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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6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指标和毕业去向情况 

本章从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和毕业流向二个方面对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1.1  初次就业率 

截止 8 月 31，全校毕业生实现就业总人数 8270 人，就业率 94.75%（其中研究生 98.31%，

本科生 95.05%，专科生 93.63%），见图 1-2。其中测绘地理信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化

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理学院、旅游学院、管理学

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等 11 个学院的研究生实现 100%就业；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动画和酒店管理等 3 个本科专业实现 100%就业，专科就业率在 95%的专业超过

半数。见图 1-1，表 1-2、1-3、1-4。 

 

图 1-1  初次就业率1 

表 1-2 研究生就业率 

学  院 专  业 总人数 就业率（%）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测绘科学与技术 22 100 

100.00  
测绘工程（专） 13 1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4 100 

100.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9 100 

冶金工程 5 100 

材料工程 18 10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分析化学 12 100 

100.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23 100 

化学工程（专硕） 14 100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6 100 100.00  

                                                        
1就业率数据截止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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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专硕） 6 100 

机械工程（专硕） 7 10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 100 

100.00  软件工程（专） 3 100 

计算机技术（专硕） 12 100 

理学院 
统计学 13 100 

100.00  
材料物理与计算科学 3 100 

旅游学院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12 100 

100.00  
风景园林学 6 100 

工商管理 14 100 

旅游管理（专） 19 100 

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4 100 

100.00  工商管理 16 100 

工商管理（专） 73 100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 100 100.00  

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学 4 100 100.00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经济与管理 2 100 10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2 100 

98.73  

水利工程 7 1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35 100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 4 100 

水利工程（专） 8 87.5 

环境工程（专） 13 100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 52 98.08 

97.67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20 95 

地质工程（专） 14 100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42 92.86 

95.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10 100 

城乡规划学 13 100 

风景园林学 2 100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 10 90 

地质工程（专） 6 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22 81.82 81.82  

研究生合计： 652 98.31 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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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本科生就业率 

学  院 专  业 总人数 就业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72 97.67  

98.38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75 100.00  

艺术学院 
动画 34 100.00  

98.33  
艺术设计 326 98.1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给水排水工程                                                 102 97.06  

94.99  

环境工程 86 97.67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75 92.00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文地

质与工程地质） 
76 92.11  

旅游学院 

景观学 77 96.10  

95.63  酒店管理 25 100.00  

旅游管理 218 94.95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测绘工程 137 96.35  

95.69  
地理信息系统 72 94.44  

理学院 

统计学 68 97.06  

95.52  信息与计算科学 72 93.06  

应用物理学 61 96.72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城市规划 85 98.82  

93.95  
工程管理 165 90.91  

建筑学 86 94.19  

土木工程 309 94.17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1 97.71  

96.94  
自动化 98 95.92  

地球科学学院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74 95.95  

91.41  

地质学 38 94.74  

勘查技术与工程 111 90.09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66 89.39  

资源勘查工程 95.00  89.47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广告学 76 93.42  

95.94  行政管理 69 98.55  

社会工作 52 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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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日语 56 96.43  

96.99  
英语 110 97.2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58 98.10  

98.30  生物工程 66 98.48  

应用化学 70 98.5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22 92.62  

93.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4 91.94  

通信工程 123 95.93  

网络工程 81 92.59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84 96.43  

93.08  

房地产经营管理 78 98.72  

工商管理 67 95.52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1 86.14  

会计学 148 92.57  

人力资源管理 87 98.85  

市场营销 104 87.50  

物流管理 39 92.31  

本科合计 4749 95.05  95.05  

 

表 1-4 专科生就业率 

学院 专业 总人数 
就业率

（%） 

南宁分校 

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技术 34 97.06  

电脑艺术设计 30 93.33  

电气自动化技术 65 90.77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52 98.08  

工程测量技术 168 95.83  

工程造价 392 96.17  

工业分析与检验 50 100.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159 96.23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105 92.38  

会计 383 94.26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23 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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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技术 123 92.68  

机械设计与制造 60 96.6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0 94.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70 95.71  

计算机信息管理 32 100.00  

计算机应用技术 138 96.38  

建筑工程技术 348 95.11  

金属矿产地质与勘查技术 39 100.00  

酒店管理 73 94.52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32 96.88  

旅游管理 70 95.71  

模具设计与制造 43 97.67  

商务英语 50 96.00  

市场营销 170 97.65  

市政工程技术 136 94.12  

数控技术 49 95.92  

通信技术 57 100.00  

选矿技术 20 100.00  

岩土工程技术 50 96.00  

冶金技术 56 100.00  

应用电子技术 21 90.48  

应用化工技术 29 72.41  

证券投资与管理 109 89.91  

装潢艺术设计 41 95.12  

专科合计 3327 93.63  

 

1.2  就业流向 

1.2.1  就业地域分布 

我校研究生（本章中所提及的各层次就业人数不包含出国、出境、升学；下同）的就业去

向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在广西就业的 186 人（占 31.21%）；在珠三角地

区就业的 100 人（占 16.78 %）；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 98 人（占 16.44%）；在京津冀就业的 48

人（占 8.05%），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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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 

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在广西就业的 2082 人（占

49.89%）；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 1194 人（占 28.61%）；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 264 人（占 6.33%）；

在京津冀就业的 129 人（占 3.09%）,见图 1-3。 

 

图 1-3  本科就业地域分布 

专科生就业地域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在广西就业人数达到了 1804 人（占 68%），在珠三角

地区就业的 428 人（占 16.13%），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 86 人（占 3.24%），京津冀就业的 41 人

（占 1.55%），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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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专科就业地域分布 

总体上讲，我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地域以两广地区（占 77.34%）为主。 

 

图 1-5 全校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1.2.2  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总体而言，我校毕业生签约单位以企业单位（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为主，在

企业就业比例依次为研究生 67.62%，本科生 90.44%，专科生 94.87%，其中国有企业的比例依次

为：研究生 16.44%，本科生 11.10%，专科生 6.71%。同时，不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就业单位性

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研究生就业单位的主体是私营企业（44.80%）、国有企业（16.44%）、高

等学校（含民办）(12.25%)。本科生就业单位性质排在前三位的是：私营企业（73.35 %）、国有

企业（12.01%）和三资企业（5.08%）。专科生就业单位的主体是私营企业（86.13%）和国有企

业（6.71%），见图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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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图 1-7  本科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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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专科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1.2.3  就业行业分布 

2016 届签约就业的毕业生人数超过 500 人的行业依次为：建筑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这几个行业的就业比例达到了 41.46%，见表 1-5。  

表 1-5  2016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行业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 （%） （%） （%） 

采矿业 30 4.68% 64 1.42% 21 0.66% 115 1.3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10 1.56% 44 0.97% 44 1.39% 98 1.18% 

房地产业 5 0.78% 79 1.75% 203 6.41% 287 3.4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36 5.62% 92 2.04% 58 1.83% 186 2.23% 

建筑业 44 6.86% 536 11.87% 674 21.27% 1254 15.0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13 2.03% 80 1.77% 33 1.04% 126 1.51% 

教育 85 13.26% 106 2.35% 30 0.95% 221 2.65% 

金融业 25 3.90% 88 1.95% 106 3.34% 219 2.6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

服务业 
15 2.34% 214 4.74% 131 4.13% 360 4.32% 

军队 0 0 4 0.09% 2 0.06% 6 0.0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77 12.01% 324 7.18% 39 1.23% 440 5.29% 

农、林、牧、渔业 4 0.62% 39 0.86% 21 0.66% 64 0.77% 

批发和零售业 12 1.87% 239 5.29% 193 6.09% 444 5.3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47 7.33% 146 3.23% 54 1.70% 247 2.97% 

卫生和社会工作 6 0.94% 21 0.47% 22 0.69% 49 0.5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 1.40% 430 9.53% 38 1.20% 477 5.7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68 10.61% 613 13.58% 365 11.52% 1046 12.57% 

制造业 71 11.08% 792 17.55% 288 9.09% 1151 13.83% 

住宿和餐饮业 0 0 57 1.26% 65 2.05% 122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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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7 2.65% 159 3.52% 210 6.63% 386 4.64% 

其它（含升学、创业、

出国、基层项目等） 
67 

10.45% 
387 8.57% 572 18.05% 1026 12.33% 

合计 641 100% 4514 100% 3169 100% 8324 100% 

 

第二章  近几年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情况 

2.1 毕业生落实情况 

2.1.1 毕业生非失业率保持在 94%以上，就业服务工作开展较好。近三年毕业生的非失业率

（约 96%）较稳定，高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约 93%），就业落实情况整体较好。从毕业去

向来看，学校毕业生主要为“受雇全职工作”（约 83%），高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约 77%），

“正在读研和留学”的比例为 9%。从学校求职服务开展情况来看，近年来毕业生求职服务覆盖

面均较广（89%），其中接受比例最高的求职服务为学校组织的招聘会（60%），同时多数求职服

务的有效性均有所提高。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渠道也集中在本校校园招聘会，求职服务开

展效果整体较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业工作的有效落实。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下，

学校需要继续保持求职服务的开展数量与质量，帮助毕业生顺利落实就业。 

另外，当下毕业生的就业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学校能保持非失业率的相对稳定还得益于学

校继续完善就业工作平台，积极开拓就业渠道，贯彻落实“一把手工程”等就业举措。 

近几年毕业生主要在广西就业（约 51%）。从就业去向来看，毕业生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建筑

工程类，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且在建筑业就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学校为该行业的发

展贡献了较多专业人才。 

2.2 就业质量 

毕业生培养目标达成效果较好，就业稳定性较强。学校近几年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约 74%）基本稳定，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68%）相比具有优势，本校专业目标培养达

成效果较好。 

同时，近几年毕业生的离职率（27%）较低且稳定，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25%）基本

持平，本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较强。 

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有待提高。学校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56%，低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61%）。同时，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46%）有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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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49%）相比偏低。从毕业生的自身感受来看，就业质量有待提

高。 

2.3 改进建议 

实践教学仍需完善。有 70%的毕业生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其中物流管理、工程管理、

景观学专业分别有 97%、85%、83%的毕业生期待改进实习实践环节。建议学校进一步整合校内

外资源，强化实践实习，积极探索、构建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为将来更好地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有待提高。学校近三届师生之间的高频交流（“每周至少一次”或“每

月至少一次”）比例（分别为 44%、41%、42%）均有待进一步加强。师生互动既是学生答疑解惑

的渠道，也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及发现自身问题的有效方法。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学生课堂中的注意力，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提升教学培

养效果有着积极影响。建议学校通过增加师生接触的机会、构建朋友型师生关系等多种方式充

分发挥师生交流的积极影响。 

第三章  附表 
 

3.1 学院主要指标趋势分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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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98 94 95 3662 3621 3347 66 68 45 

金属材料工程 — 95 90 — 3841 3848 — 61 3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92 92 93 3203 3559 3938 55 65 61 

本学院平均 95 94 93 3454 3669 3710 61 65 47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1 35 42 23 38 17 76 84 88 

金属材料工程 — — 29 — 20 36 — 89 70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 
40 — 41 43 28 30 73 67 89 

本学院平均 41 44 37 33 31 28 75 80 82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测绘工程 98 98 98 3661 3664 3947 98 89 93 

地理信息系统 89 97 98 4000 3564 3753 — 72 79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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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本学院平均 96 97 98 3726 3624 3863 95 82 87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测绘工程 50 67 56 13 11 18 76 81 80 

地理信息系统 — 32 64 — 6 24 — 67 74 

本学院平均 49 51 60 15 9 21 76 75 77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地球科学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地球科学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93 100 86 3312 4389 4190 77 80 86 

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化

学方向） 
— 85 91 — 3494 3706 — 87 63 

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

理方向） 
— 94 92 — 4158 3611 — 72 79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00 97 100 2488 2748 3371 — 65 86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地球科学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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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资源勘查工程 95 97 99 3159 3402 3302 95 83 60 

本学院平均 96 96 95 3105 3706 3548 87 78 74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地球科学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50 59 — 37 43 — 77 77 95 

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

理方向） 
— 45 44 — 6 35 — 67 80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 55 40 — 36 15 75 92 90 

资源勘查工程 59 49 59 9 22 12 90 84 94 

本学院平均 47 50 54 20 23 27 85 79 91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管理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管理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电子商务 95 92 93 3266 4287 3862 72 82 73 

房地产经营管理 97 100 95 3834 3342 3950 89 76 79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管理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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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工商管理 98 96 90 3302 3048 3647 61 73 68 

国际经济与贸易 97 97 88 3207 3863 3733 55 66 23 

会计学 96 98 98 3385 3691 3881 81 88 92 

人力资源管理 100 93 96 3281 3587 3277 80 76 77 

市场营销 98 95 96 3699 3948 4253 78 68 69 

物流管理 — 94 86 — 3587 3606 — 70 28 

本学院平均 97 96 93 3451 3734 3828 76 75 65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管理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电子商务 65 77 — 43 52 — 62 77 95 

房地产经营管理 — — 47 19 24 45 75 59 88 

工商管理 52 57 39 21 30 28 85 73 87 

国际经济与贸易 — — — 23 26 41 75 71 73 

会计学 61 66 72 13 19 28 80 85 90 

人力资源管理 — — 60 — — 15 93 92 92 

市场营销 56 67 68 38 30 24 73 72 88 

物流管理 — 50 35 — 39 46 — 71 69 

本学院平均 62 59 56 26 29 34 78 76 85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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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

程） 
96 90 93 2636 3344 3756 57 65 — 

化学工程与工艺（石油化

工） 
— 100 94 — 3500 3259 — — — 

生物工程 93 100 94 3556 3591 3440 51 38 47 

应用化学 95 91 90 3020 3671 3108 81 71 72 

本学院平均 94 95 93 3145 3560 3425 63 51 62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生物工程 48 52 67 31 33 19 74 66 82 

应用化学 47 61 — 18 30 — 90 84 90 

本学院平均 43 51 57 29 35 25 84 72 87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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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给水排水工程 98 93 97 2562 3144 3287 93 90 88 

环境工程 98 96 92 2767 3149 3785 86 86 80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00 96 100 3580 2840 3642 94 82 79 

本学院平均 99 95 96 3044 3068 3554 94 86 83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给水排水工程 53 44 53 15 28 21 93 85 98 

环境工程 44 34 54 45 25 23 80 75 90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 — 50 4 8 17 81 69 91 

本学院平均 53 38 52 19 22 21 84 77 93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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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3 91 96 3499 3747 3491 72 79 71 

自动化 97 100 94 3371 3875 4031 79 72 69 

本学院平均 95 95 95 3439 3803 3776 75 76 70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35 41 18 29 33 67 69 80 

自动化 49 42 44 29 54 23 73 90 82 

本学院平均 44 39 42 23 41 28 70 79 81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理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本校平均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理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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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统计学 92 97 96 3493 3074 4429 46 36 62 

信息与计算科学 96 93 95 3687 4079 4142 64 56 39 

应用物理学 100 97 95 3770 3998 4087 44 59 38 

本学院平均 96 96 95 3653 3771 4212 53 51 45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理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统计学 57 50 56 50 32 27 76 88 82 

信息与计算科学 64 67 71 41 38 25 85 66 88 

本学院平均 58 54 62 41 29 24 76 77 83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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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旅游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景观学 100 95 100 3959 3871 3290 82 81 75 

酒店管理 — 93 89 — 4170 3224 — 38 60 

旅游管理 99 99 97 3120 4043 3783 59 51 46 

本学院平均 99 97 96 3436 4029 3535 68 56 57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旅游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景观学 58 53 53 30 32 29 69 78 89 

酒店管理 — — 39 — 33 26 — 67 62 

旅游管理 51 63 67 26 29 24 80 81 78 

本学院平均 53 67 57 27 31 26 76 77 76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旅游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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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广告学 97 100 98 3413 3990 4195 84 83 90 

社会工作 97 100 97 3307 3178 3583 72 67 46 

行政管理 97 93 97 3231 3383 3761 59 68 67 

本学院平均 97 97 97 3328 3587 3879 73 74 71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广告学 — 69 64 43 37 30 62 81 83 

社会工作 44 50 61 28 16 15 80 86 96 

行政管理 70 68 57 43 32 14 77 84 97 

本学院平均 67 64 61 39 30 20 72 84 93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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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城市规划 94 100 95 3525 4105 3571 79 100 93 

工程管理 99 100 95 3176 3004 2925 95 99 94 

建筑学 100 98 100 4413 3941 4318 100 94 100 

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

建筑） 
99 98 97 2912 3006 3197 95 97 95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

程） 
96 97 98 3300 3032 3183 80 82 94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100 97 98 3612 3895 3738 87 100 92 

本学院平均 98 98 97 3255 3278 3248 90 95 94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城市规划 — 75 76 — 24 6 71 86 87 

工程管理 66 60 47 13 17 18 84 87 76 

建筑学 — — — 8 21 — 83 50 60 

土木工程（工业与民用建

筑） 
45 47 55 15 10 14 79 87 87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55 59 71 14 10 24 79 67 88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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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67 70 62 6 21 30 94 93 83 

本学院平均 61 57 57 14 15 18 83 81 81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外国语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外国语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日语 100 94 98 3117 3773 3704 31 48 42 

英语 94 98 92 3454 3534 3885 74 78 78 

本学院平均 96 96 94 3342 3637 3804 58 65 60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外国语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日语 47 67 62 40 50 30 84 84 81 

英语 68 76 74 53 31 35 98 92 92 

本学院平均 61 72 69 48 39 33 93 89 87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外国语学院

本校平均



2016 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主要指标综合评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非失业率、月收入、专业相关度） 

专业名称 
非失业率（%） 月收入（元） 专业相关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电子信息工程 98 92 94 3472 4289 4494 50 65 7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8 98 88 3507 4678 4470 75 80 69 

通信工程 100 98 93 3219 3577 4110 69 59 71 

网络工程 — 92 100 — 4650 5159 — 82 93 

本学院平均 95 95 93 3393 4310 4544 62 71 77 

本校平均 96.6 95.8 94.7 3372 3682 3752 76 74 7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趋势（就业现状满意度、离职率、教学满意度） 

专业名称 
就业现状满意度（%） 离职率（%） 教学满意度（%）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2013 届 2014 届 2015 届 

电子信息工程 65 62 67 31 24 28 68 90 7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4 63 62 32 45 24 76 66 67 

通信工程 47 61 78 16 12 17 72 72 79 

网络工程 — 71 81 — 39 38 — 74 73 

本学院平均 56 63 72 29 31 26 73 77 74 

本校平均 56 55 57 27 28 27 78 78 83 

注：部分专业指标因样本较少而没有包含在内。 

  

非失业率

月收入

专业相关度

就业现状满意度

就业稳定性

教学满意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本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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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学院师生互动情况 

学院名称 
教学 

满意度 
（%） 

学院名称 

师生交流程度（%） 

每周 
至少 
一次 

每月 
至少 
一次 

每学期 
至少 
一次 

每年 
至少 
一次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93 外国语学院 42 20 23 1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3 艺术学院 34 28 22 16 

地球科学学院 91 理学院 12 36 25 2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8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19 26 35 20 

外国语学院 87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13 31 40 16 

管理学院 85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18 26 36 20 

理学院 83 本校平均 17 25 35 23 

本校平均 83 旅游学院 23 18 34 2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2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11 29 34 26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81 地球科学学院 17 23 34 26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81 管理学院 13 25 35 27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77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9 29 42 20 

旅游学院 7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 26 46 1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7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22 33 34 

艺术学院 7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10 44 35 
3.3 求职成功的信息渠道 

本校 2015 届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本校校园招聘会”（31%），其后依

次是“通过专业求职网站”（18%）、“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15%）等。 

 
图 1-9 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渠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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