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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 

    河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届本科毕业生共235人，与往年相比

基本持平。 

1．本科毕业生性别结构 

河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男生168人，占本科

毕业生的71.5%；女生67人，占本科毕业生的28.5%。 

 

图 1.1.1  2018届本科毕业生性别分布 

2. 本科毕业生学科分布 

河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学科84人，占本科毕业生的35.7%；材料类学科151人，占本科毕业生的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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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18届本科毕业生学科分布 

3.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届本科毕业生共5个专业,分别为: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84人,材料物理27人,功能材料25人,金属材料工程75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24人。 

 

图1.1.3  2018届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 

4.本科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本科毕业生省内生源人数最多的3个地区分别为：石家庄地区22人、邢台地区 

24人、衡水地区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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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2018届本科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5.本科毕业生省外生源分布 

本科毕业生省外生源人数最多的地区为天津市17人，其他省外生源来自20

个省市区，人数大致持平。 

 

图1.1.5  2018届本科毕业生省外生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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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分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与材料学两个专业大类的生源都以河北生源为主，天津

生源次之，其他地区生源较少，具体分布见下表。 

表 1.1.1  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分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学 

河北 52 90 

天津 5 12 

河南 2 2 

海南 1 4 

浙江 1 2 

江苏 2 1 

山东 1 6 

重庆 2 4 

内蒙古 2 1 

湖北 3 0 

山西 2 1 

四川 2 3 

福建 2 2 

安徽 2 2 

黑龙江 1 0 

吉林 2 0 

陕西 1 4 

江西 1 6 

贵州 0 2 

湖南 0 4 

云南 0 3 

甘肃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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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毕业生分专业生源分布 

   学院 5个专业的生源都以河北生源为主，天津生源次之，其他地区生源较少，

具体分布见下表。 

表 1.1.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生源分布 

 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 

材料物理 功能材料 金属材料工

程 

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 

河北 52 17 16 44 13 

天津 5 2 3 3 4 

河南 2   2  

海南 1 2  2  

浙江 1   2  

江苏 2    1 

山东 1 1 2 2 1 

重庆 2 2  2  

内蒙古 2   1  

湖北 3     

山西 2   1  

四川 2 1  1 1 

福建 2   2  

安徽 2   2  

黑龙江 1     

吉林 2     

陕西 1 2  2  

江西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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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2   

湖南    3 1 

云南    1 2 

甘肃    1 1 

8.特殊身份（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困难生）毕业生分布 

    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中中共党员及中共预备党员人数为 72 人，占比为

30.6%，学生干部人数为 63人，占比为 26.8%，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为 4.7%，困难

生人数 75人，占比 31.9%。 

 

图1.1.6  2018届本科毕业生政治面貌情况 

 

图1.1.7  2018届本科毕业生学生干部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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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2018届本科毕业生困难学生占比情况 

9.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性别分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男生 66人，女生 18人，材料学专业男生 102 人，

女生 49 人，具体分布见下图。 

 

图1.1.9  2018届本科毕业生专业大类性别分布 

10.毕业生分专业性别分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男生 66人，女生 18人，材料物理专业男生 21人，女

生 6人，功能材料专业男生 14人，女生 11 人，金属材料工程男生 51人，女生

24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男生 16人，女生 8人，具体分布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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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2018届本科毕业生分专业性别分布 

二、毕业生毕业去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0 月 30 日。 

1．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届本科毕业生共 235人，其中就业人数 124人，

升学人数 90人，出国 6人，待就业 15人。 

 

图 1.2.1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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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科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毕业去向分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中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科 84 人，

其中就业人数 30人，升学人数 28人，出国 3人，待就业 6人，材料类学科 151

人，其中就业人数 94人，升学人数 62人，出国 3人，待就业 9人。 

表 1.2.1   专业大类毕业去向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升学人数 出国人数 待就业 

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 

84 30 28 3 6 

材料类专业 151 94 62 3 9 

3.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8届毕业生共分5个专业，各专业毕业去向见下表： 

表 1.2.2  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升学人数 出国人数 待就业 

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 

84 47 28 3 6 

材料物理 27 19 8 0 0 

功能材料 25 13 10 1 1 

金属材料工程 75 32 36 1 6 

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 

24 13 8 1 2 

4.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升学率统计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共 84人,升学人数 28人,升学率 33.33%,材料类专

业人数 151人,升学人数 62人,升学率 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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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专业大类升学率统计 

专业大类 毕业生人数 升学人数 升学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4 28 33.33% 

材料类 151 62 41.06% 

5.毕业生分专业升学率统计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数 84人，升学人数 28人，升学率 33.33%，材

料物理专业人数 27 人，升学人数 8人，升学率 29.63%，功能材料专业人数 25

人，升学人数 10人，升学率 40%，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数 75人，升学人数 36

人，升学率 48%，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24人，升学人数 8人，升学率 33.33%。 

表 1.2.4   毕业生分专业升学率统计 

专业大类 毕业生人数 升学人数 升学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4 28 33.33% 

材料物理 27 8 29.63% 

功能材料 25 10 40% 

金属材料工程 75 36 48%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4 8 33.33% 

 

6.毕业生整体就业类型分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生 235人，就业人数为 124人，其中签约就业人数

58人，合同就业人数 29人，灵活就业人数 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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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毕业生整体就业类型分布 

7.本科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就业率统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数 84人，就业、升学及出国人数 78 人，就业率

92.86%，材料类专业人数 151人，就业、升学及出国人数 142人，就业率 94.04%。 

表 1.2.5   本科毕业生分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就业率统计 

专业大类 毕业生人数 总就业人数 就业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4 78 92.86% 

材料类 151 142 94.04% 

8.本科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统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数 84人，总就业人数 78人，就业率 92.86%，

材料物理专业人数 27人，总就业人数 27人，就业率 100%，功能材料专业人数

25人，总就业人数 24人，就业率 96%，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数 75人，总就业人

数 69人，就业率 92%，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24人，总就业人数 22 人，就业率

91.67%。 

表 1.2.6   本科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统计 

专业大类 毕业生人数 总就业人数 就业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4 78 92.86% 

材料物理 27 27 100% 

签约就业 

47% 

合同就业 

23% 

灵活就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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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材料 25 24 96% 

金属材料工程 75 69 92%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4 22 91.67% 

9.本科毕业生分专业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率统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数 84人，签约就业人数 30人，就业率 35.71%，

材料物理专业人数 27人，签约就业人数 5人，就业率 18.52%，功能材料专业人

数 25人，签约就业人数 2人，就业率 8%，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数 75 人，签约

就业人数 16人，就业率 21.33%，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24人，签约就业人数 4

人，就业率 16.67%。 

表 1.2.7   本科毕业生分专业签约就业率统计 

专业大类 毕业生人数 签约就业人数 就业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4 30 35.71% 

材料物理 27 5 18.52% 

功能材料 25 2 8% 

金属材料工程 75 16 21.33%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4 4 16.67% 

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1.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总体分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河北生源 142人，在河北省工

作人数为 56人，天津生源 17人，在天津工作人数为 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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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总体分布 

2.毕业生省外就业地域流向分布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中，省外就业以北京、天津地区比较集中，具体地域流

向分布见下表： 

表 1.3.1   本科毕业生省外就业地域流向分布 

地点 人数 

北京 55 

天津 53 

上海 4 

广东 8 

浙江 4 

江苏 6 

山东 3 

河南 7 

江西 1 

安徽 3 

湖北 5 

福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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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1 

四川 2 

辽宁 6 

吉林 1 

重庆 1 

黑龙江 1 

湖南 2 

内蒙古 1 

3.本科毕业生分专业就业地域流向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中，5个专业就业流向都以京津冀地区为主，具体分布见

下表： 

表 1.3.2   本科毕业生分专业就业地域流向分布 

专业 北京 天津 河北 其他 

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 

21 11 15 28 

材料物理 4 9 6 8 

功能材料 8 6 6 4 

金属材料工程 17 19 13 18 

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 

5 8 2 6 

4.毕业生省内各地市就业专业集中情况 

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省内就业地市以石家庄地区、保定地区、廊坊地区

比较集中，具体分布见下表。 

表 1.3.3   本科毕业生省内各地市就业情况 

地区 石家庄 保定 廊坊 其他 

人数 6 2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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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在本科毕业生签约单位中制造业所占比率较大。 

 

图 1.3.2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6.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 

 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就业企业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主。 

 

图 1.3.3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企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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