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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重庆三峡学院始建于 1956 年，现坐落于千年古城、移民之都

——重庆市万州区。学校起源于四川省万县初中师资训练班，是三

峡库区腹地唯一的一所多科性本科院校（教育部代码 10643）。2013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历经 60 余年

发展，学校成为重庆市首所倡导“绿色教育理念”、力推“绿色教

育产教融合”的本科高校。现已形成以文、工为主，其他学科专业

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协

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学校是全国智慧校园建设试点单位、中美应用

技术教育“双百计划”成员单位、重庆市教育信息化示范单位、重

庆市高校美育改革和发展实验校。

办学规模方面。学校占地面积达 1980 余亩，有 17 个二级学院，

全日制学生 2 万余人，馆藏纸质图书 168 万册，电子图书 165 万种，

固定资产 11 亿余元。

学科专业建设方面。学校拥有涵盖工学、文学、管理学、理学、

艺术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农学等 9 个学科门类的 60 个本

科专业，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语言文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3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教育硕士、

农业硕士、工程硕士）。现有中国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环

境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等 6 个重

庆市高等学校十三五市级重点学科。

科学研究方面。学校建有重庆市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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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 个，重庆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

室）4 个，重庆市发改委工程技术中心（实验室）2 个。有重庆市

高校创新团队等 6 个，“电动汽车 OBD 关键技术创新创业团队”纳

入重庆市创新创业团队支持计划。近十年来承担国家级基金项目、

部市级科研项目 700 余项。成功申请专利 300 余项，发表论文 9000

余篇，三大检索文章 800 余篇，CSSCI、CSCD 期刊论文 140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 190 余部。科研成果先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

成果奖、重庆市科技进步奖等部市级以上奖励近 30 项。办有《重

庆三峡学院学报》《何其芳研究》等学术刊物。正式出版《夔州诗

全集》等一大批特色研究成果。

队伍建设方面。学校是人社部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现有 1100

余名教职工，其中，巴渝学者 3 人，在职专任教师 800 余人，高级

职称 370 余人，获博士、硕士学位 730 余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245

人。建有重庆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引进有中

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中国科学院教授李宽意等高层次人才团队。

学校教师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重庆市名师、重庆市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称号。

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是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

革试点高校，现有国家级、重庆市级特色专业 9 个，重庆市级一流

专业培育项目 2 个，重庆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 个。学校

学生组队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巧固球赛获奖，在“挑战杯”作品竞赛、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竞赛中屡获佳绩，其中，获得中国大学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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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博弈大赛八连冠、重庆市武术比赛十连冠。毕业生就业率稳定

在 95%左右。

开放办学方面。学校先后与美国、英国等多所国外大学，与德

国 BSK、印尼国际日报等多家国外公司和研究机构，与东南大学等

多所国内大学建立了互派教师、访问学者和学术交流等合作关系。

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部门和地方政府，与中兴通讯、中科

曙光、锐捷等企（事）业单位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实习实践、

创新创业等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当前，学校正处于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学校将

坚定不移走绿色教育之路，秉承“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

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坚持“立足三峡、服务重庆、面向全国”

的办学思路，弘扬“厚德、博学、自强、创新”的校训精神，明确

“学科牵引、应用为本”的发展方向，把握“理念先导、人才支撑、

经济基础、制度保障”的发展要素，遵循“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开放发展、特色发展”的发展战略，大力实施“123”发展战略，

奋力实现“建成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强

力推进“美丽校园”和“重庆名校”2 项建设，全力铸就“三峡”

“绿色”“应用”3 张品牌。力争早日把学校建成特色鲜明的综合

性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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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研究生基本情况

1.1 毕业研究生规模

2018 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 74 人，生源来自全国 1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分布于学校 17 个二级培养学院，包括中国

语言文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 3 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教育硕士、农业硕士 2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1.2 毕业生结构

1.2.1 学位类型结构

2018 届毕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26 人，学制为 3 年，包括中

国语言文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3 个硕士学术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8 人，学制为 2 年，其中

教育硕士 30 人、农业硕士 18 人。

图 1-1 2018 届毕业研究生学位类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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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学术学位毕业生学科分布

2018 届学术学位毕业研究生 26 人，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3 个硕士学术学位一级学科。

图 1-2 2018 届学术学位毕业研究生学科分布

1.2.1.2 专业学位毕业生专业分布

2018 届专业学位毕业硕士研究生 48 人，其中教育硕士类别 30

人、农业硕士类别 18 人。教育硕士包括学科教学（思政）、学科

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数学）、学科教学（化学）、学科教学

（生物）、学科教学（英语）、学科教学（体育）、学科教学（美

术）等 8 个领域（专业方向）。农业硕士包括农村与区域发展、农

业机械化、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农业信息化、作物等 5 个领域。



7

图 1-3 2018 届专业学位毕业研究生领域（专业）分布

1.2.2 性别结构

2018 届毕业硕士研究生中男生 19 人，占 25.7%，女生 55 人，

占 74.32%。

图 1-4 2018 届毕业研究生性别结构

1.2.3 政治面貌结构

从政治面貌上看，2018 届毕业研究生 74 人中，共产党员 28

人，预备党员 8 人，共青团员 27 人，群众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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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8 届毕业研究生政治面貌结构

1.2.4 生源地结构

2018 届毕业研究生来源于全国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其中重庆市内生源 49 人，占比 66.22%，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

25 人，占比 33.78%。

表 1-1 2018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情况（市外）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生源人数

安徽 1

甘肃 1

广东 1

河北 2

河南 4

湖北 1

江苏 2

山东 2

陕西 1

四川 9

新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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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8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情况（市内）

1.3 毕业生求职过程

1.3.1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最关注条件

总体上来看，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最关注“个人发展空间”，

其次是“薪资福利”，“个人性格及兴趣”等。

1.3.2 毕业生认为自己最大的求职竞争力

毕业生认为自己在求职的过程中最大的求职竞争力是“交际能

力”；少数毕业生认为其“学业成绩”和“心理素质”竞争力也较

大。

1.3.3 毕业生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

毕业生认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实践经

验”，其次是“专业能力不足”和“对口的岗位少”等。

1.3.4 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

（1）毕业生主要是通过“招聘单位网站”以及“校内招聘会”

获取就业信息，其次通过一些“专业的求职网站”了解相关就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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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2）不同培养学院的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略有差异，但

大体上相似。

1.3.5 毕业生离校前简历投递的数量

76%的毕业生在离校前投递 12 份以上的简历。

1.3.6 毕业生离校前获得面试机会

毕业生离校前，85%的毕业生有过面试机会。

2 毕业生就业基本状况

2.1 就业率

2.1.1 就业率总的概况

学校2018届毕业研究生初次就业率（6月底）56.3%，一次就业

率（8月底）74.4%，年终就业率（12月）85.1%。

图 2-1 2018 届毕业生不同阶段就业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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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不同学位类型及领域就业率

2018 届学术学位毕业硕士研究生 26 人，就业 22 人，其中升

学 4 人，就业率 84.61%，升学率 15.38%。专业学位毕业硕士研究

生 48 人，就业 41 人，其中升学 2 人，就业率 85.42%，升学率 4.17%。

教育硕士 30 人，就业 27 人，就业率 90%；农业硕士 18 人，就业

14 人，其中升学 2 人，就业率 77.78%，升学率 11.11%。

图 2-2 2018 届毕业生不同学位类别及领域就业分布

2.2 毕业研究生就业行业分布

表2-1 2018届毕业研究生就业行业分布（百分比）

毕业生就业行业类别 就业行业流向比例

制造业 9.52

教育 55.5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5.87

其他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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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主要在“教育”、“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就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55.56%、15.87%、11.11%。

3 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

3.1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保障体系

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坚持立德树

人，引导毕业生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和成才观。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为抓手，确保毕业生就业率不降

低，确保贫困毕业生均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扎实推

进能力提升、创业引领、精准服务、就业帮扶、权益保护“五大行

动”，组织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信息进校园活动。引

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小微企业、社会组织就业，努力做

好“特岗教师计划”、“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各类项目的

宣传、招募工作。从机制、条件、制度等全方位为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2 强化责任落实，层层抓实效

坚持“学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的就业工作理念，把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研究生培养学院设有分管研

究生教育负责人，负责学院研究生就业工作，切实落实“导师负责

制”；学校研究生处（研究生工作部）负责就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

作，配备专职辅导员,具体落实全校相关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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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中设立班级信息员，协助研究生的就业服务工作。全校形成

了“学校主导、学院主体、导师负责、学生主动、全员参与”的就

业工作运行常态化机制。

3.3 加强就业指导与服务，确保服务质量

一方面采取讲座、专题报告、经验交流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

预判就业形势，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分类指导，强化全程

指导，根据不同类型的研究生采取分类指导的方式，学术型研究生

侧重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专业型研究生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分

类做好考博深造、考公招、到企业、当教师、自主创业的规划与准

备。另一方面，汇编《重庆三峡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风采录》，集

中邮寄或送到重点用人单位，让用人单位充分熟悉我校优秀毕业生

资源情况，及时对接需求；加大就业实习、见习力度，提升职业能

力和素养。

3.4 强化就业帮扶，推进精准扶贫

重视特殊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问题，建立困难毕业生档案，加

强对特殊困难毕业生的帮扶，扩大求职补贴范围，重点帮扶贫困残

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毕业生。每年配合学校招

就处组织困难毕业研究生向人社部门申请领 800 元/人的求职补

贴。

3.5 加强“双创”教育，夯实就业创业基础

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统领，



14

构建了“以创业教育、创新训练、创业实践为主线”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稳步推进就业指导和创新创业教育，不断提升学生

的就业创业能力。依托市级高校众创空间“太阳鸟众创空间”，开

展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意识。研究生在大学生“挑战

杯”大赛、重庆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万州区创业大赛多次获奖。

4 结束语

1.《重庆三峡学院 2018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主

要从毕业生基本情况、就业基本情况、就业工作情况等方面做了简

要分析。

2.报告编写中，因时间、能力有限，多有不尽完善之处，恳请

社会各界给予批评和指正，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充分搜集用人单

位和毕业校友的反馈意见，并将反馈意见充分运用到人才培养、学

科专业结构调整、教育教学改革中去，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优化服

务质量，提升工作水平，健全长效机制。

二 O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