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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一、报告编制的背景与意义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改革开放 40年,全国高

校年毕业生人数从 16.5万增长到 820万，40年间增加了近 50倍。

北京地区高校年输送毕业生从不足万人增长到 23万，为首都经济

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届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7〕11

号）要求，结合北京实际，编制了《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本报告数据详实，较全面地反映了 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整体情况，能够帮助各级就业创业主管部门及

各高校准确把握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主要特点和

发展趋势，为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学科布局结

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提供重要参考，对于增强高校毕业

生的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促进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健康稳

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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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及编制过程 

报告主要内容为：第一章，毕业生规模与结构；第二章，毕

业去向情况；第三章，与就业质量相关的部分指标；第四章，北

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特色；附录。 

报告的编制工作，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牵头，组织北京高校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及部分高校就业工作部门同志，根据教育部

要求，对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框架及内容反复研讨，调用 2018

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库和 2018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资料，最终形成本报告。 

三、相关说明 

（一）数据来源 

报告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8届北京地区 92所普通高校的毕业

生就业信息库（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以下

简称“就业信息库”）和 79 所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创业状况

调查数据（调查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25 日至 7 月 10 日，调

查的有效抽样样本量为 42365，占 92 所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的

19%，以下简称“调查数据”）。 

说明：92所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库，不含北京网络职

业学院、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今年没有毕业生）和 2所数据

保密的学校；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分校、北京工业大学分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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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科技大学分校、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不计校数的学校）。

79 所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数据，不含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北京警察学院、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北京体育职业学

院、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没有参与就业

创业状况调查），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

华女子学院、北京吉利学院、中国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抽样样本

量不足 30）。 

第一章和第二章：采用毕业生就业信息库数据，研究对象为

2018届北京地区 92 所普通高校的毕业生。第三章：采用调查数

据，研究对象为受调查毕业生中的已落实就业群体。 

报告中所采用调查数据因受到调查时间、抽样方式等因素的

影响，与各高校发布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相关数据可能存在一定

差异。 

（二）名词解释 

1.毕业去向 

报告中涉及的毕业去向分为： 

“深造”：包括就业信息库中的“已升学”和“已出国（境）”，

其中“已出国（境）”包含出国（境）升学和出国（境）就业。 

“已就业”：包括就业信息库中的“签就业协议”“签劳动

合同”“单位用人证明”“参军（入伍）”“志愿服务西部”“自

由职业”“自主创业”等就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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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实”：除“深造”和“已就业”之外的就业状态。 

2.就业单位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 T4754—2017），

共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等 20类，以及毕业

生进入“军队”行业，共 21类。 

3.赴西部就业 

“西部地区”包含下列 12个省/市/自治区：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 

4.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包括就业信息库中的“科研设计单位”“高

等教育单位”“中初等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其他事业

单位”。 

5.困难群体毕业生 

“困难群体毕业生”：包括就业信息库中“残疾”“家庭困

难”“家庭困难和残疾”“就业困难、家庭困难和残疾”“就业

困难和残疾”“就业困难和家庭困难”的毕业生。 

（三）计算方法 

1.就业率：报告中就业率的统计标准及统计方法均按照教育

部有关文件要求，计算公式为：就业率=(深造人数+已就业人数)/

毕业生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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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工作的满意度、专业与工作相关度、工作发展空间，

三个指标的百分制得分：先根据五分量表进行评价，再将所得均

值在百分制下进行换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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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2018届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

所）毕业生总数共 231394人，92所普通高校毕业生 226271人，

与去年基本持平。 

其中，专科毕业生 29525人，占 13.05%；本科毕业生 118287

人，占 52.28%；硕士毕业生 64207人，占 28.37%；博士毕业生

14252人，占 6.30%。 

一、毕业生性别分布 

2018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中，男生 108500人，占 47.95%；女

生 117771人，占 52.05%。 

图 1.1 2018届毕业生性别分布 

二、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2018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中，北京生源 62680人，占 27.70%；

京外生源 163591人，占 72.30%。 

男生, 

108500人, 

47.95%

女生, 

117771人, 

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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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8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三、毕业生专业大类/学科门类分布 

（一）专科毕业生专业大类分布 

专科毕业生分布在 19个专业大类。其中，人数占比超过 10%

的有 3个，财经商贸大类毕业生 6311 人，占专科毕业生总数的

21.38%；其次是电子信息大类毕业生 3393人，占 11.49%；医药

卫生大类毕业生 3076人，占 10.42%。 

北京生源, 

62680人, 

27.70%

京外生源, 

163591人, 

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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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专科毕业生专业大类分布 

（二）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学科门类分布 

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分布在 13个学科门类。本科毕业生

中，人数占比超过 10%的学科为：工学（35.20%）和管理学

（17.47%）；硕士毕业生中，人数占比超过 10%的学科为：工学

（31.68%）、理学（14.88%）和管理学（12.24%）；博士毕业生

中，人数占比超过 10%的学科为：理学（42.57%）和工学（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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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学科门类分布 

138人,0.97%

492人,3.45%

3人,0.02%

1279人,8.97%

416人,2.92%

3390人,23.79%

6067人,42.57%

128人,.90%

598人,4.20%

307人,2.15%

706人,4.95%

570人,4.00%

158人,1.11%

1949人,3.04%

7860人,12.24%

12人,0.02%

2660人,4.14%

1483人,2.31%

20338人,31.68%

9553人,14.88%

427人,0.67%

4678人,7.29%

3710人,5.78%

5784人,9.01%

5400人,8.41%

353人,0.55%

11770人,9.95%

20664人,17.47%

0人,0.00%

2258人,1.91%

1579人,1.33%

41636人,35.20%

7553人,6.39%

510人,0.43%

10837人,9.16%

3320人,2.81%

8395人,7.10%

9574人,8.09%

191人,0.1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艺术学

管理学

军事学

医学

农学

工学

理学

历史学

文学

教育学

法学

经济学

哲学

本科 硕士 博士



 

10 
 

第二章 毕业去向情况 

一、就业率情况 

2018届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为

96.51%。92 所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96.64%，其中，已就业

161255人，占 71.27%；深造 57409人，占 25.37%。 

图 2.1 2018 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 

（一）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率情况 

2018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中，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是：专科毕业生就业率 96.62%，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95.97%，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97.72%，博士毕业生就业率 97.33%。 

 

 

 

 

深造

57409人

25.37%

已就业

161255人

71.27%

未落实

7607人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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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学历 

层次 

毕业生 

总数 

已就业 深 造 未落实 
就业率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专 科 29525 25534 86.48 2992 10.14 999 3.38 96.62% 

本 科 118287 67660 57.20 45862 38.77 4765 4.03 95.97% 

硕 士 64207 57347 89.31 5398 8.41 1462 2.28 97.72% 

博 士 14252 10714 75.18 3157 22.15 381 2.67 97.33% 

 

（二）不同专业大类/学科门类毕业生就业率情况 

2018届专科毕业生中，除轻工纺织大类外，其他专业大类毕

业生就业率均在 90%以上。 

表 2.2  专科毕业生分专业大类毕业去向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生 

总数 

已就业 深造 未落实 

就业率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农林牧渔大类 653 572 87.60 59 9.03 22 3.37 96.63%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337 298 88.43 37 10.98 2 0.59 99.41%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3 3 100.00 0 0.00 0 0.00 100.00% 

土木建筑大类 1558 1316 84.47 165 10.59 77 4.94 95.06% 

水利大类 42 36 85.72 5 11.90 1 2.38 97.62% 

装备制造大类 2552 2271 88.99 233 9.13 48 1.88 98.12% 

生物与化工大类 123 102 82.93 16 13.00 5 4.07 95.93% 

轻工纺织大类 13 0 0.00 11 84.62 2 15.38 84.62%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119 108 90.76 8 6.72 3 2.52 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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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大类 2082 1923 92.36 116 5.57 43 2.07 97.93% 

电子信息大类 3393 2892 85.23 436 12.85 65 1.92 98.08% 

医药卫生大类 3076 2772 90.12 108 3.51 196 6.37 93.63% 

财经商贸大类 6311 5358 84.90 819 12.98 134 2.12 97.88% 

旅游大类 1421 1208 85.01 179 12.60 34 2.39 97.61% 

文化艺术大类 1852 1556 84.02 179 9.66 117 6.32 93.68% 

新闻传播大类 426 359 84.27 60 14.09 7 1.64 98.36% 

教育与体育大类 2711 2295 84.65 270 9.96 146 5.39 94.61% 

公安与司法大类 894 738 82.55 105 11.75 51 5.70 94.30%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1959 1727 88.16 186 9.49 46 2.35 97.65% 

 

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除哲学、法学、医学外，其他学科毕

业生就业率均在 95%以上。 

表 2.3  本科毕业生分学科门类毕业去向分布 

学科门类 
毕业生 

总数 

已就业 深造 未落实 

就业率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哲学 191 46 24.08 121 63.35 24 12.57 87.43% 

经济学 9574 5015 52.38 4266 44.56 293 3.06 96.94% 

法学 8395 4379 52.16 3179 37.87 837 9.97 90.03% 

教育学 3320 2551 76.84 658 19.82 111 3.34 96.66% 

文学 10837 6101 56.30 4311 39.78 425 3.92 96.08% 

历史学 510 243 47.65 250 49.02 17 3.33 96.67% 

理学 7553 3207 42.46 3975 52.63 371 4.91 95.09% 

工学 41636 21271 51.09 19072 45.80 1293 3.11 96.89% 

农学 1579 702 44.46 812 51.42 65 4.12 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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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2258 900 39.86 1195 52.92 163 7.22 92.78% 

管理学 20664 14293 69.17 5656 27.37 715 3.46 96.54% 

艺术学 11770 8952 76.06 2367 20.11 451 3.83 96.17% 

 

2018届硕士毕业生中，除教育学外，其他学科毕业生就业率

均在 95%以上。 

表 2.4  硕士毕业生分学科门类毕业去向分布 

学科门类 
毕业生 

总数 

已就业 深造 未落实 
就业率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哲学 353 257 72.80 85 24.08 11  3.12 96.88% 

经济学 5400 5086 94.19 266 4.92 48  0.89 99.11% 

法学 5784 5141 88.88 422 7.30 221  3.82 96.18% 

教育学 3710 3281 88.44 220 5.93 209  5.63 94.37% 

文学 4678 4228 90.38 340 7.27 110 2.35 97.65% 

历史学 427 337 78.92 85 19.91 5  1.17 98.83% 

理学 9553 8003 83.77 1279 13.39 271  2.84 97.16% 

工学 20338 18484 90.88 1601 7.88 253  1.24 98.76% 

农学 1483 1252 84.42 192 12.95 39  2.63 97.37% 

医学 2660 1934 72.71 638 23.98 88  3.31 96.69% 

军事学 12 12 100.00 0 0.00 0  0.00 100.00% 

管理学 7860 7535 95.87 188 2.39 137  1.74 98.26% 

艺术学 1949 1797 92.20 82 4.21 70 3.59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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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博士毕业生中，除教育学外，其他学科毕业生就业率

均在 95%以上。 

表 2.5  博士毕业生分学科门类毕业去向 

学科门类 
毕业生 

总数 

已就业 深造 未落实 

就业率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哲学 158 125 79.11 30 18.99 3  1.90 98.10% 

经济学 570 484 84.91 76 13.34 10  1.75 98.25% 

法学 706 625 88.53 63 8.92 18  2.55 97.45% 

教育学 307 243 79.15 42 13.68 22  7.17 92.83% 

文学 598 524 87.62 70 11.71 4  0.67 99.33% 

历史学 128 105 82.03 22 17.19 1  0.78 99.22% 

理学 6067 4098 67.55 1740 28.68 229  3.77 96.23% 

工学 3390 2619 77.26 720 21.24 51  1.50 98.50% 

农学 416 271 65.14 132 31.73 13  3.13 96.88% 

医学 1279 1076 84.13 187 14.62 16  1.25 98.75% 

军事学 3 3 100.00 0 0.00 0  0.00 100.00% 

管理学 492 414 84.15 65 13.21 13  2.64 97.36% 

艺术学 138 127 92.03 10 7.25 1  0.72 99.28% 

二、毕业生就业去向情况 

（一）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已就业的 2018届毕业生中，在京就业 100768人，占 62.49%，

京外就业 60487人，占 37.51%，较去年（在京就业占 62.68%，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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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业占 37.32%）基本持平。其中，北京生源毕业生在京就业率

为 92.68%，京外生源毕业生在京就业率为 48.92%。 

表 2.6  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生源地 

在京就业 京外就业 

人数 % 人数 % 

北京生源 46340 92.68% 3659 7.32% 

京外生源 54428 48.92% 56828 51.08% 

合 计 100768 62.49% 60487 37.51% 

 

（二）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2018届毕业生去各类企业就业的比例为 62.58%，尤以去其他

企业的比例最高（38.56%），远高于去事业单位（15.60%）和机

关（6.06%）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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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包括未注明具体就业单位类型的已就业毕业生以及在实际填报中选择其他项的毕业生，其中自

由职业者有 11089人。 

图 2.2  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三）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吸纳 2018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前四个行业依

次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4.14%），教育业

（11.50%），制造业（8.73%），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98%）。 

自 2014年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以来，金融业首次跌

出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业前四，位居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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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指未注明具体就业行业的已就业毕业生，其中自由职业者有 8378人。 

图 2.3  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分布 

三、毕业生升学出国情况 

2018届毕业生选择国内升学的比例（17.32%）高于出国（境）

的比例（8.05%）。其中，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25.67%）和出国

（境）（13.10%）的比例均最高。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中，医学学科毕业生国内升学比例最

高（29.30%），经济学学科毕业生出国（境）比例最高（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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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2018届毕业生升学出国情况 

学历层次 深造人数 
国内升学 出国（境）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专科 2992 2709 9.17 283 0.96 

本科 45862 30367 25.67 15495 13.10 

硕士 5398 3709 5.78 1689 2.63 

博士 3157 2411 16.92 746 5.23 

总体 57409 39196 17.32 18213 8.05 

 

表 2.8  专科毕业生分专业大类升学出国情况 

专业大类 深造人数 

国内升学 出国（境）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农林牧渔大类 59 59 9.04 0 0.00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37 35 10.39 2 0.59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0 0 0.00 0 0.00 

土木建筑大类 165 162 10.40 3 0.19 

水利大类 5 5 11.90 0 0.00 

装备制造大类 233 220 8.62 13 0.51 

生物与化工大类 16 14 11.38 2 1.63 

轻工纺织大类 11 11 84.62 0 0.00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8 7 5.88 1 0.84 

交通运输大类 116 113 5.43 3 0.14 

电子信息大类 436 401 11.82 35 1.03 

医药卫生大类 108 103 3.35 5 0.16 

财经商贸大类 819 720 11.41 99 1.57 

旅游大类 179 161 11.33 18 1.27 

文化艺术大类 179 148 7.99 31 1.67 

新闻传播大类 60 49 11.50 11 2.58 

教育与体育大类 270 221 8.15 49 1.81 

公安与司法大类 105 103 11.52 2 0.22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186 177 9.04 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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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分学科门类升学出国情况 

学科门类 
深造 

人数 

国内升学 出国（境）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哲学 236 183 26.07 53 7.55 

经济学 4608 2107 13.56 2501 16.09 

法学 3664 2721 18.28 943 6.34 

教育学 920 681 9.28 239 3.26 

文学 4721 2350 14.58 2371 14.71 

历史学 357 303 28.45 54 5.07 

理学 6994 4757 20.53 2237 9.65 

工学 21393 16024 24.52 5369 8.21 

农学 1136 927 26.65 209 6.01 

医学 2020 1816 29.30 204 3.29 

管理学 5909 3189 10.99 2720 9.37 

艺术学 2459 1429 10.31 1030 7.43 

四、自主创业情况 

2018届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共

13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58%。其中，男生 760人，占创业毕

业生总数的 58.37%；女生 542人，占创业毕业生总数的 41.63%。 

（一）自主创业毕业生学历分布 

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中，专科毕业生 160 人，占 12.29%；本科

毕业生 793人，占 60.91%；硕士毕业生 325人，占 24.96%；博士

毕业生 24人，占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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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自主创业毕业生学历分布 

（二）自主创业毕业生专业大类/学科门类分布 

自主创业的专科毕业生中，电子信息大类（23.13%）和文化

艺术大类（23.13%）毕业生占比较高。 

专科, 160人, 

12.29%

本科, 793人, 

60.91%

硕士, 325人, 

24.96%

博士, 24人,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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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自主创业专科毕业生专业大类分布 

自主创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中，艺术学（27.93%）、

工学（21.45%）和管理学（20.05%）学科毕业生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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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自主创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学科门类分布 

（三）自主创业地区分布 

自主创业毕业生中，734人选择在北京地区创业，占比

56.34%，568人选择去京外创业，占比 43.63%。 

 
图 2.7  自主创业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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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主创业行业分布 

关于创业行业，排在前三位的行业依次为：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25.81%），批发和零售业（17.67%），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16.05%）。 

 

图 2.8  自主创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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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赴西部和基层就业情况 

2018届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赴西部就业共

14827人。 

2018届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赴基层就业共

24663人。其中，从学历层次来看，专科毕业生 2948人，本科毕

业生 12157人，硕士毕业生 8762人，博士毕业生 796人。 

 
图 2.9  赴基层就业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 

六、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8届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困难群体毕业生有 18933人。其中，

专科毕业生 2116人，占 11.18%；本科毕业生 15147人，占 80.00%；

硕士毕业生 1537人，占 8.12%；博士毕业生 133人，占 0.70%。 

专科, 2948人, 

11.95%

本科, 12157

人,49.29%

硕士, 8762人, 

35.53%

博士, 796人,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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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困难群体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 

2018届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率为 96.47%。

其中，已就业 12182人，占 64.34%；深造 6083人，占 32.13%；

未落实 668人，占 3.53%。 

 
图 2.11  困难群体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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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与就业质量相关的部分指标 

从调查结果来看，已就业的 2018届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

生，对已落实工作的满意度评分为 78.70分；对专业与工作相关

度评分为 77.60分；对自己工作发展空间的评分为 77.11分；

85.56%的毕业生获得了相关社会保障（有保险，有公积金）。 

表 3.1  与就业质量相关的部分指标 

 调查项目 调查结果 

1 落实工作的满意度（均值，百分制） 78.70分 

2 专业与工作相关度（均值，百分制） 77.60分 

3 对工作发展空间的评分（均值，百分制） 77.11分 

4 获得相关社会保障（有保险，有公积金）的比例 85.56% 

注：各高校与毕业生就业质量相关的部分指标详见附录表 2。 

表 3.2  与毕业生就业质量相关的部分指标（分专业大类/学科门类） 

学历 

层次 
专业大类/学科门类 

调查 
人数 
 

落实工
作的满
意度（均
值，百分
制） 

专业与
岗位相
关度（均
值，百分
制） 

对工作
发展空
间的评
分（均
值，百分
制） 

获得相关
社会保障
（有保险，
有公积金）
的比例 

专科 

农林牧渔大类 73 78.08 73.70 73.70 58.90%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48 71.25 70.83 71.25 77.08% 

土木建筑大类 189 76.19 74.81 75.77 60.32% 

水利大类 6 76.67 86.67 83.33 83.33% 

装备制造大类 344 77.50 64.59 73.43 71.51% 

生物与化工大类 12 68.33 80.00 63.33 75.00%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10 76.00 60.00 74.00 80.00% 

交通运输大类 290 77.86 73.10 76.14 67.93% 

电子信息大类 408 76.03 63.33 73.73 66.18% 

医药卫生大类 241 79.17 86.97 76.68 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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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商贸大类 715 76.25 68.62 72.56 57.34% 

旅游大类 89 74.83 69.21 76.18 58.43% 

文化艺术大类 119 78.82 71.93 75.63 52.1% 

新闻传播大类 50 80.40 76.40 71.60 46.00% 

教育与体育大类 179 78.21 79.11 75.53 57.54% 

公安与司法大类 120 76.83 76.83 72.00 76.67%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256 75.23 76.02 73.44 58.98% 

合计 3149 76.84 71.66 74.06 63.80% 

本科 

哲学 3 66.67 46.67 66.67 100.00% 

经济学 723 77.46 71.84 75.19 87.28% 

法学 372 75.54 73.28 73.39 73.12% 

教育学 442 79.59 83.30 78.82 75.57% 

文学 977 78.10 74.21 75.68 79.32% 

历史学 29 72.41 67.59 69.66 68.97% 

理学 420 74.95 67.38 73.71 82.86% 

工学 3380 77.28 73.62 76.08 86.66% 

农学 44 76.36 60.91 74.09 84.09% 

医学 131 73.59 83.36 69.62 78.63% 

管理学 2055 77.40 74.03 75.03 85.16% 

艺术学 1245 76.64 79.86 77.01 57.19% 

合计 9821 77.19 74.63 75.67 80.58% 

硕士 

哲学 31 77.42 66.45 77.42 93.55% 

经济学 1043 79.62 83.11 79.18 98.66% 

法学 540 80.56 81.15 78.74 95.00% 

教育学 556 79.64 82.77 79.10 89.21% 

文学 618 79.84 79.13 78.67 94.98% 

历史学 44 80.91 75.00 78.18 93.18% 

理学 1201 79.62 78.03 77.87 96.42% 

工学 3790 80.50 78.90 79.10 97.76% 

农学 100 78.20 69.60 76.40 94.00% 

医学 464 79.74 88.15 78.53 92.67% 

管理学 873 80.48 83.09 78.21 97.37% 

艺术学 314 80.83 84.71 79.49 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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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574 80.14 80.48 78.77 95.82% 

博士 

哲学 16 78.75 82.50 78.75 100.00% 

经济学 58 86.90 88.97 83.10 93.10% 

法学 76 81.32 86.84 80.26 97.37% 

教育学 80 79.50 88.50 78.75 95.00% 

文学 95 82.53 92.63 80.00 93.68% 

历史学 24 85.00 91.67 82.50 100.00% 

理学 593 81.48 86.98 80.13 97.13% 

工学 425 82.49 88.19 81.98 97.18% 

农学 18 80.00 88.89 80.00 94.44% 

医学 282 84.61 95.04 84.61 95.74% 

管理学 36 83.33 80.00 77.78 97.22% 

艺术学 52 89.23 94.62 87.69 96.15% 

合计 1755 82.64 89.13 81.53 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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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特色 

2018年，北京市教委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全国和北京教育

大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部

署，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了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一）加强精准就业指导，逐步提升服务质量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按照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

就业创业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印发“京教学 1号文件”，部署

年度工作任务;及时传达学习国务院 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提出贯彻要求和落实措施；组

织召开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部署毕业生就业离校工作;

定期组织北京高校就业创业工作小组交流活动，分析形势，分享

经验，推动进展；组织召开中美贸易摩擦对就业形势影响的分析

研判会，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宏观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进一步规范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坚持依法行政和放管

服改革，印发《关于规范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工作的通

知》，简化办理流程和条件，下放审核权限，既注重规范管理、

公平公正，又注重方便学校和学生。编印《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

政策汇编》下发各高校，加大培训宣讲力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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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积极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认真贯彻高校思政

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到基层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大思政和宣传工作

力度，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2018年共有 14827名毕业

生到西部地区就业，有 24663名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有 332名毕

业生被录用为北京市大学生村官（选调生），为 4181名毕业生发

放了到基层工作荣誉证书。积极配合市委组织部，认真组织动员

部署、进校宣讲、推荐报名和综合考核工作，顺利完成新疆、西

藏招录任务，共招录 72名优秀毕业生。 

四是着力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质量。坚持精细管理、精

准服务，通过微博、微信为毕业生推送政策信息，推动服务向移

动终端、自助终端延伸，服务毕业生 102万人次。积极拓展就业

市场，市教委为 2018届毕业生举办双选会 141场，提供就业岗位

53万个；各高校举办校园双选会 1万多场，提供就业岗位 75万

个。累计提供就业岗位总体供需比 5.3﹕1，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定期开展覆盖全员的专业化培训，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业务能力

和个性化特色服务水平。举办 KAB创业讲师培训、就业创业课程

培训、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培训、GCDF认证培训、基层就业培训等

17期培训班，共培训高校教师 1300 多人次，提升了师资队伍指

导服务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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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完善创业生态环境，大学生创新创业不断拓

展深化 

以深化创业园孵化体系建设为载体，稳步推进大学生创业工

作。 

一是强化资源聚合，完善服务体系。今年 5月正式启用“理

工园”，创业园承载能力和创业环境实现双提升，孵化服务增至

11个大类，涵盖政策咨询、投融资对接、新四板挂牌等服务内容，

满足大学生多样化创业需求。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建立园区安全

管理制度，完善创业园运营及创业团队管理手册，提升园区管理

实效。截至 2018年 10月，在园孵化团队 232支（累计服务创业

团队285支），164支团队完成工商注册，团队孵化成功率达70.3%。 

二是强化“多点”建设，扩大辐射效应。开展第二批北京高

校大学生创业园高校分园遴选，高校分园增至 16个，北京高校大

学生创业孵化体系拓展深化。召开高校分园建设研讨会，引导并

推进高校分园建设，进一步扩大高校分园辐射效应。目前首批高

校分园在园大学生创业团队 239支，服务大学生创业者达到 1500

余人。 

三是强化开放共享，集聚优秀创业者。畅通园区团队入驻通

道，加强与市残联、市台办等部门合作，为残疾大学生、台湾大

学生创业者提供创业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助力更多大学生实现

创业梦想。组织 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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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67所高校 1185支创业团队参评，参与高校及创业团队数量

均达五年来最大规模，150支团队获奖，创业团队质量明显提升。 

四是强化典型示范，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完成 80余支优秀大

学生创业团队典型案例征集工作，为 90余支创业团队制作电子宣

传海报并进行展示。9月份园区创业团队被央视新闻频道报道。

积极支持优秀团队参加重要创业大赛及展示活动，组织园区 40

余支大学生创业团队参加 2018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第三届京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决赛、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等活动，其中，6 支团队获得“互联网+”大

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光子算数荣获全国总决赛银奖；3支团队荣

获第三届京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优秀团队”；5 支团队

在全国“双创周”北京会场参展，反响热烈，展现了首都高校大

学生创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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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2018 届北京地区各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 

（截至 2018年 10 月 31日毕业生就业信息库数据） 

学校名称 毕业生人数 
其中 

就业率 
已就业人数 深造人数 未落实人数 

北京大学 9615 5861 3549 205 97.87% 

中国人民大学 6819 4629 2061 129 98.11% 

清华大学 7249 3956 3199 94 98.70% 

北京交通大学 6539 4380 2071 88 98.65% 

北京工业大学 5771 4140 1573 58 98.9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6807 4017 2705 85 98.75% 

北京理工大学 7174 4430 2628 116 98.38% 

北京科技大学 6066 3806 2040 220 96.37% 

北方工业大学 3300 2340 906 54 98.36% 

北京化工大学 5501 3525 1886 90 98.36% 

北京工商大学 3667 2759 827 81 97.79% 

北京服装学院 1702 1381 275 46 97.30% 

北京邮电大学 6186 4011 2161 14 99.77% 

北京印刷学院 1630 1327 269 34 97.91% 

北京建筑大学 2302 1713 464 125 94.57%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1799 1613 161 25 98.61% 

中国农业大学 5144 2864 2044 236 95.41% 

北京农学院 2283 1725 500 58 97.46% 

北京林业大学 4625 2884 1537 204 95.59% 

北京协和医学院 1243 924 280 39 96.86% 

首都医科大学 2810 1983 658 169 93.99% 

北京中医药大学 2247 1590 607 50 97.77% 

北京师范大学 6527 4679 1639 209 96.80% 

首都师范大学 5007 3952 1012 43 99.14% 

首都体育学院 833 745 57 31 96.28%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95 1377 652 66 96.8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43 1433 599 11 99.46% 

北京语言大学 1709 1076 511 122 92.86% 

中国传媒大学 3587 2741 776 70 98.05% 

中央财经大学 4080 2757 1217 106 97.4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677 2434 1222 21 99.43% 

北京物资学院 1690 1367 179 144 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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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毕业生人数 
其中 

就业率 
已就业人数 深造人数 未落实人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3558 2594 894 70 98.03% 

外交学院 624 417 174 33 94.7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3093 1998 157 938 69.67% 

北京体育大学 2973 2129 672 172 94.21% 

中央音乐学院 509 290 214 5 99.02% 

中国音乐学院 459 274 94 91 80.17% 

中央美术学院 1121 825 288 8 99.29% 

中央戏剧学院 562 469 83 10 98.22% 

中国戏曲学院 612 454 109 49 91.99% 

北京电影学院 712 580 84 48 93.26% 

北京舞蹈学院 387 326 54 7 98.19% 

中央民族大学 4304 2600 1159 545 87.34% 

中国政法大学 4063 2548 1441 74 98.18% 

华北电力大学 4401 2781 1317 303 93.12%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48 1337 185 26 98.32%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669 1468 181 20 98.80%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2148 1931 186 31 98.56% 

○北京科技大学分校 276 138 34 104 62.32%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662 596 58 8 98.79%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28 535 48 45 92.8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分校 508 442 58 8 98.43% 

○北京工业大学分校 21 3 8 10 52.38% 

中华女子学院 1697 1351 174 172 89.86%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3006 2350 635 21 99.3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679 1586 1012 81 96.9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3831 2632 1120 79 97.9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004 2617 1204 183 95.43% 

北京联合大学 6562 5777 665 120 98.17% 

北京城市学院 6163 5763 386 14 99.77%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91 75 4 12 86.81%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1168 970 182 16 98.63% 

首钢工学院 1044 928 113 3 99.71%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1216 1048 135 33 97.29%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1057 872 116 69 93.47%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1895 1554 303 38 97.99%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535 1301 219 15 99.02%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1118 899 47 172 84.62%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395 326 35 34 91.39%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519 432 49 38 92.68%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152 134 13 5 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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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毕业生人数 
其中 

就业率 
已就业人数 深造人数 未落实人数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800 750 38 12 98.50% 

○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41 21 20 0 100.00% 

北京吉利学院 939 827 83 29 96.91%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996 908 50 38 96.18%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1166 846 275 45 96.14%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451 396 36 19 95.79%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729 621 86 22 96.98%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166 1057 74 35 97.00%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1354 1188 112 54 96.01% 

北京警察学院 17 16 0 1 94.12%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782 647 126 9 98.85%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976 887 89 0 100.00%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1136 981 105 50 95.60%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85 80 0 5 94.1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874 717 125 32 96.34%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63 63 0 0 100.00%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333 1263 54 16 98.80%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912 870 26 16 98.25% 

中国科学院大学 6658 4606 1634 418 93.7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096 697 301 98 91.06% 

 

注：1.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和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目前没有毕业生；两所高校为保密单位；这四所院校未在

表中列出。 

2.学校名称前标“○”的，是不计校数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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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高校与毕业生就业质量相关的部分指标 

(截至 2018年 7月调查数据) 

院校名称 
调查
人数 

落实工作
的满意度
（均值，百
分制） 

专业与岗
位相关度
（均值，
百分制） 

对工作发展
空间的评分
（均值，百分

制） 

获得相关社
会保障（有保
险，有公积
金）的比例 

北京大学 333 84.38 80.84 82.40 97.60% 

清华大学 279 77.49 80.57 74.62 91.40% 

北京交通大学 890 79.75 84.04 79.08 97.08% 

北京工业大学 1300 80.69 80.15 79.14 93.9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65 79.10 79.21 76.16 96.07% 

北京理工大学 401 79.25 78.60 78.30 91.52% 

北京科技大学 152 78.16 75.00 77.11 92.11% 

北方工业大学 629 81.69 80.48 79.46 88.24% 

北京化工大学 975 77.81 74.85 78.30 92.41% 

北京工商大学 588 78.78 75.65 77.14 89.80% 

北京服装学院 290 76.90 75.72 77.03 76.90% 

北京邮电大学 95 79.16 72.21 74.11 93.68% 

北京印刷学院 279 77.56 77.06 77.28 79.93% 

北京建筑大学 270 81.41 84.22 80.30 94.44%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403 76.63 69.33 75.33 84.62% 

中国农业大学 154 79.35 78.44 79.61 93.51% 

北京农学院 221 75.57 66.33 74.39 85.52% 

北京林业大学 50 74.80 62.80 73.20 86.00% 

北京协和医学院 89 79.55 86.74 79.55 96.63% 

首都医科大学 434 82.58 92.30 81.94 94.24% 

北京中医药大学 480 78.21 85.25 76.13 87.92% 

北京师范大学 392 77.35 83.21 76.07 89.54% 

首都师范大学 960 78.67 82.52 76.79 85.94% 

首都体育学院 151 82.25 82.91 80.93 78.15% 

北京外国语大学 453 81.02 80.22 78.90 92.2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99 76.52 75.85 73.85 83.61% 

北京语言大学 53 80.75 74.72 78.87 90.57% 

中国传媒大学 132 80.00 80.61 79.39 86.36% 

中央财经大学 130 80.15 83.08 78.46 96.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907 78.54 80.22 78.46 96.14% 

北京物资学院 321 77.45 73.33 76.76 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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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调查
人数 

落实工作
的满意度
（均值，百
分制） 

专业与岗
位相关度
（均值，
百分制） 

对工作发展
空间的评分
（均值，百分

制） 

获得相关社
会保障（有保
险，有公积
金）的比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37 79.62 78.26 77.94 96.61% 

外交学院 60 82.33 69.67 81.00 91.6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32 80.00 75.00 76.25 93.75% 

北京体育大学 524 77.82 77.18 77.21 71.95% 

中央音乐学院 41 79.51 84.39 77.56 70.73% 

中国音乐学院 19 84.21 87.37 80.00 68.42% 

中央美术学院 200 78.20 82.00 78.80 55.00% 

中央戏剧学院 85 79.06 87.76 78.12 54.12% 

中国戏曲学院 133 80.75 86.92 79.85 57.89% 

北京电影学院 122 79.34 87.54 80.16 57.38% 

北京舞蹈学院 60 81.00 87.33 81.33 68.33% 

中央民族大学 726 77.88 77.93 75.87 87.05% 

中国政法大学 126 76.35 78.25 74.60 80.95%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58 76.21 83.45 73.45 93.10%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87 75.12 67.32 71.64 65.51%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83 77.88 63.96 72.72 66.43%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375 76.05 65.65 73.39 73.87%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67 74.93 78.51 72.54 58.21%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0 72.33 72.00 72.33 48.3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分校 40 85.00 68.50 83.50 67.5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474 79.03 76.12 77.00 91.14%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55 78.59 78.11 77.71 91.6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71 78.87 71.85 77.68 95.6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82 78.62 74.31 76.83 93.54% 

北京联合大学 982 78.19 74.58 75.01 81.87% 

北京城市学院 311 74.92 70.68 71.83 64.95%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152 73.55 69.87 70.66 59.21% 

首钢工学院 79 80.51 72.91 77.47 67.09%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160 76.75 74.38 74.00 60.63%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167 79.76 80.48 76.17 71.86%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5 76.00 77.78 72.44 86.67%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222 75.05 65.41 70.99 62.61%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40 76.00 77.86 74.86 62.86%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58 73.10 66.21 70.34 41.38%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75 73.87 62.93 75.20 48.00%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81 79.51 78.52 75.80 53.09%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64 77.19 82.50 77.81 92.19%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79 77.72 69.87 73.92 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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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调查
人数 

落实工作
的满意度
（均值，百
分制） 

专业与岗
位相关度
（均值，
百分制） 

对工作发展
空间的评分
（均值，百分

制） 

获得相关社
会保障（有保
险，有公积
金）的比例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48 79.17 70.83 79.58 39.58%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99 76.16 70.51 74.34 52.53%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20 77.67 68.67 75.67 70.00%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222 77.75 70.36 75.86 68.92%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114 74.39 71.05 72.63 54.39%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208 77.12 74.33 73.46 75.96%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192 77.29 80.00 77.08 53.6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49 81.22 82.04 81.63 87.76%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20 81.17 77.33 77.50 68.33%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96 82.50 89.38 78.75 90.63% 

中国科学院大学 628 80.96 83.60 80.70 98.41% 

 

注：1. 学校名称前标“○”的，是不计校数的学校。 

2. 在 83所参与调查的高校中，有 4所高校的样本量低于 30，不符合统计要求，故在表中未列出。 

3. 表中 79所普通高校的排列顺序为院校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