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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

1.毕业生人数、性别分布

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的人数为 135 人，均为硕士研究生，其中男生

90人，女生 45 人。

图 1-1-1 2020 届毕业研究生性别分布图

2、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我校 2020 年毕业研究生中，90人都来自河北省省内。生源地主要分布

在张家口、石家庄、邯郸、邢台等 11 个地区，张家口生源最多共 36人。

图 1-1-2 2020 届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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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省外生源分布

此外，有 45 名来自河北省外的 12 个省份，外省生源河南、山东、山

西较多，分别为 7人。

图 1-1-3 2020 届毕业生省外生源分布

4.毕业生分专业生源分布

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共分 10 个专业，其中岩土工程专业毕业生总

数共 3 人，均为河北省生源；结构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9 人，河北省生

源 5 人，省外 4 人；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河

北省生源 5 人，省外 2 人；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6 人，河北

省生源 3 人，省外 3 人；建筑技术科学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3 人，均为河北

省生源；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18 人，河北省生源 14 人，

省外 4 人；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12人，均为河北省生源；市政工程

专业毕业生总人数共 7 人，河北省生源 3 人，省外 4 人；供热供燃气通风

及空调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均为河北省生源；建筑与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生总人数共 63人，河北省生源 35人，省外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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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地

专业
毕业生数 河北省 河北省外

岩土工程 3 3 0

结构工程 9 5 4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7 5 2

桥梁与隧道工程 6 3 3

建筑技术科学 3 3 0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18 14 4

艺术设计 12 12 0

市政工程 7 3 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7 7 0

建筑与土木工程 63 35 28

表 1-1-4 2020 届毕业生分专业生源分布

5.特殊身份（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家庭困难学生）

毕业生分布

我校 2020 年毕业研究生中，有学生党员 56人，学生干部 11人，少数

民族学生 9人，家庭困难学生 9 人（其中建档立卡家庭 6 人,申请助学贷款

3人），以上四者均有重合。

图 1-1-5 2020 届特殊身份毕业生分布

6.毕业生分专业、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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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2020 届毕业生分专业、性别分布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共 10个专业，其中岩土工程专业人数共 3人，均为

男生；结构工程专业人数共 9 人，男生 5 人，女生 4 人；防灾减灾工程及

防护工程专业人数共 7 人，男生 6 人，女生 1 人；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人

数共 6 人，均为男生；建筑技术科学专业人数共 3 人，男生 1 人，女生 2

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人数共 18 人，男生 14 人，女生 4 人；艺术设

计专业人数共 12人，男生 3人，女生 9 人；市政工程专业人数共 7 人，男

生 4 人，女生 3 人；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专业人数共 7 人，男生 5

人，女生 2人；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人数共 63人，男生 43 人，女生 20 人。

二、毕业生毕业去向

1.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我校 2020 届毕业生人数为 135 人，截止 2020 年 9 月 1日，我校研究

生协议和合同就业人数为 87人，灵活就业 1 人，升学 2 人，未就业 45人，

初次就业率为 66.7%。截止 2020 年 12 月 30 日，我校研究生协议和合同就

业人数为 109 人，灵活就业 8人，基层项目就业 1人，自主创业 1人，升

学人数为 2人，未就业 14人，就业率为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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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截止 9月 1日）

图 1-2-1（2） 2020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截止 12 月 30 日）

2.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去向

专业

毕业

生数

协议和合

同就业

灵活

就业
升学

未

就业

就业

率

岩土工程 3 3 0 0 0 100%

结构工程 9 8 0 0 1 88.9%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7 5 0 0 2 71.4%

桥梁与隧道工程 6 5 0 1 0 100%

建筑技术科学 3 1 1 0 1 66.7%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18 8 0 0 10 44.4%

艺术设计 12 4 0 0 8 33.3%

市政工程 7 5 0 0 2 71.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7 7 0 0 0 100%

建筑与土木工程 63 43 0 1 19 68.3%

图 1-2-2（1） 2020 届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截止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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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共分 10个专业。

截止 2020 年 9月 1 日分专业就业情况如下：岩土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

共 3 人，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结构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9 人，协议和

合同就业 8人，未就业 1人；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5 人，未就业 2 人；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

共 6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5 人，升学 1 人；建筑技术科学专业毕业生总数

共 3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1 人，灵活就业 1 人，未就业 1 人；建筑设计及

其理论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18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8 人，未就业 10 人；艺

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12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4 人，未就业 8人；市政

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6 人，未就业 1 人；供热供

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建筑

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63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43 人，升学 1 人，

未就业 19人。

毕业去向

专业

毕业

生数

协议和合

同就业

灵活

就业

基层

项目

自主

创业
升学

未

就业

就业

率

岩土工程 3 3 0 0 0 0 0 100%

结构工程 9 9 0 0 0 0 0 100%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7 5 2 0 0 0 0 100%

桥梁与隧道工程 6 5 0 1 0 1 0 100%

建筑技术科学 3 1 1 0 1 0 1 66.7%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18 14 1 0 0 0 3 83.3%

艺术设计 12 8 1 1 0 0 2 83.3%

市政工程 7 7 0 0 0 0 0 100%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7 7 0 0 0 0 0 100%

建筑与土木工程 63 50 3 0 1 1 8 87.3%

图 1-2-2（2） 2020 届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截止 12 月 30 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0 日分专业就业情况如下：岩土工程专业毕业生总

数共 3 人，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结构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9 人，均为

协议和合同就业；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协议

和合同就业 5 人，灵活就业 2人；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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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和合同就业 5 人，升学 1 人；建筑技术科学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3 人，

协议和合同就业 1 人，灵活就业 1 人，未就业 1 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

业毕业生总数共 18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14 人，灵活就业 1 人，未就业 3

人；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12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8 人，灵活就业 1

人，基层项目就业 1 人，未就业 2 人；市政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

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7 人，

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总数共 63人，协议和合

同就业 50人，灵活就业 3人，自主创业 1人，升学 1人，未就业 8人。

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1.毕业生省外就业地域流向分布

截止 2020 年 9月 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0 日，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

省外就业地域流向如下表所示。

就业地域（省外） 就业人数（9月 1日） 就业人数（12 月 30 日）

北京 16 25

山东 7 9

天津 5 6

山西 4 5

浙江 4 5

河南 3 4

上海 3 3

江苏 3 3

陕西 2 3

广西 1 1

云南 1 1

四川 0 1

辽宁 0 1

图 1-3-1 毕业生省外就业地域流向分布

2.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截止 2020 年 9月 1 日，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到单位就业总人数 88

人，就业行业中：建筑业 30 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7 人，教育行业

10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人，从事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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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人，批发和零售业 3 人，房地产业 3

人，制造业 1 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 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1人。其中毕业生就业以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建筑业为主。

图 1-3-2（1） 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截止 9月 1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0 日，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到单位就业总人数

119 人，就业行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8人，建筑业 37人，教育行

业 14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 人，从事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 人，批发和零售业 3 人，房地

产业 3 人，制造业 2 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 人，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 1 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 人。其中毕业生就业

以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建筑业为主。

图 1-3-2（2） 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截止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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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

图 1-3-3 (1)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截止 9月 1日）

截止 2020 年 9月 1 日，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到单位就业总人数 88

人，进入国有企业工作的有 9 人，进入三资企业工作的有 6 人，进入其他

企业工作的有 60人，进入机关 3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作的有 10人。

截止2020年 12月 1日，我校2020届毕业研究生到单位就业总人数119

人，进入国有企业的有 18人，签约三资企业的有 7人，签约其他企业的有

74人，进入机关 6 人，进入高等教育单位的有 12人，进入中初等教育单位

的有 1 人，进入科研设计单位 1人。

图 1-3-3 (2)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情况（截止 12 月 30 日）

4.特殊身份毕业生（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家庭困难

学生）就业情况



10

截止 2020 年 9 月 1日，特殊身份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下：学生党员 56

人,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 36人，升学 2 人，未就业 18人；学生干部 11人，

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 6人，未就业 5人；少数民族学生 9人，其中协议和

合同就业 6人，未就业 3人；家庭困难学生 9人，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

图 1-3-4（1） 特殊身份毕业生就业情况（截止 9月 1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0 日，特殊身份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下：学生党员 56

人,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 47 人，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1 人，升学 2 人，未就

业 6 人；学生干部 11 人，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 10 人，灵活就业 1 人；少

数民族学生 9 人，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 8人，未就业 1人；家庭困难学生 9

人，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

图 1-3-4（2） 特殊身份毕业生就业情况（截止 12 月 30 日）

第二部分 就业工作主要特点

一、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举措

1.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就业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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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始终把就业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

务来完成，强化就业工作的“联动机制”，重视招生、人才培养与就业工

作的有机联动，重视校企、校地、校校协作以及产、学、研的协作，提高

教育质量保障就业，引导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优化指导服务促进就业。继

续实施就业“一把手工程”，成立校院两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全

员化”要求，构建了校领导主抓、学生处主管，院系具体负责，硕士研究

生导师、辅导员、专业教师等全员参与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格局。

2.加强毕业生引导，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大力宣传当前毕业生就业形势，宣传国家有关的政

策和文件精神，教育引导毕业生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积

极主动就业创业。教育广大毕业生深刻认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的基本就业趋势，及早转变就业观念，赢得就业主动，不要拘泥于非专业对口

不行，应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闯荡，勇于从事各项工作，从而在市场经济大潮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把握国家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行动计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大力开拓就业岗

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拓宽重点领域就业渠道，结合地方经济

发展，深入挖掘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创造的就业机会，围绕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引导毕业生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就业创业；

鼓励引导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以及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艰苦边

远地区就业。

3.强化实践育人，积极推进校企合作

自 2014 年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以来，我校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知名企业

的联系和合作，共建了多个研究生实习实训基地，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积

极组织学生参与就业实习和志愿服务活动，为学生实习、就业提供更好的平台

和更多的机会。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切实提高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同时强化

就业状况反馈和引导作用，实现就业与人才培养、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全面

提高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4.抓好“特殊群体”毕业生，做好帮扶指导工作

学校不断建立健全困难毕业生帮扶体系，领导班子和各院系教师积极参与，

及时做好困难毕业生的摸底、调查工作，及时掌握困难群体的基本情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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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和心理状态。建立全程化关注、全方位指导为一体的服务体系，采取个体

指导、心理疏导、重点推荐等方式帮助困难毕业生实现就业。

5.构建就业服务体系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是就业工作的两个重要服务对象，我校一直将服务好毕

业生就业和服务好用人单位校园招聘作为就业的重点工作之一。充分利用“互

联网+就业”新模式，准确掌握毕业生求职意愿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通过

就业宝和手机移动终端，针对毕业生不同特点和需求，及时传递推送信息。

充分发挥校园市场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就业招聘服务平台建设。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学校积极调整就业服务模式。疫情前，开展了各类宣讲会、

大型双选会和校园招聘会等各类招聘活动；针对疫情，积极借助第三方招聘平

台，为毕业生线上提供优质岗位。同时发挥教育部新职业 24365 网站和省教育

厅、人社厅、张家口市等相关平台作用，积极发布招聘岗位信息。毕业季，为

毕业生简化毕业离校手续，联合相关 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对毕业生办理相关手

续进行“一站式”服务。

二、就业指导服务情况

1.毕业生对学校职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人数为 135 人，毕业生对学校职业指导与就业

服务工作的评价情况如下：非常满意 81.5%，满意 11.1%，基本满意 4.4%，

不满意 3.0%。

图 2-2-1 2020 届毕业生对学校职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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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对学院职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人数为 135 人，毕业生对学院职业指导与就业

服务工作的评价情况如下：非常满意 83.7%，满意 7.4%，基本满意 6.7%，

不满意 2.2%。

图 2-2-2 2020 届毕业生对学院职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作的评价

第三部分 就业相关分析

一、整体就业情况

图 3-1-1 2019-2020 年就业率对比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初次就业率达到了 66.7%，截止 12 月 30 日，就业

率达到了 89.6%。我校毕业研究生就业情况较去年略有上升，在 2020 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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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的背景下，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呈现出逆势上扬，表明国家和学校

各项促进就业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反映出过去就业工作的一

些不足，今后应加大对就业工作投入的力度。

二、各专业就业情况

图 3-2-1 各专业初次就业率

图 3-2-2 各专业就业率（截止 12 月 30 日）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大部分专业规模较小，就业率的偶然性、波动性较

大。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和艺术设计专业的较低初次就业率，与专业学科关

系较大，但整体就业趋势良好。建筑技术科学毕业生共 3人，其中 2 人实

现就业，另 1 人为不就业拟升学，毕业生数量少，使该专业就业率较低。

三、实现就业毕业生毕业去向分析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实现就业121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109人，占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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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 8人，占 6.6%；基层项目就业 1 人，占 0.8%，自主创业 1人，占

0.8%，考博升学 2 人，占 1.7%。我校毕业研究生就业以协议和合同就业为

主，考博升学人数相对稳定，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及自主创业有一定成效。

图 3-3-1 实现就业毕业生毕业去向亲情况

四、毕业生工作所在地分析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实现就业 121 人，其中考博升学 2 人，考入的大学

分别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另外，进入单位工作的毕业生

有 119 人，就业工作所在地分布在河北、北京、山东、天津等十四个省市，

其中在河北本省就业的人数最多，为 52 人，其次分别是北京、山东、天津，

分别是 25人、19 人、6 人，另有 27 人分别在其他省市就业。毕业生在选

择工作所在地时倾向选择自己生源地。

图 3-4-1 毕业生工作所在地分布



16

五、特殊身份毕业生（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家庭困

难学生）就业情况分析

特殊身份毕业生就业情况：学生党员56人,其中协议和合同就业47人，

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1 人，升学 2人，未就业 6人；学生干部 11人，其中协

议和合同就业 10人，灵活就业 1人；少数民族学生 9人，其中协议和合同

就业 8 人，未就业 1 人；家庭困难学生 9 人，均为协议和合同就业。

图 3-5-1 特殊身份毕业生就业情况

学生党员就业率达 89.3%，积极发挥了党员带头作用，有 1 人基层项目

就业；学生干部就业率 100%；少数民族就业率达 88.9%，未就业的 1 人选

择照顾家庭，暂不就业；家庭困难学生就业率 100%。特殊身份毕业生整体

就业情况良好，学生党员就业率与总就业率基本持平，学生干部、少数民

族学生、家庭困难学生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均实现了 100%就业。

六、未就业毕业生分析

图 3-6-1 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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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届毕业研究生未就业共计 14人。其中打算不就业，继续考博的毕

业生 3 人；打算参加公招考试 3 人；打算先考一建一造等证书，再进行更

高质量就业 2 人；照顾家庭暂不就业 1 人；有 2 人因未能按时毕业，延期

至今年年底，未就业；另外 3人处于求职中。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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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毕业生调查问卷反馈，2020 届毕业研究生从专业课程结构设置、

教学设施和教学手段、专业的实习实训及社会实践活动等多个方面对学校

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评价，满意度较高。

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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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 2020 届毕业研究生的问卷调查，受访研究生认为影响我校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分别为：导师指导、学科管理水平、学术氛围。

因此，今后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方面更应该重视学科建设，提高学科管理

水平，营造更加健康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同时要加强对研究生指导教师的

培养和监督，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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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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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毕业生对职业发展要素重要性的反馈

从创新精神、学习能力、敬业精神等方面考量毕业生对职业发展要素

重要性的重视程度，反馈情况如图所示，与职业相关的几项重要因素都得

到了充分认识。

2.学校加强职业教育的改进举措

针对学生对职业发展不同要素的重视程度，学校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应

当对学生的敬业精神、责任感、团队协作能力几个方面更加有所侧重，对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更加系统地培养，就业创业教育和指导应参透到各

专业之中，并要从综合施教方面加以重视。

三、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建议

通过统计用人单位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总结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

有以下几方面建议：1.加强基础知识的培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2.加强

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3.强化专业实践环节，增强学生实践能力；4.

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专业适应性；5.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满足社会发展需

求；6.加强学生实战应用能力的培养；7.加强学生人生观、职业道德和劳

动态度的培养；8.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未就业毕业生对教育教学及就业工作反馈

1.毕业生未就业情况

2020 届毕业研究生未就业共计 14人。其中打算不就业，继续考博的毕

业生 3 人；打算参加公招考试 3 人；打算先考一建一造等证书，再进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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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就业 2 人；照顾家庭暂不就业 1 人；有 2 人因未能按时毕业，延期

至今年年底，未就业；另外 3人处于求职中。

图 4-4-1 毕业生未就业的情况

2.学校应加强的工作举措

继续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精神，明确责任和

时间，合理分工，分阶段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就业工作；积极引导毕业生充

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继续提升就业创业信息化平台服务水平，深化就业

市场建设；继续全方位做好就业困难及重点关注群体的帮扶工作，不断加

大就业指导服务力度；继续强化就业创业指导，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五、专业预警及调控措施

根据今年总体的就业情况来看，虽然就业形势受疫情影响较为严峻，

但是从学校到学院，都始终高度重视并主动做好就业宣传工作和就业服务

保障工作，所以我校 2020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情况相对较好。学校将进一步

加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不断促使学生整体素质、专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的提升，也要多措并举、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就业创业教育与指导服务工

作，确保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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