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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7 届毕业生基本就业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一）毕业生整体规模

2017届毕业生共6981人，其中博士毕业生747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0.70%；

硕士毕业生 2982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2.72%；本科毕业生 3252 人，占毕业

生总人数的 46.58%。详见图 1-1：

图 1-1 2017 届毕业生规模

（二）毕业生性别结构

1.总体性别结构

2017 届有 6981 名毕业生，其中女生 398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7.03%；

男生 3000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2.97%；男女比为 1:1.33。详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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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7 届毕业生性别结构

2.各学历层次性别结构

2017 届毕业生分学历层次性别结构的比例如表 1-1 所示：

表1-1 2017 届毕业生分学历层次性别结构

学历层次 男（%） 女（%） 男女比例

博士毕业生 56.09 43.91 1：0.78

硕士毕业生 39.84 60.16 1：1.51

本科毕业生 42.84 57.16 1：1.33

总计 42.97 57.03 1：1.33

（三）毕业生学院及专业结构

1.毕业生学院结构

2017 届毕业生分布在 33 个学院（研究院/所/中心）：经济学院毕业生人数

最多，有 639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9.15%；其次是商学院，有 558 人，占毕业

生总人数的 7.99%；最少的是金融发展研究院。详见表 1-2：

表 1-2 2017 届总体、不同学历毕业生各学院（研究院/所/中心）人数分布情况

学院 博士 硕士 本科 总体

（研究院/所/中

心）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经济学院 82 10.98 236 7.91 321 9.87 639 9.15

商学院 50 6.69 131 4.39 377 11.59 558 7.99

化学学院 102 13.65 184 6.17 261 8.03 547 7.84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31 4.15 256 8.58 196 6.03 483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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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博士 硕士 本科 总体

（研究院/所/中

心）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院

金融学院 22 2.95 182 6.10 209 6.43 413 5.92

文学院 30 4.02 112 3.76 186 5.72 328 4.70

MBA 中心 0 0.00 327 10.97 0 0.00 327 4.68

生命科学学院 87 11.65 114 3.82 124 3.81 325 4.66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

学院
23 3.08 111 3.72 190 5.84 324 4.64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

程学院
20 2.68 106 3.55 184 5.66 310 4.44

外国语学院 9 1.20 115 3.86 167 5.14 291 4.17

医学院 32 4.28 114 3.82 143 4.40 289 4.14

数学科学学院 17 2.28 78 2.62 180 5.54 275 3.94

法学院 15 2.01 122 4.09 119 3.66 256 3.6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29 3.88 144 4.83 80 2.46 253 3.62

物理科学学院 27 3.61 61 2.05 125 3.84 213 3.05

历史学院 51 6.83 77 2.58 73 2.24 201 2.88

药学院 16 2.14 105 3.52 65 2.00 186 2.66

软件学院 0 0.00 22 0.74 94 2.89 116 1.66

哲学院 24 3.21 32 1.07 52 1.60 108 1.55

旅游与服务学院 5 0.67 45 1.51 57 1.75 107 1.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3.75 31 1.04 23 0.71 82 1.17

MEM 中心 0 0.00 65 2.18 0 0.00 65 0.93

汉语言文化学院 0 0.00 35 1.17 26 0.80 61 0.87

MPACC 中心 0 0.00 59 1.98 0 0.00 59 0.8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15 2.01 28 0.94 0 0.00 43 0.62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

究院
0 0.00 34 1.14 0 0.00 34 0.49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

院
0 0.00 22 0.74 0 0.00 22 0.32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14 1.87 3 0.10 0 0.00 17 0.24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14 1.87 1 0.03 0 0.00 15 0.21

泰达学院 3 0.40 12 0.40 0 0.00 15 0.21

日本研究院 1 0.13 9 0.30 0 0.00 10 0.14

金融发展研究院 0 0.00 9 0.30 0 0.00 9 0.13

总计 747 100.00 2982 100.00 3252 100.00 69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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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士毕业生专业结构

2017 届博士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专业是有机化学和中国史，各有 35 人，均占

博士毕业生总人数的 4.69%。详见下表 1-3：

表 1-3 2017 届博士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化学学院

有机化学 35 4.69

分析化学 19 2.5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6 2.14

无机化学 14 1.87

材料物理与化学 9 1.20

农药学 6 0.80

物理化学 2 0.27

材料学 1 0.13

小计 102 13.65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2 4.28

微生物学 19 2.54

细胞生物学 12 1.61

动物学 10 1.34

遗传学 5 0.67

植物学 5 0.67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 0.27

生态学 1 0.13

生物信息学 1 0.13

小计 87 11.65

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18 2.41

世界经济 18 2.41

金融学 8 1.07

西方经济学 7 0.94

区域经济学 7 0.94

产业经济学 7 0.94

国际贸易学 5 0.67

财政学 4 0.54

劳动经济学 3 0.4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0.27

经济史 2 0.27

城市经济学 1 0.13

小计 82 10.98

历史学院

中国史 35 4.69

世界史 10 1.34

中国古代史 3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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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中国近现代史 2 0.27

专门史 1 0.13

小计 51 6.83

商学院

企业管理 17 2.28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0.94

公司治理 7 0.94

人力资源管理 5 0.67

图书馆学 5 0.67

技术经济及管理 4 0.54

情报学 3 0.40

会计学 2 0.27

小计 50 6.69

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 1.07

外科学 7 0.94

内科学 5 0.67

肿瘤学 5 0.67

细胞生物学 2 0.27

耳鼻咽喉科学 2 0.27

生理学 2 0.27

妇产科学 1 0.13

小计 32 4.28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学 9 1.20

行政管理 7 0.94

政治学理论 6 0.80

社会心理学 2 0.27

中外政治制度 2 0.27

国际关系 2 0.27

人口学 2 0.27

教育经济与管理 1 0.13

小计 31 4.15

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11 1.47

文艺学 6 0.80

中国现当代文学 4 0.54

比较语言学 3 0.40

汉语言文字学 2 0.27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 0.27

高等中文教育 1 0.13

中国文学思想史 1 0.13

小计 30 4.0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 12 1.61

环境工程 6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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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环境管理与经济 6 0.80

生态学 5 0.67

小计 29 3.8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2 1.6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 0.80

中共党史 4 0.54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2 0.27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 0.2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 0.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0.13

小计 28 3.75

物理科学学院

光学 10 1.34

凝聚态物理 5 0.67

理论物理 4 0.54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 0.40

生命信息物理学 2 0.27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2 0.27

材料物理与化学 1 0.13

小计 27 3.61

哲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 9 1.20

逻辑学 5 0.67

美学 4 0.54

科学技术哲学 2 0.27

中国哲学 2 0.27

外国哲学 2 0.27

小计 24 3.21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0 1.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1.07

计算机应用技术 4 0.54

运筹学与控制论 1 0.13

小计 23 3.08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 1.74

保险学 9 1.20

小计 22 2.95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1 1.47

电子科学与技术 8 1.07

光学 1 0.13

小计 20 2.68

数学科学学院

基础数学 6 0.80

统计学 5 0.6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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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生物信息学 2 0.27

计算数学 1 0.13

小计 17 2.28

药学院

化学生物学 10 1.34

微生物学 6 0.80

小计 16 2.14

法学院

法律史 4 0.54

国际法学 4 0.54

刑法学 3 0.40

民商法学 2 0.27

经济法学 2 0.27

小计 15 2.0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6 0.80

无机化学 5 0.67

物理化学 2 0.27

材料学 2 0.27

小计 15 2.01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应用数学 14 1.87

小计 14 1.87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基础数学 10 1.3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0.54

小计 14 1.87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5 0.67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0.40

俄语语言文学 1 0.13

小计 9 1.20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 5 0.67

小计 5 0.67

泰达学院

光学 2 0.27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1 0.13

小计 3 0.40

日本研究院
世界经济 1 0.13

小计 1 0.13

总计 747 100.00

3.硕士毕业生专业结构

2017 届硕士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专业是 MBA 中心的工商管理专业，共有 327

人，占比 10.97%。详见下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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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7 届硕士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MBA 中心
工商管理 327 10.97

小计 327 10.97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99 3.32

应用心理 28 0.94

社会工作 26 0.87

国际关系 26 0.87

行政管理 20 0.67

政治学理论 12 0.40

应用心理学 11 0.37

社会保障 8 0.27

社会学 8 0.27

教育学原理 5 0.17

教育经济与管理 3 0.10

高等教育学 3 0.10

国际政治 2 0.07

人类学 2 0.07

中外政治制度 2 0.07

人口学 1 0.03

小计 256 8.58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50 1.68

国际商务 38 1.27

区域经济学 29 0.97

西方经济学 26 0.87

产业经济学 21 0.70

税务 19 0.64

国际贸易学 15 0.50

财政学 10 0.34

数量经济学 8 0.27

城市经济学 8 0.27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 0.10

政治经济学 3 0.10

经济史 2 0.07

经济思想史 2 0.07

劳动经济学 2 0.07

小计 236 7.91

化学学院

有机化学 67 2.25

材料工程 29 0.97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7 0.91

无机化学 16 0.54

分析化学 16 0.54

化学工程 1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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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材料物理与化学 7 0.23

物理化学 6 0.20

农药学 1 0.03

小计 184 6.17

金融学院

金融 71 2.38

金融学 55 1.84

保险 28 0.94

精算学 14 0.47

保险学 8 0.27

金融工程 6 0.20

小计 182 6.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81 2.72

环境科学 34 1.14

环境管理与经济 23 0.77

安全科学与工程 4 0.13

生态学 2 0.07

小计 144 4.83

商学院

企业管理 49 1.64

会计学 33 1.11

人力资源管理 14 0.47

管理科学与工程 9 0.30

公司治理 9 0.30

情报学 6 0.2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6 0.20

图书馆学 3 0.10

档案学 2 0.07

小计 131 4.39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51 1.71

法律(法学) 20 0.67

民商法学 9 0.30

国际法学 9 0.3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8 0.27

经济法学 6 0.20

诉讼法学 5 0.17

法律史 4 0.13

刑法学 4 0.13

法学理论 3 0.1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 0.10

小计 122 4.09

外国语学院

英语口译 52 1.74

英语语言文学 32 1.07

日语语言文学 1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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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日语口译 8 0.27

俄语语言文学 6 0.2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 0.13

英语笔译 3 0.10

小计 115 3.86

医学院

外科学 41 1.37

内科学 31 1.04

生理学 26 0.87

肿瘤学 5 0.17

口腔临床医学 4 0.13

妇产科学 4 0.13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 0.07

耳鼻咽喉科学 1 0.03

小计 114 3.82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7 0.91

生物工程 25 0.84

微生物学 17 0.57

细胞生物学 9 0.30

遗传学 9 0.30

植物学 9 0.30

动物学 9 0.30

生态学 5 0.17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 0.07

生物信息学 2 0.07

小计 114 3.82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18 0.60

设计学 15 0.50

中国古代文学 14 0.47

中国现当代文学 11 0.37

传播学 10 0.34

汉语言文字学 8 0.27

美术学 8 0.27

新闻学 8 0.2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0.17

文艺学 4 0.1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 0.13

艺术学理论 2 0.07

中国古典文献学 2 0.07

文艺评论与创作 2 0.07

艺术设计 1 0.03

小计 112 3.76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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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 1.07

计算机技术 17 0.57

软件工程 12 0.40

控制工程 10 0.34

运筹学与控制论 6 0.20

小计 111 3.72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1 1.04

光学工程 28 0.94

信息与通信工程 27 0.91

电子与通信工程 18 0.60

光学 2 0.07

小计 106 3.55

药学院

药物化学 62 2.08

生药学 16 0.54

制药工程 14 0.47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3 0.44

小计 105 3.52

数学科学学院

应用统计 32 1.0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0 0.34

应用数学 9 0.30

统计学 8 0.27

基础数学 8 0.27

数理经济 6 0.20

计算数学 3 0.10

生物信息学 2 0.07

小计 78 2.62

历史学院

中国史 40 1.34

世界史 20 0.67

文物与博物馆 14 0.47

考古学 3 0.10

小计 77 2.58

MEM 中心

工程管理 38 1.27

图书情报 27 0.91

小计 65 2.18

物理科学学院

光学 19 0.64

理论物理 14 0.47

凝聚态物理 12 0.40

材料物理与化学 8 0.27

生命信息物理学 4 0.13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2 0.07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 0.03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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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小计 61 2.05

MPACC 中心
会计 59 1.98

小计 59 1.98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 42 1.41

旅游管理硕士 3 0.10

小计 45 1.51

汉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1 0.70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4 0.47

小计 35 1.17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物流工程 11 0.37

产业经济学 11 0.37

物流学 6 0.20

区域经济学 6 0.20

小计 34 1.14

哲学院

逻辑学 8 0.27

外国哲学 5 0.17

中国哲学 5 0.17

马克思主义哲学 5 0.17

伦理学 3 0.10

美学 2 0.07

宗教学 2 0.07

科学技术哲学 2 0.07

小计 32 1.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5 0.17

军事思想 5 0.17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4 0.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 0.10

中共党史 3 0.10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0.1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3 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0.10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2 0.07

小计 31 1.0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8 0.27

物理化学 6 0.20

材料工程 5 0.17

材料学 5 0.17

无机化学 3 0.10

化学工程 1 0.03

小计 28 0.94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金融学 22 0.74

小计 2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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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2 0.74

小计 22 0.74

泰达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 0.13

微生物学 3 0.10

材料物理与化学 2 0.07

凝聚态物理 2 0.07

光学 1 0.03

小计 12 0.40

日本研究院

世界史 4 0.13

世界经济 3 0.10

国际政治 2 0.07

小计 9 0.30

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8 0.27

金融工程 1 0.03

小计 9 0.30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基础数学 2 0.07

理论物理 1 0.03

小计 3 0.10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应用数学 1 0.03

小计 1 0.03

总计 2982 100.00

4.本科毕业生专业结构

2017 届本科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为化学学院的化学专业，共有 158 人，

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4.86%。详见下表 1-5：

表 1-5 2017 届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商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 54 1.66

财务管理 50 1.54

会计学 49 1.51

人力资源管理 45 1.38

工业工程 32 0.98

图书馆学 30 0.92

物流管理 28 0.86

市场营销 27 0.8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3 0.71

工商管理 20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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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电子商务 19 0.58

小计 377 11.59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30 4.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 2.58

财政学 50 1.54

国际商务 27 0.83

法学 15 0.46

工商管理 15 0.46

小计 321 9.87

化学学院

化学 158 4.86

材料化学 51 1.57

分子科学与工程 32 0.98

化学生物学 20 0.62

小计 261 8.03

金融学院

金融学 98 3.01

保险学 76 2.34

金融工程 35 1.08

小计 209 6.43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35 1.08

社会学 33 1.01

国际政治 31 0.95

政治学与行政学 28 0.86

社会工作 26 0.80

城市管理 22 0.68

应用心理学 21 0.65

小计 196 6.03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2.52

智能科学与技术 38 1.17

自动化 35 1.08

信息安全 35 1.08

小计 190 5.84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71 2.18

编辑出版学 2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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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环境设计 25 0.77

广播电视学 24 0.74

视觉传达设计 24 0.74

绘画 13 0.40

小计 186 5.72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0 1.5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35 1.08

通信工程 35 1.08

电子科学与技术 34 1.0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30 0.92

小计 184 5.66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04 3.20

统计学 51 1.57

信息与计算科学 25 0.77

小计 180 5.54

外国语学院

翻译 43 1.32

英语 37 1.14

日语 34 1.05

法语 21 0.65

德语 19 0.58

俄语 13 0.40

小计 167 5.14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28 3.94

口腔医学 15 0.46

小计 143 4.40

物理科学学院

物理学 53 1.63

应用物理学 33 1.01

材料物理 25 0.77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4 0.43

小计 125 3.84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70 2.15

生物技术 54 1.66

小计 124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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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占比（%）

法学院
法学 119 3.66

小计 119 3.66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94 2.89

小计 94 2.8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32 0.98

环境科学 30 0.92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8 0.55

小计 80 2.46

历史学院

世界史 37 1.14

文物与博物馆学 22 0.68

历史学 14 0.43

小计 73 2.24

药学院
药学 65 2.00

小计 65 2.00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 31 0.95

会展经济与管理 26 0.80

小计 57 1.75

哲学院

哲学 33 1.01

逻辑学 19 0.58

小计 52 1.60

汉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5 0.77

对外汉语 1 0.03

小计 26 0.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3 0.71

小计 23 0.71

总计 3252 100.00

（四）生源地结构

2017 届毕业生生源分布在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等 31 个省市。具体分布

如下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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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17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情况

省份 人数 比例(%) 省份 人数 比例(%)

天津市 1412 20.4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20 1.74

河北省 746 10.80 甘肃省 110 1.59

山东省 726 10.51 北京市 109 1.58

河南省 588 8.51 陕西省 104 1.51

山西省 380 5.50 福建省 93 1.35

辽宁省 311 4.50 重庆市 88 1.27

安徽省 263 3.81 云南省 76 1.10

黑龙江省 202 2.92 广东省 71 1.03

湖北省 198 2.87 广西壮族自治区 69 1.00

湖南省 176 2.55 贵州省 69 1.00

四川省 168 2.43 西藏自治区 30 0.43

江西省 166 2.4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7 0.39

吉林省 160 2.32 海南省 25 0.36

江苏省 142 2.06 青海省 9 0.13

内蒙古自治区 141 2.04 上海市 7 0.10

浙江省 121 1.75 总计 6907 100.00

备注：由于有部分博士毕业生属于委培、自筹、在职等情况，没有纳入生源地分析

（五）民族结构

1.总体民族结构

2017 毕业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共 473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6.78%。具体分

布如下表 1-7 所示：

表 1-7 2017 届毕业生民族分布情况

学历 汉族 少数民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博士毕业生 706 94.51 41 5.49

硕士毕业生 2851 95.61 131 4.39

本科毕业生 2951 90.74 301 9.26

总计 6508 93.22 473 6.78

2.少数民族分布

2017 届少数民族毕业生来自满族、回族、蒙古族等 32 个少数民族，其中满

族毕业生人数最多，有 121 人。具体分布如下表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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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17 届毕业生少数民族分布情况

民族 人数 民族 人数 民族 人数

满族 121 侗族 7 仫佬族 1

回族 74 白族 7 傣族 1

蒙古族 56 畲族 5 柯尔克孜族 1

土家族 37 瑶族 4 毛南族 1

维吾尔族 32 布依族 4 拉祜族 1

壮族 26 乌孜别克族 2 鄂温克族 1

藏族 24 达斡尔族 2 鄂伦春族 1

朝鲜族 20 仡佬族 2 水族 1

苗族 18 东乡族 1 撒拉族 1

彝族 10 黎族 1 傈僳族 1

哈萨克族 9 锡伯族 1 总数 473

二、毕业生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一）毕业生就业率

1.各学历毕业生就业率

截止 2017 年 11 月 27 日，2017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96.00%，其中博士毕

业生的就业率为 88.49%；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5.77%；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

为 97.94%。详见下图 1-3：

图 1-3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分布情况



20

2.毕业生分学院及专业就业率

（1）各学院及专业博士毕业生就业率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人数、就业率如下：化学学院、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实现了完全就业，就业率为 100.00%。详

见下表 1-9：

表 1-9 2017 届分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率

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化学学院

有机化学 35 35 100.00

分析化学 19 19 100.0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6 16 100.00

无机化学 14 14 100.00

材料物理与化学 9 9 100.00

农药学 6 6 100.00

物理化学 2 2 100.00

材料学 1 1 100.00

小计 102 102 100.00

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 18 18 100.00

政治经济学 18 18 100.00

金融学 8 8 100.00

产业经济学 7 7 100.00

区域经济学 7 7 100.00

西方经济学 7 7 100.00

国际贸易学 5 5 100.00

财政学 4 4 100.00

劳动经济学 3 3 100.00

经济史 2 2 100.0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 2 100.00

城市经济学 1 1 100.00

小计 82 82 10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2 12 100.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 6 100.00

中共党史 4 4 100.0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 2 100.00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2 2 100.00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 1 10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1 100.00

小计 28 28 100.00

商学院
企业管理 17 17 100.00

公司治理 7 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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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7 100.00

人力资源管理 5 5 100.00

图书馆学 5 5 100.00

技术经济及管理 4 4 100.00

情报学 3 3 100.00

会计学 2 2 100.00

小计 50 50 100.00

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5 5 100.0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3 100.00

俄语语言文学 1 1 100.00

小计 9 9 100.00

医学院

耳鼻咽喉科学 2 2 100.00

妇产科学 1 1 100.00

内科学 5 5 100.00

生理学 2 2 100.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 8 100.00

外科学 7 7 100.00

细胞生物学 2 2 100.00

肿瘤学 4 5 80.00

小计 31 32 96.88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 13 100.00

保险学 8 9 88.89

小计 21 22 95.4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6 6 100.00

环境科学 12 12 100.00

生态学 5 5 100.00

环境管理与经济 4 6 66.67

小计 27 29 93.10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0 10 100.00

运筹学与控制论 1 1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8 87.50

计算机应用技术 3 4 75.00

小计 21 23 91.30

哲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2 2 100.00

外国哲学 2 2 100.00

中国哲学 2 2 100.00

马克思主义哲学 8 9 88.89

逻辑学 4 5 80.00

美学 3 4 75.00

小计 21 24 87.50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 2 2 100.00

教育经济与管理 1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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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社会心理学 2 2 100.00

政治学理论 6 6 100.00

中外政治制度 2 2 100.00

社会学 8 9 88.89

行政管理 5 7 71.43

人口学 1 2 50.00

小计 27 31 87.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2 2 100.00

无机化学 5 5 100.00

物理化学 2 2 100.00

材料物理与化学 4 6 66.67

小计 13 15 86.67

物理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1 1 100.00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2 2 100.00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 3 100.00

生命信息物理学 2 2 100.00

光学 9 10 90.00

理论物理 3 4 75.00

凝聚态物理 3 5 60.00

小计 23 27 85.19

药学院

化学生物学 7 10 70.00

微生物学 6 6 100.00

小计 13 16 81.25

历史学院

专门史 1 1 100.00

中国史 29 35 82.86

世界史 8 10 80.00

中国古代史 2 3 66.67

中国近现代史 1 2 50.00

小计 41 51 80.39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 4 5 80.00

小计 4 5 80.00

法学院

民商法学 2 2 100.00

刑法学 3 3 100.00

法律史 3 4 75.00

国际法学 3 4 75.00

经济法学 1 2 50.00

小计 12 15 80.00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应用数学 11 14 78.57

小计 11 14 78.57

文学院

比较语言学 3 3 100.00

高等中文教育 1 1 100.00

中国文学思想史 1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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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中国古代文学 10 11 90.91

中国现当代文学 3 4 75.00

汉语言文字学 1 2 50.00

文艺学 3 6 50.00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2 50.00

小计 23 30 76.67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1 1 100.00

生物信息学 2 2 100.00

统计学 4 5 80.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 3 66.67

基础数学 4 6 66.67

小计 13 17 76.47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光学 1 1 100.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6 8 75.00

光学工程 8 11 72.73

小计 15 20 75.00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1 1 100.00

生物信息学 1 1 100.00

遗传学 5 5 100.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7 32 84.38

动物学 8 10 80.00

细胞生物学 9 12 75.00

微生物学 10 19 52.63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 2 50.00

植物学 2 5 40.00

小计 64 87 73.56

泰达学院

光学 2 2 100.00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0 1 0.00

小计 2 3 66.67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 4 100.00

基础数学 4 10 40.00

小计 8 14 57.14

日本研究院
世界经济 0 1 0.00

小计 0 1 0.00

总计 661 747 88.49

（2）各学院及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人数、就业率如下：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金融发展研究院、旅游与服务学院等 8个学院实现完全就业，就业率为 100.00%。

详见下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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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2017 届分学院及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金融学 22 22 100.00

小计 22 22 100.00

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工程 1 1 100.00

金融学 8 8 100.00

小计 9 9 100.00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 42 42 100.00

旅游管理硕士 3 3 100.00

小计 45 45 100.00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2 22 100.00

小计 22 22 100.00

商学院

档案学 2 2 100.00

公司治理 9 9 100.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9 9 100.00

会计学 33 33 100.00

企业管理 49 49 100.00

情报学 6 6 100.00

人力资源管理 14 14 100.00

图书馆学 3 3 100.0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6 6 100.00

小计 131 131 100.00

泰达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2 2 100.00

光学 1 1 100.00

凝聚态物理 2 2 100.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 4 100.00

微生物学 3 3 100.00

小计 12 12 100.00

哲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2 2 100.00

伦理学 3 3 100.00

逻辑学 8 8 100.00

马克思主义哲学 5 5 100.00

美学 2 2 100.00

外国哲学 5 5 100.00

中国哲学 5 5 100.00

宗教学 2 2 100.00

小计 32 32 100.00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应用数学 1 1 100.00

小计 1 1 100.00

经济学院

财政学 10 10 100.00

产业经济学 21 21 100.00

城市经济学 8 8 100.00

国际贸易学 15 1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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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国际商务 38 38 100.00

经济史 2 2 100.00

经济思想史 2 2 100.00

劳动经济学 2 2 100.0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 3 100.00

世界经济 50 50 100.00

数量经济学 8 8 100.00

税务 19 19 100.00

西方经济学 26 26 100.00

政治经济学 3 3 100.00

区域经济学 28 29 96.55

小计 235 236 99.58

金融学院

保险 28 28 100.00

保险学 8 8 100.00

金融 71 71 100.00

金融工程 6 6 100.00

精算学 14 14 100.00

金融学 54 55 98.18

小计 181 182 99.45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

院

计算机技术 17 17 100.00

控制工程 10 10 100.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 32 100.00

软件工程 12 12 100.00

运筹学与控制论 6 6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3 34 97.06

小计 110 111 99.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4 4 100.00

环境工程 81 81 100.00

环境科学 34 34 100.00

生态学 2 2 100.00

环境管理与经济 21 23 91.30

小计 142 144 98.61

物理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8 8 100.00

光学 19 19 100.00

光子学与光子技术 1 1 100.00

理论物理 14 14 100.00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 1 100.00

凝聚态物理 12 12 100.00

生命信息物理学 4 4 100.00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1 2 50.00

小计 60 61 98.36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6 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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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日语口译 8 8 100.00

英语笔译 3 3 100.00

英语口译 52 52 100.00

英语语言文学 32 32 100.00

日语语言文学 9 10 90.00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 4 75.00

小计 113 115 98.26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

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18 18 100.00

光学 2 2 100.00

光学工程 28 28 100.00

电子科学与技术 30 31 96.77

信息与通信工程 26 27 96.30

小计 104 106 98.11

MBA 中心
工商管理 321 327 98.17

小计 321 327 98.17

药学院

生药学 16 16 100.00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3 13 100.00

制药工程 14 14 100.00

药物化学 60 62 96.77

小计 103 105 98.10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51 51 100.00

法学理论 3 3 100.00

国际法学 9 9 100.0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 3 100.00

经济法学 6 6 100.00

民商法学 9 9 100.00

诉讼法学 5 5 100.00

刑法学 4 4 100.00

法律(法学) 19 20 95.0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7 8 87.50

法律史 3 4 75.00

小计 119 122 97.54

化学学院

材料工程 29 29 100.00

材料物理与化学 7 7 100.00

分析化学 16 16 100.00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7 27 100.00

化学工程 15 15 100.00

农药学 1 1 100.00

物理化学 6 6 100.00

有机化学 63 67 94.03

无机化学 15 16 93.75

小计 179 184 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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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院

产业经济学 11 11 100.00

物流工程 11 11 100.00

物流学 6 6 100.00

区域经济学 5 6 83.33

小计 33 34 97.06

MEM 中心

工程管理 37 38 97.37

图书情报 26 27 96.30

小计 63 65 96.92

数学科学学院

计算数学 3 3 100.00

生物信息学 2 2 100.00

数理经济 6 6 100.00

统计学 8 8 100.00

应用统计 32 32 100.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9 10 90.00

应用数学 8 9 88.89

基础数学 7 8 87.50

小计 75 78 96.15

医学院

耳鼻咽喉科学 1 1 100.00

妇产科学 4 4 100.00

口腔临床医学 4 4 100.00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 2 100.00

肿瘤学 5 5 100.00

内科学 30 31 96.77

生理学 25 26 96.15

外科学 38 41 92.68

小计 109 114 95.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3 3 100.00

军事思想 5 5 100.00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3 100.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10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 3 100.00

中共党史 3 3 100.00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4 4 100.00

思想政治教育 4 5 80.00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
1 2 50.00

小计 29 31 93.55

MPACC 中心
会计 54 59 91.53

小计 54 59 91.53

汉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0 21 95.24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 14 85.71

小计 32 35 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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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高等教育学 3 3 100.00

国际政治 2 2 100.00

行政管理 20 20 100.00

教育经济与管理 3 3 100.00

教育学原理 5 5 100.00

人口学 1 1 100.00

人类学 2 2 100.00

社会保障 8 8 100.00

社会学 8 8 100.00

应用心理 28 28 100.00

应用心理学 11 11 100.00

中外政治制度 2 2 100.00

国际关系 24 26 92.31

社会工作 24 26 92.31

政治学理论 11 12 91.67

公共管理 79 99 79.80

小计 231 256 90.23

生命科学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 2 100.00

生态学 5 5 100.00

生物信息学 2 2 100.00

遗传学 9 9 100.0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5 27 92.59

微生物学 15 17 88.24

生物工程 21 25 84.00

动物学 7 9 77.78

细胞生物学 7 9 77.78

植物学 6 9 66.67

小计 99 114 86.8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5 5 100.00

化学工程 1 1 100.00

材料物理与化学 7 8 87.50

物理化学 5 6 83.33

材料工程 4 5 80.00

无机化学 2 3 66.67

小计 24 28 85.71

历史学院

考古学 3 3 100.00

世界史 20 20 100.00

文物与博物馆 11 14 78.57

中国史 31 40 77.50

小计 65 77 84.42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5 100.00

汉语言文字学 8 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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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美术学 8 8 100.00

文艺学 4 4 100.00

艺术设计 1 1 100.00

艺术学理论 2 2 100.00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 4 100.00

中国古典文献学 2 2 100.00

中国古代文学 13 14 92.8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0 11 90.91

新闻学 7 8 87.50

传播学 8 10 80.00

设计学 10 15 66.67

新闻与传播 11 18 61.11

文艺评论与创作 1 2 50.00

小计 94 112 83.93

日本研究院

世界史 3 4 75.00

世界经济 2 3 66.67

国际政治 1 2 50.00

小计 6 9 66.67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基础数学 1 2 50.00

理论物理 0 1 0.00

小计 1 3 33.33

总计 2856 2982 95.77

（3）各学院及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2017 届分学院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如下：化学学院、经济学院、软件学院、

外国语学院实现了完全就业，就业率为 100.00%。详见下表 1-11：

表 1-11 2017 届分学院及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化学学院

材料化学 51 51 100.00

分子科学与工程 32 32 100.00

化学 158 158 100.00

化学生物学 20 20 100.00

小计 261 261 100.00

经济学院

财政学 50 50 100.00

法学 15 15 100.00

工商管理 15 15 100.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 84 100.00

国际商务 27 27 100.00

经济学 130 130 100.00

小计 321 32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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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94 94 100.00

小计 94 94 100.00

外国语学院

德语 19 19 100.00

俄语 13 13 100.00

法语 21 21 100.00

翻译 43 43 100.00

日语 34 34 100.00

英语 37 37 100.00

小计 167 167 100.00

物理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 25 25 100.0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4 14 100.00

应用物理学 33 33 100.00

物理学 52 53 98.11

小计 124 125 99.20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35 35 100.00

金融学 98 98 100.00

保险学 74 76 97.37

小计 207 209 99.0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32 32 100.00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18 18 100.00

环境科学 29 30 96.67

小计 79 80 98.75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 22 22 100.00

国际政治 31 31 100.00

行政管理 35 35 100.00

政治学与行政学 28 28 100.00

社会学 32 33 96.97

社会工作 25 26 96.15

应用心理学 20 21 95.24

小计 193 196 98.47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35 35 100.00

自动化 35 35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82 98.78

智能科学与技术 36 38 94.74

小计 187 190 98.42

数学科学学院

统计学 51 51 100.00

数学与应用数学 102 104 98.08

信息与计算科学 24 25 96.00

小计 177 180 98.33

哲学院

逻辑学 19 19 100.00

哲学 32 33 96.97

小计 51 52 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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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53 54 98.15

生物科学 68 70 97.14

小计 121 124 97.58

文学院

编辑出版学 29 29 100.00

广播电视学 24 24 100.00

环境设计 25 25 100.00

绘画 13 13 100.00

视觉传达设计 23 24 95.83

汉语言文学 67 71 94.37

小计 181 186 97.31

医学院

临床医学 126 128 98.44

口腔医学 12 15 80.00

小计 138 143 96.50

旅游与服务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26 26 100.00

旅游管理 29 31 93.55

小计 55 57 96.49

商学院

财务管理 50 50 100.00

电子商务 19 19 100.00

工商管理 20 20 100.00

人力资源管理 45 45 100.00

物流管理 28 28 100.00

图书馆学 29 30 96.67

会计学(国际会计) 52 54 96.30

会计学 47 49 95.9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 23 91.30

工业工程 29 32 90.63

市场营销 23 27 85.19

小计 363 377 96.29

汉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25 25 100.00

对外汉语 0 1 0.00

小计 25 26 96.15

法学院
法学 114 119 95.80

小计 114 119 95.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2 23 95.65

小计 22 23 95.65

药学院
药学 62 65 95.38

小计 62 65 95.38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0 50 100.00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34 35 97.1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8 30 93.33

通信工程 32 35 91.43

电子科学与技术 31 34 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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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研究院/所/中心） 专业 就业人数 总人数 就业率（%）

小计 175 184 95.11

历史学院

世界史 35 37 94.59

历史学 13 14 92.86

文物与博物馆学 20 22 90.91

小计 68 73 93.15

总计 3185 3252 97.94

3.毕业生分性别就业率

博士毕业生中，男生就业率为 87.83%，女生就业率为 89.33%，女生比男生

高 1.50％；硕士毕业生中，男生就业率为 95.96%，女生就业率为 95.65%，男生

比女生高 0.31％；本科毕业生中，男生就业率为 97.20%，女生就业率为 98.49%，

女生比男生高 1.29％。详见下图 1-4：

图 1-4 2017 届毕业生分性别就业率分布情况

4.毕业生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率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中，来自贵州省的毕业生就业率最高，为 100.00%；

其次是湖北省，就业率为 98.99%。分布详见下表 1-12：

表 1-12 2017 届毕业生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率分布状况

省市 毕业生人

数

就业率（%） 省市 毕业生人

数

就业率（%）

贵州省 69 100.00 河北省 746 96.78

湖北省 198 98.99 浙江省 121 96.69

福建省 93 98.92 江苏省 142 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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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毕业生人

数

就业率（%） 省市 毕业生人

数

就业率（%）

云南省 76 98.68 甘肃省 110 96.36

广东省 71 98.59 宁夏回族自治区 27 96.30

辽宁省 311 98.39 海南省 25 96.00

四川省 168 98.21 吉林省 160 95.63

安徽省 263 98.10 黑龙江省 202 95.54

湖南省 176 97.73 北京市 109 95.41

重庆市 88 97.73 陕西省 104 95.19

河南省 588 97.28 山西省 380 94.47

山东省 726 97.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20 94.17

内蒙古自治区 141 97.16 西藏自治区 30 9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69 97.10 青海省 9 88.89

天津市 1412 97.03 上海市 7 71.43

江西省 166 96.99

（二）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1.各学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2017 届毕业生分学历层次来看，博士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以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为主，分别占比为 68.27%和 63.41%；本科毕业生“升

学”最多，占比 38.13%。详见下表 1-13：

表 1-13 2017 届各学历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学历 博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 总体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510 68.27 1891 63.41 538 16.54 2939 42.10

升学 33 4.42 236 7.91 1240 38.13 1509 21.62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73 9.77 340 11.40 649 19.96 1062 15.21

出国、出境 28 3.75 46 1.54 678 20.85 752 10.77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6 2.14 317 10.63 54 1.66 387 5.54

待就业 84 11.24 124 4.16 50 1.54 258 3.70

自主创业 0 0.00 11 0.37 13 0.40 24 0.34

不就业拟升学 0 0.00 1 0.03 12 0.37 13 0.19

自由职业 1 0.13 6 0.20 5 0.15 12 0.17

国家基层项目 0 0.00 1 0.03 8 0.25 9 0.13

其他暂不就业 2 0.27 1 0.03 5 0.15 8 0.11

科研助理 0 0.00 6 0.20 0 0.00 6 0.09

地方基层项目 0 0.00 2 0.07 0 0.00 2 0.03

总计 747 100.00 2982 100.00 3252 100.00 69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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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博士毕业生中毕业去向以“签就业协议就业”人数较多，其中男生比女生多

54 人；硕士毕业生同样以“签就业协议就业”人数较多，女生比男生多 345 人；

本科毕业生中，毕业去向以“升学”人数较多，女生比男生多 200 人。详见下表

1-14：

表 1-14 2017 届不同性别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毕业去向

博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 总计

男生

人数

女生

人数

男生

人数

女生

人数

男生

人数

女生

人数

男生

人数

男生比

例（%）

女生

人数

女生比

例（%）

签就业协议形

式就业
282 228 773 1118 257 281 1312 43.73 1627 40.87

升学 20 13 109 127 520 720 649 21.63 860 21.60

其他录用形式

就业
33 40 93 247 297 352 423 14.10 639 16.05

出国、出境 22 6 18 28 247 431 287 9.57 465 11.68

签劳动合同形

式就业
10 6 133 184 19 35 162 5.40 225 5.65

待就业 50 34 48 76 29 21 127 4.23 131 3.29

自主创业 0 0 8 3 7 6 15 0.50 9 0.23

不就业拟升学 0 0 0 1 8 4 8 0.27 5 0.13

自由职业 1 0 2 4 3 2 6 0.20 6 0.15

国家基层项目 0 0 0 1 4 4 4 0.13 5 0.13

其他暂不就业 1 1 0 1 2 3 3 0.10 5 0.13

科研助理 0 0 3 3 0 0 3 0.10 3 0.08

地方基层项目 0 0 1 1 0 0 1 0.03 1 0.03

总计 419 328 1188 1794 1393 1859 3000 100.00 3981 100.00

3.不同生源地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将 2017 届毕业生生源地与毕业去向进行交叉对比，其中山东省生源毕业生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占比最多，为 56.47%。详见下表 1-15、1-16、1-17、

1-18：

表 1-15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山东省

（%）

河南省

（%）

河北省

（%）

山西省

（%）

湖北省

（%）

陕西省

（%）

安徽省

（%）

湖南省

（%）

内蒙古自

治区（%）

签就业协议

形式就业
56.47 51.19 48.79 46.58 45.45 45.19 44.87 42.61 41.84

升学 17.22 22.62 19.97 18.95 28.28 25.96 26.24 27.27 24.82

其他录用形 13.36 12.76 15.95 16.05 12.63 10.58 17.49 14.77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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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省份 山东省

（%）

河南省

（%）

河北省

（%）

山西省

（%）

湖北省

（%）

陕西省

（%）

安徽省

（%）

湖南省

（%）

内蒙古自

治区（%）

式就业

出国、出境 5.10 6.97 5.09 6.32 10.10 13.46 6.46 10.23 9.22

签劳动合同

形式就业
4.55 3.40 5.50 5.53 2.53 0.00 1.90 2.27 4.26

待就业 2.75 2.72 2.95 5.26 1.01 3.85 1.14 2.27 2.84

自主创业 0.14 0.17 0.54 0.53 0.00 0.00 0.76 0.57 0.00

不就业拟升

学
0.00 0.00 0.13 0.26 0.00 0.96 0.38 0.00 0.00

自由职业 0.00 0.00 0.54 0.26 0.00 0.00 0.38 0.00 0.00

国家基层项

目
0.00 0.00 0.2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暂不就

业
0.00 0.00 0.13 0.00 0.00 0.00 0.38 0.00 0.00

科研助理 0.41 0.00 0.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方基层项

目
0.00 0.17 0.00 0.26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16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辽宁省

（%）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

海南省

（%）

甘肃省

（%）

江西省

（%）

天津市

（%）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江苏省

（%）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40.51 40.00 40.00 38.18 37.95 37.04 37.04 36.62

升学 23.15 21.67 16.00 26.36 28.92 18.84 18.52 26.06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2.54 25.83 24.00 15.45 18.67 14.45 22.22 14.08

出国、出境 16.72 1.67 12.00 13.64 8.43 13.74 14.81 14.79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50 3.33 4.00 2.73 3.01 12.25 0.00 4.23

待就业 0.96 5.00 4.00 3.64 1.81 2.55 3.70 3.52

自主创业 0.96 0.00 0.00 0.00 0.00 0.28 3.70 0.00

不就业拟升学 0.00 0.00 0.00 0.00 1.20 0.35 0.00 0.00

自由职业 0.00 0.83 0.00 0.00 0.00 0.14 0.00 0.70

国家基层项目 0.00 0.83 0.00 0.00 0.00 0.21 0.00 0.00

其他暂不就业 0.64 0.83 0.00 0.00 0.00 0.07 0.00 0.00

科研助理 0.00 0.00 0.00 0.00 0.00 0.07 0.00 0.00

地方基层项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17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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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省份 重庆市

（%）

黑龙江

省（%）

福建省

（%）

贵州省

（%）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吉林省

（%）

云南省

（%）

青海省

（%）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36.36 36.14 35.48 34.78 34.78 34.38 34.21 33.33

升学 25.00 23.76 33.33 15.94 26.09 26.25 22.37 11.11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7.05 15.35 12.90 36.23 23.19 15.00 23.68 22.22

出国、出境 14.77 15.35 15.05 8.70 11.59 16.25 13.16 22.2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41 4.46 1.08 2.90 0.00 3.75 1.32 0.00

待就业 2.27 4.46 1.08 0.00 1.45 4.38 1.32 11.11

自主创业 0.00 0.00 1.08 1.45 0.00 0.00 1.32 0.00

不就业拟升学 0.00 0.00 0.00 0.00 1.45 0.00 0.00 0.00

自由职业 1.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国家基层项目 0.00 0.00 0.00 0.00 1.45 0.00 2.63 0.00

其他暂不就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科研助理 0.00 0.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方基层项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18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四川省

（%）

浙江省（%） 北京市（%） 西藏自治

区（%）

广东省

（%）

上海市

（%）

总计（%）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30.95 30.58 30.28 26.67 25.35 14.29 42.48

升学 23.81 26.45 18.35 3.33 32.39 14.29 21.83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2.02 10.74 12.84 43.33 5.63 0.00 15.38

出国、出境 17.86 22.31 28.44 10.00 30.99 28.57 10.89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57 4.96 5.50 3.33 4.23 14.29 5.59

待就业 1.19 3.31 3.67 6.67 1.41 28.57 2.77

自主创业 0.00 0.83 0.00 3.33 0.00 0.00 0.35

不就业拟升学 0.00 0.00 0.92 0.00 0.00 0.00 0.19

自由职业 0.00 0.83 0.00 0.00 0.00 0.00 0.17

国家基层项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3

其他暂不就业 0.60 0.00 0.00 3.33 0.00 0.00 0.12

科研助理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9

地方基层项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3

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一）签约单位性质分布

1.各学历单位性质分布

2017 届博士毕业生中单位流向以“高等教育单位”为主，占比 52.39%；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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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毕业生中单位流向占比相对较高的有“中小型其他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

（本报告中按企业性质划分的“其他企业”主要是指“民营企业”，下同），分

别占 26.44%和 17.12%；本科毕业生中单位流向占比最高的为“中小型其他企

业”，占 46.19%。详见下表 1-19：

表 1-19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博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高等教育单位 230 52.39 81 3.95 30 3.09

其他事业单位 55 12.53 210 10.24 51 5.25

中小型其它企业 44 10.02 542 26.44 449 46.19

大型国有企业 30 6.83 351 17.12 70 7.2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17 3.87 21 1.02 4 0.41

科研设计单位 14 3.19 8 0.39 9 0.93

一般党政机关 12 2.73 169 8.24 52 5.35

大型其他企业 11 2.51 174 8.49 126 12.96

中小型三资企业 9 2.05 114 5.56 61 6.28

中小型国有企业 6 1.37 154 7.51 64 6.58

大型三资企业 5 1.14 117 5.71 29 2.98

部队 4 0.91 21 1.02 1 0.1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2 0.46 18 0.88 3 0.31

城镇社区 0 0.00 1 0.05 2 0.21

艰苦行业企业 0 0.00 1 0.05 1 0.1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育单位 0 0.00 4 0.20 5 0.51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 0.00 3 0.15 3 0.31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位 0 0.00 1 0.05 0 0.00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0 0.00 60 2.93 12 1.23

总计 439 100.00 2050 100.00 972 100.00

2.各学院单位流向详细划分

（1）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单位性质流向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占比最多的是“高等教育单位”，

其次是“其他事业单位”。数学科学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博士毕业生去“高等教

育单位”占比最大，均为 100.00%；历史学院博士毕业生去“其他事业单位”占

比最大，为 28.57%。详见下表 1-20、1-21、1-22、1-23：

表 1-20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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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数学科

学学院

（%）

外国语

学院（%）

组合数学

研究中心

（%）

法学院

（%）

文学院

（%）

历史学

院（%）

商学院

（%）

高等教育单位 100.00 100.00 87.50 80.00 78.95 71.43 70.00

其他事业单位 0.00 0.00 0.00 0.00 5.26 28.57 13.33

中小型其它企业 0.00 0.00 0.00 0.00 10.53 0.00 3.33

大型国有企业 0.00 0.00 12.50 0.00 0.00 0.00 10.0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科研设计单位 0.00 0.00 0.00 0.00 5.26 0.00 3.33

一般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大型其他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中小型国有企业 0.00 0.00 0.00 20.00 0.00 0.00 0.00

大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21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院系名称 陈省身

数学研

究所（%）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哲学院

（%）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环境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化学学

院（%）

高等教育单位 66.67 66.67 65.00 62.50 58.82 50.00 49.15

其他事业单位 16.67 0.00 15.00 25.00 5.88 6.25 11.86

中小型其它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12.50 18.64

大型国有企业 16.67 0.00 0.00 6.25 0.00 18.75 5.08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科研设计单位 0.00 0.00 5.00 0.00 0.00 6.25 1.69

一般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35.29 0.00 1.69

大型其他企业 0.00 33.33 0.00 0.00 0.00 6.25 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78

中小型国有企业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大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6.25 0.00 0.00 5.08

部队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表 1-22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院系名称 物理科学

学院（%）

药学院

（%）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经济学

院（%）

生命科

学学院

（%）

计算机与控

制工程学院

（%）

高等教育单位 46.67 45.45 42.86 40.98 40.48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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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物理科学

学院（%）

药学院

（%）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经济学

院（%）

生命科

学学院

（%）

计算机与控

制工程学院

（%）

其他事业单位 6.67 0.00 14.29 19.67 11.90 11.11

中小型其它企业 20.00 9.09 14.29 11.48 26.19 11.11

大型国有企业 0.00 0.00 14.29 13.11 0.00 0.0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13.33 18.18 0.00 0.00 4.76 0.00

科研设计单位 6.67 0.00 0.00 4.92 2.38 11.11

一般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3.28 2.38 0.00

大型其他企业 0.00 18.18 14.29 4.92 2.38 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6.67 9.09 0.00 0.00 2.38 11.11

中小型国有企业 0.00 0.00 0.00 0.00 2.38 22.22

大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0.00 2.38 0.0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2.38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1.64 0.00 0.00

表 1-23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院系名称 金融学院

（%）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医学院（%） 泰达学院（%） 总计（%）

高等教育单位 33.33 27.27 21.74 0.00 52.39

其他事业单位 0.00 9.09 17.39 0.00 12.53

中小型其它企业 11.11 9.09 4.35 0.00 10.02

大型国有企业 38.89 9.09 4.35 0.00 6.83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47.83 0.00 3.87

科研设计单位 5.56 9.09 0.00 100.00 3.19

一般党政机关 5.56 9.09 0.00 0.00 2.73

大型其他企业 5.56 9.09 0.00 0.00 2.51

中小型三资企业 0.00 9.09 0.00 0.00 2.05

中小型国有企业 0.00 0.00 0.00 0.00 1.37

大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0.00 1.14

部队 0.00 9.09 4.35 0.00 0.91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0.46

（2）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流向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中小型其他企业”占比最多，其

中哲学院占比最高，为 59.09%；其次是“大型国有企业”，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占比最高，为 47.37%。详见下表 1-24、1-25、1-26、1-27、1-28：

表 1-24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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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哲学院

（%）

药学院

（%）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日本研

究院

（%）

外国语

学院（%）

MBA 中

心（%）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中小型其它企业 59.09 50.70 50.42 50.00 39.76 37.08 33.33

大型国有企业 4.55 2.82 9.24 0.00 3.61 17.50 22.22

其他事业单位 13.64 7.04 5.88 0.00 9.64 2.08 4.76

大型其他企业 0.00 5.63 4.20 50.00 14.46 15.42 7.94

一般党政机关 4.55 11.27 11.76 0.00 6.02 1.67 1.59

中小型国有企业 0.00 0.00 12.61 0.00 1.20 3.33 11.11

大型三资企业 4.55 1.41 3.36 0.00 7.23 16.25 6.35

中小型三资企业 4.55 18.31 0.00 0.00 3.61 4.58 6.35

高等教育单位 4.55 0.00 1.68 0.00 6.02 0.00 3.17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0.00 0.00 0.84 0.00 6.02 0.83 0.0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1.20 0.00 0.0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4.55 2.82 0.00 0.00 1.20 0.83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科研设计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9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42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

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9

表 1-25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物理科

学学院

（%）

生命科

学学院

（%）

经济学

院（%）

法学院

（%）

泰达学

院（%）

化学学

院（%）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中小型其它企业 31.91 30.65 30.20 28.75 28.57 27.59 26.67

大型国有企业 6.38 0.00 31.19 17.50 14.29 12.07 6.67

其他事业单位 6.38 1.61 6.93 8.75 0.00 8.62 0.00

大型其他企业 6.38 6.45 8.42 5.00 28.57 8.62 6.67

一般党政机关 0.00 17.74 5.45 27.50 0.00 6.90 20.00

中小型国有企业 4.26 3.23 8.91 6.25 0.00 4.31 0.00

大型三资企业 2.13 3.23 2.97 2.50 0.00 10.34 13.33

中小型三资企业 17.02 14.52 2.48 2.50 0.00 7.76 13.33

高等教育单位 4.26 4.84 2.48 0.00 0.00 4.31 6.67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14.89 12.90 0.50 0.00 14.29 6.03 6.67

部队 0.00 0.00 0.50 0.00 0.00 0.00 0.0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14.29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1.25 0.00 2.59 0.00

科研设计单位 0.00 3.23 0.00 0.00 0.00 0.00 0.00



41

单位性质 物理科

学学院

（%）

生命科

学学院

（%）

经济学

院（%）

法学院

（%）

泰达学

院（%）

化学学

院（%）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2.13 1.61 0.00 0.00 0.00 0.86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4.2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

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26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旅游与服

务学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软件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MPACC

中心

（%）

国家经济

战略研究

院（%）

中小型其它企业 25.00 21.15 20.00 20.00 17.39 16.67 15.79

大型国有企业 11.11 17.31 12.94 20.00 13.04 20.83 47.37

其他事业单位 2.78 13.46 8.24 0.00 8.70 20.83 10.53

大型其他企业 16.67 11.54 9.41 20.00 0.00 4.17 0.00

一般党政机关 8.33 0.00 1.18 0.00 21.74 12.50 5.26

中小型国有企业 16.67 9.62 16.47 0.00 17.39 16.67 21.05

大型三资企业 2.78 9.62 10.59 30.00 0.00 0.00 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0.00 13.46 14.12 10.00 0.00 0.00 0.00

高等教育单位 5.56 0.00 1.18 0.00 8.70 8.33 0.00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0.00 1.92 0.00 0.00 4.35 0.00 0.00

部队 2.78 0.00 4.71 0.00 8.70 0.00 0.0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5.56 1.92 0.00 0.00 0.00 0.00 0.00

科研设计单位 0.00 0.00 1.18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2.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

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27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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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商学院

（%）

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

院（%）

经济与社

会发展研

究院（%）

金融学

院（%）

历史学

院（%）

文学院

（%）

医学院

（%）

中小型其它企业 15.73 15.68 15.38 13.57 10.81 9.23 6.38

大型国有企业 35.96 9.19 23.08 47.14 0.00 9.23 4.26

其他事业单位 5.62 32.43 19.23 5.00 24.32 6.15 27.66

大型其他企业 4.49 7.57 7.69 9.29 2.70 9.23 2.13

一般党政机关 2.25 19.46 11.54 2.86 21.62 15.38 0.00

中小型国有企业 11.24 4.32 3.85 7.86 21.62 13.85 2.13

大型三资企业 8.99 1.08 7.69 5.00 0.00 0.00 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5.62 0.00 3.85 5.71 0.00 3.08 2.13

高等教育单位 7.87 7.57 3.85 1.43 5.41 13.85 0.00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1.12 0.54 0.00 0.00 8.11 15.38 4.26

部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53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54 0.00 0.00 0.00 0.00 25.53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1.12 1.08 0.00 0.00 5.41 4.62 0.00

科研设计单位 0.00 0.00 3.85 2.14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54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

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28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MEM 中心（%） 汉语言文化学院

（%）

金融发展研究

院（%）

总计（%）

中小型其它企业 5.77 3.57 0.00 26.44

大型国有企业 15.38 3.57 33.33 17.12

其他事业单位 17.31 28.57 0.00 10.24

大型其他企业 5.77 0.00 66.67 8.49

一般党政机关 3.85 10.71 0.00 8.24

中小型国有企业 7.69 7.14 0.00 7.51

大型三资企业 0.00 0.00 0.00 5.71

中小型三资企业 19.23 0.00 0.00 5.56

高等教育单位 17.31 14.29 0.00 3.95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0.00 28.57 0.00 2.93

部队 0.00 0.00 0.00 1.02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1.92 0.00 0.00 1.02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3.85 3.57 0.00 0.88

科研设计单位 0.00 0.00 0.00 0.39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0.00 0.00 0.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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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MEM 中心（%） 汉语言文化学院

（%）

金融发展研究

院（%）

总计（%）

育单位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00 0.00 0.15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5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单

位
1.92 0.00 0.00 0.05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5

（3）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单位性质流向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中小型其他企业”占比最多，为

46.19%。其中生命科学学院占比最高，为 92.86%。详见下表 1-29、1-30、1-31、

1-32：

表 1-29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生命科

学学院

（%）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

软件学

院（%）

历史学

院（%）

汉语言

文化学

院（%）

法学院

（%）

数学科

学学院

（%）

中小型其它企业 92.86 79.41 75.76 62.50 57.14 55.81 54.17

大型其他企业 0.00 2.94 3.03 0.00 14.29 9.30 4.17

大型国有企业 3.57 0.00 0.00 0.00 0.00 4.65 12.50

中小型国有企业 0.00 14.71 0.00 6.25 0.00 2.33 12.50

中小型三资企业 0.00 2.94 3.03 6.25 0.00 0.00 0.00

一般党政机关 0.00 0.00 6.06 25.00 14.29 20.93 0.00

其他事业单位 0.00 0.00 6.06 0.00 0.00 4.65 4.17

高等教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17

大型三资企业 0.00 0.00 3.03 0.00 0.00 0.00 0.00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14.29 0.00 0.00

科研设计单位 3.57 0.00 3.03 0.00 0.00 2.33 0.0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33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0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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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物理科

学学院

（%）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商学院

（%）

金融学

院（%）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文学院

（%）

中小型其它企业 54.17 52.00 52.00 49.06 46.15 44.44 42.31

大型其他企业 4.17 2.00 10.00 7.55 26.15 11.11 26.92

大型国有企业 12.50 4.00 4.67 22.64 7.69 0.00 3.85

中小型国有企业 4.17 4.00 12.67 0.00 4.62 11.11 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8.33 8.00 4.67 5.66 4.62 0.00 7.69

一般党政机关 0.00 2.00 4.00 3.77 1.54 22.22 7.69

其他事业单位 4.17 4.00 5.33 1.89 4.62 0.00 7.69

高等教育单位 4.17 20.00 1.33 0.00 1.54 11.11 0.00

大型三资企业 0.00 4.00 1.33 0.00 1.54 0.00 0.00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

位
4.17 0.00 2.00 1.89 0.00 0.00 3.85

科研设计单位 4.17 0.00 0.00 1.89 1.54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

教育单位
0.00 0.00 0.67 1.89 0.00 0.00 0.00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67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

关
0.00 0.00 0.00 3.77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

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67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1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物理科

学学院

（%）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商学院

（%）

金融学

院（%）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文学

院（%）

药学院

（%）

中小型其它企业 54.17 52.00 52.00 49.06 46.15 44.44 42.31 40.00

大型其他企业 4.17 2.00 10.00 7.55 26.15 11.11 26.92 5.00

大型国有企业 12.50 4.00 4.67 22.64 7.69 0.00 3.85 0.00

中小型国有企业 4.17 4.00 12.67 0.00 4.62 11.11 0.00 20.00

中小型三资企业 8.33 8.00 4.67 5.66 4.62 0.00 7.69 20.00

一般党政机关 0.00 2.00 4.00 3.77 1.54 22.22 7.69 0.00

其他事业单位 4.17 4.00 5.33 1.89 4.62 0.00 7.69 5.00

高等教育单位 4.17 20.00 1.33 0.00 1.54 11.11 0.00 10.00

大型三资企业 0.00 4.00 1.33 0.00 1.54 0.00 0.00 0.00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

位
4.17 0.00 2.00 1.89 0.00 0.00 3.85 0.00

科研设计单位 4.17 0.00 0.00 1.89 1.54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 0.00 0.00 0.67 1.89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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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物理科

学学院

（%）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商学院

（%）

金融学

院（%）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文学

院（%）

药学院

（%）

教育单位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0.67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

关
0.00 0.00 0.00 3.77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

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67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2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化学学

院（%）

外国语

学院

（%）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经济学

院（%）

哲学院

（%）

医学院

（%）

总计

（%）

中小型其它企业 35.80 35.29 35.09 31.82 27.27 22.73 0.00 46.19

大型其他企业 20.99 3.92 24.56 18.18 31.31 4.55 0.00 12.96

大型国有企业 4.94 0.98 3.51 31.82 17.17 9.09 14.29 7.20

中小型国有企业 14.81 3.92 1.75 13.64 2.02 9.09 0.00 6.58

中小型三资企业 1.23 24.51 5.26 0.00 1.01 13.64 0.00 6.28

一般党政机关 13.58 2.94 5.26 0.00 3.03 9.09 0.00 5.35

其他事业单位 6.17 7.84 7.02 4.55 4.04 4.55 71.43 5.25

高等教育单位 1.23 5.88 5.26 0.00 2.02 0.00 0.00 3.09

大型三资企业 0.00 7.84 5.26 0.00 10.10 9.09 0.00 2.98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1.23 1.96 0.00 0.00 0.00 9.09 0.00 1.23

科研设计单位 0.00 2.94 0.00 0.00 0.00 0.00 0.00 0.93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0.00 0.98 0.00 0.00 0.00 0.00 0.00 0.51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98 1.75 0.00 0.00 0.00 14.29 0.41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0.00 0.00 0.00 0.00 0.00 4.55 0.00 0.31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00 3.51 0.00 1.01 0.00 0.00 0.31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1.01 0.00 0.00 0.21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1.75 0.00 0.00 0.00 0.00 0.10

部队 0.00 0.00 0.00 0.00 0.00 4.55 0.00 0.10

3.各生源地的单位性质流向详细划分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占比最多的是“中小型其他企业”和

“大型国有企业”，分别为 29.89%和 13.05%。从不同生源地分析单位性质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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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源地为天津市的毕业生在“中小型其他企业”的占比最多，为 31.38%。

具体分布如下表 1-33、1-34、1-35、1-36 所示：

表 1-33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天津市

（%）

河北省

（%）

山东省

（%）

河南省

（%）

山西省

（%）

辽宁省

（%）

安徽省

（%）

黑龙江

省（%）

中小型其它企业 31.38 29.61 25.67 29.52 31.44 29.63 28.24 33.70

大型国有企业 12.98 11.17 11.62 9.21 18.04 19.26 18.32 17.39

高等教育单位 8.42 10.68 15.50 13.65 7.22 9.63 12.98 8.70

其他事业单位 10.13 7.04 10.17 10.48 6.70 8.15 7.63 9.78

大型其他企业 9.42 10.92 7.26 8.25 6.70 7.41 6.87 10.87

一般党政机关 6.42 9.71 8.47 6.35 7.22 2.22 5.34 5.43

中小型国有企业 6.99 6.31 4.12 4.76 7.73 5.93 6.87 4.35

中小型三资企业 4.14 5.34 5.57 5.71 4.12 3.70 6.11 2.17

大型三资企业 6.56 3.64 4.12 3.81 3.09 6.67 3.82 3.26

一般初、中等教

育单位
0.57 1.70 2.91 5.08 3.61 1.48 1.53 2.17

一般医疗卫生单

位
1.14 1.94 1.94 0.63 1.03 0.00 0.76 2.17

科研设计单位 0.86 0.97 0.97 0.95 0.00 1.48 1.53 0.00

部队 0.14 0.73 0.24 0.63 1.55 2.96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

机关
0.57 0.00 0.97 0.95 0.00 0.74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

中等教育单位
0.14 0.00 0.24 0.00 1.55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

单位
0.00 0.24 0.24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74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

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4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湖北省

（%）

江西省

（%）

湖南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四川省

（%）

贵州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

中小型其它企业 29.59 39.19 28.57 31.51 27.50 44.68 37.04 26.47

大型国有企业 18.37 10.81 11.90 9.59 8.75 6.38 18.52 11.76

高等教育单位 8.16 4.05 4.76 8.22 3.75 8.51 5.56 8.82

其他事业单位 9.18 8.11 15.48 8.22 16.25 2.13 0.00 13.24

大型其他企业 10.20 5.41 11.90 16.44 6.25 17.02 3.70 8.82

一般党政机关 2.04 4.05 4.76 6.85 7.50 4.26 14.81 7.35

中小型国有企业 3.06 12.16 8.33 6.85 12.50 4.26 5.56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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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湖北省

（%）

江西省

（%）

湖南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四川省

（%）

贵州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

中小型三资企业 4.08 8.11 5.95 2.74 7.50 6.38 7.41 8.82

大型三资企业 6.12 1.35 4.76 2.74 3.75 2.13 3.70 1.47

一般初、中等教

育单位
1.02 1.35 0.00 6.85 3.75 2.13 1.85 1.47

一般医疗卫生单

位
2.04 1.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科研设计单位 2.0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部队 2.04 2.70 1.19 0.00 1.25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党政

机关
1.02 1.35 1.19 0.00 1.25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

中等教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5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

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城镇社区 0.00 0.00 1.19 0.00 0.00 2.13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1.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

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5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吉林省

（%）

浙江省

（%）

福建省

（%）

重庆市

（%）

江苏省

（%）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云南省

（%）

北京市

（%）

中小型其它企业 27.27 35.42 35.00 28.26 18.75 33.33 30.30 23.26

大型国有企业 13.64 10.42 12.50 17.39 10.94 6.06 15.15 16.28

高等教育单位 15.15 6.25 10.00 0.00 7.81 12.12 3.03 4.65

其他事业单位 4.55 12.50 12.50 4.35 9.38 3.03 9.09 18.60

大型其他企业 9.09 10.42 12.50 10.87 14.06 0.00 9.09 6.98

一般党政机关 6.06 2.08 0.00 8.70 7.81 6.06 0.00 4.65

中小型国有企业 9.09 4.17 0.00 10.87 9.38 9.09 6.06 6.98

中小型三资企业 4.55 6.25 5.00 8.70 10.94 9.09 24.24 2.33

大型三资企业 4.55 8.33 2.50 2.17 1.56 6.06 3.03 2.33

一般初、中等教育单位 1.52 0.00 2.50 2.17 1.56 3.03 0.00 2.33

一般医疗卫生单位 0.00 0.00 5.00 4.35 3.13 0.00 0.00 2.33

科研设计单位 0.00 2.08 0.00 0.00 0.00 3.03 0.00 6.98

部队 1.52 0.00 0.00 0.00 3.13 0.00 0.00 2.33

县及县以下党政机关 1.52 0.00 0.00 2.17 1.56 6.06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初、中等教

育单位
1.52 0.00 2.50 0.00 0.00 3.03 0.00 0.00

县及县以下事业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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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吉林省

（%）

浙江省

（%）

福建省

（%）

重庆市

（%）

江苏省

（%）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云南省

（%）

北京市

（%）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

单位
0.00 2.0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6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单位性质分布情况

单位性质 陕西省

（%）

西藏自治

区（%）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海南省

（%）

广东省

（%）

上海市

（%）

青海省

（%）

总计（%）

中小型其它企业 21.74 47.06 46.15 33.33 15.00 100.00 0.00 29.89

大型国有企业 17.39 0.00 7.69 16.67 25.00 0.00 33.33 13.05

高等教育单位 13.04 0.00 15.38 8.33 10.00 0.00 33.33 9.84

其他事业单位 13.0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11

大型其他企业 2.17 5.88 15.38 16.67 5.00 0.00 33.33 8.97

一般党政机关 10.87 5.88 7.69 16.67 10.00 0.00 0.00 6.74

中小型国有企业 4.35 17.65 0.00 0.00 10.00 0.00 0.00 6.48

中小型三资企业 2.17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5.32

大型三资企业 2.17 0.00 0.00 0.00 15.00 0.00 0.00 4.37

一般初、中等教

育单位
2.1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8

一般医疗卫生单

位
0.00 0.00 7.69 0.00 0.00 0.00 0.00 1.22

科研设计单位 2.17 5.88 0.00 8.33 0.00 0.00 0.00 0.90

部队 4.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5

县及县以下党政

机关
4.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67

县及县以下初、

中等教育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6

县及县以下事业

单位
0.00 17.65 0.00 0.00 5.00 0.00 0.00 0.17

城镇社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9

艰苦行业企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6

县及县以下医疗

卫生单位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3

（二）签约单位行业分布

1.各学历行业流向

2017 届博士毕业生主要就业行业为“教育”行业，占博士毕业生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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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1%；硕士毕业生在“金融业”的占比最高，为 24.88%；本科毕业生在“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最高，为 18.06%。详见下表 1-37：

表 1-37 2017 届不同学历毕业生单位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行业 博士毕业生

（%）

硕士毕业生

（%）

本科毕业生

（%）

总计（%）

金融业 8.76 24.88 11.87 19.18

教育 56.91 10.89 11.76 16.9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53 10.21 18.06 11.4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38 11.63 7.84 9.65

制造业 5.30 9.27 5.47 7.7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76 7.31 7.64 7.59

房地产业 0.23 3.78 6.71 4.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5.76 2.65 2.79 3.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92 3.19 3.41 2.9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07 2.40 4.44 2.9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46 2.50 2.79 2.32

建筑业 0.46 2.11 3.10 2.18

批发和零售业 0.23 1.62 3.92 2.0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46 1.86 2.68 1.9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46 2.06 1.86 1.8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92 1.57 2.27 1.69

住宿和餐饮业 0.00 0.49 1.96 0.84

军队 0.69 0.83 0.31 0.67

农、林、牧、渔业 0.69 0.39 0.72 0.52

采矿业 0.00 0.34 0.41 0.32

2.各学院的行业流向详细划分

（1）各学院博士毕业生行业流向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中“教育”行业最多，占比为

56.91%，其中占比最高的学院为数学科学学院，为 100.00%。详见下表 1-38、1-39、

1-40：

表 1-38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陈省身

数学研

究所（%）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法学院

（%）

化学

学院

（%）

环境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计算机

与控制

工程学

院（%）

金融

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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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陈省身

数学研

究所（%）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法学院

（%）

化学

学院

（%）

环境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计算机

与控制

工程学

院（%）

金融

学院

（%）

教育 25.00 66.67 57.14 80.00 50.00 50.00 37.50 33.33

金融业 0.00 0.00 0.00 0.00 1.72 6.25 12.50 50.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25.00 0.00 0.00 0.00 20.69 12.50 25.00 0.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制造业 25.00 0.00 28.57 0.00 17.24 6.25 12.50 0.0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8.33 0.00 0.00 0.00 3.45 0.00 0.00 5.56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8.33 33.33 0.00 0.00 0.00 0.00 12.50 0.00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00 0.00 0.00 0.00 0.00 12.50 0.00 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0.00 0.00 10.00 0.00 0.00 0.00 5.56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0.00 6.25 0.00 0.00

军队 8.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00 1.72 0.00 0.00 0.00

建筑业 0.00 0.00 14.29 0.00 0.00 0.00 0.00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00 0.00 0.00 0.00 1.72 0.00 0.00 5.56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0.00 0.00 0.00 1.72 0.00 0.00 0.0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0 0.00 0.00 0.00 1.72 6.25 0.00 0.00

房地产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批发和零售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39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经济学

院（%）

历史学

院（%）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商学院

（%）

生命科

学学院

（%）

数学科

学学院

（%）

泰达学

院（%）

教育 44.26 85.71 66.67 75.00 86.21 42.86 100.00 0.00

金融业 27.87 0.00 33.33 5.00 3.45 4.76 0.00 0.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4.92 3.57 0.00 0.00 3.45 21.43 0.00 100.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0.00 0.00 5.00 0.00 9.52 0.00 0.00

制造业 1.64 0.00 0.00 0.00 0.00 4.76 0.00 0.0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6.56 3.57 0.00 5.00 0.00 2.3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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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经济学

院（%）

历史学

院（%）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商学院

（%）

生命科

学学院

（%）

数学科

学学院

（%）

泰达学

院（%）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64 0.00 0.00 0.00 3.45 7.14 0.00 0.00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4.92 7.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0.00 0.00 5.00 0.00 0.00 0.00 0.00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1.64 0.00 0.00 0.00 3.45 0.00 0.00 0.00

军队 0.00 0.00 0.00 5.00 0.00 2.38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1.64 0.00 0.00 0.00 0.00 2.38 0.00 0.00

建筑业 1.6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0.00 0.00 0.00 0.00 2.38 0.00 0.0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房地产业 1.6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批发和零售业 1.6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40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外国语

学院

（%）

文学院

（%）

物理科

学学院

（%）

药学院

（%）

医学院

（%）

哲学院

（%）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组合数

学研究

中心

（%）

总计

（%）

教育 83.33 76.47 57.14 45.45 21.74 81.25 70.59 87.50 56.91

金融业 0.00 0.00 7.14 0.00 4.35 6.25 0.00 12.50 8.7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0.00 5.88 7.14 18.18 0.00 0.00 0.00 0.00 8.76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0.00 14.29 18.18 65.22 0.00 0.00 0.00 5.76

制造业 0.00 0.00 7.14 18.18 0.00 0.00 0.00 0.00 5.3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0.00 0.00 0.00 0.00 8.70 6.25 29.41 0.00 4.38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00 5.88 7.14 0.00 0.00 0.00 0.00 0.00 2.53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16.67 5.8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5.8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92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0.00 6.25 0.00 0.00 0.92

军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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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外国语

学院

（%）

文学院

（%）

物理科

学学院

（%）

药学院

（%）

医学院

（%）

哲学院

（%）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组合数

学研究

中心

（%）

总计

（%）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69

建筑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6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6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6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6

房地产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3

批发和零售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3

（2）各学院硕士毕业生行业流向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金融业”最多，其中占比最高的

是金融发展研究院，为 100.00%。详见下表 1-41、1-42、1-43、1-44：

表 1-41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金融发

展研究

院（%）

金融学

院（%）

国家经济

战略研究

院（%）

经济学

院（%）

日本研

究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MPACC

中心

（%）

软件

学院

（%）

金融业 100.00 92.81 75.00 70.30 66.67 54.90 44.00 40.0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0.00 1.44 5.00 6.44 0.00 1.96 12.00 0.00

教育 0.00 0.72 0.00 2.97 33.33 5.88 16.00 0.00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00 0.00 0.00 2.97 0.00 25.49 4.00 50.00

制造业 0.00 2.16 0.00 0.99 0.00 1.96 0.00 0.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0.00 0.00 10.00 0.50 0.00 0.00 0.00 0.00

房地产业 0.00 0.72 5.00 4.46 0.00 3.92 8.00 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0.00 5.00 2.48 0.00 1.96 0.00 0.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00 0.72 0.00 0.99 0.00 1.96 4.00 0.00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00 0.00 0.00 1.49 0.00 0.00 0.00 0.00

建筑业 0.00 0.72 0.00 1.98 0.00 0.00 8.00 10.0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0 0.00 0.00 1.98 0.00 1.9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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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金融发

展研究

院（%）

金融学

院（%）

国家经济

战略研究

院（%）

经济学

院（%）

日本研

究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MPACC

中心

（%）

软件

学院

（%）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批发和零售业 0.00 0.00 0.00 0.99 0.00 0.00 0.00 0.00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00 0.00

军队 0.00 0.00 0.00 0.50 0.00 0.00 0.00 0.00

住宿和餐饮业 0.00 0.00 0.00 0.5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50 0.00 0.00 0.00 0.00

采矿业 0.00 0.7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42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经济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

（%）

商学院

（%）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法学院

（%）

MBA 中

心（%）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

院（%）

MEM 中

心（%）

金融业 33.33 32.56 26.23 22.62 20.61 13.89 8.11 8.0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8.33 4.65 1.64 33.33 2.63 13.89 40.54 14.00

教育 4.17 9.30 4.92 0.00 3.07 8.33 12.97 18.00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8.33 13.95 42.62 5.95 8.77 2.78 4.32 8.00

制造业 4.17 2.33 3.28 0.00 23.25 8.33 1.08 4.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8.33 5.81 1.64 2.38 6.58 0.00 4.32 4.00

房地产业 8.33 8.14 3.28 2.38 4.39 22.22 4.86 2.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6.98 1.64 5.95 6.14 16.67 1.62 0.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1.16 0.00 0.00 1.32 2.78 2.16 8.00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4.17 0.00 0.00 0.00 6.14 0.00 4.86 4.00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00 0.00 1.64 1.19 1.32 8.33 2.70 2.00

建筑业 0.00 3.49 0.00 3.57 3.51 0.00 1.08 8.0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50 6.98 6.56 4.76 3.95 0.00 1.62 8.00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0.00 6.56 16.67 0.88 0.00 4.32 0.00

批发和零售业 8.33 2.33 0.00 0.00 4.82 0.00 2.70 4.00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0.44 0.00 1.08 4.00

军队 0.00 0.00 0.00 0.00 0.00 2.78 0.00 0.00

住宿和餐饮业 0.00 1.16 0.00 0.00 1.75 0.00 0.5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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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经济与社会

发展研究院

（%）

商学院

（%）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法学院

（%）

MBA 中

心（%）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

院（%）

MEM 中

心（%）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00 0.44 0.00 1.08 0.00

采矿业 0.00 1.16 0.00 1.19 0.00 0.00 0.00 2.00

表 1-43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物理科

学学院

（%）

文学院

（%）

外国语

学院

（%）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化学学

院（%）

环境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汉语言

文化学

院（%）

历史学

院（%）

金融业 6.52 6.25 6.17 5.75 5.00 4.27 3.70 2.7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0.00 20.31 6.17 0.00 10.00 11.11 18.52 27.03

教育 30.43 31.25 28.40 2.30 18.33 5.98 62.96 24.32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34.78 4.69 9.88 52.87 8.33 5.13 0.00 5.41

制造业 15.22 3.13 7.41 14.94 30.00 7.69 0.00 2.7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10.87 0.00 7.41 11.49 17.50 18.80 7.41 2.70

房地产业 0.00 9.38 2.47 0.00 1.67 5.13 0.00 2.7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4.69 3.70 2.30 0.00 3.42 0.00 5.41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0.00 1.23 0.00 0.83 0.85 0.00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00 1.56 8.64 0.00 2.50 3.42 0.00 8.11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00 12.50 12.35 1.15 0.00 3.42 0.00 13.51

建筑业 0.00 1.56 0.00 0.00 0.00 7.69 3.70 0.0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17 0.00 0.00 3.45 0.00 0.00 0.00 0.00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3.13 0.00 2.30 0.83 1.71 3.70 2.70

批发和零售业 0.00 0.00 3.70 0.00 2.50 0.00 0.00 0.00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1.67 19.66 0.00 2.70

军队 0.00 0.00 1.23 3.45 0.00 0.00 0.00 0.00

住宿和餐饮业 0.00 0.00 1.23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1.56 0.00 0.00 0.00 0.85 0.00 0.00

采矿业 0.00 0.00 0.00 0.00 0.83 0.85 0.00 0.00

表 1-44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药学院

（%）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生命科学

学院（%）

泰达学

院（%）

医学院

（%）

哲学院

（%）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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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业 1.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4.88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9.33 25.00 39.13 14.52 0.00 0.00 9.09 11.63

教育 4.00 18.75 13.04 30.65 14.29 4.26 31.82 10.89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33 12.50 13.04 9.68 14.29 0.00 4.55 10.21

制造业 41.33 37.50 0.00 8.06 28.57 0.00 0.00 9.2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30.67 0.00 4.35 20.97 14.29 12.77 0.00 7.31

房地产业 0.00 0.00 0.00 1.61 0.00 0.00 13.64 3.7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7 0.00 21.74 1.61 0.00 2.13 0.00 3.19

卫生和社会工作 5.33 0.00 0.00 1.61 14.29 61.70 13.64 2.65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33 0.00 0.00 1.61 0.00 0.00 0.00 2.50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00 0.00 0.00 0.00 14.29 0.00 13.64 2.40

建筑业 0.00 0.00 0.00 3.23 0.00 0.00 9.09 2.11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0.00 0.00 1.61 0.00 0.00 0.00 1.86

批发和零售业 1.33 6.25 0.00 1.61 0.00 0.00 0.00 1.62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7

军队 0.00 0.00 8.70 0.00 0.00 19.15 0.00 0.83

住宿和餐饮业 0.00 0.00 0.00 1.61 0.00 0.00 0.00 0.49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1.61 0.00 0.00 4.55 0.39

采矿业 1.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4

（3）各学院本科毕业生行业流向

2017 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的最多，其中占比最高的是软件学院，为 81.82%。详见下表 1-45、1-46、1-47：

表 1-45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软件学

院（%）

环境科

学与工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计算机

与控制

化学学

院（%）

历史学

院（%）

汉语言

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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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院

（%）

程学院（%） 工程学

院（%）

院（%）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81.82 58.82 49.18 48.00 21.36 20.00 16.67

金融业 3.03 2.94 3.28 6.00 0.00 6.67 16.67

教育 0.00 2.94 16.39 22.00 18.45 0.00 16.6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3.03 0.00 3.28 4.00 1.94 20.00 16.6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03 0.00 14.75 2.00 8.74 0.00 0.00

房地产业 0.00 2.94 4.92 0.00 0.97 0.00 16.67

制造业 3.03 2.94 1.64 2.00 6.80 6.67 0.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0 11.76 0.00 0.00 0.00 20.00 0.00

批发和零售业 0.00 2.94 0.00 4.00 13.59 0.00 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0.00 1.64 0.00 3.88 13.33 16.67

建筑业 0.00 0.00 1.64 4.00 0.00 6.67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0.00 0.00 1.64 0.00 0.00 0.00 0.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2.94 1.64 0.00 0.97 6.67 0.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
0.00 0.00 0.00 4.00 1.94 0.00 0.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3.03 11.76 0.00 2.00 3.88 0.00 0.00

住宿和餐饮业 3.03 0.00 0.00 0.00 2.91 0.00 0.0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0.00 0.00 0.00 2.00 10.68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采矿业 0.00 0.00 0.00 0.00 1.94 0.00 0.00

军队 0.00 0.00 0.00 0.00 1.94 0.00 0.00

表 1-46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商学院

（%）

哲学院

（%）

经济学

院（%）

物理科

学学院

（%）

金融学

院（%）

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

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外国语

学院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14.57 13.64 11.11 8.33 5.77 4.94 4.17 3.51

金融业 18.54 18.18 35.35 4.17 25.00 3.70 12.50 12.28

教育 5.30 13.64 4.04 33.33 5.77 13.58 45.83 14.0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
5.96 9.09 7.07 0.00 7.69 16.05 4.17 14.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1.32 0.00 12.12 4.17 13.46 2.47 0.00 5.26

房地产业 9.27 0.00 6.06 0.00 5.77 27.16 0.00 1.75

制造业 12.58 0.00 0.00 8.33 1.92 1.23 0.0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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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商学院

（%）

哲学院

（%）

经济学

院（%）

物理科

学学院

（%）

金融学

院（%）

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

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外国语

学院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9 13.64 2.02 0.00 3.85 6.17 0.00 3.51

批发和零售业 5.30 4.55 1.01 0.00 0.00 7.41 4.17 7.0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62 0.00 2.02 0.00 0.00 0.00 0.00 8.77

建筑业 7.28 4.55 1.01 4.17 9.62 3.70 0.00 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1.99 9.09 3.03 12.50 1.92 4.94 4.17 12.28

卫生和社会工作 2.65 0.00 6.06 8.33 1.92 2.47 0.00 1.7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2.65 4.55 4.04 4.17 0.00 2.47 12.50 1.7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0.66 4.55 0.00 0.00 17.31 0.00 0.00 1.75

住宿和餐饮业 1.32 0.00 4.04 0.00 0.00 1.23 8.33 8.77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1.9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1.01 8.33 0.00 1.23 4.17 1.75

采矿业 0.00 0.00 0.00 4.17 0.00 1.23 0.00 0.00

军队 0.00 4.5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47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学院 法学院

（%）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生命科

学学院

（%）

文学院

（%）

药学院

（%）

医学院

（%）

总计

（%）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06

金融业 4.55 9.09 0.00 3.57 22.22 5.00 0.00 11.87

教育 2.27 0.00 22.22 7.14 22.22 25.00 0.00 11.76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34.09 4.55 22.22 3.57 7.41 0.00 0.00 7.8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6.82 0.00 0.00 67.86 3.70 15.00 14.29 7.64

房地产业 9.09 18.18 0.00 3.57 7.41 10.00 0.00 6.71

制造业 25.00 0.00 22.22 0.00 7.41 10.00 0.00 5.47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9.09 31.82 0.00 14.29 14.81 0.00 0.00 4.44

批发和零售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9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7 18.18 0.00 0.00 0.00 15.00 0.00 3.41

建筑业 0.00 4.55 11.11 0.00 7.41 0.00 0.00 3.10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2.27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2.79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0.00 0.00 0.00 0.00 5.00 85.71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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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法学院

（%）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生命科

学学院

（%）

文学院

（%）

药学院

（%）

医学院

（%）

总计

（%）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9.09 11.11 0.00 7.41 5.00 0.00 2.68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7

住宿和餐饮业 0.00 4.55 0.00 0.00 0.00 0.00 0.00 1.96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55 0.00 0.00 0.00 0.00 5.00 0.00 1.86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11.11 0.00 0.00 0.00 0.00 0.72

采矿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1

军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1

3.各生源地的行业流向详细划分

2017 各生源地毕业生的行业流向“金融业”以及“教育”最多，其中上海

市生源 100.00%流向“金融业”。详细划分见下表 1-48、1-49、1-50、1-51：

表 1-48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生源省份 上海市

（%）

广东省

（%）

湖南省

（%）

重庆市

（%）

浙江省

（%）

江西省

（%）

江苏省

（%）

安徽省

（%）

金融业 100.00 35.00 32.18 30.43 26.53 24.66 24.59 24.24

教育 0.00 10.00 8.05 2.17 16.33 12.33 9.84 20.45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0.00 5.00 8.05 21.74 24.49 13.70 8.20 9.85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0.00 10.00 11.49 13.04 2.04 2.74 6.56 6.06

制造业 0.00 5.00 5.75 4.35 4.08 9.59 3.28 7.5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0.00 0.00 4.60 6.52 4.08 8.22 8.20 6.82

房地产业 0.00 0.00 5.75 6.52 2.04 5.48 3.28 3.79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0 10.00 3.45 6.52 2.04 2.74 6.56 1.5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0 5.00 0.00 0.00 2.04 1.37 1.64 1.52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0.00 0.00 4.60 0.00 4.08 1.37 8.20 3.03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00 5.00 4.60 0.00 2.04 1.37 0.00 0.00

建筑业 0.00 5.00 4.60 4.35 0.00 1.37 1.64 3.03

批发和零售业 0.00 0.00 1.15 0.00 2.04 4.11 3.28 3.03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0.00 5.00 1.15 0.00 2.04 1.37 4.92 2.27

电力、热力、燃气 0.00 5.00 1.15 0.00 4.08 4.11 1.6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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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省份 上海市

（%）

广东省

（%）

湖南省

（%）

重庆市

（%）

浙江省

（%）

江西省

（%）

江苏省

（%）

安徽省

（%）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0.00 0.00 1.15 2.17 2.04 0.00 0.00 2.27

住宿和餐饮业 0.00 0.00 1.15 2.17 0.00 1.37 1.64 1.52

军队 0.00 0.00 1.15 0.00 0.00 1.37 3.28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00 0.00 2.74 3.28 0.00

采矿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49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生源省份 山西省

（%）

福建省

（%）

北京市

（%）

湖北省

（%）

黑龙江

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甘肃省

（%）

吉林

省（%）

金融业 22.51 22.50 21.95 21.00 20.88 20.59 20.37 20.31

教育 15.18 17.50 9.76 15.00 15.38 17.65 11.11 25.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11.52 15.00 7.32 10.00 13.19 14.71 16.67 9.3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
9.42 5.00 9.76 4.00 8.79 11.76 12.96 1.56

制造业 2.62 2.50 4.88 9.00 4.40 5.88 1.85 14.0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5.76 2.50 14.63 10.00 6.59 5.88 5.56 6.25

房地产业 4.19 5.00 0.00 5.00 6.59 0.00 3.70 3.13

卫生和社会工作 1.57 12.50 7.32 5.00 4.40 2.94 0.00 4.6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9 5.00 4.88 2.00 4.40 2.94 3.70 1.5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9 7.50 0.00 2.00 3.30 0.00 5.56 3.1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3.66 2.50 4.88 5.00 5.49 2.94 5.56 4.69

建筑业 3.14 0.00 7.32 3.00 0.00 2.94 3.70 1.56

批发和零售业 2.09 0.00 0.00 2.00 2.20 2.94 1.85 0.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2.09 0.00 2.44 2.00 1.10 0.00 5.56 3.13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3.14 0.00 2.44 0.00 1.10 2.94 0.00 1.5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2.09 0.00 0.00 3.00 1.10 0.00 0.00 0.00

住宿和餐饮业 0.00 2.50 0.00 0.00 0.00 5.88 0.00 0.00

军队 2.09 0.00 2.44 1.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0.00 0.00 1.10 0.00 0.00 0.00

采矿业 0.52 0.00 0.00 1.00 0.00 0.00 1.85 0.00

表 1-50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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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省份 四川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河南省

（%）

陕西省

（%）

辽宁省

（%）

海南省

（%）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

天津市

（%）

金融业 20.00 19.72 19.69 19.15 18.66 18.18 17.91 17.90

教育 13.75 14.08 25.31 19.15 17.16 9.09 16.42 13.68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3.75 15.49 9.06 6.38 14.93 18.18 10.45 10.04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12.50 9.86 8.44 17.02 3.73 9.09 13.43 11.94

制造业 5.00 7.04 9.69 4.26 5.97 0.00 4.48 9.0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2.50 5.63 10.31 4.26 7.46 9.09 8.96 7.28

房地产业 1.25 7.04 2.50 2.13 6.72 18.18 14.93 4.08

卫生和社会工作 7.50 0.00 2.19 2.13 0.00 0.00 2.99 2.0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00 0.00 2.50 4.26 2.99 0.00 0.00 4.95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1.25 7.04 1.88 4.26 2.99 0.00 2.99 3.93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1.25 1.41 1.25 2.13 4.48 0.00 0.00 3.06

建筑业 1.25 2.82 1.56 2.13 3.73 9.09 0.00 1.89

批发和零售业 2.50 1.41 0.63 0.00 1.49 0.00 4.48 2.47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5.00 1.41 0.94 0.00 0.75 0.00 0.00 2.33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75 2.82 0.00 2.13 2.99 0.00 0.00 2.62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2.50 1.41 0.63 2.13 2.24 0.00 1.49 1.16

住宿和餐饮业 0.00 1.41 0.31 2.13 0.00 0.00 1.49 1.16

军队 1.25 0.00 0.63 4.26 2.99 9.09 0.00 0.15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1.56 2.13 0.00 0.00 0.00 0.29

采矿业 0.00 1.41 0.94 0.00 0.75 0.00 0.00 0.00

表 1-51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生源省份 山东省

（%）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河北省

（%）

云南省

（%）

贵州省

（%）

青海省

（%）

西藏自

治区

（%）

总计

（%）

金融业 16.43 15.38 14.91 12.12 2.13 0.00 0.00 19.21

教育 22.22 15.38 18.83 9.09 17.02 33.33 6.25 16.91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7.97 15.38 12.22 33.33 25.53 33.33 6.25 11.44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11.84 7.69 11.00 3.03 4.26 0.00 25.00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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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10.87 7.69 8.56 9.09 4.26 0.00 6.25 7.6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8.45 7.69 9.05 6.06 10.64 0.00 0.00 7.57

房地产业 2.66 0.00 4.65 0.00 4.26 0.00 12.50 4.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4.35 7.69 3.42 0.00 4.26 0.00 0.00 3.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9 0.00 3.42 0.00 2.13 0.00 0.00 2.97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2.42 0.00 1.47 0.00 0.00 0.00 6.25 2.94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0.97 0.00 0.98 6.06 0.00 0.00 12.50 2.33

建筑业 1.45 0.00 1.96 3.03 4.26 33.33 0.00 2.18

批发和零售业 1.93 7.69 2.44 3.03 6.38 0.00 6.25 2.10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1.69 0.00 2.20 0.00 4.26 0.00 0.00 1.92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1 0.00 0.73 6.06 2.13 0.00 6.25 1.80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2.17 7.69 2.69 0.00 8.51 0.00 6.25 1.69

住宿和餐饮业 0.72 0.00 0.49 6.06 0.00 0.00 6.25 0.84

军队 0.24 0.00 0.24 0.00 0.00 0.00 0.00 0.67

农、林、牧、渔业 0.48 7.69 0.49 0.00 0.00 0.00 0.00 0.52

采矿业 0.24 0.00 0.24 3.03 0.00 0.00 0.00 0.32

（三）职位流向

1.各学历职业流向

2017 届博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占比最多的为“教学人员”，占比 47.55%；硕

士毕业生占比较多的为“金融业务人员”，占比 20.74%；本科毕业生职业流向

占比较多的为“金融业务人员”，占比 15.33%。详见下表 1-52：

表 1-52 2017 届各学历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历 博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 总计（%）

其他人员 9.14 22.60 38.90 25.41

金融业务人员 6.43 20.74 15.33 17.26

教学人员 47.55 7.52 5.89 12.49

工程技术人员 3.21 10.21 7.18 8.40

科学研究人员 22.00 5.98 4.12 7.6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20 8.00 7.43 7.05

公务员 1.86 7.44 3.39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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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1.52 4.87 5.81 4.68

经济业务人员 1.52 4.87 5.00 4.45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0.00 2.85 2.34 2.32

法律专业人员 0.34 1.90 2.91 1.97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3.05 1.74 0.56 1.58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0.51 0.67 0.73 0.67

军人 0.51 0.36 0.00 0.28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00 0.20 0.08 0.14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0.00 0.00 0.32 0.09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0.17 0.04 0.00 0.05

2.各学院毕业生职业流向的详细划分

（1）各学院博士毕业生职业流向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职业流向“教学人员”最多，其中占比最高的学

院是外国语学院，为 100.00%。详见下表 1-53、1-54、1-55：

表 1-53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外国语

学院

（%）

组合数

学研究

中心

历史学

院（%）

商学院

（%）

数学科

学学院

（%）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文学院

（%）

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

院（%）

教学人员 100.00 81.82 76.92 76.09 72.73 67.86 65.22 64.00

科学研究人员 0.00 9.09 5.13 13.04 18.18 3.57 17.39 20.00

其他人员 0.00 0.00 2.56 4.35 9.09 3.57 13.04 4.00

金融业务人员 0.00 9.0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工程技术人员 0.00 0.00 0.00 2.17 0.00 0.00 0.00 0.00

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
0.00 0.00 7.69 2.17 0.00 14.29 4.35 4.00

公务员 0.00 0.00 2.56 0.00 0.00 7.14 0.00 8.00

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
0.00 0.00 2.56 0.00 0.00 0.00 0.00 0.00

经济业务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新闻出版和文化

工作人员
0.00 0.00 2.56 0.00 0.00 0.00 0.00 0.00

军人 0.00 0.00 0.00 0.00 0.00 3.57 0.00 0.00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2.17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54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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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陈省身

数学研

究所

（%）

哲学院

（%）

法学院

（%）

环境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药学院

（%）

经济学

院（%）

物理科

学学院

（%）

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

学院（%）

教学人员 62.50 60.00 58.33 45.45 45.45 41.56 40.91 36.84

科学研究人员 25.00 25.00 16.67 27.27 36.36 14.29 22.73 26.32

其他人员 0.00 5.00 8.33 4.55 0.00 3.90 18.18 5.26

金融业务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25.97 4.55 0.00

工程技术人员 12.50 0.00 0.00 22.73 0.00 0.00 13.64 21.05

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
0.00 0.00 0.00 0.00 9.09 0.00 0.00 0.00

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
0.00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务员 0.00 0.00 0.00 0.00 0.00 2.60 0.00 0.00

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
0.00 0.00 0.00 0.00 9.09 0.00 0.00 10.53

经济业务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7.79 0.00 0.00

新闻出版和文化

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2.60 0.00 0.00

军人 0.00 0.00 8.33 0.00 0.00 0.00 0.00 0.00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8.33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1.30 0.00 0.00

表 1-55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化学学

院（%）

生命科

学学院

（%）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

金融学

院（%）

医学院

（%）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泰达学

院（%）

总计

（%）

教学人员 31.65 29.63 23.08 19.05 16.00 9.09 0.00 0.00 47.55

科学研究人员 41.77 38.89 23.08 0.00 12.00 54.55 50.00 100.00 22.00

其他人员 17.72 24.07 23.08 0.00 12.00 0.00 25.00 0.00 9.14

金融业务人员 0.00 0.00 0.00 71.43 0.00 0.00 25.00 0.00 6.43

工程技术人员 1.27 0.00 15.38 0.00 0.00 18.18 0.00 0.00 3.21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5.56 0.00 0.00 56.00 0.00 0.00 0.00 3.05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0.00 0.00 7.69 0.00 0.00 0.00 0.00 0.0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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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 1.27 1.85 0.00 4.76 0.00 9.09 0.00 0.00 1.86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5.06 0.00 7.69 0.00 0.00 0.00 0.00 0.00 1.52

经济业务人员 1.27 0.00 0.00 4.76 4.00 0.00 0.00 0.00 1.52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51

军人 0.00 0.00 0.00 0.00 0.00 9.09 0.00 0.00 0.51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4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7

（2）各学院硕士毕业生职业流向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中，流向“金融业务人员”最多，其中金融学院

毕业生占比最多，为 96.51%；汉语言文化学院主要流向以“教学人员”为主，

占比为 58.62%。详见下表 1-56、1-57、1-58、1-59：

表 1-56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MPACC

中心

（%）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

哲学院

（%）

商学院

（%）

化学学

院（%）

外国语

学院

（%）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其他人员 75.47 46.00 41.67 38.02 34.33 31.00 30.43 29.67

金融业务人员 13.21 2.00 0.00 25.62 2.24 2.00 0.00 3.83

工程技术人员 0.00 37.00 0.00 1.65 9.70 2.00 4.35 1.44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0.00 0.00 33.33 5.79 2.24 18.00 34.78 31.58

教学人员 1.89 1.00 20.83 0.83 14.93 22.00 13.04 4.31

公务员 1.89 0.00 0.00 4.96 3.73 6.00 8.70 18.18

科学研究人员 0.00 8.00 0.00 0.83 24.63 3.00 0.00 3.83

经济业务人员 5.66 0.00 0.00 14.05 0.00 2.00 0.00 2.39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1.89 5.00 0.00 4.13 6.72 3.00 0.00 0.96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0.00 0.00 4.17 2.48 1.49 8.00 0.00 2.39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0.83 0.00 0.00 0.00 0.48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83 0.00 2.00 0.00 0.96

军人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8.7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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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MPACC

中心

（%）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

哲学院

（%）

商学院

（%）

化学学

院（%）

外国语

学院

（%）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57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计算机

与控制

工程学

院（%）

历史学

院（%）

软件学

院（%）

泰达学

院（%）

文学院

（%）

物理科

学学院

（%）

金融发

展研究

院（%）

其他人员 28.13 27.72 26.67 25.00 25.00 22.99 22.64 22.22

金融业务人员 39.06 7.92 0.00 0.00 0.00 1.15 3.77 66.67

工程技术人员 10.94 32.67 0.00 50.00 12.50 4.60 20.75 0.00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1.56 1.98 26.67 0.00 0.00 10.34 0.00 0.00

教学人员 7.81 0.00 15.56 0.00 12.50 32.18 28.30 0.00

公务员 3.13 0.99 24.44 0.00 0.00 16.09 0.00 11.11

科学研究人员 1.56 9.90 0.00 0.00 0.00 1.15 13.21 0.00

经济业务人员 1.56 0.00 0.00 5.00 0.00 0.00 3.77 0.00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4.69 13.86 0.00 20.00 25.00 2.30 7.55 0.00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1.56 0.00 0.00 0.00 0.00 1.15 0.00 0.00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0.00 12.50 1.15 0.00 0.00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00 6.67 0.00 12.50 6.90 0.00 0.00

军人 0.00 4.9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58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

MBA 中

心（%）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医学院

（%）

生命科

学学院

（%）

药学

院（%）

法学

院（%）

汉语言

文化学

院（%）

其他人员 21.05 20.89 19.51 18.52 18.18 18.07 18.02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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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务人员 0.00 20.89 4.88 0.00 0.00 1.20 14.41 0.00

工程技术人员 21.05 14.24 4.88 0.00 7.79 2.41 0.00 0.00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5.26 10.13 14.63 0.00 9.09 3.61 0.90 10.34

教学人员 10.53 1.58 7.32 5.56 28.57 3.61 0.90 58.62

公务员 15.79 3.80 12.20 0.00 9.09 7.23 25.23 6.90

科学研究人员 15.79 0.32 4.88 5.56 24.68 36.14 0.00 0.00

经济业务人员 0.00 9.81 4.88 0.00 0.00 0.00 0.90 0.00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10.53 4.11 9.76 3.70 2.60 22.89 0.00 6.90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0.00 11.71 17.07 0.00 0.00 1.20 0.00 0.00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63 0.00 0.00 0.00 0.00 39.64 0.00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63 0.00 66.67 0.00 3.61 0.00 0.00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军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1.2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59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经济学

院（%）

MEM 中

心（%）

国家经

济战略

研究院

（%）

经济与社

会发展研

究院（%）

金融学

院（%）

日本研

究院

（%）

总计

（%）

其他人员 12.80 8.30 6.35 4.76 3.13 0.58 0.00 22.60

金融业务人员 0.80 65.50 6.35 80.95 12.50 96.51 66.67 20.74

工程技术人员 36.80 0.00 44.44 0.00 3.13 0.00 0.00 10.21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4.80 0.44 4.76 14.29 6.25 0.00 0.00 8.00

教学人员 4.00 1.75 6.35 0.00 3.13 0.58 33.33 7.52

公务员 11.20 5.68 7.94 0.00 6.25 2.33 0.00 7.44

科学研究人员 13.60 0.87 0.00 0.00 6.25 0.00 0.00 5.98

经济业务人员 6.40 12.66 4.76 0.00 56.25 0.00 0.00 4.87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8.80 2.18 12.70 0.00 3.13 0.00 0.00 4.87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0.00 1.75 3.17 0.00 0.00 0.00 0.00 2.85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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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1.59 0.00 0.00 0.00 0.00 1.74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44 1.59 0.00 0.00 0.00 0.00 0.67

军人 0.00 0.44 0.00 0.00 0.00 0.00 0.00 0.36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0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8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4

（3）各学院本科毕业生职业流向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职位中“金融业务人员”较多，占比为

15.33%。详见下表 1-60、1-61、1-62：

表 1-60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周恩来

政府管

理学院

（%）

文学院

（%）

化学学

院（%）

商学院

（%）

历史学

院（%）

数学科

学学院

（%）

外国语

学院

（%）

电子信息

与光学工

程学院（%）

其他人员 72.73 65.17 64.35 58.89 55.56 50.94 41.18 40.51

金融业务人员 2.27 3.37 1.74 11.67 0.00 5.66 4.41 2.53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14.77 5.62 5.22 7.22 0.00 5.66 29.41 2.53

工程技术人员 0.00 1.12 7.83 1.67 0.00 1.89 0.00 24.05

教学人员 3.41 10.11 8.70 1.67 0.00 15.09 8.82 8.86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1.14 0.00 2.61 3.33 0.00 3.77 0.00 6.33

经济业务人员 1.14 3.37 0.87 7.78 5.56 1.89 1.47 5.06

科学研究人员 0.00 0.00 5.22 0.00 0.00 13.21 2.94 6.33

公务员 3.41 3.37 1.74 3.89 27.78 1.89 4.41 1.27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1.14 2.25 1.74 3.33 0.00 0.00 7.35 2.53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3.37 0.00 0.56 5.56 0.00 0.00 0.00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文学艺术工作

人员
0.00 2.2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5.56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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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旅游与

服务学

院（%）

物理科

学学院

（%）

药学院

（%）

软件学

院（%）

汉语言

文化学

院（%）

计算机

与控制

工程学

院（%）

法学院

（%）

其他人员 40.00 37.50 30.56 28.00 26.83 22.22 18.92 12.96

金融业务人员 0.00 25.00 0.00 4.00 7.32 0.00 1.35 3.70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30.00 0.00 0.00 8.00 0.00 11.11 1.35 5.56

工程技术人员 0.00 0.00 2.78 8.00 4.88 0.00 44.59 0.00

教学人员 10.00 0.00 16.67 16.00 0.00 33.33 4.05 1.85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0.00 4.17 44.44 16.00 56.10 11.11 5.41 0.00

经济业务人员 10.00 8.33 0.00 4.00 0.00 11.11 0.00 1.85

科学研究人员 10.00 4.17 5.56 12.00 2.44 0.00 21.62 0.00

公务员 0.00 0.00 0.00 0.00 2.44 11.11 2.70 7.41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4.81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0.00 20.83 0.00 0.00 0.00 0.00 0.00 1.85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4.00 0.00 0.00 0.00 0.00

文学艺术工作

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62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学院 哲学院

（%）

经济学

院（%）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

金融学

院（%）

生命科学

学院（%）

医学院

（%）

总计

（%）

其他人员 12.00 9.91 5.56 3.03 0.00 0.00 38.90

金融业务人员 8.00 77.48 2.78 77.27 3.23 0.00 15.33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52.00 0.90 0.00 3.03 12.90 0.00 7.43

工程技术人员 0.00 0.00 25.00 0.00 29.03 0.00 7.18

教学人员 12.00 0.00 8.33 1.52 6.45 0.00 5.89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4.00 0.00 0.00 1.52 12.90 0.00 5.81

经济业务人员 0.00 4.50 44.44 9.09 9.68 0.00 5.00

科学研究人员 0.00 0.90 0.00 1.52 12.90 14.29 4.12

公务员 8.00 4.50 0.00 3.03 0.00 0.00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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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人员 0.00 0.90 0.00 0.00 0.00 0.00 2.91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0.00 0.90 5.56 0.00 6.45 0.00 2.34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4.00 0.00 8.33 0.00 0.00 0.00 0.73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85.71 0.56

文学艺术工作

人员
0.00 0.00 0.00 0.00 6.45 0.00 0.32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8

3.各生源地的职位流向详细划分

2017 届各生源地毕业生流向“金融业务人员”较多，占比最高的是上海市，

为 50.00%。具体分布如下表 1-63、1-64、1-65、1-66 所示：

表 1-63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上海市

（%）

西藏自

治区

（%）

四川省

（%）

海南省

（%）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

云南省

（%）

安徽省

（%）

黑龙

江省

（%）

其他人员 50.00 40.91 36.17 35.29 33.73 33.33 31.36 30.97

金融业务人员 50.00 22.73 20.21 29.41 25.30 17.78 21.89 15.93

教学人员 0.00 0.00 9.57 0.00 15.66 6.67 8.88 13.27

工程技术人员 0.00 0.00 4.26 5.88 4.82 17.78 8.28 7.08

科学研究人员 0.00 0.00 0.00 0.00 2.41 0.00 8.28 7.08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0.00 27.27 3.19 11.76 2.41 4.44 2.96 9.73

公务员 0.00 4.55 6.38 5.88 9.64 2.22 2.96 2.65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0.00 4.55 2.13 5.88 2.41 4.44 4.73 4.42

经济业务人员 0.00 0.00 4.26 5.88 1.20 6.67 4.73 4.42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0.00 0.00 3.19 0.00 0.00 2.22 0.59 1.77

法律专业人员 0.00 0.00 4.26 0.00 1.20 2.22 1.78 1.77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0.00 5.32 0.00 1.20 0.00 1.78 0.00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2.22 1.18 0.00

军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00 1.06 0.00 0.00 0.00 0.00 0.00

文学艺术工作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5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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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88

表 1-64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甘肃省

（%）

湖北省

（%）

北京

市（%）

福建

省（%）

湖南

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贵州省

（%）

山西省

（%）

其他人员 30.65 30.51 28.30 28.26 27.88 27.50 27.45 26.46

金融业务人员 16.13 22.03 24.53 23.91 27.88 15.00 13.73 13.23

教学人员 6.45 11.86 3.77 10.87 10.58 0.00 9.80 16.73

工程技术人员 9.68 4.24 7.55 8.70 5.77 5.00 11.76 10.51

科学研究人员 4.84 8.47 5.66 10.87 6.73 15.00 7.84 5.84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6.45 3.39 5.66 0.00 3.85 12.50 9.80 7.00

公务员 12.90 2.54 1.89 2.17 0.96 5.00 1.96 6.23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4.84 3.39 1.89 6.52 4.81 5.00 9.80 3.11

经济业务人员 1.61 2.54 1.89 2.17 3.85 7.50 3.92 3.50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1.61 3.39 0.00 0.00 0.96 2.50 1.96 1.56

法律专业人员 1.61 2.54 7.55 0.00 1.92 2.50 1.96 3.50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0.00 3.39 3.77 6.52 2.88 2.50 0.00 1.56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1.61 0.00 3.77 0.00 1.92 0.00 0.00 0.39

军人 0.00 0.85 3.77 0.00 0.00 0.00 0.00 0.39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00 0.8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文学艺术工作

人员
1.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65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天津市

（%）

江苏省

（%）

河北省

（%）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江西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吉林

省（%）

其他人员 26.15 25.97 25.58 25.00 24.74 24.72 24.72 21.43

金融业务人员 17.32 18.18 11.43 25.00 18.56 19.10 12.36 16.67

教学人员 6.82 9.09 15.12 6.25 7.22 10.67 8.99 16.67

工程技术人员 9.50 10.39 8.91 6.25 8.25 6.18 8.99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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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省份 天津市

（%）

江苏省

（%）

河北省

（%）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江西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吉林

省（%）

科学研究人员 4.58 5.19 11.24 0.00 7.22 4.49 7.87 9.52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10.06 2.60 6.78 12.50 7.22 11.80 6.74 9.52

公务员 6.15 6.49 7.17 6.25 2.06 3.93 7.87 4.76

其他专业技术

人员
5.14 3.90 5.43 6.25 9.28 6.18 8.99 2.38

经济业务人员 5.03 7.79 3.29 6.25 9.28 4.49 7.87 3.57

商业和服务业

人员
3.80 0.00 1.16 0.00 4.12 5.62 1.12 2.38

法律专业人员 2.79 2.60 1.74 0.00 1.03 0.00 2.25 2.38

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1.45 2.60 1.36 6.25 1.03 0.00 1.12 1.19

新闻出版和文

化工作人员
0.56 2.60 0.58 0.00 0.00 1.69 1.12 2.38

军人 0.11 1.30 0.19 0.00 0.00 1.12 0.00 0.00

生产和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
0.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文学艺术工作

人员
0.11 1.3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农林牧渔业技

术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66 2017 届不同生源地毕业生职业流向分布情况

生源省份 陕西省

（%）

山东省

（%）

广东省

（%）

青海省

（%）

河南省

（%）

重庆市

（%）

浙江省

（%）

总计（%）

其他人员 21.05 20.15 20.00 20.00 19.80 18.00 17.86 25.44

金融业务人员 19.30 15.30 36.00 0.00 15.23 32.00 26.79 17.28

教学人员 12.28 19.03 4.00 20.00 22.08 4.00 16.07 12.48

工程技术人员 8.77 6.90 4.00 20.00 9.39 14.00 7.14 8.37

科学研究人员 7.02 11.19 4.00 0.00 12.69 0.00 8.93 7.58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
7.02 5.97 4.00 20.00 4.82 4.00 5.36 7.06

公务员 7.02 6.72 8.00 0.00 4.06 10.00 3.57 5.54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5.26 3.73 4.00 0.00 3.81 4.00 5.36 4.69

经济业务人员 1.75 3.92 12.00 20.00 4.82 10.00 3.57 4.46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3.51 3.17 4.00 0.00 1.02 0.00 1.79 2.32

法律专业人员 1.75 1.87 0.00 0.00 0.51 0.00 0.00 1.98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1.75 1.87 0.00 0.00 0.76 4.00 1.79 1.59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

作人员
0.00 0.19 0.00 0.00 0.51 0.00 1.79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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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 3.51 0.00 0.00 0.00 0.25 0.00 0.00 0.28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

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4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9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

员
0.00 0.00 0.00 0.00 0.25 0.00 0.00 0.05

（四）签约就业地区分布

1.各学历就业地区流向

毕业生在天津市和北京市就业的比例最高，分别占比为 38.26%、18.46%。

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1-67：

表 1-67 2017 届毕业生就业流向分布情况

就业地域 博士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 总计（%）

天津市 26.50 40.24 39.10 38.26

北京市 13.59 19.48 18.40 18.46

广东省 4.01 6.57 7.18 6.44

山东省 10.24 5.80 1.84 5.18

河北省 6.24 3.67 4.60 4.25

上海市 2.00 3.94 2.12 3.18

河南省 7.80 2.76 1.75 3.07

江苏省 4.01 2.76 2.12 2.73

浙江省 3.12 2.27 1.84 2.24

湖北省 1.78 1.40 1.29 1.42

辽宁省 1.34 1.45 1.29 1.39

四川省 1.56 1.18 1.56 1.34

陕西省 2.90 1.22 0.46 1.20

安徽省 1.78 0.77 1.38 1.07

山西省 0.89 0.68 1.56 0.96

湖南省 1.34 0.72 1.10 0.9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89 0.36 2.02 0.91

吉林省 1.78 0.54 0.92 0.80

福建省 1.11 0.54 1.10 0.77

重庆市 1.34 0.68 0.74 0.77

江西省 1.56 0.14 1.29 0.64

广西壮族自治区 0.89 0.54 0.55 0.59

贵州省 0.45 0.45 0.92 0.59

海南省 0.00 0.50 0.92 0.56

内蒙古自治区 0.67 0.45 0.74 0.56

云南省 0.67 0.23 1.01 0.51

黑龙江省 0.67 0.27 0.7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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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0.22 0.05 1.01 0.35

甘肃省 0.22 0.14 0.46 0.24

宁夏回族自治区 0.45 0.18 0.00 0.16

2.各学院毕业生签约就业地区流向详细划分

（1）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留在“天津市”就业的占比为 26.50%；在“东

部地区”地区就业的占比为 44.32%。详见下表 1-68：

表 1-68 2017 届各学院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学院 天津市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泰达学院 100.00 0.00 0.00 0.00 0.00

旅游与服务学院 66.67 33.33 0.00 0.00 0.00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57.14 14.29 14.29 14.29 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55.00 25.00 15.00 5.00 0.00

外国语学院 50.00 33.33 16.67 0.00 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3.75 31.25 18.75 6.25 0.00

生命科学学院 37.21 34.88 13.95 9.30 4.65

药学院 36.36 45.45 9.09 0.00 9.09

文学院 31.58 26.32 10.53 26.32 5.26

物理科学学院 31.25 12.50 18.75 12.50 25.00

法学院 30.00 70.00 0.00 0.00 0.00

医学院 29.17 41.67 25.00 4.17 0.00

商学院 26.67 40.00 20.00 0.00 13.33

数学科学学院 25.00 50.00 0.00 25.00 0.00

经济学院 24.19 53.23 12.90 8.06 1.61

化学学院 23.73 44.07 18.64 10.17 3.39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20.00 70.00 0.00 0.00 10.00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16.67 38.89 27.78 16.67 0.00

哲学院 12.50 37.50 0.00 37.50 12.50

金融学院 10.53 84.21 5.26 0.00 0.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33 66.67 8.33 16.67 0.00

历史学院 6.90 55.17 24.14 10.34 3.45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0.00 50.00 25.00 25.00 0.00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0.00 66.67 16.67 16.67 0.00

总计 26.50 44.32 15.14 9.80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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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留在“天津市”就业的人数占比为 40.24%；在

“东部地区”就业的人数占比为 45.54%。详见下表 1-69：

表 1-69 2017 届各学院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学院 天津市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日本研究院 66.67 0.00 33.33 0.00 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65.22 21.74 13.04 0.00 0.00

MBA 中心 61.62 29.52 0.74 0.74 7.38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61.34 24.23 3.09 8.25 3.09

旅游与服务学院 61.11 30.56 5.56 2.78 0.00

MPACC 中心 59.57 34.04 0.00 2.13 4.26

法学院 59.18 32.65 4.08 4.08 0.00

汉语言文化学院 51.72 31.03 13.79 3.45 0.00

泰达学院 50.00 50.00 0.00 0.00 0.00

文学院 49.28 36.23 7.25 7.25 0.00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47.62 33.33 9.52 9.52 0.00

MEM 中心 46.15 38.46 5.77 3.85 5.77

历史学院 42.11 36.84 7.89 10.53 2.63

生命科学学院 38.81 46.27 8.96 5.97 0.00

商学院 36.96 51.09 4.35 5.43 2.17

软件学院 35.71 64.29 0.00 0.00 0.00

物理科学学院 34.69 46.94 12.24 6.12 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4.17 43.33 17.50 4.17 0.83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32.91 56.96 5.06 3.80 1.27

化学学院 30.33 46.72 11.48 6.56 4.92

医学院 30.00 54.00 4.00 10.00 2.00

外国语学院 28.24 57.65 4.71 5.88 3.53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27.27 65.91 4.55 2.27 0.00

药学院 26.32 63.16 3.95 5.26 1.32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25.93 51.85 7.41 14.81 0.00

金融发展研究院 25.00 75.00 0.00 0.00 0.00

金融学院 23.97 58.22 7.53 8.22 2.05

哲学院 22.73 59.09 13.64 0.00 4.55

经济学院 21.36 61.17 8.25 6.80 2.43

数学科学学院 20.00 70.91 7.27 1.82 0.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50 56.25 18.75 6.25 6.25

总计 40.24 45.54 6.48 5.17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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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留在“天津市”就业人数占比为 39.10%。分学院

来看，生命科学院毕业生留在“天津市”就业的占比最高，为 78.57%。详见下

表 1-70：

表 1-70 2017 届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学院 天津市

（%）

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生命科学学院 78.57 21.43 0.00 0.00 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70.59 23.53 5.88 0.00 0.00

汉语言文化学院 57.14 42.86 0.00 0.00 0.00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51.92 42.31 1.92 1.92 1.92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50.62 27.16 8.64 11.11 2.47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50.00 40.91 4.55 3.03 1.52

历史学院 47.06 35.29 11.76 5.88 0.00

经济学院 44.00 38.00 8.00 9.00 1.00

药学院 42.86 42.86 4.76 9.52 0.00

物理科学学院 41.67 29.17 16.67 8.33 4.17

外国语学院 40.68 42.37 11.86 1.69 3.39

文学院 39.76 38.55 6.02 10.84 4.82

法学院 39.22 23.53 19.61 9.80 7.84

旅游与服务学院 34.78 56.52 4.35 0.00 4.35

商学院 33.76 45.22 10.19 7.64 3.18

数学科学学院 31.25 39.58 8.33 18.75 2.08

金融学院 24.07 50.00 12.96 11.11 1.85

化学学院 22.73 38.18 12.73 17.27 9.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22 55.56 0.00 22.22 0.00

软件学院 17.65 73.53 2.94 0.00 5.88

医学院 14.29 71.43 14.29 0.00 0.00

哲学院 13.64 54.55 13.64 9.09 9.09

总计 39.10 40.11 8.92 8.37 3.50

3.各生源地的就业地区流向详细划分

表 1-71 2017 届各生源地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生源省份 天津市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天津市 75.59 22.70 0.26 0.66 0.79

宁夏回族自治区 50.00 28.57 7.14 14.29 0.00

河北省 41.31 55.30 0.68 2.48 0.23

内蒙古自治区 38.96 37.66 0.00 7.79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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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省份 天津市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山西省 36.36 40.19 16.75 5.74 0.96

黑龙江省 33.33 42.71 4.17 1.04 18.7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3.33 20.83 1.39 44.44 0.00

山东省 30.29 65.03 2.00 1.56 1.11

西藏自治区 29.41 5.88 0.00 64.71 0.00

四川省 28.57 38.10 0.00 33.33 0.00

辽宁省 28.38 41.22 2.03 2.70 25.68

吉林省 27.14 37.14 1.43 1.43 32.86

河南省 25.51 36.66 32.55 4.40 0.88

安徽省 25.34 48.63 23.29 1.37 1.37

青海省 25.00 50.00 25.00 0.00 0.00

甘肃省 24.56 38.60 1.75 33.33 1.75

湖北省 23.58 36.79 33.02 5.66 0.94

江西省 22.99 43.68 28.74 4.60 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2.86 37.14 2.86 37.14 0.00

陕西省 22.00 40.00 4.00 34.00 0.00

海南省 20.00 66.67 13.33 0.00 0.00

重庆市 18.75 29.17 4.17 47.92 0.00

广东省 17.39 82.61 0.00 0.00 0.00

浙江省 17.31 75.00 3.85 3.85 0.00

云南省 16.67 41.67 0.00 41.67 0.00

贵州省 16.00 52.00 2.00 28.00 2.00

北京市 16.00 82.00 0.00 2.00 0.00

湖南省 14.61 53.93 28.09 2.25 1.12

福建省 13.95 83.72 2.33 0.00 0.00

江苏省 13.04 84.06 0.00 2.90 0.00

上海市 0.00 100.00 0.00 0.00 0.00

总计 38.26 43.82 8.07 6.81 3.05

（五）用人单位流向

1.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

2017 届毕业生中共 518 人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详见下表 1-72：

表 1-72 2017 届毕业生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

世界

排名

单位名称 人

数

世界

排名

单位名称 人

数

2 国家电网公司 20 201 LG 电子 1

3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3 216 招商银行 32

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 226 联想集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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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排名

单位名称 人

数

世界

排名

单位名称 人

数

15 三星电子 8 230 兴业银行 10

22 中国工商银行 16 23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2

2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4 24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

28 中国建设银行 29 24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

38 中国农业银行 30 251 中国民生银行 5

39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252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4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264 卡特彼勒 1

42 中国银行 26 276 神华集团 1

4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18 277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5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12 282 住友商事 4

55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1 305 埃森哲 1

60 波音 1 30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5

66 西门子 3 318 中国中车 2

83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8 329 中国光大集团 8

86 中国华润总公司 2 338 中国恒大集团 21

97 强生 1 341 中国保利集团 6

100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6 34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1

11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382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1

119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7 4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5

120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1 415 诺基亚 1

133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4 439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1

135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1 45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136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8 467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4

16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 470 阿斯利康 1

170 海航集团 11 478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10

171 交通银行 8 485 苏宁云商集团 13

172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2 49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

199 中国医药集团 1

2.主要流向单位

表 1-73 2017 届毕业生主要流向单位

世界

排名
单位名称

人

数

世界

排名
单位名称

人

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5 485 苏宁云商集团 13

216 招商银行 32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

38 中国农业银行 3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28 中国建设银行 29 51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12

42 中国银行 26 郑州一起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允能众创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12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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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中国恒大集团 21 170 海航集团 11

2 国家电网公司 20 230 兴业银行 10

4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18 24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

119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7 478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10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7 深圳市曙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

39 中国平安保险 17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0

22 中国工商银行 16 366 京东 9

天津新东方培训学校 16 15 三星电子 8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171 交通银行 8

2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4 329 中国光大集团 8

24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8

四、升学分析

（一）国（境）内升学分析

1.升学比例

（1）各学历升学比例

2017 届毕业生国（境）内升学的共有 1509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1240 人，

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 38.13%。详见下图 1-5：

图 1-5 2017 届各学历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比例

（2）各学院升学率

表 1-74 2017 届各学院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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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升学 总人数 升学率（%）

医学院 173 289 59.86

软件学院 37 116 31.90

物理科学学院 66 213 30.99

日本研究院 3 10 30.00

哲学院 31 108 28.70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89 324 27.47

历史学院 55 201 27.36

泰达学院 4 15 26.67

化学学院 145 547 26.51

生命科学学院 83 325 25.54

数学科学学院 70 275 25.45

药学院 45 186 24.19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71 310 22.90

金融学院 81 413 19.61

法学院 50 256 19.53

文学院 64 328 19.51

商学院 107 558 19.18

经济学院 122 639 19.09

汉语言文化学院 11 61 18.0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5 253 17.79

旅游与服务学院 19 107 17.76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0 483 16.56

外国语学院 40 291 13.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82 13.4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 43 9.30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1 15 6.67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1 22 4.55

MBA 中心 1 327 0.31

总计 1509 6981 21.62

（3）国（境）内各专业升学率

表 1-75 2017 届各专业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比例

专业名称 国（境）内升学人数 毕业生人数 国（境）内升学率（%）

临床医学 119 128 92.97

口腔医学 12 15 80.00

材料物理 16 25 64.00

历史学 8 14 57.14

文物与博物馆学 12 22 54.55

信息安全 19 35 54.29

生物技术 28 54 51.85

自动化 18 35 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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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国（境）内升学人数 毕业生人数 国（境）内升学率（%）

人类学 1 2 50.00

生理学 14 28 50.00

生物科学 35 70 50.00

文艺评论与创作 1 2 50.00

艺术学理论 1 2 50.00

中国古典文献学 1 2 50.00

应用物理学 16 33 48.48

分子科学与工程 15 32 46.88

绘画 6 13 46.1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 44 45.45

物理学 22 53 41.51

逻辑学 13 32 40.63

药学 26 65 40.00

哲学 13 33 39.3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 23 39.13

金融工程 16 42 38.10

数学与应用数学 39 104 37.50

法学 50 134 37.31

经济学 48 130 36.92

电子商务 7 19 36.84

智能科学与技术 14 38 36.84

化学 58 158 36.71

化学生物学 11 30 36.67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8 50 36.00

信息与计算科学 9 25 36.00

物流管理 10 28 35.71

政治学与行政学 10 28 35.71

材料化学 18 51 35.29

世界史 25 71 35.21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2 35 34.29

汉语言文学 24 71 33.80

伦理学 1 3 33.33

人口学 1 3 33.33

财政学 21 64 32.81

翻译 14 43 32.56

应用心理学 10 32 31.25

会展经济与管理 8 26 30.77

软件工程 39 128 30.47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 84 29.76

广播电视学 7 24 29.17

国际政治 10 35 28.57

农药学 2 7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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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国（境）内升学人数 毕业生人数 国（境）内升学率（%）

通信工程 10 35 28.57

外国哲学 2 7 28.57

财务管理 14 50 28.00

环境设计 7 25 28.00

保险学 26 93 27.96

内科学 10 36 27.78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5 18 27.78

编辑出版学 8 29 27.59

城市管理 6 22 27.27

外科学 13 48 27.08

统计学 17 64 26.56

行政管理 16 62 25.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 124 25.81

科学技术哲学 1 4 25.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4 25.00

物理化学 4 16 25.00

会计学(国际会计) 13 54 24.07

社会学 12 50 24.00

有机化学 24 102 23.53

工业工程 7 32 21.88

汉语国际教育 10 46 21.74

英语 8 37 21.62

环境科学 16 76 21.05

理论物理 4 19 21.05

图书馆学 8 38 21.05

视觉传达设计 5 24 20.83

日语 7 34 20.5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 5 20.00

妇产科学 1 5 20.00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1 5 20.00

教育学原理 1 5 20.00

思想政治教育 8 40 20.00

肿瘤学 2 10 20.00

环境工程 23 119 19.33

金融学 38 204 18.63

市场营销 5 27 18.52

电子科学与技术 13 73 17.81

药物化学 11 62 17.74

中国史 13 75 17.33

社会工作 9 52 17.31

人力资源管理 11 64 17.19

德语 3 19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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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国（境）内升学人数 毕业生人数 国（境）内升学率（%）

微生物学 7 45 15.56

俄语 2 13 15.38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 13 15.38

俄语语言文学 1 7 14.29

分析化学 5 35 14.29

生物信息学 1 7 14.29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7 14.29

遗传学 2 14 14.29

运筹学与控制论 1 7 14.29

制药工程 2 14 14.29

中共党史 1 7 14.29

旅游管理 11 78 14.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71 14.08

国际商务 9 65 13.85

企业管理 9 66 13.64

会计学 11 84 13.10

材料学 1 8 12.50

社会保障 1 8 12.50

生药学 2 16 12.50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 8 12.50

材料工程 4 34 11.76

基础数学 3 26 11.54

动物学 2 19 10.53

凝聚态物理 2 19 10.53

汉语言文字学 1 10 10.00

法语 2 21 9.52

政治经济学 2 21 9.52

民商法学 1 11 9.09

细胞生物学 2 23 8.70

应用数学 2 24 8.33

国际法学 1 13 7.69

生态学 1 13 7.69

材料物理与化学 3 41 7.32

国际关系 2 28 7.14

控制科学与工程 3 42 7.14

马克思主义哲学 1 14 7.14

中国现当代文学 1 15 6.67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3 47 6.38

化学工程 1 16 6.25

法律(非法学) 3 51 5.88

光学 2 35 5.71

政治学理论 1 1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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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国（境）内升学人数 毕业生人数 国（境）内升学率（%）

英语语言文学 2 37 5.41

无机化学 2 38 5.26

法律(法学) 1 20 5.00

国际贸易学 1 20 5.00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20 5.00

生物工程 1 25 4.00

中国古代文学 1 25 4.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1 27 3.70

保险 1 28 3.57

环境管理与经济 1 29 3.45

应用统计 1 32 3.13

西方经济学 1 33 3.03

金融 2 71 2.82

工商管理 10 362 2.76

光学工程 1 39 2.56

区域经济学 1 42 2.38

总计 1509 6981 21.62

2.升学院校流向

（1）升学院校分布

2017 届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流向集中在本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详见下表 1-76、1-77：

表 1-76 2017 届不同学历毕业生升学院校层次分布

学历层次 国（境）内

升学人数

本校

（%）

其他“985”

高校（%）

“211”高

校（%）

科研院

所（%）

非“211”高

校（%）

博士毕业生 33 21.21 18.18 6.06 18.18 36.36

硕士毕业生 236 72.46 16.10 1.27 4.66 5.51

本科毕业生 1240 51.94 34.84 3.71 3.79 5.65

总计 1509 54.41 31.54 3.31 4.24 2.98

表 1-77 2017 届毕业生国（境）内主要升学院校分布

院校名称 人数 院校名称 人数

南开大学 821 武汉大学 13

北京大学 150 中山大学 9

清华大学 6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

中国人民大学 50 中国政法大学 6

中国科学院大学 49 山东大学 5

复旦大学 4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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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人数 院校名称 人数

上海交通大学 31 同济大学 4

浙江大学 20 厦门大学 3

（2）各学院国（境）内升学主要流向院校

表 1-78 2017 届各学院毕业生国（境）内主要升学院校分布

院系 升学人数 升学主要流向学校

医学院 173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 145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 122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 107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89 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83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金融学院 81 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80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71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70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物理科学学院 66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 64 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55 南开大学、复旦大学

法学院 50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5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药学院 45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外国语学院 40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软件学院 37 南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 31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 19 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 11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南开大学、北京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 南开大学

泰达学院 4 南开大学、浙江大学

日本研究院 3 南开大学

MBA 中心 1 吉林大学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1 南开大学

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1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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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国（境）分析

1.各学历出国（境）比例

2017 届毕业生出国（境）共 752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0.77%；其中本科

毕业生 678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20.85%。详见下表 1-79：

表 1-79 2017 届各学历毕业生出国（境）情况

学历层次 出国（境）人数 毕业生人数 出国（境）比例（%）

博士毕业生 28 747 3.75

硕士毕业生 46 2982 1.54

本科毕业生 678 3252 20.85

总计 752 6981 10.77

2.各学院出国（境）比例

2017 届各学院毕业生出国（境）情况如下，其中经济学院出国（境）人数

最多，有 97 人，占比 15.18%。详见下表 1-80 所示：

表 1-80 各学院出国（境）比例分布表

院系名称 出国（境）人数 毕业生人数 出国（境）比例（%）

数学科学学院 66 275 24.00

外国语学院 64 291 21.99

金融学院 68 413 16.46

经济学院 97 639 15.18

商学院 84 558 15.05

软件学院 17 116 14.66

物理科学学院 30 213 14.08

生命科学学院 37 325 11.38

化学学院 62 547 11.33

旅游与服务学院 12 107 11.21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34 324 10.49

汉语言文化学院 6 61 9.84

文学院 31 328 9.45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43 483 8.90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27 310 8.71

历史学院 14 201 6.97

泰达学院 1 15 6.67

药学院 12 186 6.45

法学院 16 256 6.2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253 5.93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1 17 5.88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82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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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出国（境）人数 毕业生人数 出国（境）比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43 4.65

哲学院 3 108 2.78

医学院 6 289 2.08

总计 752 6981 10.77

3.出国（境）流向

2017 届毕业生出国（境）流向有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大

利亚等。具体分布如下图 1-6 所示：

图1-6 2017 届毕业生出国（境）主要国家分布

4.出国（境）升学流向世界大学前 100 名院校情况

毕业生出国（境）升学流向世界大学前 100 名院校中，流向哥伦比亚大学的

人数最多，为 27 人。详见下表 1-81：

表 1-81 出国（境）升学流向世界大学前 100 名院校分布表

学校 人数 排名 学校 人数 排名

斯坦福大学 2 2 明尼苏达大学 1 34

剑桥大学 2 3 曼彻斯特大学 10 38

牛津大学 2 7 墨尔本大学 4 39

哥伦比亚大学 27 8 伦敦国王学院 2 46

芝加哥大学 4 10 慕尼黑大学 3 50

耶鲁大学 2 11 范德堡大学 2 52

华盛顿大学 5 13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5 54

康奈尔大学 4 14 日内瓦大学 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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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人数 排名 学校 人数 排名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 15 布里斯托大学 6 61

伦敦大学学院 19 16 麦克马斯特大学 3 66

宾夕法尼亚大学 4 17 麦吉尔大学 1 67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1 18 莱斯大学 2 74

西北大学 1 22 普渡大学 2 77

多伦多大学 3 23 波士顿大学 9 80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1 23 悉尼大学 11 83

密歇根大学 4 24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2 85

东京大学 2 24 佛罗里达大学 2 88

杜克大学 4 26 莱顿大学 1 88

帝国理工学院 2 27 鲁汶大学 1 90

纽约大学 10 29 新加坡国立大学 9 91

爱丁堡大学 4 3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4 97

备注：排名来自 arwu2017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5.各学院出国（境）升学主要流向院校

表 1-82 2017 届各学院毕业生国（境）外升学主要流向院校

学院 人数 主要流向学校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2

新加坡国立

大学
石溪大学

陈省身数学

研究所
1 美国犹他大学

电子信息与

光学工程学

院

27
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
波士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密歇根大

学
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 16 范德堡大学
伦敦大学学

院
悉尼大学

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汉语言文化

学院
6

伦敦大学学

院

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

美国西北大

学
日本 JCL 外国语学院

化学学院 62
宾夕法尼亚

大学

帝国理工学

院
多伦多大学

佛罗里达

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15 华盛顿大学 伦敦大学

密歇根大学

安娜堡分校

佐治亚理

工大学

香港科技大

学

计算机与控

制工程学院
34

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
普渡大学

新加坡国立

大学

美国波士

顿大学

美国杜克大

学

金融学院 68 波士顿大学
布里斯托大

学

哥伦比亚大

学

伦敦大学

学院

曼彻斯特大

学

经济学院 97
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

布里斯托大

学
杜克大学

范德堡大

学

佛罗里达大

学

历史学院 14
伦敦国王学

院
杜克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国立政治

大学
南加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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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人数 主要流向学校

旅游与服务

学院
11

布里斯托大

学
悉尼大学 杜伦大学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萨里大学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

香港中文大

学

香港城市大

学

香港科技大

学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软件学院 17 爱丁堡大学 波士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埃因霍温

理工大学

澳洲国立大

学

商学院 84
宾夕法尼亚

大学
波士顿大学

布里斯托大

学

帝国理工

学院
东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

院
36 波士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华盛顿大学 莱斯大学 牛津大学

数学科学学

院
66 爱丁堡大学 波士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华盛顿大

学

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

泰达学院 1 日内瓦大学

外国语学院 64
宾夕法尼亚

大学
东京大学 多伦多大学

哥伦比亚

大学
华盛顿大学

文学院 31 爱丁堡大学 波士顿大学
伦敦大学学

院

新加坡国

立大学
纽约大学

物理科学学

院
30

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
波士顿大学 杜克大学

多伦多大

学

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

药学院 12
伦敦大学学

院
慕尼黑大学

澳门科技大

学

波士顿大

学
利兹大学

医学院 6
新加坡国立

大学

埃朗根——

纽伦堡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院 3
日本一桥大

学
渥太华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
43 爱丁堡大学

哥伦比亚大

学
斯坦福大学

伦敦大学

学院
悉尼大学

五、自主创业

（一）自主创业比例

2017 届毕业生中有 24 人选择自主创业，创业率为 0.34%；其中硕士毕业生

11 人，本科毕业生 13 人。

（二）自主创业行业

2017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行业中最多的是“教育行业”，占 23.81%；其次“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各占 9.52%。详见

下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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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7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行业分布

六、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一）各学历未就业毕业生分布

2017 届毕业生中有 279 名反馈其毕业去向为未就业（包含不就业拟升学、

待就业和其他暂不就业）就业，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00%；其中博士毕业生 86

人，占博士毕业生总人数的 11.51%；硕士毕业生 126 人，占硕士毕业生总人数

的 4.23%；本科毕业生 67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2.06%。详见下表 1-83：

表 1-83 2017 届毕业生未就业情况分布

学历 不就业拟升学 待就业 其他暂不就业 未就业人数 总计 未就业率（%）

博士毕业生 0 84 2 86 747 11.51

硕士毕业生 1 124 1 126 2982 4.23

本科毕业生 12 50 5 67 3252 2.06

总计 13 258 8 279 6981 4.00

（二）未就业原因

2017 届未就业毕业生中，66.19%的毕业生目前未就业的原因为“求职中”；

11.51%的毕业生未就业的原因为“拟升学”；7.91%的毕业生未就业的原因为“签

约中”。详见下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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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7 届毕业生未就业原因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