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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情况 

2017 年全国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就业形势依旧复杂严峻。哈尔滨工业大

学（威海）始终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山东省和黑龙江省的领导下，坚持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哈工大总的框架下突出海

洋特色，将就业思想引领、就业质量提升、就业支持服务贯穿人才培育的全过程，

鼓励毕业生贡献国防、支援西部、扎根基层，不断优化毕业生就业结构，全面提

升毕业生就业质量。 

1.1 毕业生总体规模 

2017 届毕业生共计 2686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2420 人，硕士毕业生 266 人，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2017 届毕业生人数分学历统计表 

学历 本科 硕士 合计 

人数 2420 266 2686 

1.2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6.05%，其中本科生就业率为 95.87%，硕士毕业就

业率为 97.74%，如表 1-2 所示。本科生分专业分学院就业率如附表 1 所示，硕

士生分专业分学院就业率附表 2 所示。 

表 1-2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分学历统计表 

学历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 2420 2320 95.87% 

硕士 266 260 97.74% 

人数 2686 2580 96.05% 

1.3 招聘会总体情况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针对 2017 届毕业生举办校园招聘会 424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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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来我校区举办专场招聘会的企业共有 680 家，组织 3 场大型招

聘会，参会单位共有 700 家，共计来校招聘企业 1380 家，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到校区招聘企业数量 

类型 场次 参会单位数 

大型招聘会 3 700 

专场招聘会 424 680 

小计 427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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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毕业生情况 

2.1 毕业生分学院分学历情况 

2017 届毕业生共计 2686 人，其中毕业生人数超过 300 人的院系共有 3 个，

分别是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647 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368 人）、汽

车工程学院（362 人）；毕业生人数在 100 人到 300 人之间的院系共有 6 个，分

别是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283 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58 人）、海洋科

学与技术学院（211 人）、经济管理学院（200 人）、理学院（153 人）、土木

工程系（134 人）；毕业生人数低于 100 人的学院共有 1 个，语言文学学院（38

人）。如表 2-1 所示。 

表 2-1 2017 届毕业生分学院分学历情况表 

学院/专业 本科人数 硕士人数 总人数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244 39 283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171 40 211 

汽车工程学院 335 27 362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600 47 64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35 33 36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 27 258 

理学院 125 28 153 

经济管理学院 184 16 200 

语言文学学院 38 - 38 

土木工程系 125 9 134 

其他 32 - 32 

合计 2420 266 2686 

2.2 毕业生生源地分布情况 

我校区 2017 届各学历层次毕业生生源地分布统计结果如表 2-2 所示。毕业

生总人数居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山东省（695 人， 25.87%）、辽宁省（204

人， 7.59%），山西省（180 人，6.70%）、河南省（165 人，6.14%）、河北省

（156 人，5.81%）、湖北省（146 人，5.44%）、浙江省（123 人，4.58%）、吉

林省（119 人， 4.43%）、安徽省（114 人，4.24%）、江苏省（84 人，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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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84 人，3.13%，并列第十）。按区域划分，东部地区为主要生源地共

有 1401 人，比例为 52.16%；中部地区共有学生 949 人，比例为 35.33%；西部

地区较少，共有学生 336 人，比例为 12.51%。 

表 2-2 按生源地统计各学历层次毕业生人数 

地区 生源地 
硕士 本科 总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东部 

北京 0 0.00% 46 1.90% 46 1.71% 

天津 0 0.00% 11 0.50% 11 0.41% 

河北 27 10.15% 129 5.30% 156 5.81% 

辽宁 9 3.38% 195 8.10% 204 7.59% 

上海 0 0.00% 0 0.00% 0 0.00% 

江苏 6 2.26% 78 3.20% 84 3.13% 

浙江 4 1.50% 119 4.90% 123 4.58% 

福建 3 1.13% 51 2.10% 54 2.01% 

山东 82 30.83% 613 25.30% 695 25.87% 

广东 0 0.00% 23 1.00% 23 0.86% 

海南 0 0.00% 5 0.20% 5 0.19% 

小计 131 49.25% 1270 52.50% 1401 52.16% 

中部 

山西 20 7.52% 160 6.60% 180 6.70% 

吉林 5 1.88% 114 4.70% 119 4.43% 

黑龙江 30 11.28% 54 2.20% 84 3.13% 

安徽 14 5.26% 100 4.10% 114 4.24% 

江西 6 2.26% 55 2.30% 61 2.27% 

河南 22 8.27% 143 5.90% 165 6.14% 

湖北 14 5.26% 132 5.50% 146 5.44% 

湖南 4 1.50% 76 3.10% 80 2.98% 

小计 115 43.23% 834 34.50% 949 35.33% 

西部 

内蒙古 5 1.88% 43 1.80% 48 1.79% 

广西 0 0.00% 29 1.20% 29 1.08% 

重庆 1 0.38% 15 0.60% 16 0.60% 

四川 6 2.26% 66 2.70% 72 2.68% 

贵州 0 0.00% 22 0.90% 22 0.82% 

云南 0 0.00% 29 1.20% 29 1.08% 

西藏 0 0.00% 0 0.00% 0 0.00% 

陕西 1 0.38% 52 2.10% 53 1.97% 

甘肃 4 1.50% 27 1.10% 31 1.15% 

青海 0 0.00% 12 0.50% 12 0.45% 

宁夏 0 0.00% 0 0.00% 0 0.00% 

新疆 3 1.13% 21 0.90% 24 0.89% 

小计 20 7.52% 316 13.10% 336 12.51% 

 
总计 266 100% 2420 100% 268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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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毕业生性别分布情况 

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中共有男生 1972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73.42%；女生

714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6.58%；男女生性别比例 2.76。下图为各学历层次男女

毕业生人数情况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各学历层次男女毕业生人数 

2.4 毕业生少数民族分布情况 

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中共有少数民族学生 15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62%，其中本科生 141 人，硕士生 10 人。其中，学生人数超过 10 人的少数民

族有四个，分别为：满族（48 人）、蒙古族（21 人）、回族（17 人）、土家族

（16 人）。具体情况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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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层次学历毕业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分布 

民族 本科 硕士 合计 

白族 2 0 2 

布依族 3 0 3 

藏族 2 0 2 

朝鲜族 3 1 4 

侗族 2 0 2 

鄂温克族 1 0 1 

回族 18 1 19 

拉祜族 1 0 1 

黎族 1 0 1 

满族 54 4 58 

蒙古族 18 3 21 

苗族 5 0 5 

畲族 2 0 2 

水族 1 0 1 

土家族 13 1 14 

土族 1 0 1 

锡伯族 1 0 1 

瑶族 4 0 4 

彝族 3 0 3 

壮族 6 0 6 

总计 141 1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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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质量及相关指标分析 

3.1 毕业生就业情况 

我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6.05%，其中实际就业比例为 55.29%，国内

升学比例为 32.13%，出国（境）留学比例为 8.08%，灵活就业比例为 0.56%。 

按各学历层次统计就业情况如表 3-1 所示，本科生实际就业比例为 52.31%，

国内升学比例为 34.09%，出国（境）留学比例为 8.84%，灵活就业比例为 0.62%。

硕士实际就业比例为 82.33%，国内升学比例为 14.29%，出国（境）留学比例为

1.13%，灵活就业比例为 0.00%。 

表 3-1 全校毕业生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毕业去向 
硕士 本科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就业 219 82.33% 1266 52.31% 1485 55.29% 

国内升学 38 14.29% 825 34.09% 863 32.13% 

出国（出境）留学 3 1.13% 214 8.84% 217 8.08% 

灵活就业 0 0.00% 15 0.62% 15 0.56% 

待就业 6 2.26% 100 4.13% 106 3.95% 

总计 266 100% 2420 100% 2686 100% 

就业率 97.74% 95.87% 96.05% 

 

图 3-1 全校毕业生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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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男女生就业情况 

我校 2017 届毕业生中，男生就业率为 96.45%，女生就业率为 94.96%（如

表 3-2）。从毕业去向分析，我校男生实际就业比例高于女生，达到 58.11%；而

女生国内升学比例高于男生，达到 35.43%；女生出国（境）留学比例高于男生，

达到 11.34%，灵活就业的比例两者相近。 

表 3-2 男女生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毕业去向 
男 女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就业 1146 58.11% 339 47.48% 1485 55.29% 

国内升学 610 30.93% 253 35.43% 863 32.13% 

出国（出境）留学 136 6.90% 81 11.34% 217 8.08% 

灵活就业 10 0.51% 5 0.70% 15 0.56% 

待就业 70 3.55% 36 5.04% 106 3.95% 

总计 1972 100% 714 100% 2686 100% 

就业率 96.45% 94.96% 96.05% 

 

从我校女生就业情况中发现，本科生实际就业比例明显低于硕士生，而国内

升学、出国（境）留学、灵活就业的比例均高于硕士生，具体情况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女生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毕业去向 
硕士 本科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就业 90 84.91% 249 40.95% 339 47.48% 

国内升学 11 10.38% 242 39.80% 253 35.43% 

出国（出境）留学 1 0.94% 80 13.16% 81 11.34% 

灵活就业 0 0.00% 5 0.82% 5 0.70% 

待就业 4 3.77% 32 5.26% 36 5.04% 

总计 106 100% 608 100% 714 100% 

就业率 96.23% 94.74%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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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情况 

如表 3-4 所示，2017 届毕业生中，共有少数民族学生 151 人，就业率为

93.38%。其中实际就业比例为 56.95%，国内升学比例为 27.81%，出国（境）留

学比例为 8.61%，灵活就业比例为 0.00%。实际就业比例高于全校水平。 

3.1.3 按学生生源地统计就业情况 

按照学生生源地进行了就业去向统计（如表 3-5），东部各省市学生实际就

业比例为 54.96%，国内升学比例为 33.33%，出国（境）留学比例为 7.92%，灵

活就业比例为 0.64%；中部各省市学生实际就业比例为 55.01%，国内升学比例

为 32.35%，出国（境）留学比例为 8.01%，灵活就业比例为 0.53%。西部各省市

学生实际就业比例为 57.44%，国内升学比例为 26.49%，出国（境）留学比例为

8.93%，灵活就业比例为 0.30%。在实际就业学生中，学生回生源地就业比例较

高的省市为：山东省、浙江省、吉林省（如表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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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按学生生源地统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及就业去向 

地区 生源地 
就业 国内升学 出国（境）留学 灵活就业 待就业 总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就业率 

东部 

北京 12 26.09% 11 23.91% 18 39.13% 0 0.00% 5 10.87% 46 89.13% 

天津 6 54.55% 1 9.09% 4 36.36% 0 0.00% 0 0.00% 11 100.00% 

河北 99 63.46% 51 32.69% 3 1.92% 2 1.28% 1 0.64% 156 99.36% 

辽宁 120 58.82% 64 31.37% 14 6.86% 1 0.49% 5 2.45% 204 97.55% 

江苏 44 52.38% 19 22.62% 15 17.86% 0 0.00% 6 7.14% 84 92.86% 

浙江 72 58.54% 41 33.33% 7 5.69% 0 0.00% 3 2.44% 123 97.56% 

福建 32 59.26% 18 33.33% 3 5.56% 0 0.00% 1 1.85% 54 98.15% 

山东 369 53.09% 256 36.83% 41 5.90% 6 0.86% 23 3.31% 695 96.69% 

广东 13 56.52% 4 17.39% 6 26.09% 0 0.00% 0 0.00% 23 100.00% 

海南 3 60.00% 2 40.00% 0 0.00% 0 0.00% 0 0.00% 5 100.00% 

小计 770 54.96% 467 33.33% 111 7.92% 9 0.64% 44 3.14% 1401 96.86% 

中部 

山西 91 50.56% 70 38.89% 12 6.67% 2 1.11% 5 2.78% 180 97.22% 

吉林 79 66.39% 28 23.53% 8 6.72% 0 0.00% 4 3.36% 119 96.64% 

黑龙江 39 46.43% 21 25.00% 11 13.10% 0 0.00% 13 15.48% 84 84.52% 

安徽 61 53.51% 42 36.84% 7 6.14% 1 0.88% 3 2.63% 114 97.37% 

江西 40 65.57% 12 19.67% 6 9.84% 0 0.00% 3 4.92% 61 95.08% 

河南 92 55.76% 58 35.15% 10 6.06% 0 0.00% 5 3.03% 165 96.97% 

湖北 74 50.68% 55 37.67% 13 8.90% 1 0.68% 3 2.05% 146 97.95% 

湖南 46 57.50% 21 26.25% 9 11.25% 1 1.25% 3 3.75% 80 96.25% 

小计 522 55.01% 307 32.35% 76 8.01% 5 0.53% 39 4.11% 949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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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内蒙古 23 47.92% 18 37.50% 6 12.50% 0 0.00% 1 2.08% 48 97.92% 

广西 14 48.28% 10 34.48% 3 10.34% 0 0.00% 2 6.90% 29 93.10% 

重庆 6 37.50% 4 25.00% 4 25.00% 0 0.00% 2 12.50% 16 87.50% 

四川 39 54.17% 23 31.94% 6 8.33% 0 0.00% 4 5.56% 72 94.44% 

贵州 16 72.73% 1 4.55% 1 4.55% 0 0.00% 4 18.18% 22 81.82% 

云南 19 65.52% 7 24.14% 1 3.45% 0 0.00% 2 6.90% 29 93.10% 

陕西 30 56.60% 14 26.42% 3 5.66% 1 1.89% 5 9.43% 53 90.57% 

甘肃 21 67.74% 7 22.58% 3 9.68% 0 0.00% 0 0.00% 31 100.00% 

青海 6 50.00% 2 16.67% 1 8.33% 0 0.00% 3 25.00% 12 75.00% 

新疆 19 79.17% 3 12.50% 2 8.33% 0 0.00% 0 0.00% 24 100.00% 

小计 193 57.44% 89 26.49% 30 8.93% 1 0.30% 23 6.85% 336 93.15% 

 总计 1485 55.29% 863 32.13% 217 8.08% 15 0.56% 106 3.95% 2686 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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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17 届本科签约就业毕业生生源地和就业分布情况表 

就业地 

 

生源地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上

海 

辽

宁 

江

苏 

浙

江 

福

建 

山

东 

广

东 

海

南 

山

西 

吉

林 

黑

龙

江 

安

徽 

江

西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内

蒙

古 

广

西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新

疆 
合计 

北京 14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天津 1 4 - 3 - - - - 1 - - - - - - - - 1 - - - - - - - - - - - 10 

河北 11 3 15 8 2 4 2 2 19 5 1 - 1 - 1 - 2 7 - - - - - - - - - - - 83 

辽宁 9 2 - 6 16 10 - 1 12 3 - - 6 1 1 - - 1 - - - - - - - 1 - - - 69 

江苏 - - - 10 - 21 - 1 7 1 - - - - 1 - - 2 - - - 1 1 - - - - - - 45 

浙江 1 - - 6 - 6 29 - 7 2 - - - - - - - 1 - - - - - - - - - - - 52 

福建 2 - - - - 2 4 14 1 4 - - - 1 - - - 1 - - - - - - - - - - - 29 

山东 25 5 5 19 2 33 11 1 196 21 - - 14 2 2 - 2 8 - 1 - 1 - - - 1 - - 2 351 

广东 - - - 1 - - - - 2 10 - - - - - - - 1 - - - - - - - - - - - 14 

海南 - - - - - - - - 2 - 1 - - - - - - - - - - 1 - - - - - - - 4 

山西 8 1 2 2 3 7 3 - 17 5 - 14 4 1 2 - 1 3 - - - - 2 - - - - - - 75 

吉林 9 4 - 3 4 9 1 2 12 10 - - 24 - 1 - - - - - - - - - - - - - - 79 

黑龙江 1 1 - 1 - 1 1 - 5 2 - - 1 4 - - - - - - - - - - - - - - - 17 

安徽 2 2 - 6 - 12 4 1 7 4 - - 2 - 9 - 2 3 - - - - - - - - - - - 54 

江西 3 1 - 5 - 3 2 1 9 8 - - - - - 2 - - - - - - - - - - - - - 34 

河南 10 - - 4 1 5 2 3 23 8 - - - - 3 - 11 1 - - - - 3 - - 1 - - - 75 

湖北 2 1 - 1 - - 3 1 9 4 2 - - - 1 - - 10 - - - - - - - - - - - 34 

湖南 2 1 - 3 - 3 1 1 9 5 - - 1 - - 1 - 2 13 - - - 1 - - - - - - 43 

内蒙古 1 4 - - 1 1 - - 9 - - - 2 - - - 1 - - - - - - - - - - - - 19 

广西 - - - 1 - - 1 - 1 4 - - - - - - 1 1 1 - 4 1 - - - - - - - 15 

重庆 - - - - - 1 - - 2 1 - - - - 1 - - - - - - 6 2 - - - - - - 13 

四川 3 1 - 1 - 1 1 - 9 4 - - - - - - - 3 - - - 2 8 1 - - -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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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 - - 2 - 1 1 1 3 8 - - - - - - - 1 - - - 1 - 5 - - - - - 23 

云南 3 - - 1 1 1 - 1 3 4 - - - - - - 1 - - - 1 1 2 - 1 - - - - 20 

陕西 4 1 1 2 1 2 - - 4 6 - - 2 - - - - 2 - - - - 1 - - 7 - - - 33 

甘肃 1 - - 2 - 1 1 - 3 4 - - 1 1 - - 1 1 - - - - - - - - 2 - - 18 

青海 - - - - - - 1 - 1 1 - - - 1 1 - - - - - - 1 - - - - - 1 - 7 

新疆 1 1 - - - 1 - - 4 3 - - - - - 1 - 1 - - - - - - - - - - 4 16 

合计 113 32 23 87 31 126 68 30 377 127 4 14 58 11 23 4 22 50 14 1 5 15 20 6 1 10 2 1 6 1281 



 

14 

表 3-7 2017 届硕士签约就业毕业生生源地和就业分布情况表 

就业地 

 

生源地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山西 吉林 
黑龙

江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陕西 甘肃 合计 

安徽 - - - - 2 3 2 1 - 1 - - - 2 - - - - - - - 11 

福建 - - - - - 1 - - - 2 - - - - - - - - - - - 3 

甘肃 - - - - - - - - - - - - - - - - - - 2 1 - 3 

河北 3 2 8 - 1 1 - - 2 1 - 1 - 1 - - 1 1 - - - 22 

河南 1 - - - 2 3 1 - 1 - - - - - 6 2 - - 2 - 1 19 

黑龙江 5 1 1 1 1 1 - 1 2 3 - 1 3 - - 2 - - - - - 22 

湖北 2 1 - - 1 1 1 - - 3 - - - - - 5 - - - - - 14 

湖南 - - - - - - - 1 - 1 - - - - - 2 - - - - - 4 

吉林 1 - - - - - - - - - 1 1 - - - - - - - - - 3 

江苏 1 - - - 1 3 - - - - - - - - - - - - - - - 5 

江西 - - - - 1 - 1 1 - 2 - - - - - - 1 - - - - 6 

辽宁 - 1 - - 2 1 - - 1 2 - - - - - - - - 1 - - 8 

内蒙古 1 - - - - - 1 - 2 - - - - - - - - - - - - 4 

山东 7 3 1 1 5 9 1 1 27 5 - 2 - - - 1 - - - 1 - 64 

山西 4 2 - - 2 1 - - 3 - 1 1 - - - - - - - 2 - 16 

陕西 - - - - - - - - - - - - - - - - - - - 1 - 1 

四川 1 - - - - - - - - 3 - - - - - - - - 2 - - 6 

新疆 1 - - - - - 1 - - - - - - - - - - - 1 - - 3 

浙江 - - - - 1 - 1 - - 1 - - - 1 - - - - - - - 4 

重庆 - - - - - 1 - - - - - - - - - - - - - - - 1 

合计 27 1  1  2 19 25 9 5 38 24 2 6 3 4 6 12 2 1 8 5 1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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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就业结构 

本节主要分析就业学生，共计学生 1500 人。 

表 3-8 学生就业单位所在地分布 

地区 就业地区 
硕士 本科 全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东部 

北京 27  12.33% 112 8.74% 139 9.27% 

天津 10  4.57% 30 2.34% 40 2.67% 

河北 10  4.57% 24 1.87% 34 2.27% 

辽宁 2  0.91% 31 2.42% 33 2.20% 

上海 19  8.68% 85 6.64% 104 6.93% 

江苏 25  11.42% 126 9.84% 151 10.07% 

浙江 9  4.11% 69 5.39% 78 5.20% 

福建 5  2.28% 30 2.34% 35 2.33% 

山东 38  17.35% 375 29.27% 413 27.53% 

广东 24  10.96% 127 9.91% 151 10.07% 

海南 0  0.00% 2 0.16% 2 0.13% 

小计 169  77.17% 1011 78.92% 1180 78.67% 

中部 

山西 2  0.91% 14 1.09% 16 1.07% 

吉林 6  2.74% 59 4.61% 65 4.33% 

黑龙江 3  1.37% 12 0.94% 15 1.00% 

安徽 4  1.83% 23 1.80% 27 1.80% 

江西 0  0.00% 5 0.39% 5 0.33% 

河南 6  2.74% 24 1.87% 30 2.00% 

湖北 12  5.48% 52 4.06% 64 4.27% 

湖南 2  0.91% 14 1.09% 16 1.07% 

小计 35  15.98% 203 15.85% 238 15.87% 

西部 

内蒙古 0  0.00% 1 0.08% 1 0.07% 

广西 0  0.00% 5 0.39% 5 0.33% 

重庆 1  0.46% 15 1.17% 16 1.07% 

四川 8  3.65% 20 1.56% 28 1.87% 

贵州 0  0.00% 6 0.47% 6 0.40% 

云南 0  0.00% 1 0.08% 1 0.07% 

西藏 0  0.00% 0 0.00% 0 0.00% 

陕西 5  2.28% 10 0.78% 15 1.00% 

甘肃 1  0.46% 2 0.16% 3 0.20% 

青海 0  0.00% 1 0.08% 1 0.07% 

宁夏 0  0.00% 0 0.00% 0 0.00% 

新疆 0  0.00% 6 0.47% 6 0.40% 

小计 15  6.85% 67 5.23% 82 5.47% 

总计 219  100% 1281 100% 1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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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就业单位所在地区分布 

 

3.2.1 就业地区分布 

从总体上看，我校区毕业生就业主要地区在东部，共有 1180 人，占就业学

生总数的 78.67%；就业地在中部地区的人数为 238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5.87%；

就业地在西部地区的人数为 82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47%。从省份来看，山东

生就业人数最多，413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7.53%。除山东外，就业人数最多的

地区为：广东省（151 人，10.07%），江苏省（151 人，10.07%），北京市（139

人，9.27%），上海市（104 人，6.93%）。 

3.2.2 就业单位行业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如表 3-9 所示，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主要集中

在制造业（607 人，40.4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65 人，17.6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73 人，11.53%）。就业单位行业的具体流

向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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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学生就业单位行业分布 

行业 
硕士 本科 全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农、林、牧、渔业 0 0.00% 4 0.31% 4 0.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 0.00% 29 2.26% 29 1.93% 

制造业 82 37.44% 525 40.98% 607 40.4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63 28.77% 202 15.77% 265 17.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 0.46% 8 0.62% 9 0.6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1 0.46% 8 0.62% 9 0.60% 

批发和零售 1 0.46% 30 2.34% 31 2.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 
30 13.70% 143 11.16% 173 11.5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 0.00% 24 1.87% 24 1.60% 

金融业 8 3.65% 19 1.48% 27 1.80% 

教育 8 3.65% 26 2.03% 34 2.27%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4 1.83% 9 0.70% 13 0.87% 

建筑业 3 1.37% 100 7.81% 103 6.87%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6 2.74% 78 6.09% 84 5.60% 

房地产业 3 1.37% 20 1.56% 23 1.53% 

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 

和供应 
9 4.11% 54 4.22% 63 4.20% 

采矿业 0 0.00% 2 0.16% 2 0.13% 

总计 219 100% 1281 100% 1500 100% 

 

 

图 3-3 就业单位行业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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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以企业为主，其中民营企业（包括其他

企业）（739 人，49.27%）、国有大中型企业（548 人，36.53%）、三资企业（港

澳台或外资）（130 人，8.67%），合计 1417 人占就业毕业生的比例为 94.47%，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表 3-10）。各学历层次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如图

3-4 所示。 

表 3-10 学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 

单位性质 
硕士 本科 全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部队 0 0.00% 0 0.00% 0 0.00% 

党政机关 3 1.37% 22 1.72% 25 1.67% 

其他事业单位 4 1.83% 28 2.19% 32 2.13% 

国有大中型企业 83 37.90% 465        36.30% 548 36.53% 

三资企业 18 8.22% 112 8.74% 130 8.67% 

民营企业（包括其他企业） 87 39.73% 652 50.90% 739 49.27% 

科研设计单位 17 7.76% 2 0.16% 19 1.27% 

高等教育单位 4 1.83% 0 0.00% 4 0.27% 

中等初等教育单位 3 1.37% 0 0.00% 3 0.20% 

总计 219 100% 1281 100% 1500 100% 

 

 

图 3-4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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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升学分析 

3.3.1 国内升学统计 

我校毕业生国内升学中，共有 863 人。其中大多数留在哈工大本校升学，共

有 436 人，比例为 50.52%；其次是 985 高校（C9 高校以外），共有 154 人，占

比 17.84%；第三为 211 高校（985 高校以外），共 100 人，占比 11.59%；以及

C9 高校（本校以外）（69 人，8.00%）。考取双一流高校总人数为 658 人，比

例为 76.25%。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国内升学高校等单位分布 

分类 
本科 硕士 全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本校 401 48.61% 35 92.11% 436 50.52% 

中国科学院 51 6.18% 0 0.00% 51 5.91% 

C9 高校（本校以外） 68 8.24% 1 2.63% 69 8.00% 

985 高校（C9 高校以外） 153 18.55% 1 2.63% 154 17.84% 

211 高校（985 高校以外） 99 12.00% 1 2.63% 100 11.59% 

国防科研机构 9 1.09% 0 0.00% 9 1.04% 

其他科研机构及其他高校 44 5.33% 0 0.00% 44 5.10% 

双一流高校 621 75.27% 37 97.37% 658 76.25% 

总计 825 100% 38 100% 863 100% 

 

3.3.2 出国（境）留学去向 

2017 届毕业生中选择出国（境）留学共计 217 人，其中本科生 214 人，硕

士生 3 人。以下对这些毕业生出国（境）留学情况进行分析。 

3.3.2.1 出国（境）留学目的地分布 

从出国（境）留学的目的地分布来看，有 38 人选择了德国高校，比例高达

17.51%，选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校人数为：澳大利亚（33 人）、美国（33 人）、

英国（32 人）、新加坡（17 人）等，如表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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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目的地分布 

目的地 
本科 硕士 全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德国 38 17.76% 0 0.00% 38 17.51% 

澳大利亚 32 14.95% 1 33.33% 33 15.21% 

美国 32 14.95% 1 33.33% 33 15.21% 

英国 32 14.95% 0 0.00% 32 14.75% 

新加坡 17 7.94% 0 0.00% 17 7.83% 

中国香港 15 7.01% 0 0.00% 15 6.91% 

日本 14 6.54% 1 33.33% 15 6.91% 

法国 13 6.07% 0 0.00% 13 5.99% 

韩国 6 2.80% 0 0.00% 6 2.76% 

爱尔兰 4 1.87% 0 0.00% 4 1.84% 

荷兰 4 1.87% 0 0.00% 4 1.84% 

瑞典 3 1.40% 0 0.00% 3 1.38% 

加拿大 1 0.47% 0 0.00% 1 0.46% 

瑞士 1 0.47% 0 0.00% 1 0.46% 

意大利 1 0.47% 0 0.00% 1 0.46% 

中国澳门 1 0.47% 0 0.00% 1 0.46% 

总计 214 100% 3 100% 217 100% 

 

3.3.2.2 出国（境）留学高校分布 

我校 2017 届毕业生出国（境）留学学生 3 人以上的大学有 22 所，共计 125

人，占出国（境）留学学生比例 57.60%，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

如表 3-13。据统计，学生赴 2016-2017 The TIMES 排名前 100 位大学留学人数为

90 人，占出国（境）留学学生比例 41.47%，如表 3-14。学生赴英国 2016-2017QS

排名前 100 位大学留学人数为 112 人，占出国（境）留学学生比例 51.61%，如

表 3-15 所示。 

表 3-13 出国（境）留学学生 3 人及以上大学 

学校名称 国家/地区 硕士 本科 全校 

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德国 0 15 15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澳大利亚 0 11 11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澳大利亚 0 11 11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 0 10 10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国 0 8 8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美国 0 7 7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0 6 6 

Universität Karlsruhe 德国 0 6 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国香港 0 5 5 

Dresd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德国 0 5 5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国香港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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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e Centrale de Nantes 法国 0 5 5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英国 0 4 4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英国 0 3 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美国 0 3 3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爱尔兰 0 3 3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大利亚 0 3 3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国 0 3 3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英国 0 3 3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美国 0 3 3 

Monash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0 3 3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瑞典 0 3 3 

总计  0 125 125 

 

表 3-14 学生赴 2016-2017 年 TIMES 排名前 100 位大学留学人数 

学校 排名 硕士 本科 全校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8 0 4 4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5 0 2 2 

Columbia University 16 0 2 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 0 3 3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4 0 6 6 

Washington University 25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7 0 3 3 

LMU Munich 30 0 1 1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Lausanne 30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33 0 11 1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36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39 0 2 2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3 0 2 2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47 0 2 2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9 0 1 1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50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55 0 3 3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 59 0 2 2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60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60 0 3 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60 0 1 1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67 0 1 1 

Monash University 74 0 3 3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6 0 5 5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78 0 11 11 

RWTH Aachen 78 0 1 1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82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82 0 8 8 

University of Glasgow 88 0 2 2 

Eberhard-Karls-Universitaet Tuebingen 89 0 1 1 

Kyoto University 91 0 2 2 

University of Durham 96 0 1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98 0 1 1 

总计  0 90 90 



 

22 

表 3-15 学生赴英国 2016-2017 年 QS 排名前 100 位大学留学人数 

学校 排名 硕士 本科 全校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7 0 2 2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9 0 4 4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 0 6 6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2 0 2 2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3 0 10 10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Lausanne 14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 0 3 3 

Columbia University 20 0 2 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6 0 3 3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7 0 2 2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9 0 3 3 

Washington University 29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34 0 2 2 

Kyoto University 36 0 2 2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6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42 0 11 11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4 0 5 5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46 0 3 3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49 0 11 11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51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51 0 8 8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5 0 5 5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6 0 1 1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 62 0 2 2 

Osaka University 63 0 2 2 

University of Glasgow 63 0 2 2 

Monash University 65 0 3 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66 0 1 1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67 0 1 1 

LMU Munich 68 0 1 1 

University of Durham 74 0 1 1 

Tohoku University 75 1 0 1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77 0 1 1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84 0 1 1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87 0 3 3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93 0 1 1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97 0 3 3 

总计  1 111 112 

3.4 就业单项指标分析 

本节主要从就业单位情况、国防就业单位、学生在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

在中国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学生在 2017 年最佳雇主 100 强企业就业情况五个

方面对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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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就业单位就业情况统计 

我校区学生分布在 672 家单位就业，平均每家单位录用我校学生 2.23 人。

单位在 5 人及 5 人以上共有 72 家，如表 3-16，具体详细统计，如表 3-17 所示。 

表 3-16 单位就业人数统计 

就业人数 单位数量 

多于 20 人 8 

11-20 人 17 

6-10 人 15 

4-5 人 33 

2-3 人 87 

1 人 512 

总计 672 

 

表 3-17 单位就业人数 5 人及 5 人以上统计 

就业单位 合计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7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57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3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28 

国家电网公司 2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20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18 

苏州学而思文化培训中心 17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15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5 

恒大地产集团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1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1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1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 

哈尔滨工业大学 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9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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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集团 8 

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7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6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 

深圳市科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6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 

哈尔滨龙海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5 

海尔集团公司 5 

杭州萱草科技有限公司 5 

南京迈吉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5 

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 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5 

总计 756 

3.4.2 国防单位就业情况分析 

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赴国家国防单位就业的总人数为 145 人，占总就业人

数的 9.67%。其中就业人数超过 5 人的国防单位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28 人）、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20 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18 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14 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1 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10 人）、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9 人）、哈尔滨工业大学（9 人）、中国核工业集团（8 人）、南

京信息技术研究院（5 人），具体就业情况如表 3-18 所示。 

表 3-18 2017 届毕业生国防单位就业情况 

国防单位 就业人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28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2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1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1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11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1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9 

哈尔滨工业大学 9 

中国核工业集团 8 

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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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三一一工厂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〇工厂 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1 

天津通信广播集团有限公司 1 

总计 145 

3.4.3 毕业生在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分析 

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在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为 515 人，占就业总人数

的 34.3%，其中就业人数 20 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74 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74 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57 人）、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28 人）、国家电网公司（25 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3 人）、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1 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 人）、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20 人），具体就业情况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毕业生在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 

公司名称 世界排名 就业人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83 7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125 7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4 5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162 28 

国家电网电力有限公司 2 25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2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3 2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 2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364 2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101 1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241 15 

恒大地产集团 338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336 1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47 1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8 1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400 1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7 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4 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 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48 5 

日产汽车公司 44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 4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318 4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454 3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274 3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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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 3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0 2 

美的集团 450 2 

日立集团 71 2 

三星集团 15 2 

中国国电集团 397 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5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133 1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3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2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 1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58 1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55 1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143 1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72 1 

合计  515 

3.4.4 毕业生在中国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分析 

我校区 2017 届毕业生在中国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为 662 人，占就业总人数

的 44.13%，其中就业人数 20 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74 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74 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57 人）、浪潮集团有限

公司（31 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28 人）、国家电网公司（25 人）、东风汽

车公司（23 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1 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 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20 人），具体就业情况如表 3-20 所示。 

表 3-20 毕业生在中国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 

公司名称 排名 就业人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 7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27 7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5 57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210 3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37 28 

国家电网公司 1 2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6 23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8 2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2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51 2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 19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1 1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股份有限公司 53 15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48 1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1 1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7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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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地产集团 75 14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 1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92 1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379 11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226 1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4 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80 9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44 8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156 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59 7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3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56 5 

海尔集团公司 81 5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80 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4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66 4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5 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 4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418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3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63 3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2 3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102 3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3 3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107 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54 3 

百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13 3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2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9 2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93 2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109 2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17 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 1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1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9 1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35 1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7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 1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4 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137 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41 1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184 1 

总计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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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学生在最佳雇主 100 强企业（2017 年）就业情况分析 

2017 届毕业生在智联招聘公布的 2017 年最佳雇主前 100 强企业中就业人数

为 215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14.33%。其中就业人数 10 以上的企业有：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公司（74 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1 人）、中国联通（15

人）、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12 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11 人）、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10 人），具体就业情况如表 3-20 所示。 

表 3-20 2017 届毕业生最佳雇主（2017）企业就业情况 

单位名称 就业人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74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10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9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7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 

海尔集团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 

北京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 

碧桂园集团 2 

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2 

中国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艾欧史密斯（中国）有限公司 1 

迪卡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 

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 1 

格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 

网易公司 1 

总计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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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待就业毕业生情况 

3.5.1 本科待就业毕业生情况 

目前，还有 100 名本科生未落实单位。其中，参加公务员考试待录取或办理

手续的 15 人，继续考研的 42 人，准备出国的 7 人，有意向单位无法及时签约的

10 人，自由职业 11 人，就业期望值高无法找到满意工作的 15 人。如图 3-5 所示。 

 

图 3-5 本科待就业毕业生情况 

3.5.2 硕士待就业毕业生情况 

目前，还有 6 名硕士研究生未落实单位。其中，准备继续读博的 3 人，准备

出国的 1 人，参加公务员考试待录取或办理手续的 2 人。如图 3-6 示 

 

图 3-6硕士待就业毕业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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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人单位招聘情况 

4.1 专场招聘会单位分析 

4.1.1 专场招聘会的单位性质与地域分布 

2016-2017 学年赴我校区开展专场招聘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有 680 家。专场

招聘会单位的性质与地域分布情况，如表 4-1 所示，从地域上来看，来我校区开

展招聘活动的以东部地区的企业为主（552 家），中西部相对较少（128 家）；

从招聘单位的性质来看，总体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而

中西部则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三资企业。 

表 4-1 专场招聘会的单位性质与地域分布 

 省市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国有大

中型企

业 

科研

设计

单位 

民营 

企业 

三资企

业 

其他事

业单位 
合计 

东部 

北京 0 0 46 3 32 11 0 92 

天津 0 0 14 1 2 2 0 19 

河北 0 0 6 0 1 0 0 7 

辽宁 0 0 4 0 3 3 0 10 

上海 0 1 16 3 23 7 0 50 

江苏 0 3 40 0 72 25 4 144 

浙江 0 0 2 0 7 2 0 11 

福建 0 0 6 0 2 1 0 9 

山东 0 0 36 2 113 18 1 170 

广东 0 0 6 0 16 15 0 37 

海南 0 0 2 0 0 0 0 2 

港澳台 0 1 0 0 0 0 0 1 

小计 0 5 178 9 271 84 5 552 

中部 

山西 0 0 1 0 0 0 0 1 

吉林 0 0 16 1 0 0 0 17 

黑龙江 0 0 5 0 1 1 0 7 

安徽 0 0 2 0 1 0 0 3 

江西 0 0 6 0 0 0 0 6 

河南 0 0 2 1 7 2 0 12 

湖北 0 0 19 1 5 14 0 39 

湖南 0 0 3 0 1 0 0 4 

小计 0 0 54 3 15 17 0 89 

西部 

内蒙古 0 0 0 0 1 0 0 1 

广西 0 0 2 0 0 1 0 3 

重庆 0 0 8 0 4 3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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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0 0 7 3 1 1 0 12 

贵州 0 0 1 0 0 0 0 1 

云南 0 0 0 0 0 0 0 0 

西藏 0 0 0 0 0 0 0 0 

陕西 0 0 3 1 0 1 0 5 

甘肃 0 0 0 0 0 0 0 0 

青海 0 0 0 0 0 0 0 0 

宁夏 0 0 0 0 0 0 0 0 

新疆 0 1 0 0 1 0 0 2 

小计 0 1 21 4 7 6 0 39 

 总计 0 6 253 16 293 107 5 680 

 比例 0% 0.88% 37.21% 2.35% 43.09% 15.74% 0.74% 100% 

 

4.1.2 专场招聘会单位行业分布 

2016-2017 年度来我校区招聘的企业主要以制造业（357 家，52.50%），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58 家，8.5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54 家，7.94%）为主，招聘单位的行业分布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专场招聘会单位行业分析 

所属行业 汇总 比例 

农、林、牧、渔业 2 0.2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 3.24% 

制造业 357 52.5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8 8.5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0.29%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2 0.29% 

批发和零售 44 6.4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54 7.94%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 0.00% 

金融业 9 1.32% 

教育 29 4.26%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9 1.32% 

建筑业 62 9.12%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 0.29% 

房地产业 7 1.03% 

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 18 2.65% 

采矿业 3 0.44% 

总计   6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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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6-2017 学年专场招聘会单位所属行业分布 

 

4.2 大型招聘会单位分析 

4.2.1 大型招聘会的单位性质与地域分布 

2016-2017 年度赴我校区开展大型招聘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有 700 家。大型

招聘会单位的性质与地域分布情况，如表 4-3 所示。从地域上看，来我校区开展

大型招聘活动的以东部地区企业为主（634 家），中西部地区企业较少（66 家）；

从招聘单位性质来看，总体以民营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和高等教育单位为主，

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  

表 4-3 大型招聘会的单位性质与地域分布 

 省市 
党政机

关 

高等教

育单位 

国有大

中型企

业 

科研设

计单位 

民营 

企业 

三资企

业 
合计 

东部 

北京 0 0 8 3 21 1 33 

天津 0 0 1 0 4 1 6 

河北 0 2 4 0 3 0 9 

辽宁 0 1 6 0 3 8 18 

上海 0 0 3 0 11 3 17 

江苏 0 0 4 0 14 2 20 

浙江 0 0 0 0 5 0 5 

福建 0 0 4 0 0 0 4 

山东 0 1 39 5 415 0 460 

广东 0 0 4 0 7 4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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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0 1 0 0 0 0 1 

港澳台 0 0 1 0 0 0 1 

小计 0 5 74 8 483 64 634 

中部 

山西 0 0 4 1 0 0 5 

吉林 1 1 15 0 1 1 19 

黑龙江 0 1 5 0 8 0 14 

安徽 0 0 1 1 1 0 3 

江西 0 0 1 0 0 0 1 

河南 0 0 0 0 2 0 2 

湖北 0 0 2 0 1 0 3 

湖南 0 0 1 0 2 0 3 

小计 1 2 29 2 15 1 50 

西部 

内蒙古 0 0 0 0 4 0 4 

广西 0 0 0 0 1 0 1 

重庆 0 0 0 0 0 0 0 

四川 0 0 1 0 3 0 4 

贵州 0 0 0 0 1 0 1 

云南 0 0 1 0 0 1 2 

西藏 0 0 0 0 0 0 0 

陕西 0 0 1 0 2 0 3 

甘肃 0 0 1 0 0 0 1 

青海 0 0 0 0 0 0 0 

宁夏 0 0 0 0 0 0 0 

新疆 0 0 1 0 0 0 1 

小计 0 0 4 0 11 1 16 

 总计 1 7 107 10 509 66 700 

 比例 0.14% 1.00% 15.29% 1.43% 72.71% 9.43% 100% 

4.2.2 大型招聘会单位行业分析 

2016-2017 年度来我校区招聘的企业主要以制造业（261 家，37.29%）为主，

招聘单位的行业分布具体统计结果，如表 4-6，其分布图，如图 4-3 所示。  

表 4-4 大型招聘会单位行业分析 

所属行业 汇总 比例 

农、林、牧、渔业 7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2 8.86% 

制造业 261 37.2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61 8.7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 0.5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8 1.14% 

批发和零售 111 15.86%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8 5.4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3 4.71% 

金融业 13 1.86% 

教育 37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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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10 1.43% 

建筑业 25 3.57%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 0.29% 

房地产业 16 2.29% 

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 11 1.57% 

采矿业 1 0.14% 

总计 700 100% 

 

 

图 4-2  2016-2017 学年大型招聘会单位所属行业分布 

4.3 发布招聘信息情况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就业信息网共计发布

招聘信息 2443 条，累计提供岗位 13000 多个。各个月份发布的信息数量，如表

4-5，其发布趋势图如图 4-3 所示。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我校区每年的招聘高

峰期集中在 9-12 月份及次年的 3-4 月份，并以 9 月份和次年的 3 月份信息发布

量最大。 

表 4-5 招聘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情况 

月份 发布信息数量 月份 发布信息数量 

2016 年 07 月 5 2017 年 01 月 27 

2016 年 08 月 10 2017 年 02 月 120 

2016 年 09 月 441 2017 年 03 月 472 

2016 年 10 月 379 2017 年 04 月 178 

2016 年 11 月 383 2017 年 05 月 180 

2016 年 12 月 161 2017 年 06 月 87 

共计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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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发布招聘信息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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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业工作举措 

5.1 领导高度重视，统筹部署就业工作 

学校始终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以及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黑龙江省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各项政

策，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并深入招聘会现场了解用人单位需求

和毕业生就业意向，要求毕业生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把视线投向国家发展的航

程，把汗水洒在艰苦创业的舞台，将自身发展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勇

于投身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建功立业。此外，

学校采用路演、网站宣传、讲座以及学生活动等不同形式向毕业生宣传“参军入

伍”、“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村官工程”等国家政策，鼓励毕业生响应号召贡

献国防、支援西部、扎根基层、为新常态下的中国崛起贡献自身的力量。 

5.2 拓宽重点行业就业市场，做好校园招聘服务工作 

我校积极邀请引进优秀用人单位进校招聘，保证了进校专场招聘的单位数量

和质量。截至 2017 年 11 月，进校举办专场招聘的企业数量为 680 家，比去年增

长 205 家，其中东风汽车、中船工业、兵器装备、中建各局、南通人才、泰州人、

烟台人才、东营人才等单位以组团形式进校招聘。成飞集团、富力地产、康佳集

团、AVL、基恩士等知名企业首次来校招聘。组织了 2 场大型供需见面会，参会

单位 700 余家，企业涉及国防、建筑、装备制造、核工业、IT、汽车等行业，为

毕业生提供上万个工作岗位，参会企业层次和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就业部门联合

各学院积极组织专场和大型招聘会，就业服务水平受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广泛

认可。 

我校积极参加各种推介会暨信息发布会，积极拓宽重点行业就业市场。就业

部门先后参加了华为、国家电网、江南造船、日立、海尔、京东方、美的等集团

组织的校企对接会和“沿江八市”、天津、烟台、东营等地市人社部门举办的人才

交流会，同时参加教育部、山东省、企业等组织的就业创业研讨会，参加东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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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2 次联合走访活动。累计外出参加各类人才对接和交流会总计 26 次，与近 800

余家单位建立就业市场联系，带动来校招聘单位的数量和质量。本学年累计派出

18 支“行走中华逐梦名企”的学生暑期就业走访社会实践队伍，走访 20 座企业密

集城市，与 178 家用人单位进行座谈、参观和交流，通过企业在职校友的反馈帮

助在校生提升就业竞争力。 

表 5-1  “行走中华·逐梦名企” 暑期就业走访社会实践一览表 

编号 团队名称 走访地点 走访企业名称 指导老师 

1 企航辽沈 东北 沈阳、大连 桑峰 

2 大气皖成 华东 合肥 邓平平 

3 逐梦京济 华东 济南、北京 丛薇 

4 筑梦齐鲁 华东 青岛、济南 苏乃乾 

5 寻梦北京，探访 IT 名企 京津冀 北京 王佳浚 

6 京津乐道 京津冀 北京、天津 李新 

7 职梦江南 长三角 南京、苏州 刘文军 

8 擎动江浙 长三角 无锡、苏州 胡俊生 

9 启航心路，逐梦苏沪 长三角 上海、苏州 赵权睿 

10 扬帆起航 长三角 杭州 林日升 

11 雅梦荷访 长三角 上海、杭州 隗海燕 

12 光电沪苏之行 长三角 上海、江苏 闫红丹 

13 荆楚职行 中西部 武汉 隋海瑞 

14 川锦知行 中西部 成都等 谭军华 

15 随豫而安 中西部 郑州、西安 岳彩领 

16 信达巴蜀 电联川渝 中西部 成都、重庆 孙琪、张云凯 

17 超粤梦想 珠三角 广州 慈艳艳 

18 经迹企行 珠三角 深圳 韩茹 

 

5.3 提升就业创业指导能力，完善职业生涯发展教育体系 

为了提高教师团队的专业水平，2017 年学校累计派出 41 名教师参加 7 次专

业化就业创业培训并考取资格证书。通选课程《生涯发展与就业》在 2017 年夏

季学期向 2016 级 2000 多名在校生普及职业生涯发展与就业课程。学生工作处成

立 4 个就业创业类工作室，采取预约制定期为学生开展“一对一”生涯规划与求职

咨询和辅导，年均接待学生个体咨询和辅导 80 余人次；同时开展一系列团队训

练，使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真正从课堂学习走近学生身边。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企

业人事高管、优秀校友为在校生举办二十余场就业创业类讲座，开拓了在校生的

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就业市场的前沿信息。 

2017 年，就业部门继续推进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与新东方、学而思、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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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等多家单位签订了就业实习基地协议。联合 5 家知名企业在校成立京东方、百

度、浪潮、新东方、广汽丰田俱乐部，充分挖掘企业资源，协同开展校内就业活

动，进一步提升在校生就业能力，目前在校运营的校企俱乐部共计 12 个。全年

共组织了 50 场实习生招聘宣讲会，就业网累计发布了 300 余条实习生招聘信息，

为求职毕业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和就业机遇。 

就业中心下设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和青年创业中心两大学生组织，覆盖

在校生 300 余人。其中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连续 3 年开展 5 大就业品牌活动：

职点江山、扶摇职上、职抒己见、职梦三齐、职通九州，活动覆盖在校生 1000

余人次，有力地丰富了校园就业文化活动；同时完成所有校园招聘会志愿服务工

作，宣传就业政策，组织就业能力提升训练营以及企业走访等系列活动。 

 

表 5-2  2017 年学生就业活动一览表 

主办方 活动名称 活动周期 次数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职点江山-无领导小组讨论培训 两周一期 8 期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扶摇职上-模拟招聘会 2017.04 1 期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职抒己见-优秀毕业生求职经验访谈 两周一期 11 期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职梦三齐-简历培训会 一年两期 2 期 

230 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职通九州-烟威企业走访 每月一期 5 期 

BOE 校企俱乐部 BOE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2017.09 1 次 

海尔未来规划局 毕业季校园就业爱心传递 2017.07 1 次 

广汽丰田俱乐部 G OA 创新挑战赛 2017.05 1 次 

超车道俱乐部 超车道训练营 2017.05 1 次 

 

5.4 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为依托，加快建设创新创业教育体

系 

2017 年 8 月，经过材料审查、现场实地评审、座谈论证等程序，我校大学

生创新创业基地顺利复审，正式获评为山东省“省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平台”。目前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入驻创业实体 74 家，创新创业团队 110 多家。2017 年基地

接待正式参观三十余次，其中工信部、山东省、哈工大、其他高校、重点用人单

位的领导和专家对我校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的建设高度认可，表示基地硬件配

套及软件支持都很出色，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很高，学校的支持和服务也非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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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令人印象深刻。基地确定了创新团队和创业企业项目评估准入退出机制、财

务管理和日常管理服务等规章制度，并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

使得管理更加规范，服务更加到位。 

2017 年，学生工作处推进《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精品化建设，组织 20 名

创业教育核心师资参加了北森创新创业师资培训，组建创业师资教研室，集中讨

论教案和课程设计思路。依托青年创业中心举办首届创意集市、创业大赛、创客

大赛、创新创业文化节等活动。同时拍摄基地官方宣传片、青年创业中心宣传片，

扩大对外宣传力度。不定期组织职业礼仪培训、出国留学讲座、创业技能培训等

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在校生创新创业能力，丰富了创新创业体系，极大地调动

了校园创业氛围和学生创业激情。 

表 5-3  2017 年学生创业活动一览表 

主办方 活动名称 活动周期 次数 

青年创业中心 “嗨工大”创业文化节 2017.10 2 场 

青年创业中心 创客狂欢夜 2017.11 1 场 

青年创业中心 创意集市 2017.03 1 次 

青年创业中心 第二届创业大赛 2017.04 1 次 

青年创业中心 工商杯校园商战大赛 2017.09 1 次 

青年创业中心 中关村创客大赛 2017.10 1 次 

青年创业中心 Bridge+商战模拟大赛 2017.10 1 次 

青年创业中心 创业沙龙 全年 3 期 

青年创业中心 丁香创业校友俱乐部年会 2017.09 1 次 

BOE 校企俱乐部 BOE 校园创新挑战赛 2017.06 1 次 

BOE 校企俱乐部 BOE 校园营销挑战赛 2017.11 1 次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乐创·益起来”公益营销比赛 2017.05 1 次 

经济管理学院 “财迷心窍”创业挑战赛 2017.03 1 次 

 

5.5 搭建就业信息平台，扩大就业引导和帮扶力度 

学校认真统计并逐项落实其求职补贴，确定了 56 名山东省生源的特困家庭

毕业生，共发放补助金 4.46 万元。此外，学校对非山东生源和外出求职的家庭

困难毕业生提供求职补助金，使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不因经济困难而受阻。各院

系也纷纷主动开展就业困难学生帮扶工作，对于那些有就业需要但是家庭经济困

难的同学，采取发放路费补助、生活补贴等多种方式给予帮助。 

就业中心根据定期的就业简报和院系就业情况汇报，对不同类型的就业困难

学生情况进行实时掌握，有的放矢地进行资助和指导。实施一对一指导并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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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途径向用人单位重点推荐，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补贴，对就业心理有偏差的

学生提供针对性疏导和咨询。 

我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主要窗口，也是毕业生获取就

业资讯的首选媒介。本学年，除去就业信息网发布招聘信息外，就业中心微信公

众号哈工大威海就业（HWCC）已推送就业信息 1000 多条招聘信息，帮助应届

毕业生提供就业资讯，帮助毕业后大学生办理派遣手续。就业中心建立了立体化、

全覆盖的就业资讯推送体系，利用短信、微信、QQ 等方式向学生发布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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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毕业生就业调查 

6.1 调查对象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2017 届就业毕业生，总计 1058 人。

按学历划分，此次调查对象中本科毕业生 901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 37.23%；

硕士毕业生 157 人，占硕士毕业生总数的 59.02%。具体如图 6-1 所示。 

 

图 6-1  调查对象学历分布 

按专业类别划分，此次调查对象中工科所占比率最大，有 891 人，占总调查

对象的 84.21%；其次为经管类的学生，共 93 人，占总调查对象的 8.79%；另外，

理学和文学类分别为 61 人和 13 人，分别占总调查对象的 5.77%和 1.22%，如图

6-2 所示。  

 

图 6-2  调查对象专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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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调查结果与初步分析 

6.2.1 职业价值观评估 

本次调查中，对 2017 届毕业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评估。评估方式采取打分

制，分为 1-5 分五个等级，分别对应“差”到“优秀”。  

对其职业价值观的自我评估中，2017 届毕业生对于 16 项择业因素的看重程

度的均值总体无较大差异。根据均值进行排序发现，排在前 3 位的择业因素分别

为 “工作能磨练我的个人能力”、“工作能使我实现个人的抱负和目标”“工作能使

我施展个人的能力和特长”；排在后 3 位的分别是“工作能使周围人羡慕我”、“工

作能使我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社会”、“工作能使我享受高地位的个人空间”。此

项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校区毕业生的职业价值观自我评估良好，具体以统计

结果如下表 6-1。 

表 6-1 职业价值观自我评估情况 

职业价值观 N 均值 
标准

偏差 

均值

标准

偏差 

T 值 下限 上限 

工作能磨练我的个人能力 1058 4.075 0.896 0.027 147.835 4.021 4.129 

工作能使我实现个人的抱负和目标 1058 4.045 0.897 0.027 146.576 3.991 4.099 

工作能使我施展个人的能力和特长 1058 4.037 0.898 0.027 146.245 3.983 4.092 

工作能使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1058 3.969 0.934 0.028 138.177 3.913 4.026 

工作能使我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年薪 1058 3.950 0.886 0.027 144.895 3.897 4.004 

工作能带给人激情 1058 3.909 0.953 0.029 133.336 3.851 3.966 

工作能使我感到受重视 1058 3.888 0.907 0.027 139.345 3.833 3.943 

工作能和家庭生活不相冲突 1058 3.858 0.964 0.029 130.152 3.800 3.916 

工作能使我容易晋升到高地位 1058 3.810 0.946 0.029 130.941 3.752 3.867 

工作能使我为社会发展创造价值 1058 3.796 1.021 0.031 120.878 3.735 3.858 

工作能使我方便照顾父母 1058 3.754 1.068 0.032 114.317 3.689 3.818 

工作能使我和未来配偶在一起 1058 3.705 1.140 0.035 105.626 3.636 3.773 

工作能使我提高我国该行业的世界竞争力 1058 3.699 1.046 0.032 114.943 3.636 3.762 

工作能使我享受高地位的个人空间 1058 3.673 1.010 0.031 118.304 3.613 3.734 

工作能使我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状 1058 3.581 1.054 0.032 110.460 3.517 3.644 

工作能使周围人羡慕我 1058 3.365 1.075 0.033 101.760 3.300 3.430 

6.2.2 就业能力评估 

本次调查中，对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自我评估和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在其就业能力的培养中发挥的作用分别进行评估。评估方式采取打分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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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 分五个等级，分别对应“差”到“优秀”。  

对 2017 届毕业生进行就业能力的自我评估中，18 项能力的均值总体没有较

大差别，基本处于 3.6-3.9 这个范围内。根据均值进行排序发现，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分实干与执行能力”、“自学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排在后三位的分别

是“外语能力”、“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能力”以及“领导能力”。此项结果表明，整

体而言，我校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自我评估良好，各个能力之间没有脚的差别，

但是作为工科学生为主的毕业生暴露出语言表达、交往和领导力等方面的短板。

具体情况，如表 6-2 所示。 

表 6-2 就业能力自我评估情况 

就业能力 N 均值 
标准偏

差 

均值标

准偏差 
T 值 下限 上限 

实干与执行能力 1058 3.949 0.873 0.026 146.981 3.896 4.001 

自学能力 1058 3.889 0.873 0.026 144.871 3.836 3.942 

问题解决能力 1058 3.875 0.847 0.026 148.698 3.824 3.926 

分析能力 1058 3.857 0.852 0.026 147.244 3.805 3.908 

团队协作能力 1058 3.833 0.853 0.026 146.031 3.782 3.885 

动手能力 1058 3.790 0.901 0.027 136.722 3.735 3.844 

信息收集能力 1058 3.788 0.884 0.027 139.342 3.734 3.841 

情绪管理能力 1058 3.766 0.928 0.028 131.942 3.710 3.822 

创新能力 1058 3.734 0.886 0.027 137.046 3.680 3.787 

组织与协调能力 1058 3.726 0.877 0.026 138.132 3.673 3.779 

人际交往能力 1058 3.712 0.902 0.027 133.830 3.658 3.767 

时间管理能力 1058 3.692 0.919 0.028 130.669 3.637 3.748 

书面表达能力 1058 3.675 0.881 0.027 135.597 3.622 3.729 

口头表达能力 1058 3.647 0.902 0.027 131.414 3.593 3.701 

专业或业务能力 1058 3.620 0.922 0.028 127.659 3.564 3.675 

 领导力 1058 3.608 0.947 0.029 123.944 3.551 3.665 

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能力 1058 3.554 0.903 0.027 127.942 3.500 3.609 

外语能力 1058 3.483 0.935 0.028 121.188 3.427 3.540 

 

6.2.3 职业选择结果调查 

该项调查分析了 2017 届毕业生对所选工作的认同度及其对第一份工作的满

意度，从而反映毕业生职业选择结果的情况。 

调查表明，毕业生对所选工作的认同度整体上较高，各项条件均值无较大差

别，基本在 3.6-3.8 范围内。根据毕业生对所选工作的认同度均值进行排序发现，

认同度排前三的描述分别为“所选工作满足我的需要”“所选单位满足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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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的知识、能力与技能与所选工作相吻合”。具体统计情况，如表 6-3 所示。 

表 6-3 毕业生对所选工作的认同度分析 

认同度 N 均值 
标准 

偏差 

均值标

准偏差 
T 值 下限 上限 

所选工作满足我的需要 1058 3.818 0.885 0.027 140.235 3.765 3.872 

 所选单位满足我的需要 1058 3.794 0.916 0.028 134.707 3.738 3.849 

我的知识、能力与技能与所选工作相

吻合 
1058 3.787 1.060 0.032 116.144 3.723 3.851 

我的性格与所选单位的文化/形象相

匹配 
1058 3.733 0.935 0.028 129.825 3.677 3.789 

所选单位价值观与我的价值观类似 1058 3.724 0.952 0.029 127.142 3.666 3.781 

   所选工作很适合我 1058 3.720 0.902 0.027 134.061 3.665 3.774 

我的专业与所选工作相吻合 1058 3.708 1.142 0.035 105.568 3.639 3.777 

所选单位很适合我 1058 3.687 0.936 0.028 128.034 3.630 3.743 

所选工作可以使我做自己想做的事 1058 3.641 0.990 0.030 119.579 3.582 3.701 

 

对 2017 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调查表明，96.2%的毕业生对自己的就业去向

表示满意。对工作各方面的满意度均值无较大差别，基本在 3.5-3.7 范围内。根

据对各方面的满意度均值进行排序发现，排前三位的分别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价

值” “职业发展前景”“单位的地理位置”，具体调查情况，如表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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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毕业生对第一份工作的满意度分析 

满意度 N 均值 
标准

偏差 

均值标

准偏差 
T 值 下限 上限 

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 1058 3.774 0.906 0.027 135.388 3.719 3.828 

职业发展前景 1058 3.695 0.857 0.026 140.114 3.643 3.747 

单位的地理位置  1058 3.674 0.937 0.028 127.559 3.618 3.731 

组织（单位）的文化或价值观 1058 3.649 0.898 0.027 132.143 3.595 3.703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1058 3.639 0.873 0.026 135.599 3.587 3.692 

工作的物理环境  1058 3.604 0.891 0.027 131.466 3.551 3.658 

 工作内容  1058 3.591 0.852 0.026 137.091 3.540 3.643 

工作强度（压力、时间等）  1058 3.548 0.948 0.029 121.736 3.491 3.605 

物质待遇（工资、福利等）  1058 3.510 0.898 0.027 127.151 3.456 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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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分院系专业就业情况汇总 

学院/专业 人数 就业 
国内

升学 

出国

学习 

灵活

就业 

待就

业 
就业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8 78 55 19 1 5 96.84% 

船舶与海洋工程 86 39 37 4 0 6 93.02%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244 117 92 23 1 11 95.49% 

环境工程 63 27 25 10 0 1 98.41% 

生物工程 28 8 9 5 0 6 78.57% 

化学工程与工艺 56 18 36 2 0 0 1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24 13 9 1 0 1 95.83%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171 66 79 18 0 8 95.32% 

车辆工程 117 87 17 12 0 1 99.15% 

热能与动力工程 113 62 35 10 1 5 95.58% 

交通运输 53 38 10 2 0 3 94.34% 

交通工程 52 16 27 1 1 7 86.54% 

汽车工程学院 335 203 89 25 2 16 95.22% 

自动化 94 50 35 4 0 5 94.68% 

测控技术与仪器 84 38 36 3 0 7 91.6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14 61 39 12 0 2 98.25% 

通信工程 98 52 37 4 0 5 94.90% 

电子信息工程 94 49 38 5 0 2 97.87% 

电子科学与技术 80 34 41 5 0 0 100% 

电磁场与电磁波 36 22 12 2 0 0 100%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600 306 238 35 0 21 96.5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3 90 32 6 0 5 96.24% 

信息安全 54 30 19 5 0 0 100.00% 

软件工程 148 93 35 10 1 9 93.9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35 213 86 21 1 14 95.8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82 48 25 8 0 1 98.78% 

焊接技术与工程 71 38 25 6 0 2 97.18% 

材料科学与工程 58 24 30 4 0 0 100% 

电子封装技术 20 6 12 2 0 0 1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 116 92 20 0 3 98.70% 

信息与计算科学 48 28 11 9 0 0 100% 

数学与应用数学 27 7 9 8 0 3 88.89%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50 16 26 6 0 2 96.00% 

理学院 125 51 46 23 0 5 96.00% 

财务管理 38 23 10 2 0 3 92.11% 

工商管理 36 24 7 3 1 1 97.22% 

国际经济与贸易 28 13 6 9 0 0 100% 

会计学 33 18 10 1 2 2 93.94% 

市场营销 16 10 4 2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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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3 22 6 1 1 3 90.91% 

经济管理学院 184 110 43 18 4 9 95.11% 

英语 22 14 3 4 0 1 95.45% 

朝鲜语 15 6 5 3 0 1 93.33% 

汉语言文学 1 1 0 0 0 0 100% 

语言文学学院 38 21 8 7 0 2 94.74% 

土木工程 125 59 43 10 7 6 95.20% 

土木工程系 125 59 43 10 7 6 95.20% 

威海校区合计 2388 1262 816 200 15 95 96.02% 

其他 32 4 9 14 0 5 84.38% 

合计 2420 1266 825 214 15 100 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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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7 届硕士毕业生分院系专业就业情况汇总 

学院/专业 人数 就业 
国内

升学 

出国

学习 

灵活

就业 

待就

业 
就业率 

机械电子工程 5 4 1 0 0 0 100% 

机械工程 15 14 1 0 0 0 100% 

船舶与海洋工程 19 11 5 1 0 2 89.47%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39 29 7 1 0 2 94.87% 

化学工程与工艺 3 3 0 0 0 0 100% 

化学工程 13 13 0 0 0 0 100% 

海洋科学 24 17 4 0 0 3 87.50%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40 33 4 0 0 3 92.50% 

车辆工程 20 17 3 0 0 0 1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5 3 2 0 0 0 100% 

动力工程 2 2 0 0 0 0 100% 

汽车工程学院 27 22 5 0 0 0 1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5 5 0 0 0 0 100% 

控制工程 6 4 2 0 0 0 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2 2 0 0 0 0 100% 

集成电路工程 3 2 0 1 0 0 100% 

电气工程 8 7 1 0 0 0 1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6 5 1 0 0 0 100% 

电子与通信工程 15 11 4 0 0 0 100%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2 2 0 0 0 0 100%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47 38 8 1 0 0 1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13 0 0 0 0 100% 

计算机技术 20 20 0 0 0 0 1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33 33 0 0 0 0 100% 

材料加工工程 8 6 2 0 0 0 100% 

材料工程 16 15 1 0 0 0 100% 

材料学 3 2 1 0 0 0 10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7 23 4 0 0 0 100% 

应用数学 10 8 2 0 0 0 100% 

计算数学 8 5 3 0 0 0 100% 

物理学 10 4 4 1 0 1 90.00% 

理学院 28 17 9 1 0 1 96.43% 

工商管理 16 16 0 0 0 0 100% 

经济管理学院 16 16 0 0 0 0 100% 

土木工程 4 3 1 0 0 0 100% 

建筑与土木工程 5 5 0 0 0 0 100% 

土木工程系 9 8 1 0 0 0 100% 

全校合计 266 219 38 3 0 6 9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