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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成立于 1998 年 7 月，现由化学系、应用

化学与精细化工系、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分析测试中

心、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以及 15 个研究所组成。 

兰大化学学科已建成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学科、功能有机分子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有色金属催化剂开发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

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首批建立的“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国家“111

计划”引智基地、基础理论与实验能力双高型化学专业课程国家级教

学团队。是 19 个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成员之一。

拥有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化学、功能材料）和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对应专业（功能材料）。设有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化

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8 个化学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0 个硕士专业授权二级学科，1 个

化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4 个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形成了支

撑化学科学发展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培养一条龙完整的学科

群。学院还拥有各类实验室 30000m
2，各类实验仪器设备 14350 台，

总资产达 1.96 亿元，其中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心拥有国内一流、西

北规模最大的教学实验室。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分析

测试中心拥有一批现代大型仪器设备，分析测试手段达到国内高校同

类学科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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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化学学科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十二五”期间，学院获得

批准立项的各类科研项目 573 项，到位经费总计 1.24 亿元。在国内

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 2044 篇，其中 SCI 论文 1787 篇、占

87.51%，一区论文 43 篇。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自然科学）

一等奖 1 项，甘肃省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甘

肃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国家发明专利 77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 项、省（部）级鉴定 6 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 2

项。截至 2016 年 3 月，兰州大学有 12 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

库（ESI）全球排名前百分之一，其中化学学科是唯一进入千分之一

的学科。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252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1 人，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5 人，中组部

“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1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人才 2 人，国

家突出贡献专家 3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4 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18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 人，中国化

学会理事 2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甘肃省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 2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9 人，教授 55 人、副教授 64

人、博士生导师 48 人。  

学院遵守“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院训，重视学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不断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青年

学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丰富高雅、活泼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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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4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2 人、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8 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

者 6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5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青

年人才 8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5 人、全国“五

四奖学金”获得者 1 人、“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获得者 4 人、有

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 1 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1 人、中国化学会青年

化学奖获得者 9 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4 人、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入选者 21 人。还有许多毕业生跻身诺贝尔奖得主的实

验室及其他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更多的校友都已成为

所在行业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学院毕业生以基础知识扎实、工作认真

踏实、实验动手操作能力强和科研创新能力高受到社会各界青睐。 

一、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化学化工学院2016年毕业生共计435人，其中，本科生237人，硕

士毕业研究生133人，博士毕业研究生65人。  

 
化学化工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各学历层次人数比例 

 

二、毕业生就业情况及相关分析 

1.毕业生继续深造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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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毕业生中共计 147 人升学，在所有升学去向的毕业生中，

104 人升学为至硕士， 38 人升学至博士，5 人升学至博士后。从下

表可以了解到毕业生升学的学校分布情况 ： 

高校名称 本科 硕士 博士 高校名称  本科 硕士 博士 

兰州大学 28 6 0 四川大学 1 0 0 

科学院各研究所 14 5 1 东南大学 1 0 0 

武汉大学 8 0 0 重庆大学 1 0 0 

南开大学 5 3 0 中国海洋大学 1 0 0 

清华大学 5 0 1 福州大学 1 0 0 

华东理工大学 5 0 0 西北大学 1 0 0 

北京大学 4 0 0 浙江大学 1 0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 1 0 湘潭大学 1 0 0 

中山大学 3 2 0 东北师范大学 1 0 0 

厦门大学 3 1 0 上海交通大学 0 3 0 

天津大学 3 1 0 西安交通大学 0 2 0 

南京大学 3 1 0 湖南大学 0 2 1 

复旦大学 2 1 0 南方科技大学 0 1 0 

华东师范大学 2 0 0 电子科技大学 0 1 0 

上海科技大学 2 0 0 南京工业大学 0 1 0 

北京工业大学 2 0 0 云南大学 0 1 2 

吉林大学 1 0 0 华中科技大学 0 1 0 

2016 届共计 25 名毕业生毕业去向为出国境，其中博士生 3 人，

硕士生 10 人，本科生 12 人。从下表可以了解到毕业生出国境的地

点分布情况 ： 

出国境地点 本科 硕士 博士 合计 

美国 
 

6 0 0 6 

香港 2 1 0 3 

英国 1 2 0 3 

加拿大 1 0 0 1 

新加坡 1 0 1 2 

德国 1 2 1 4 

荷兰 0 2 0 2 

西班牙 0 1 0 1 

瑞典 0 1 0 1 

法国 0 1 0 1 

韩国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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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2.1  本科生就业单位性质 

2016 届就业本科生主要单位性质流向为：70.76%进入各类企业,

各类企业是我院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 

 

2016 届本科生毕业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2.2 本科生就业单位区域分布 

2016 届毕业生中共计 103 人就业，除去在部队 10 人外，就业区

域分布如图所示： 

 

2016 届本科生毕业就业单位区域分布 

2.3 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 

2016 届就业研究生主要单位性质流向为：45.99%进入各类企

业,44.53%进入事业单位。另外 9.48%进入科研单位和自主创业。各

类企业和事业单位是我院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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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研究生毕业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2.4 研究生就业单位区域分布 

 

2016 届本科生毕业就业单位区域分布 

3.待就业毕业生后续情况及分析 

截止 2016 年 12 月，本科未就业人数为 18 人，经调查，在 18 名

未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有 3 人由于大学四级没过，未拿到学位证,

现在家准备四级考试，暂不就业。1 人未修够学分，未拿到毕业证，

11 月刚通过学校的清考，正在积极找工作。11 人决定继续考研，2

人将联系出国，1 人继续寻求就业机会（考公务员未成功）。 

研究生未就业人数为 12 人，在 4 名未就业的博士研究生中，2

名博士未取得学位，将于 12 月底答辩完成之后寻找工作。2 名博士

正在寻找就业机会。8 名未就业的硕士，继续考公务员的 1 人，继续

寻求就业机会的 7 人。 

三、就业工作举措 

1.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培育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7 

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学生的实

践创新能力培养。学院积极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设有院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每年拨款给予支持。学院设有“导师

制”，在大一时为每名本科生配备科研导师，让每名同学参与到了老

师的科研项目中，在实践中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先后有多名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在 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3 年来，1 名同学获得

全国“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三等奖，1 名获得“挑

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 

2. 完善生涯发展教育与就业指导体系，提高就业竞争力 

一是强化职业生涯教育。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主题，通

过年级大会、班会的形式对学生就业观进行辅导；邀请企业领导、知

名校友来校指导职业生涯规划，在学生低年级中宣传生涯教育的先进

理念；二是强化求职训练。通过“大学生就业指导”等内容在学生高年

级中开展求职训练，着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 夯实就业工作基础，提供高质量就业市场服务 

依托学院学科优势，化学院维系了一大批稳定的用人单位，且连

续多年对我院毕业生有较高需求，学院在不断推进校企合作的同时，

也在积极寻求和开拓更广阔的就业市场。 

学院有着丰富的校友资源，在一代代校友的连带作用下，企业对

我院在学生培养方面有了较高的任何和评价，这也正是维持就业率、

提升就业质量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校友在化学领域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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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注未就业群体，做好就业援助工作 

学院始终关心、关注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动态，做好毕业生档案建

立工作，畅通联络渠道，实时追踪和了解未就业学生的就业心态，结

合用人单位需求按生源、按专业，由专人有针对性地开展点对点式就

业联络和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