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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河北大学是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

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

学校始建于 1921年，初名天津工商大学，校址位于天津市马场道 141号。1933

年，学校因不足大学之规模，遂改名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具备 3 院 10系之规模

后更名为津沽大学。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接收津沽大学并改之为国立，由天津市

政府领导，学校迎来新的历史纪元，并建成 3院 13 系之规模。1952 年，中央人民

政府对全国高校布局及院系进行调整，津沽大学的工学院、财经学院分别并入天津

大学、南开大学，另以师范学院为基础，在原址建成天津师范学院，续成河北大学

之史脉，并于数年内由 6系发展为 9系。1958年，天津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

学，其后被确定为全省 5所重点大学之一。1960年，天津师范大学改建为综合性大

学并定名河北大学。1970年，河北大学由天津迁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保

定市。2000年，河北省技术监督学校并入河北大学。2005年，河北省职工医学院及

其附属医院并入河北大学。

学校占地 2430亩，有五四路校区、七一路校区和裕华路校区等校区，建筑面积

13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34亿元。设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15 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 4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30种；95个本科专业。学科专业分布在哲学、经

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12大门类，是全国学科门类设置最齐全的高校之一。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等各类在籍学生约 42000人，其中，全日制博

士、硕士研究生 6400余人，全日制本科生约 28000人。现有教职员工 3347人，其

中，专任教师 2018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达到 57%；拥有两院院士、国家杰青、“万

人计划”、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国家级优秀人才 67人次，燕赵学者、省管优秀专家

等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330人次。

学校办学实力雄厚，设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1个、河北省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项目 3个，河北省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4个、河北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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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 4个、河北省重点学科 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1个和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个；建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基

地）、工程实验室 22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中心）17个，河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 4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1

个，与央企共建重点实验室 2个；拥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色专业等国家级“质

量工程”项目 14个，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等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7个，以及省级“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项目 126个。学校还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和中国延安精神教育基地。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世界上 100多所高校建立起合作交流关系，设有教

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在俄罗

斯、马来西亚等国家设有汉语教学中心，承办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

院、美国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孔子学院、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孔子学院、

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孔子学院，为 90多个国家、地区培养博士、硕士、学士及短期留

学生 3000余名，是“教育部留学出国人员培训与研究中心”试点高校、河北省首家

具有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资格的高校，以及河北省首家入选国务院侨办“华文教

育基地”的高校。

河北大学自发轫至今，历时九十余载。九十余年来，一代代学者捧土培根、筚

路蓝缕，一代代学子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历数代而共同育就了“实事求是”的校

训传统，“博学、求真、惟恒、创新”的校风精神，并以此作为理想追求和价值取

向，作育英才，服务社会，培养了近 40万名优秀学子，校友遍及世界各地；创造了

一大批原创性、前沿性科技成果，产生了蔚为大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天的

河北大学，在河北省委、省政府与教育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重点建设下，各项

工作日新月异，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站在“部省合建”新平台上，全校师生

按照学校第七次党代会确立的奋斗目标，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向着一流大学的建

设目标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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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是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反映。学校根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

〔2013〕25号）和《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冀教就创函〔2020〕1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

际，编制发布本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就业特点、就业指导服务情况、就业发展

趋势、用人单位评价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于：

1. 毕业生年终就业情况。截止 12月 31日，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毕业

去向落实率为 90.18%，近 10%的学生选择二次考研，绝大部分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

已顺利就业。

2. 第三方专业机构调研数据。一是面向全校 2020届毕业生的调研，共回收有

效问卷 5140份，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80.2%，主要涵盖就业特点、就业指导服务、就

业相关分析、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面内容；二是面向用人单位的调研，回收

有效问卷 176份，主要涵盖用人单位的聘用情况以及对本校毕业生的使用评价等方

面的内容。

3. 报告起草之日的就业数据（11月 30日）。当日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6.72%，

报告中部分内容对 11月 30日前的就业情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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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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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毕业生的就业基本情况反映了毕业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本章主要从毕业生的

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去向、职业和行业流向、毕业生升学和自主创业情况来展现本校

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共 6408人，绝大多数（92.4%）毕业生为汉族，少

数民族毕业生主要为满族（4.3%），与此同时本校大部分毕业生为非困难生，困难

生主要是“家庭困难”（29.7%）；从性别结构来看，本校 2020届毕业生中男生占

比（40.1%）低于女生（59.9%）；从毕业生政治面貌来看，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以

共青团员为主（89.0%）；从生源结构来看，本校 2020 届毕业生主要为农村生源

（61.0%），毕业生主要来自于河北省，省内生源主要来自保定（16.3%）、石家庄

（14.6%）、衡水（12.6%）、邯郸（11.8%），省外生源主要来自于河南（8.6%）、

安徽（8.3%）、山西（7.8%）；从学科门类来看，规模较大的学科门类是工学（28.1%）、

医学（17.6%）。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1. 毕业生人数

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人数为 6408人。

2.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从性别结构来看，男生 2571人，占 40.1%；女生 3837人，占 59.9%。男生占比

（40.1%）低于女生（59.9%）。

图 1-1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2020年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6

3. 毕业生政治面貌分布

从政治面貌分布来看，本校 2020届毕业生绝大多数（89.0%）毕业生是共青团

员，此外，有 2.1%是中共党员，6.4%是中共预备党员。

图 1-2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政治面貌分布

注：2020届有 1人为民盟盟员，1人为无党派人士，因样占比不足 0.1%而未展示。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4. 毕业生民族分布

从民族分布来看，本校 2020届毕业生以汉族为主（92.4%），少数民族占 7.6%。

从少数民族的具体分布来看，毕业生所属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4.3%）。

图 1-3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民族分布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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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少数民族分布

少数民族 毕业生人数（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

满族 274 4.3

回族 65 1.0

蒙古族 42 0.7

维吾尔族 21 0.3

藏族 11 0.2

土家族 11 0.2

壮族 11 0.2

苗族 9 0.1

彝族 8 0.1

哈萨克族 6 0.1

黎族 6 0.1

白族 4 0.1

布依族 4 0.1

朝鲜族 3 ＜0.1

侗族 2 ＜0.1

柯尔克孜族 2 ＜0.1

畲族 2 ＜0.1

傈僳族 1 ＜0.1

其他 1 ＜0.1

撒拉族 1 ＜0.1

水族 1 ＜0.1

土族 1 ＜0.1

锡伯族 1 ＜0.1

瑶族 1 ＜0.1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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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生困难类别分布

本校 2020届大部分（65.8%）毕业生为非困难生，困难生类别主要是“家庭困

难”（29.7%）。

表 1-2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困难类别分布

困难类别 毕业生人数（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

非困难生 4214 65.8

家庭困难 1902 29.7

就业困难和家庭困难 173 2.7

就业困难 98 1.5

家庭困难和残疾 12 0.2

就业困难、家庭困难和残疾 5 0.1

残疾 4 0.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6. 毕业生城乡生源分布

从生源的城乡分布来看，本校 2020届毕业生主要为农村生源（61.0%）。

图 1-4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城乡生源分布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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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毕业生学科门类分布

从学科门类分布来看，本校 2020届规模较大的学科门类是工学（28.1%）、医

学（17.6%）。

图 1-5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学科门类分布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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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毕业生学科门类性别分布

从本校 2020届毕业生各学科门类性别分布来看，除个别学科门类外，绝大多数

学科门类女生占比高于男生。例如，工学男生占比（67.6%）明显高于女生（32.4%）。

图 1-6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学科门类性别分布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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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毕业生生源省内外分布

本校 2020届毕业生以省内生源（77.0%）为主。

图 1-7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10. 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本校 2020 届省内生源毕业生主要来自保定（16.4%）、石家庄（14.6%）、衡

水（12.6%）、邯郸（11.9%）。

图 1-8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省内生源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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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毕业生省外生源分布

本校 2020 届省外生源毕业生主要来自于河南（8.6%）、安徽（8.3%）、山西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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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省外生源分布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12. 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人数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分布在 24个学院，其中规模较大的学院是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临床医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表 1-3 各学院毕业生人数

学院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管理学院 758
经济学院 493
临床医学院 38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379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33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319
建筑工程学院 307
新闻传播学院 305
艺术学院 304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265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265
公共卫生学院 253
外国语学院 243
生命科学学院 22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222
法学院 220
传媒与创意学院 189
护理学院 188
文学院 185
药学院 161
中医学院 143
教育学院 124
历史学院 76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59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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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本科专业中，规模较大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五年制）、土木工程、

护理学、法学。

表 1-4 各专业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临床医学（五年制） 322
土木工程 208
护理学 188
法学 184
预防医学（五年制） 148
金融学 134
汉语言文学 128
软件工程 127
英语 1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21
新闻学 117
人力资源管理 116
经济学 1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6
会计学 106
卫生检验与检疫 105
药学 105
经济统计学 104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97
化学 9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92
生物技术 89
通信工程 89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86
中医学（五年制） 82
测控技术与仪器 81
信息安全 76
自动化 75
音乐学 74
质量管理工程 73
数学与应用数学 72
财务管理 71
安全工程 64
网络工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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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医学影像技术 61
中药学 6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8
电子商务 57
建筑学（五年制） 56
劳动与社会保障 56
药物制剂 56
广告学 55
生物科学 54
应用物理学 50
电子信息工程 49
工商管理 49
广播电视学 49
财政学 48
教育学 48
材料化学 47
电子科学与技术 47
旅游管理 47
市场营销 46
历史学 45
编辑出版学 44
环境科学 44
生物工程 44
工程力学 43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2
生物信息学 41
应用心理学 41
播音与主持艺术 40
保险学 39
广播电视编导 39
汉语国际教育 39
日语 39
档案学 38
广播电视学（传媒与创意学院） 38
环境工程 38
公共事业管理 37
广告学（传媒与创意学院） 37
哲学 36
政治学与行政学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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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绘画 35
学前教育 35
法语 32
世界史 31
舞蹈学 30
戏剧影视文学（传媒与创意学院） 30
动画 29
动画（传媒与创意学院） 29
视觉传达设计（传媒与创意学院） 29
图书馆学 29
环境设计 28
物理学 28
生物医学工程 27
俄语 26
环境设计（传媒与创意学院） 26
书法学 25
戏剧影视文学 24
社会工作 23
信息与计算科学 23
朝鲜语 20
视觉传达设计 20
古典文献学 18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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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及去向

毕业去向落实率反映了毕业生就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

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已就业毕业生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

式就业、科研助理、应征义务兵、国家基层项目、地方基层项目、自由职业、自主

创业、升学、出国、出境的毕业生。

（一）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1.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6.72%。

图 1-10 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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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毕业去向落实率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中，毕业去向落实率较高的学院是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95.28%）、护理学院（95.21%）、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95.09%），毕业

去向落实率较低的学院是法学院（65.91%）、新闻传播学院（71.80%）。

图 1-11 各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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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11各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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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去向主要是升学（26.56%）、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0.12%）、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16.60%）。

图 1-12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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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情影响

（一） 疫情对毕业落实的影响

在当前疫情的影响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相对于往年来说会更加严峻，虽然随

着企业陆续复工，企业的人才招聘也会陆续展开，但是在招聘规模上，仍可能会受

到一定影响，本校 2020届有 45%的毕业生认为疫情对求职就业影响较大，29%的毕

业生认为疫情对自身没有影响。

图 1-13 疫情对毕业落实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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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情影响求职就业的主要方面

求职就业是 2020届毕业生认为疫情影响的主要方面，求职/实习/面试进程的放

缓、招聘岗位的减少是毕业生认为疫情影响求职就业的主要方面。

图 1-14 疫情影响求职就业的主要方面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疫情对留学计划的影响

本校 2020届毕业生认为疫情对出国留学影响较大的毕业生中，30%的人延缓入

学，17%的人放弃了留学，准备找工作，15%的人放弃留学，准备国内升学。

图 1-15 疫情对留学计划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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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流向

1. 毕业生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20届毕业生就

业量较大的职业类为中小学教育（13.0%），其后依次是医疗保健/紧急救助（9.9%）、

行政/后勤（7.2%）等。

表 1-5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中小学教育 13.0
医疗保健/紧急救助 9.9
行政/后勤 7.2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5.5
媒体/出版 5.0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学院及专业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流向和各学院、各专业培养情况基本吻合，护理

学院毕业生主要为护士；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毕业生主要为互联网开发人员、计算

机程序员、银行柜员等。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主要为互联网开发人员；电子商务毕

业生主要为电子商务专员。

表 1-6 各学院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传媒与创意学院
室内设计师；工艺美术家（包括画家、雕塑家和插图画家）；平面设

计人员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电气技术人员；半导体加工

人员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和临床实验室技术人员；医学研究人员；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人员

管理学院 会计；高中教师

护理学院 护士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化学技术人员；环境工程技术人员；高中教师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绘图人员；土木工程技术人员；建筑技术人员

教育学院 高中教师；初中教师

经济学院 银行柜员；数据统计分析人员

临床医学院 放射技术技师；外科医师；内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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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人员；高中教师；生物工程技术人员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互联网开发人员；计算机程序员；银行柜员

外国语学院 初中教师；翻译人员；小学教师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互联网开发人员；计算机程序员；信息安全分析人员

文学院 文员；高中教师；初中教师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初中教师；电子工程技术人员

新闻传播学院 编辑；广告策划人员

药学院 化学研究人员

艺术学院 小学教师；初中教师；室内设计师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安全工程技术人员；工业工程技术人员；文员

中医学院 内科医师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7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

职业

传媒与创意学院 环境设计（传媒与创意学院） 室内设计师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和临床实验室技术人员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会计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专员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高中教师

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高中教师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招聘专职人员；人力资源助理

护理学院 护理学 护士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材料化学 化学技术人员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五年制） 建筑绘图人员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技术人员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银行柜员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银行柜员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五年制） 外科医师；内科医师

临床医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放射技术技师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人员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互联网开发人员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初中教师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互联网开发人员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网络工程 互联网开发人员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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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

职业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子工程技术人员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文员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室内设计师

艺术学院 音乐学 小学教师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中医学院 中医学（五年制） 内科医师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毕业生的行业流向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20届毕业生就业量

较大的行业类为教育业（22.0%），其后依次是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9.7%）、

政府及公共管理（7.4%）等。

表 1-8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教育业 22.0
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 9.7
政府及公共管理 7.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0
建筑业 6.6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各学院及专业的行业流向

学院专业层面，管理学院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中小学教育机构、教育辅助服务业、

储蓄信用中介、综合性餐饮业；临床医学院毕业生主要服务于综合医院。会计学专

业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

生主要服务于汽车制造业。

表 1-9 各学院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传媒与创意学院 电影与影视产业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发电、输电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组件制造业；

中小学教育机构

公共卫生学院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管理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教育辅助服务业；储蓄信用中介；综合性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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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本校该学院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护理学院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中小学教育机构

建筑工程学院
住宅建筑施工业；建筑基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非住宅建筑

施工业

教育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幼儿园与学前教育机构

经济学院 储蓄信用中介；保险机构；中小学教育机构

历史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

临床医学院 综合医院

生命科学学院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中小学教育机构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开发业

外国语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软件开发业；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制造业；中小学教育机构

文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半导体和其他电子组件制造业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药学院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艺术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教育辅助服务业；中等职业教育机构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汽车制造业；住宅建筑施工业；中小学教育机构

中医学院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0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

行业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发电、输电业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与检疫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五年制）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中小学教育机构

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中小学教育机构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中小学教育机构

护理学院 护理学 综合医院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材料化学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五年制） 住宅建筑施工业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住宅建筑施工业

教育学院 教育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幼儿园与学前教育机构；中小学

教育机构

教育学院 应用心理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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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

行业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储蓄信用中介

历史学院 历史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五年制） 综合医院

临床医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综合医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工程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业

外国语学院 英语 中小学教育机构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开发业

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网络工程 软件开发业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中小学教育机构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新闻业

药学院 药物制剂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药学院 药学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艺术学院 绘画 中小学教育机构

艺术学院 音乐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工作 中小学教育机构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安全工程 住宅建筑施工业

质量技术监督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汽车制造业

中医学院 中药学 药品和医药制造业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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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流向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53%）；另

外，毕业生就业于国有企业的比例为 21%，就业于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的

比例为 20%；毕业生主要就职于 1000人以上（45%）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

图 1-16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图 1-17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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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有 26%的毕业生在行业一流企业就业情况。

图 1-18 毕业生在行业一流企业1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行业一流企业：是行业内领先的企业，如中石化、中国建筑、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腾讯、华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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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学院及专业的用人单位流向

艺术学院（79%）、教育学院（74%）、传媒与创意学院（71%）毕业生主要服

务于民营企业/个体；建筑工程学院（53%）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国有企业；公共卫生

学院（57%）、临床医学院（51%）主要就业于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

图 1-19 各学院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学院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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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19各学院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学院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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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动画（传媒与创意学院）（94%）、建筑学（五年制）（88%）、

教育学（88%）等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民营企业/个体；土木工程（84%）、安

全工程（76%）等专业的毕业生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预防医学（五年制）（71%）

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就业于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

图 1-20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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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20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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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20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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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电子信息工程学院（64%）、建筑工程学院（59%）、生命科学学

院（58%）、药学院（58%）毕业生主要就职于 10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

图 1-21 各学院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学院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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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21各学院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学院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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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82%）、劳动与社会保障（79%）、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76%）、药物制剂（74%）等专业的毕业生主要服务于 1000人

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

图 1-22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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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22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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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22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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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业毕业生的地区流向

本校 2020届已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47.7%的人在河北省就业，毕业生就业占比

较高的城市为北京（21.9%），其后依次是保定（12.7%）、石家庄（11.4%）等。

表 1-11 主要就业省份分布

省份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河北 47.7
北京 21.9
天津 6.0
广东 2.5
江苏 2.2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2 主要就业城市分布

就业城市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北京 21.9
保定 12.7
石家庄 11.4
天津 6.0
沧州 3.8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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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毕业生的升学情况

1.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国内外升学比例为 29.74%。

图 1-23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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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升学比例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国内外升学比例较高的学院是传媒与创意学院（66.67%）、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42.37%）、临床医学院（42.04%）、生命科学学院（41.67%）、

药学院（40.37%），升学比例较低的学院是护理学院（9.57%）、艺术学院（14.14%）。

图 1-24 各学院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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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24各学院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3. 毕业生读研院校类型分布

本校 2020届毕业生中，有 22%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读研，还有 36%在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读研。

图 1-25 毕业生读研院校的主要类型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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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毕业生的创业情况

1.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为 0.19%，12个人选择自主创业。

图 1-26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河北大学数据。

2. 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行业类

本校自主创业毕业生集中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见，自主创业的

毕业生主要集中的领域是教育业（26.7%）。

表 1-13 毕业生实际创业的行业类（合并数据）

行业类名称 就业于该行业类的比例（%）

教育业 2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6
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 8.9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6.7
零售业 6.7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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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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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本章主要从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情况、创新创业教育情况的反馈来展现本校

就业创业工作落实情况和落实效果。

一 求职过程

1. 收到面试机会数及录用通知数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平均收到面试机会 5.8次，收到录用通知数平均 2.9份。

图 2-1 毕业生收到面试机会数及录用通知数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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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职周期及求职成本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平均求职时间为 2.8个月，求职所花费用为 632元。

图 2-2 毕业生求职周期及求职成本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求职价值观

1. 选择用人单位看重的方面

本校 2020届毕业生选择用人单位主要看重薪资福利（70%），其后依次是用人

单位的所在地（62%）、晋升空间及发展前途（57%）。

图 2-3 毕业生选择用人单位看重的方面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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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求职障碍

1. 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缺乏实践经验（62%），其

次是用人单位待遇和条件不符合预期（42%）。

图 2-4 毕业生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就业服务情况

1. 就业服务总体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 90%。

图 2-5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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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项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及毕业生的评价情况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中，有 80%的人表示接受过母校提供的求职服务，学校

求职服务工作落实效果较好。其中，毕业生接受“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职业发

展规划”求职服务的比例（均为 45%）最大，其有效性分别为 86%、83%；接受“辅

导简历写作”、“辅导面试技巧”求职服务的比例分别为 19%、17%，其有效性（均

为 95%）最高。

图 2-6 毕业生接受就业指导服务的比例及有效性评价（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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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哲学与社会

学学院（100%）、药学院（98%），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低的学

院是传媒与创意学院（80%）、教育学院（84%）。

图 2-7 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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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2-7各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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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落实工作的信息渠道

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学校组织招聘会（51%），其后依次

是用人单位自设渠道（23%）、学校发布的招聘信息（10%）等。

图 2-8 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渠道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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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评价

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培养毕业生的创新意识，同时营造学校创新氛围。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创业教学课程（63%），其有效

性为 74%，其次是创业辅导活动（42%），其有效性为 81%。

图 2-9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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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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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相关情况分析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实质上是对其就业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其中，工作与

专业相关度是反映毕业生的工作是否与所学专业相关，也是反映学校培养目标达成

情况的重要指标；就业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是学生对就业情况的自我评价指标。

本章主要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职业期待吻合度来展现本校毕业生的就

业质量。

综合来看，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较好，73%的毕业生从事专业相关工作，近八成

（79%）毕业生对就业满意，八成毕业生就业情况稳定，同时本届毕业生目前有近

两成毕业生在薪资或职位上有过提升。良好的就业质量为毕业生中长期的职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享受社会保险情况分析

1. 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本校 2020届就业的毕业生中，71%享受到全部的“五险一金”，15%享受部分

“五险一金”，还有 8%没有“五险一金”。

图 3-1 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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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享受全部的“五险一金”比例较高的学院是建筑工程学

院（94%）、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88%），毕业生享受全部的“五险一金”比例

较低的学院是艺术学院（33%）、历史学院（45%）。

图 3-2 各学院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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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2各学院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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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本科毕业生享受全部的“五险一金”比例较高的专业是土木工程

（96%）、建筑学（五年制）（94%），毕业生享受全部的“五险一金”比例较低

的专业是动画（19%）、音乐学（29%）。

图 3-3 各专业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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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3各专业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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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3各专业毕业生享受“五险一金”情况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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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

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比例，反映就业质量与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效果的重

要指标。本校 2020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3%，有超过七成的毕业生从事

专业相关工作。

图 3-4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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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学院是建筑工程学院（94%）、护

理学院（92%）、公共卫生学院（92%）、文学院（92%），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

的学院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52%）、外国语学院（60%）、管理学院（63%）。

图 3-5 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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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5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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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教育学（100%）、建筑学（五

年制）（100%）、土木工程（98%），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是旅游

管理（3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40%）、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41%）。

图 3-6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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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6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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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6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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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满意度

1.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为 79%。

图 3-7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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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就业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传媒与创意学院（86%）、物

理科学与技术学院（84%）、公共卫生学院（84%），就业满意度较低的学院是药

学院（74%）、质量技术监督学院（74%）、教育学院（74%）、数学与信息科学学

院（75%）、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75%）。

图 3-8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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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8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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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建筑学（五年制）（93%）、

自动化（92%），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网络工程（65%）、环境科学（65%）、

安全工程（67%）、教育学（67%）。

图 3-9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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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9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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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9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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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职业期待吻合度

1. 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职业期待吻合度反映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对职业的认知与在职场实际中的感受之

间的匹配程度，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58%。

图 3-10 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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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本校 2020届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的学院是临床医学院（76%）、数学与信息科

学学院（71%），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的学院是教育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均

为 49%）。

图 3-11 各学院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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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专业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本校 2020届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的专业是测控技术与仪器（87%）、临床医学

（五年制）（77%）、医学影像技术（75%），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的专业是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22%）、教育学（3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31%）。

图 3-12 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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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2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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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2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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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业稳定性

1. 毕业生的离职率

就业稳定性以离职率为衡量，就业稳定性是反映毕业生踏入职场初期的稳定程

度，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离职率为 20%，毕业生初期就业较为稳定。

图 3-13 毕业生的离职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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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离职率

本校 2020届离职率较低的学院是中医学院（11%）、建筑工程学院（12%）、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14%），离职率较高的学院是历史学院（35%）、外国语学

院（34%）、传媒与创意学院（30%）。

图 3-14 各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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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4各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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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离职率较低的专业是生物工程（0%）、中药学（8%）、公共事业

管理（9%），离职率较高的专业是广告学（4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42%）。

图 3-15 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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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5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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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5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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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职业发展和变化

（一） 毕业生职业发展情况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 19%在薪资或职位上有过提升。

图 3-16 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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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比例较高的学院是传媒与创意学

院（45%）、艺术学院（33%）、外国语学院（28%）、新闻传播学院（27%），毕

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比例较低的学院是中医学院（6%）、化学与

环境科学学院（7%）、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8%）、生命科学学院（9%）。

图 3-17 各学院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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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7各学院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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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 届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较高的专业是音乐学

（41%）、测控技术与仪器（40%）、公共事业管理（38%），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

的比例较低的专业是材料化学、安全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均为 0）。

图 3-18 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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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8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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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18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薪资或职位提升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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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生职位变化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过转岗的比例为 10%。

图 3-19 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91

本校 2020届从毕业到现在，转岗比例较高的学院是传媒与创意学院（2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15%）、生命科学学院（15%），转岗比例较低的学院是网络

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1%）、文学院（2%）、公共卫生学院（3%）。

图 3-20 各学院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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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20各学院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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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从毕业到现在，转岗比例较高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2%）、

经济学（20%）、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20%），广播电视学、药物制剂、建筑学

（五年制）、网络工程、安全工程、信息安全、测控技术与仪器、国际经济与贸易、

英语、预防医学（五年制）专业毕业生从毕业到现在没有过转过岗。

图 3-21 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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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21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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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21各专业毕业生有过转岗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020年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96

就业
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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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 就业特点变化趋势

（一） 职业变化趋势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比例较高的职业类为中小学教育（13.0%），其后

依次是医疗保健/紧急救助（9.9%）、行政/后勤（7.2%）等。本校近三届毕业生就

业于 “行政/后勤”职业类的比例呈逐届上升趋势。

表 4-1 主要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职业类名称 2018届（%） 2019届（%） 2020届（%）

中小学教育 11.1 10.9 13.0
医疗保健/紧急救助 8.6 12.5 9.9
行政/后勤 5.2 7.1 7.2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5.9 4.7 5.5
媒体/出版 6.1 5.2 5.0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4.9 3.7 4.8
建筑工程 8.0 6.5 4.8
职业培训/其他教育 2.1 4.9 4.7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
期货/理财）

6.4 4.7 4.1

销售 4.2 3.6 4.1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行业变化趋势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类为教育业（22.0%），其后依次是医

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9.7%）、政府及公共管理（7.4%）等。本校近三届毕业生就

业于“教育业”行业类的比例较上两届有所上升。

表 4-2 主要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类名称 2018届（%） 2019届（%） 2020届（%）

教育业 18.1 18.0 22.0
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业 8.9 12.3 9.7
政府及公共管理 3.9 7.6 7.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6.7 5.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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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名称 2018届（%） 2019届（%） 2020届（%）

建筑业 9.5 8.8 6.6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用人单位变化趋势

本校 2020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53%），比本校

2019届（48%）高 5个百分点；毕业生就业于国有企业的比例（21%）较 2019届（26%）

有所下降；毕业生就业于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的比例（20%）与 2019届

（19%）基本持平。另外，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10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45%），

较本校 2019届（47%）低 2个百分点。

图 4-1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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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本校 2017届~2020届就业的毕业生在河北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44.8%、46.2%、

45.7%、47.7%）有所上升，毕业生就业人数较多的城市为北京（21.9%），其后依

次是保定（12.7%）、石家庄（11.4%）等。

表 4-3 毕业生主要就业省份的变化趋势

省份名称 2017届（%） 2018届（%） 2019届（%） 2020届（%）

河北 44.8 46.2 45.7 47.7
北京 30.5 30.1 28.2 21.9
天津 4.1 4.6 4.9 6.0
广东 2.8 2.5 2.7 2.5
江苏 0.8 1.2 1.5 2.2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4-4 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

就业城市 2017届（%） 2018届（%） 2019届（%） 2020届（%）

北京 30.5 30.1 28.2 21.9
保定 12.3 13.3 12.0 12.7
石家庄 12.7 14.7 12.4 11.4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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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质量变化趋势

（一）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本科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3%，比 2019 届（75%）低 2

个百分点。

图 4-3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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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学院是建筑工程学院（94%）、护

理学院（92%）、公共卫生学院（92%）、文学院（92%），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

的学院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52%）、外国语学院（60%）、管理学院（63%）。

图 4-4 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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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4各学院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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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教育学（100%）、建筑学（五

年制）（100%）、土木工程（98%），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是旅游

管理（31%）、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40%）、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41%）。

图 4-5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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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5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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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5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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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满意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20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为 79%，比 2019届（72%）高 7个百分点。

图 4-6 就业满意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07

本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传媒与创意学院（86%）、物

理科学与技术学院（84%）、公共卫生学院（84%），就业满意度较低的学院是药

学院（74%）、质量技术监督学院（74%）、教育学院（74%）、数学与信息科学学

院（75%）、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75%）。

图 4-7 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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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7各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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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建筑学（五年制）（93%）、自动

化（92%），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网络工程（65%）、环境科学（65%）、安全

工程（67%）、教育学（67%）。

图 4-8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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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8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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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8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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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职业期待吻合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20 届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58%，与 2019 届（58%）持平，

本校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整体较为稳定。

图 4-9 职业期待吻合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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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的学院是临床医学院（76%）、数学与信息科

学学院（71%），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的学院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均

为 49%）。

图 4-10 各学院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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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职业期待吻合度较高的专业是测控技术与仪器（87%）、临床医学

（五年制）（77%）、医学影像技术（75%），职业期待吻合度较低的专业是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22%）、教育学（31%）、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31%）。

图 4-11 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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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11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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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11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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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离职率变化趋势

离职率是指毕业生从毕业到目前有过工作经历的毕业生中多大百分比发生过离

职，数据反映了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本校近四届毕业生的离职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从 2017届的 25%下降到 2020届的 20%，就业稳定性持续增强。

图 4-12 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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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离职率较低的学院是中医学院（11%）、建筑工程学院（12%）、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14%），离职率较高的学院是历史学院（35%）、外国语学

院（34%）、传媒与创意学院（30%）。

图 4-13 各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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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13各学院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学院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20届离职率较低的专业是生物工程（0%）、中药学（8%）、公共事业

管理（9%），离职率较高的专业是广告学（4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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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21

续图 4-14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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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4-13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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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人单位评价

一 聘用标准

1.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理由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主要理由是“能力和知识结构合格”（80%），其后

依次是“专业对口”（64%）、“符合本单位职场文化和价值观”（47%）、“学

校声誉好”（45%）等。

图 5-1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理由（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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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渠道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是校园招聘会或通过学校发布招聘信息

（75%），其后依次是通过本公司网站发布招聘信息（11%）、通过社会媒体进行招

聘（10%）等。

图 5-2 用人单位聘用本校毕业生的渠道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二 使用评价

1.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100%，其中有 41%表示很满意，有 59%

表示满意。

图 5-3 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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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本校毕业生的意愿

聘用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中，有 99%表示未来愿意继续招聘本校毕业

生。

图 5-4 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本校毕业生的意愿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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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力、素质、知识需求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能力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

过去三年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沟通与交流能力”的需

求程度（4.7分）相对较高，且对该项能力的满意程度也较高（95%）。

图 5-5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能力的需求程度及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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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

过去三年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中“积极的工作

态度”的需求程度（4.7分）相对较高，且对该项素质的满意程度也较高（94%）。

图 5-6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个人素质的需求程度及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3.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满意度

过去三年招聘过本校应届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与行业相关的知识”、

“专业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程度分别为 4.5 分、4.4分、4.3分，

满意度分别为 83%、86%、86%。

图 5-7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知识水平的需求程度及满意程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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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校方的建议

1. 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为 96%。

图 5-8 用人单位对本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2. 用人单位希望本校提供的支持

用人单位为了更好地聘用本校毕业生，希望本校提供的主要工作支持是“提前

主动向贵单位推荐毕业生”（75%），其次是“提前在学校发布贵单位的用人信息”

（73%）。学校可在未来就业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有所侧重。

图 5-9 用人单位希望本校提供的支持（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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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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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学生对母校的评价、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反映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现状以及学生对

学校的认可程度。本章从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推荐度、满意度、对教学满意度以及

学校培养的通用能力情况来展现学生对学校培养的反馈情况。

一 对人才培养的反馈

从本校数据来看，本校 2020届近八成（77%）毕业生愿意在同等分数同类型学

校条件下，推荐母校给亲戚朋友去就读，且本校 2020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

达到 96%，可见，毕业生对本校的整体认同度与满意度较高。同时，本校 2020届毕

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4%，学生对学校教学的反馈情况较好。此外，九成毕

业生参加过社团活动，对各类社团活动的满意度均较高，集中在 91%~95%；工程类、

艺术类、医学类、其他类专业均有绝大部分毕业生（分别为 98%、97%、98%、98%）

认为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有帮助，学校素养培养效果显著。

（一）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1. 对学校的总体推荐度评价

本校 2020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的比例为 77%。

图 6-1 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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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对学校的推荐度

本校 2020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高的学院是哲学与社会学学院（88%）、

药学院（85%）、质量技术监督学院（84%），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低的学院是传

媒与创意学院（61%）、历史学院（69%）、教育学院（72%）、临床医学院（72%）。

图 6-2 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33

续图 6-2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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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高的专业是工程力学（96%）、书法学

（94%）、广告学（94%），愿意推荐母校比例较低的专业是建筑学（五年制）（48%）、

视觉传达设计（传媒与创意学院）（50%）、编辑出版学（56%）。

图 6-3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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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3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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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3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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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3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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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3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39

续图 6-3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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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6%。毕业生对母校的整体满意度评

价较高。

图 6-4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41

3. 各学院及专业对学校的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公共卫生学院（100%）、中医学

院（99%）、药学院（99%）、质量技术监督学院（98%）、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

学院（98%）、哲学与社会学学院（98%）、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98%）、生命科

学学院（98%）。

图 6-5 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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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5各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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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朝鲜语、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汉

语言文学、信息安全、中药学、卫生检验与检疫、书法学、社会工作、生物医学工

程、工程力学、预防医学（五年制）、视觉传达设计、舞蹈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日语、广告学、测控技术与仪器、财政学、物理学、环境设计（传媒与创意学院）、

保险学、动画、戏剧影视文学、图书馆学、安全工程（均为 100%），对母校满意度

较低的专业是戏剧影视文学（传媒与创意学院）（81%）、俄语（86%）、环境设

计（88%）、动画（传媒与创意学院）（88%）。

图 6-6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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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6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45

续图 6-6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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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6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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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6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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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6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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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对教学的反馈

1. 总体教学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4%。毕业生对母校教学工作的评价

较高体现出本校教学工作开展情况较好，得到了毕业生的认可。

图 6-7 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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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学院及专业的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较高的学院是护理学院、文学院、药学院、公共

卫生学院（均为 97%）。

图 6-8 各学院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河北大学

151

续图 6-8各学院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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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20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朝鲜语、汉语言文学、信息安全、

卫生检验与检疫、生物医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舞蹈学、财务管理、日语、法

语、档案学、广告学、安全工程、财政学、物理学、环境设计（传媒与创意学院）、

环境工程、动画、戏剧影视文学（均为 100%），教学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广告学（传

媒与创意学院）（79%）、建筑学（五年制）（80%）、广播电视编导（80%）、广

播电视学（传媒与创意学院）（80%）。

图 6-9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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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9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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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9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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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9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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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6-9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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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用能力培养

1.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

本校 2020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是“团队合作能力”、“沟通

交流能力”（均为 85%），其次是“终身学习能力”（75%）、“解决问题能力”

（72%）等。

图 6-10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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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项通用能力增值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受母校学习经历提升明显的比例1较高的通用能力是环境适

应能力（93%），其次是信息搜索与处理能力（91%）。

图 6-11 母校学习经历对各项通用能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提升明显的比例：提升较多和有所提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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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团活动参与度及满意度

1. 社团活动参与度

本校 2020届绝大多数（90%）毕业生参加过社团活动，其中参与度较高的社团

活动是“公益类”（34%），其后依次是“文化艺术类”（28%）、“体育户外类”

（23%）等。

图 6-12 本校毕业生参加各类社团活动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社团活动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公益类社团活动的满意度最高，为 95%，其次是

体育户外类社团活动，为 94%。

图 6-13 本校毕业生对各类社团活动的满意度评价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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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素养培养达成情况

本校 2020届工程类、艺术类、医学类、其他类专业均有绝大部分毕业生（分别

为 98%、97%、98%、98%）认为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有帮助，学校素养培养效果显

著。

图 6-14 工程类专业毕业生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效果（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图 6-15 艺术类专业毕业生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效果（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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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效果（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图 6-17 其他类专业毕业生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效果（多选）

注：其他类专业指除工程类、医学类、艺术类之外的专业。

数据来源：麦可思-河北大学 2020届本科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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