业生早期在广西南宁的起始月薪为 1500-2500 元，随

着业务的熟悉可以上升到 2500-3000 元，调查发现工作一年以上

的毕业生综合薪酬平均 3250 元 / 月。其他发达城市，如广、深、

杭三地也有市场营销的实习基地，小部分实习生毕业后选择留在

当地工作，起始月薪 2500-4000 元，毕业一年后综合薪酬平均可



78 Vol. 4 No. 1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达到 5000 元 / 月，或者更高。

（三）就业地情况

近 3 年，超过九成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广西区内工作，其中南宁

市是首选。外省发达城市虽工作机会多、薪水高，但平均只有 5.5%

的学生选择外留，可见工作机会、就业优势跟挑战是成正比的，想

要留在发达城市享受高薪，势必要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更累的工

作内容、更高的生活成本，而这些都成为学生望而却步选择留在本

地的原因。本地的人脉、环境的熟悉度都成为学生难以走出的舒适圈。

二、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分析

（一）营销专业人才需求旺盛，但行业流动性大

营销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无论何时，企业都需要

大量优秀的营销人才。而市场营销在所有专业中工作的流动性最

为明显。调查发现，很多毕业生参加工作后频繁跳槽，高达 4-5

次 / 年，每份工作时长不超过 3 个月。究其原因，一是营销工作

机会多，门槛低，很多学生因此不够珍惜工作机会；二是与销售

岗位底薪低，要靠业绩挣钱有关。很多毕业生进入销售岗位都面

临开单难，尤其首单更难的窘境，长时间不开单导致工作陷入瓶颈，

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难以渡过此障碍选择跳槽来逃避，而跳

槽后又遇到类似情况，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问题。

（二）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脱节

培养目标与职位岗位脱节，主要体现在部分课堂教学内容在

工作中不会用、用不上；工作中常用的内容课堂上未讲透、学生

未掌握；实训课程学生技能运用不熟练、学生所学技能与实际岗

位运用技能不匹配等。在实训操作中，由于执行、监督、考核机

制的不合理，实践教学效果不理想；实践教学常用虚拟项目开展，

导致实训效果不佳。这一系列原因都导致学生在工作岗位中屡屡

碰壁，营销的各类岗位都有明确的岗位能力要求与技能要求，学

生在校的培养至少要达到岗位的准入门槛才能顺利在岗开展工作。

（三）综合素质低

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初入工作岗位多数从事营销一线工作，

如市场调查、销售等，需要跑市场、拓客、发传单，很耗体力、

耗时间、乏味。很多毕业生由于综合素质不高，难以在艰苦的基

层环境中坚持下来，更难谈磨炼意志，取得工作成果。多数人一

碰到困难就放弃，不懂得自我化解和求助，在工作中得过且过。

（四）创业能力不足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3 年来创业率较低，创业总体积极性不

高，这与学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执行力不无关系，多数学生对

创业政策、流程缺少了解。在校期间，老师未能对学生进行创业

启发和创业引导，创业课程脱离真实创业项目未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部分学生由于害怕创业失败资金打水漂而不敢尝试创业。

三、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诊改对策

（一）重视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认为在校所学的内容难以胜任岗位需求。

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应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改革课程内容，重视

学生岗位能力的培养，重点培养实践能力：

1. 深化校企合作共同育人的理念，深度发掘企业岗位需求，

岗位需要什么学校就培养什么。以理论培养为基础，加大实践技

能教学的比重，让学生熟悉理论知识能走出课堂，培养动手解决

问题的能力能走向工作岗位，胜任工作。

2. 重视教学，优化师资队伍

鼓励教师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工作，参加实践锻炼。培养一批

能高效驾驭理论与实践教学的优秀双师。鼓励企业高管走进校园

给学生讲课，提高学生企业层面的实训技能教学。把课程安排在

企业岗位进行顶岗教学，让学生体验知行合一，提高教学效果。

3. 强化教学效果的考核机制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会”要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教育的

真正目的，不定期举行技能操作比赛、随堂小测、项目执行等。

（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就业竞争中举足轻重，包括专业知识、技

能运用、抗压能力、身体心理素质等，都应重点培养。

1. 入学初期根据专业特点、对应工作岗位需求因地制宜开展

入学教育。让学生趁早理解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和本专业的就业

形势，明确自身学习重点，有目的地培养专项能力。

2. 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为学生提供接近社会团体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就业、创业的

文体活动，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获得自我展示与提升的平台，将活

动与教育相结合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加强学生心理引导，做好积极面对工作中困难的准备，教育

学生正向自我化解难题或求助他人，树立终身学习观。

（三）提升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

1. 分专业分岗位进行就业指导课程，满足不同专业、不同求

职意向人群的就业指导需求。

2. 完善高校就业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构建“企业、学校、

学生”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以学校为中介，让企业与学生进行

招人、就业需求的双向信息交流。

3. 培养专业化的就业指导队伍，为特殊困难的就业学生提供

个性化专项服务。

4. 举办职业生涯规划、招聘模拟、简历设计等比赛强化学生

的求职技能。

（四）创业帮扶

1. 将创业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用创业者思维对创业课程、

双创社团进行引导和管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融入创业理念；

在学生中大力宣传创业政策、创业时事。

2. 加强创业导师的遴选。从优秀双师、校企合作创业导师、

创业项目孵化机构负责人中选取真正有实力的创业导师为学生创

业保驾护航。

3. 建设创业实训平台与鼓励机制。鼓励学生参加“互联网 +”“挑

战杯”等创业大赛，把优秀的创业项目落地执行并给予一定的资

金支持，鼓励学生创业的积极性。

4. 以创业成功案例为标杆，以强大的影响力激发学生的创业

的激情与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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