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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  材料物理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图 3.6.4  功能材料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图 3.6.5  金属材料工程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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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七、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 

1.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根据招聘我院毕业生的 13家企业调查，总体满意度比较高，达到 100%。 

 
图 3.7.1   用人单位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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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行业类别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满意度 

 
图 3.7.2   主要行业类别用人单位总体满意度 

3.主要单位性质类别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满意度 

 
图 3.7.3   主要单位性质用人单位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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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在职员工计）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满意度 

 
图 3.7.4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在职员工计）用人单位总体满意度 

5.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注册资金计）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满意度 

 
图 3.7.5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注册资金计）用人单位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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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个人能力的表现评价 

 
图 3.7.6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个人能力评价 

7.用人单位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表现评价 

 
图 3.7.7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评价 

8.大“客户”对本校应届毕业生的整体表现评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主要用人单位对我院的应届毕业生的整体表现总体

来说评价较高。各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表现很满意的比例到达了 38.5%，满意

和很满意的总比例达到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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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发展趋势分析 

一、毕业生就业率变化趋势 

1.就业率总体变化趋势（2017 年-2018 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近三年的就业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由于学院组织更多

的企业社会实践，建立了更多的校企合作项目，相关企业到学校招聘的比例有所

增加。应届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就业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同时，升学人数相对

与往年有所增加。 

 

图 4.1.1  就业率总体变化趋势 

二、毕业生月收入变化趋势 

1.月收入总体变化趋势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月起薪一般处于 4000-6000 元之间

的水平，与往年相比有所提高。相比之下，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的起薪

较高。入职半年后工资普遍能达到 5000 元左右的水平。基本符合了毕业生对于

收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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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工作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1.专业相关度总体变化趋势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从事的职业基本都与所学专业对口。专业相关

度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但稍微有所下降。毕业生从事材料相关的制造业和建筑业

的比例最高。但是由于行业人才饱满，人才需求量相对减少，从事其他行业的毕

业生也有所增加。 

四、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1.就业现状满意度总体变化趋势 

  毕业生对于就业现状的满意度与往年持平，处于较高水平。毕业生对于用人

单位的薪资水平、公司福利、公司人文环境等的满意度都较高。 

五、毕业生离职率变化趋势 

1.离职率总体变化趋势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近三年呈下降趋势。目前就业压力逐年

增大，毕业生比较珍惜目前的工作。离职的毕业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满意当前

的工作，想要继续深造提高自身的水平，以获得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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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人单位需求预测 

1.招聘毕业生的月起薪 

 
图 4.6.1  招聘毕业生的月起薪分布 

2.不同行业招聘毕业生的月起薪 

表 4.6.1  不同行业招聘毕业生月起薪分布 

行业 起薪 

制造业 3500-5500 

建筑业 6000以上 

房地产业 6001-650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501-5000 

 

 

 

3.不同单位性质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的月起薪 

表 4.6.2  不同单位性质毕业生月起薪分布 

行业 起薪 

国有企业 4000以上 

大型民营企业 600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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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在职员工计）招聘毕业生的月起薪 

表 4.6.3  不同规模单位（按在职员工计）毕业生月起薪分布 

行业 起薪 

100-499 人 4001-4500 

500-999 人 4001-6500 

1000-4999 人 5001-7000 

5000人以上 4500以上 

 

5.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注册资金计）招聘毕业生的月起薪 

表 4.6.4   不同规模单位（按注册资金计）毕业生月起薪分布 

行业 起薪 

五千万元--一亿元 6501-7000 

一亿元以上 4000以上 

 

6.用人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 

各用人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为校园招聘，占到招聘渠道的 100%。 

 

图 4.6.2  用人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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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单位性质用人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 

表 4.6.5   不同单位性质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主要渠道 

单位性质 主要渠道 

国有企业 校园招聘、经人推荐、 

在实习（见习）生中选拔 

大型民营企业 校园招聘、在实习（见习）生中选拔 

 

8.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在职员工计）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 

表 4.6.6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在职员工计）招聘毕业生主要渠道 

单位性质 主要渠道 

100-499 人 校园招聘、社会专门人才招聘会 

、依托专业招聘机构（网站） 

500-999 人 校园招聘、社会专门人才招聘会、在实习（见

习）生中选拔、依托专业招聘机构（网站）、

经人推荐 

1000-4999 人 

 

校园招聘、社会专门人才招聘会、在实习（见

习）生中选拔、依托专业招聘机构（网站）、

经人推荐 

5000人以上 校园招聘、社会专门人才招聘会、在实习（见

习）生中选拔、依托专业招聘机构（网站）、

经人推荐 

 

9.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注册资金计）招聘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 

表 4.6.7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按注册资金计）招聘毕业生主要渠道 

单位性质 主要渠道 

五千万—一亿元 校园招聘、依托专业招聘机构（网站）、 

经人推荐 

一亿元以上 校园招聘、社会专门人才招聘会、在实习（见

习）生中选拔、依托专业招聘机构（网站）、

经人推荐 

 



37 
 

10.用人单位招聘时注重的毕业生品质 

用人单位招聘时更关注毕业生诚实守信、有责任感、严谨踏实的品质。 

 

图 4.6.3   用人单位招聘时注重的毕业生品质 

11.用人单位招聘时注重的毕业生能力 

用人单位招聘时更关注毕业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执行

能力。 

 

 

图 4.6.4   用人单位招聘时注重的毕业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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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用人单位招聘时注重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 

用人单位招聘时更关注毕业生的专业理论基础、专业应用技能和社会实践经

历。 

 

图 4.6.5  用人单位招聘时注重的毕业生专业知识与技能 

13.用人单位在未来 3年所需人才学历层次 

用人单位未来 3年所需人才以本科学历为主，占到所调查企业的 100%。 

 

图 4.6.6  用人单位未来 3年所需人才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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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用人单位在未来 3年所需毕业生专业类别 

用人单位在未来 3年所需毕业生以机械类、材料类为主。 

 

图 4.6.7  用人单位未来 3 年所需毕业生专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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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与反馈 

1.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 

毕业生对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整体人才培养工作评价、专业课程结构设

置等满意度较高。 

 

图 5.1.1   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满意度 

2.学校教育教学改进举措 

在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反馈中，毕业生希望学校可以增加实验课的教学安排，

注重实践和应用的教学，提高交流和动手能力；优化设备和实验室环境，加大科

研信息的宣传力度，注重引导学生提前参与科研项目，开展更多的科研竞赛，对

学生的覆盖面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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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对职业发展要素的反馈 

1.毕业生对职业发展要素重要性的反馈 

毕业生对影响职业发展的要素中普遍认为诚实守信、有责任感、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等要素比较重要，应在日后的培养中予以加强。 

 

图 5.2.1   毕业生对职业发展要素重要性反馈 

2.学校加强职业教育的改进举措 

在对学校加强职业教育的反馈中，毕业生希望学校可以增加就业指导和生涯

规划类的必修课程，加强就业指导，多提供一些就业信息，注重企业的接待工作，

加强学校宣传，为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  

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素养、能力、知识培养反馈 

1.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能力的反馈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能力方面，更希望毕业生能够注重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执行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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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能力的反馈 

2.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反馈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方面更关注专业理论基础、社会实践

经历、专业应用技能。 

 
图 5.3.2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反馈 

3.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建议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希望学校可以加强基础知识的培养、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加强专业知识的培养、强化专业实践环节，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加

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人生观、职业道德和劳动态度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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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建议 

四、未就业毕业生对教育教学及就业工作反馈 

1.毕业生未就业的主要原因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届毕业生共 235人，未就业学生为 15 人，未就业

原因主要集中在目前没有接收单位、有接收单位但地点不满意、拟升学等。 

 
图 5.4.1   毕业生未就业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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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没有接收单位的主要原因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届毕业生没有接收单位的主要原因为所学专业需

求较少、就业心理预期过高。 

 
图 5.4.2  毕业生没有接收单位的主要原因 

3.学校应加强的工作举措 

（1）向毕业生宣讲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帮助高校毕业生了解当地人力资

源市场供求情况，树立正确的求职就业观念； 

（2）通过开展职业素质测评，帮助高校毕业生了解自身特点、职业能力，合

理确定求职方向； 

（3）通过组织团体指导、应聘模拟训练等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提高求职应

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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