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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基本情况 

1.本科生规模及结构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共 249 人，其中

男生 211人，占总人数的 85%；女生 38人，占总人数的 15%。 

表 1-1 本科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专业 人数 

材料化学 36 

材料物理 39 

微电子学 54 

物理学 52 

物理学（基地班） 68 

合计 249 

2.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学院 2016届研究生毕业生 116人。硕士毕业生 79人，占研究生总毕业人数

的 68%，其中男生 54 人，占 68%；女生 25人，占 32%；博士毕业生 37 人，占 32%，

其中男生 30人，占 81%；女生 7人，占 19%。 

表 1-2 硕士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学历 专业 毕业生人数 

硕士 

材料工程 6 

材料物理与化学 16 

材料学 6 

集成电路工程 5 

光学 1 

理论物理 13 

凝聚态物理 20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2 

合计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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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博士毕业生专业分布情况 

学历 专业 总人数 

博士 

材料物理与化学 9 

理论物理 10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 

凝聚态物理 11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4 

合计 37 

二、本科生就业情况 

1．毕业生就业去向 

学院 2016 届本科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升学与就业，升学 125 人，就业 105

人。截止目前，未落实单位的学生有 19人，其中 12人准备研究生考试或者出国，

有 7人因个人原因未就业。 

表 2-1   2016 届本科生毕业去向统计表（截止 2016 年 12月） 

    项目 

毕业 

去向 

材料化学 材料物理 微电子学 物理学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国内升学 12 3 15 10 2 12 13 5 18 55 13 68 

出国 1 0 1 2 0 2 2 1 3 6 0 6 

升学累计 13 3 16 12 2 14 15 6 21 61 13 74 

签约/灵

活就业 
13 6 19 17 3 20 29 1 30 34 2 36 

 

图 2-1  2016 届本科生（男）毕业去向统计堆积图（截止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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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6 届本科生（女）毕业去向统计堆积图（截止 2016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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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约单位分析 

（1）签约单位性质分布 

由下图可以看出，毕业生签约单位主要以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初教育为

主，合计占签约总人数的 64%；本届毕业生有国防生，部队签约人数占签约总人

数的 16%。 

图 2-3  本科生签约单位性质分布图 

 

（2）签约单位区域分布 

由下图可以看出，毕业生签约单位分布地区比较广泛，其中甘肃省所占比例

最高，达到 43%；广东省以 16%的比例排在第二位；浙江省居第三，占 9%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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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居第四，占 7%。另外，湖北、山西、江苏、福建等地也均有签约单位。 

图 2-4  本科生签约单位区域分布图 

 

3．升学单位分析 

（1）升学单位性质分布 

由下图可以看出，本科生升学以高校为主，占总数的 80%。其中，升学单位

性质为兰大以外“985、211”高校的比例占 43%；单位性质为兰州大学（本校）

的比例占 35%。 

图 2-5  本科生升学单位性质分布图 

 

   （2）升学单位区域分布 

由下图可以看出，本科生升学以本校为主，所以升学单位的区域以甘肃省为

主，占 35% 。另外，北京占较高比例，达到 20% ;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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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均有分布。 

图 2-7  本科生升学单位区域分布图 

 

三、研究生就业情况 

1．毕业生就业去向 

表 3-1  毕业硕士研究生就业按专业分布情况 

学历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学生人数 

硕士 

理论物理 13 13 
凝聚态物理 20 19 

材料物理与化学 16 14 
材料学 6 4 
材料工程 6 6 
光学 1 1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2 12 
集成电路工程 5 5 

合计 79 74 

表 3-2  毕业硕士研究生就业按培养类型分布情况 

培养类型 专业 毕业生人数 就业学生人数 

学术型 

硕士 

材料物理与化学 16 14 

材料学 6 4 

理论物理 13 13 

凝聚态物理 20 19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2 12 

光学 1 1 

合计 68 63 

专业型 

硕士 

材料工程 6 6 

集成电路工程 5 5 

合计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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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毕业博士研究生就业按专业分布情况 

学历 专业 总人数 就业人数 

博士 

理论物理 10 10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 3 

凝聚态物理 11 11 

材料物理与化学 9 9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4 4 

合计 37 37 

 

2. 就业形式情况 

如下表所示，截至 2016年 12月，硕士研究生签约 58人，升学 6人，出国

7人，科研助理 1人，自主创业 1人，其他形式就业 1人，待就业 4 人，暂不就

业 1人。 

博士研究生签约 26人，升学 3人，其他形式就业 6人，科研助理 1人。 

 

表 3-4 毕业研究生就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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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图 3-5 2016年毕业硕士就业去向 

 

 

图 3-6 2016年毕业博士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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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业地域分析 

图 3-7 2016年毕业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区分布 

 

 

 

 

图 3-8 2016年毕业博士研究生就业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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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园招聘的情况与分析 

1. 招聘单位行业分布情况 

根据统计，招聘单位主要分布在科学研究、光电产业、制造业、新型材料和

教育业等五大行业。 

科学研究单位最多，占招聘单位的 24%，这是由于学院研究生数量较多，就

业方向多为科研单位。其次是光电产业，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或者科研方向

与之关联度大。再次是制造业，学院本科生专业知识基础较扎实，可塑性强，人

数多。最后是新材料和教育业，前者与我院开设材料专业是分不开的，后者因为

物理学科在中初教育中的必然性，从业人员需求量大。重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数

量偏少。 

2.招聘单位的性质 

从用人单位的性质来看，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民营企业、科研院所、国

有企业、高等院校、三资企业、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占比最高，占总数的 57%，是我院毕业生主要就业渠道，代表企业

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其次是科研院所，代表

单位为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研究所等。其次是国

有企业，代表企业有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马微电子集团等。高等学

校、三资企业、事业单位相对较少。 

3. 招聘单位地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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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居前，东

部沿海地区占 21%，南部沿海地区占 15%；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紧随而

上，所占比例共 30%；西北地区占 13%。 

以上数据统计时间段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1 月，区域划分依据图 4-1 

图 4-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八大综合经济区域划分 

 

五、对已毕业学生及用人单位的调研分析 

学院高度重视就业情况对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自身能力要求的反馈，特进行了

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分析和用人单位评价调研分析。 

1.毕业生就业情况调研分析 

本次调研的主体是通过本校校园招聘入职，以从事技术研发为主，入职时间

为两年到五年我院毕业生。 

受访者认为目前从事的工作岗位最需要的技能有专业知识、语言表达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绝大部分受访者对目前工作表示满意，而少部分

受访者不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待遇、提升机会、发展空间等多方面，部分受访者

因为升迁或者调岗进行过岗位变动。毕业学生普遍认为踏实肯干才是兰大学子的

最大优势，其次才是专业技术。 

未就业毕业生 50%以上正在考研，成绩均处于原班级中等偏下，成绩和实践

经历是企业给予毕业生签约机会的重要因素。 

在校学生应多与社会接触，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培养通用技术，如沟通，时

间管理，常用工作工具（如文档处理，技术类常用分析软件等）的使用。 

2.用人单位评价调研分析 

本次调研的主体为民营企业用人单位的招聘负责人，其中参与人员职位涉及

招聘专员，研发工程师，人力资源经理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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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首先看中个人品质，如诚信、责任心、团队精神等，

其次是毕业院校、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再次是学习成绩、外语成绩、抗压

能力。对学院毕业生的印象有自律稳定，踏实肯干，认真负责，淳朴，专业知识

牢靠。 

在校学生应多参加社团交际类活动，提高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扩大知识面，

尤其是非专业知识。从思维上做好由学生到职场人士的转变。保持自信，大胆尝

试，不懂就主动发问。结合实际，制定长远目标，刚入职时的薪资不要看太重，

看好自己的升值空间。 

六、学院就业指导举措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以理科专业为主的毕业生面临较大压力。学院主动适

应新形势，坚持以人为本，采取适当举措，努力促进毕业生就业。 

1.成立就业领导小组，指导服务全员全程 

学院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毕业生就业工作，制定学院就业工作

方案、年度计划，促进就业开展，提高工作效果。低年级到高年级针对性开展就

业指导与服务。主管领导、辅导员、班主任、导师、职业生涯规划教师、任课教

师、班级学生干部全部参与，在学业指导、教学实践、实习基地建立、招聘单位

联系、就业学生推荐等方面都是全员动员。 

2.加强社会联系沟通，广泛开辟就业途径 

积极开拓就业市场，探索进行校企合作。加强学院与校友企业西安隆基硅有

限公司、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联系与合

作，运行艾比森班，举办校园互联网创业大赛，支持学生创业。积极进行就业单

位走访，学院赴江苏省、山东省等省份进行企业走访，联系调研，力争为毕业生

拓宽就业市场，提供更多实际就业信息。 

3．激发学生专业兴趣，明确规划就业目标 

开展学科交流会、参观实验室、学长交流等方式加强大学生适应教育，指导

学生及时做好角色转变，积极适应大学生活。开展职业生涯指导、学业指导和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使学生切实了解社会要求，全面协调发展，确定自己的职业发

展方向，打牢专业功底，提高综合素质。帮助毕业生了解科研单位、事业单位、

国企、外企以及不同行业的企业文化，用人制度及招聘工作的侧重点，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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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自身的优、劣势，明确择业目标并为之努力。 

4.充分调动就业热情，积极开展就业帮扶 

强化就业心理指导、择业观指导和求职技巧指导及诚信教育、就业安全教育，

促使学生了解就业政策、认清就业形势，树立合理的就业期望值，积极参与就业

竞争。进行简历制作和面试礼仪培训，建立党员服务机制，利用 QQ 群、微信等

新媒体及时发布就业信息，为同学解答就业问题。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少数

民族学生等特殊群体，帮助联系单位，做好推荐工作，跟踪就业结果，做好思想

工作。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就业领导工作小组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