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二〇一六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前  言 

外国语学院历史悠久，其发端可追溯至 1946 年国立兰州大学成

立之时。当时兰州大学在文学院下设立中文、历史、边疆语文、英文、

俄文 5 个系。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俄文、英文系并入其他学

校，兰州大学仅保留外语教研室。1971 年，外国语言文学系成立。

1999 年，外国语言文学系与大学英语教学部合并成立兰州大学外国

语学院。2004 年，原兰州医学院外语教学部并入外国语学院。 

学院现有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 5 个本科专业，有英语

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俄语语言文学、翻译 4 个研究

所，设有公共外语教学中心和翻译硕士（MTI）教育中心，已获得外

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学位授予权和翻译专业硕士授予权。拥有欧美文

学、俄语国家语言与文化、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

践四个特色学科。 

多年来,学院秉承“衔华佩实、博学明德”的院训，已为祖国培

养了 3000 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和美国、加拿大、瑞典、俄罗

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高校建立了合

作关系。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生源情况 

外国语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共 223 人，其中本科生 171 人，硕士

研究生 52 人。 

1.专业分布： 

表 1：毕业生专业分布 

本科生 
英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法语 合计 

70 27 32 20 22 171 

研究生 

英语语言

文学 

外国语语

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俄语语言

文学 
英语笔译 英语口译 合计 

4 10 6 27 5 52 

2.性别结构： 

表 2：毕业生性别结构 

 男生 女生 合计 

人数 所占比例 人数 所占比例 

本科生 33人 19.30% 138 人 80.70% 171 

研究生 5人 9.62% 47 人 90.38% 52 

3.生源结构： 

表 3：毕业生生源结构 

 西北 华东 华中 华北 东北 华南 西南 合计 

本科生 47 42 25 11 24 9 13 171 

研究生 32 7 3 6 2 0 2 52 

合计 79 49 28 17 26 9 15 223 

备注：地域划分标准： 

（1）华中：河南、湖北、湖南 

（2）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3）华南：广东、广西、海南 

（4）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5）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6）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 

（7）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 



（二）就业情况 

表 4：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截止 2016 年 12 月 10日） 

专业 人数 升学 出国、境 就业 
就业总 

人数 

就业 

比例 

英语 70 28 3 32 63 90% 

俄语 27 7 5 12 24 88.89% 

日语 32 9 7 12 28 87.5% 

德语 20 3 5 8 16 80% 

法语 22 3 7 11 21 95.45% 

合计 171 50 27 75 152 88.89% 

 

表 5：2016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截止 2016 年 12 月 10日） 

专业 人数 出国、境 就业 
就业总

人数 

就业 

比例 

俄语语言文学 6 2 3 5 83.33%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0 0 10 10 100% 

英语笔译 27 0 24 24 88.89% 

英语口译 5 0 5 5 100% 

英语语言文学 4 0 4 4 100% 

合计 52 2 46 48 92.31% 

学院就业工作小组对离校未就业学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中，

未就业的 19 名本科生中，有 12 人继续考研，2 人辞职换工作中，5

人等待公务员考试结果。未就业的 4 名研究生正在等待公务员考试结

果。 

第二部分 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一）毕业生深造流向院校分析 

本科毕业生在国内高校深造（保研、考研）共 50 人，出国、出

境共 27 人，其中 26 人出国深造。硕士毕业生出国（境）深造 2 人。 

 



图 1:毕业生深造流向 

 

从本科毕业生国内深造院校层次来看，我院本科生培养质量较高，

深得国内其他知名高校的认可；从学生出国、境深造比例来看，我院

本科毕业生有着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研究生继续深造者较少，说明

我院培养的研究生在综合能力、社会适应性、就业竞争力等方面有着

明显的优势，这也是我院研究生就业率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 

（二）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分析 

图 2: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 

 

 



由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图可以看出,我院毕业生就业地域主要集

中在陕甘地区和北上广以及江浙等沿海地区,呈现这种分布的原因主

要有两点:一是由我院毕业生生源结构所决定,即毕业生更倾向于选

择离家近的地区就业；二是北上广以及江浙等沿海地区有更多的就业

机会,吸引毕业上来此发展。 

（三）毕业生就业类别分析 

图 3：本科毕业生就业类型 

 

图 4：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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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生就业人数共 75 人，涉及就业单位包括各类外语教育

机构及学校、党政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等，另有 2名学生选择自主

创业、2名学生选择自主择业。 

研究生毕业生就业人数共 46 人，涉及就业单位包括高等教育单

位、中初教育单位、国有企事及其他业单位等，此外，有 3 名同学自

主创业、1 名同学自由择业。 

    从就业类型分析图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提高，我院毕业生就业

层次相应提高，说明学历的高低是影响我院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此

外，随着学历的提高，我院学生就业类型与专业的匹配性更高。 

第三部分  学院就业特色工作 

（一）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采取多方措施解决就业工作困难。 

   学院班子成员互助协作，狠抓落实，分层次、分步骤推进学院就

业工作。多次召开就业工作专题会议，调研各专业学生培养及就业情

况。在新生入学教育中，由学院党政主要领导主讲，加入专门的大学

学习、生活规划教育，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大学学习生活。在二三年级

学生生涯指导上，要求学工组及时掌握学生就业意向，对意向参加工

作的学生加强实践教育培养，对意向外出交流的学生要求提前取得外

语成绩，院领导及系部老师帮助联系相关境内外学校。在毕业生教育

管理中，秉承“离校不离心”、“提数量抓质量”原则，多次深入学生

宿舍慰问毕业生，参加学生毕业典礼，营造外语学院家庭氛围。同时

利用校友资源帮助毕业生减轻就业压力，向兄弟院校推荐优秀学生，



提高就业质量。 

(二) 建立“外语教育实训基地”,多渠道实现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

办公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太阳能技术促进转让中心、兰州市

外国语高级中学、兰州市第二中学、康辉旅行社、兰州新东方学校共

七家单位建立“外语教育实训基地”。分批次派出本科生和研究生在

以上单位开展翻译和外事服务工作。 

与环球网积极协商，每学期组织 20 余名开展网络在线编译工作，

参与该项编译实习工作的人数已达到 100 人以上。我院师生积极承担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文博会医药专场等国际会议翻译工

作。其中参与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翻译工作的师生受到甘

肃省外事办公室通报嘉奖。 

（三）按照不同毕业生群体诉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就业辅导培训。 

学院党委书记景宏科和毕业班辅导员以及学生干部进行了座谈，

详细了解了我院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方面的诉求，同时针对我院毕业

生和学院就业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就业方面，针对全体毕业生，

学院邀请新东方学校相关负责人就当前毕业生找工作过程中常见的

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指导；同时，为了提升我院毕

业生就业竞争力，组织开展了求职技能培训，内容涉及简历制作、面

试技巧、求职礼仪等多个方面。考研方面，针对有意愿考研的学生，

学院院长李发元教授等针对国内外高校的学制、招生政策、报考注意

事项等进行讲解，同时就我校保研政策和优培计划进行了专门解读。



职场方面，针对离校前的毕业生，学院邀请知名校友返校对学生进行

现身说法，指导他们更好地步入职场，步入社会。 

（四）积极搭建学生外出交流学习与访问平台，通过专业素养的提升

促进毕业生就业。 

针对外语专业的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的要求，组织学生外出交流

学习，长期合作的学校有：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德国科隆大学、加拿

大渥太华大学、美国马斯金格姆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日本北

海道大学等。采取走出去与引进来，对学校招聘会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及时传递给学生有效对口就业信息，积极组织来院单位的专场招聘会。

针对我院毕业生的专业特点，截止 2016 年 12 月，我院共组织面向我

院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七场：天津某政府机构、江苏某政府机构、深圳

依时得丰、北汽福田、好未来教育集团、点对点教育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新东方教育集团兰州学校。 

（五）建立毕业学生就业回访机制，了解学生就业质量和就业动态。 

以电话、邮件等形式向用人单位了解我院毕业生实际工作情况，

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毕业生 QQ 群、微信、电话等方

式了解离校未就业学生动态，及时更新就业信息，向学生推介适合的

就业信息。 

（六）完善各专业学生培养计划，创新学生培养模式。 

学院根据毕业生就业情况，适时对各专业招生人数进行控制，力

趋合理。创新学生培养模式，在学校国际处的大力支持下，与法国高

校签订合作协议，实行 3+2 培养模式，本硕连读。2016 年 2 名毕业



研究生成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3 名本科毕业生赴境外攻读硕士

学位。 

第四部分  结语 

学院将紧紧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和“衔华佩实、博学

明德”的院训，牢固树立人才培养工作的中心地位，结合学院专业特

色，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遵循就业工作规律，探索就业工作新模式。

不断提升就业指导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学生就业而努

力。 

 

                               外国语学院学生工作组 

                                 2016 年 12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