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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基本概况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前身为 1981 年任继周院士创办的甘

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2001 年 5 月加挂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生态研

究所牌子，2002 年 4 月整体并入兰州大学成立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名称继

续使用。在全国 36 所设有草业科学专业的高校中，该院是唯一进入

“211”和“985”工程学科建设的学院。2011 年，科技部发文批准

建设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2013 年，在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学院草学一级学

科位列全国第一。2014 年，获批拔尖创新性农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专业。2016年，获批草业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 

（一）学院文化 

1、院徽                         2、院训 

               

“道法自然 日新又新”院训由任继周院士提出并题词。“道法

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日新又新”，出自《大学》第二章，“汤之盘铭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化出。 



 4 

（二）综合实力 

1、师资队伍 

 

任继周院士 

南志标院士 

2、在全国整体学术水平 

 

3、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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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优势 

1、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跃 

近年来，承担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项 5项 ，联

合国粮农组织项目 2项，欧盟项目 1项，中–南政府间项目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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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拓研究生与本科生培养新渠道 

与新西兰梅西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植物生物技术中心等签订联合培养协议。 

 

3、承办各类国际会议 

近年来，主办数十场国内外学术会议，并诚邀国内外专家学者举

办百余场学术报告和十余场人文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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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 

1、培养模式 

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模式： 

本科设置草业科学基地,培养掌握草业科学专业基础理论，具有

草业科学研究、管理、开发的能力，具备一定的草业科技创新能力、

适应草业科学学科发展的学术型人才；草业科学班,培养基础扎实、

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有一定创新能力、适应草业科学学科发展的

适用型人才；农林经济管理班,通过草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

科交叉，培养掌握草业经济管理基本理论，具有草业资源开发、经营

管理、规划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基本知识，具备草业牧户生产规划与设

计基本方法与草地农业系统分析基本技能的专门人才。 

硕士、博士设置草学、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作物学、植物保护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草业地

理信息学、草地营养生物学、草坪生物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二级学科

硕士点，草业领域、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

设有草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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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习实践平台 

积极扩展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新建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

份有限公司、贵州省草业研究所、甘肃欣海牧草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金孚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教学实践基地。截止 2015 年，共建校

外实践基地 26 个，在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拓展学生的就

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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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数据分析 

学院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调查、走访等方式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和

用人单位意见进行调研,掌握毕业生就业和职业发展状况,并以毕业

生规模、毕业生流向、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等维度数据为

基础,分析研判 2016届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一）毕业生规模 

学院 2016届本科毕业生 93人， 硕士研究生毕业生 70人，博士

研究生毕业生 8人。具体数据如下： 

1、人数结构 

表 1：本科毕业生人数结构     表 2：研究生毕业生人数结构 
 

班级 
总人数

（人） 

男生

（人） 

女生

（人） 

草业科学基地班 25 15 10 

草业科学 36 29 7 

农林经济管理 32 19 13 

总计 93 63 30 

 

培养层次 
总人数

（人） 

男生

（人） 

女生 

（人） 

学术型博

士 

8 5 3 

 学术型硕

士 

53 21 32 

专业型硕

士 

17 9 8 

总计 78 36 43 

2、生源地情况 

图 1：本科毕业生生源地情况 

 

图 2：研究生生源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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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户口类型 

表 3：本科毕业生户口类型          表 4：研究生毕业生户口类型  

班级 人数 农村 城市 

草业科学基地班 25 13 12 

草业科学 36 23 13 

农林经济管理 32 17 15 

百分比 56.99% 43.01% 
 

培养层次 人数 农村 城市 

博士研究生 8 2 6 

硕士研究生 70 20 50 

总计 28.21% 71.79% 
 

 

(二)毕业生流向 

1、升学毕业生流向 

    2016届毕业生升学 34人，其中本科毕业生升学 25人，包括兰

州大学 9人，中国科学院 3人，北京大学 2人，北京林业大学 2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中

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太原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各

1人；硕士研究生升学 9人，包括兰州大学 5人，中国农业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各 1人。多年来，我院毕业生因较

高的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受到国内知名大学的青睐。 

     2、出国毕业生流向 

    毕业生出国深造 9人，其中本科生分别前往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格拉斯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米兰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各 1人；研究生分别前往鸟取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

新西兰林肯大学各 1人。出国深造人数逐年增加。 

    3、落实单位毕业生地域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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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草业科学本科生地域流向 图 4：农林经济管理本科生地域流向 

  

    本科毕业生地域流向集中在西部和京广地区，回生源地所在省份

就业人数占落实就业单位总人数的 40.91%。数据侧面反映出，生源

地以及发达地区发展机会是影响地域选择的重要因素。 

图 5：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    图 6: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 

  

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主要集中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回生源

地所在省份就业人数占落实就业单位总人数的 54.72%，回生源地是

影响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域的重要因素。 

    4、就业单位流向 

    本科生中草业科学流向国有企业 2人，高等教育单位 1人，机关

6人，城镇社区 1人,民营企业 22人；农林经济管理流向国有企业 5

人，机关单位 2人，三资企业 1人，民营企业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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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流向机关单位 7人，国有企业 8人，高等教育单位 6人，科研

设计单位 3人，三资企业 4人，事业单位 2人，城镇社区 1人,民营

企业 21人，自由职业 1人。 

5、就业行业流向 

图 7：本科生就业行业流向        图 8：研究生行业流向 

  

    本科毕业生集中流向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农、林、

牧、渔业及房地产、金融、制造、批发零售业；研究生集中流向农、

林、牧、渔业，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比较而言，研究生进入教育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行业

领域的比例明显高于本科生。从侧面反映出教育与科研领域对科研能

力要求较高。 

(三)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草业科学本科毕业生 9 人从事草业相关行业，专业对口率为

28.13%；农林经济管理本科毕业生 6人从事农业或者管理岗位，专业

对口率为 50%；硕士研究生中有 24 人从事草业相关的行业，专业对

口率为 53.33%；博士研究生专业对口率为 100%。数据显示，学历与

就业对口率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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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满意度调查 

经过调研，对半年后就业现状持基本满意的比例，博士为 100%，

硕士为 84.44%，本科为 93.18%。毕业生能力对工作满足比例，博士

为 100%，硕士为 88.6%，本科为 87.5%。半年内更换工作单位 1次(含)

以上的比例，本科为 6.82%，研究生为 2.2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

院毕业生就业观念科学，择业定位客观，职业思想稳定，入职匹配度

比较高。毕业生对学院满意度为 91.11%，用人单位对学院满意度为

95.56%，表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学院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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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工作举措 

(一)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将就业工作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秉承“道法自然，日新又新”的院训，按照“以人为本、服

务学生、求真务实、创新高效”的工作思路，和“以提升国际交流能

力与人文素养为两翼，全面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培

养模式，将就业工作纳入学院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不断探索契合学

生发展和行业发展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构建了“党政领导一把手亲

自抓、就业工作小组成员亲自带、教育教学过程有穿插”的工作格局，

形成了全院上下追求“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的凝心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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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企合作，整合资源，积极拓宽毕业生实习与就业渠道 

充分加强校企合作，整合社会资源，与天祝荣牧牛羊养殖专业合

作社肃三洋金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金昌中天羊业有限公司、甘肃前

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产学研示范基地共建实习实践平台，以学生

提升就业竞争力，并通过学院领导推荐、校友推荐、专业教师提供合

作单位信息等方式，先后向北京百斯特草业有限公司、深圳铁汉生态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艺萌城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推荐

实习学生十余人。2016年，1名研究生留在实习单位就业。 

 

 

http://www.baidu.com/link?url=wx-44Vq4vEpWGOOVYj9ILPfjG_XihEi6sFbwpWs7WCRO4RP-6vA0jfl8TKjWMX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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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放眼国际，开放交流，鼓励毕业生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学院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到国外深造。自 2004年学院与美国德克

萨斯理工大学农业科学与自然资源学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起，共计派

出 22名本科生前往该校学习交流。学院专门通过邀请国外专家做讲

座，组织学生参加国际会议，举办外语培训等途径，促进学生英语能

力提升。2016年，6名本科毕业生获得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德州大学

达拉斯分校、格拉斯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米兰大学、米兰理

工大学深造机会；3名研究生获得鸟取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新西

兰林肯大学深造机会。出国深造学生人数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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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竭诚服务，精细管理，有效开展各项就业服务指导工作 

运用线上信息媒介，不断完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及时有效

的向毕业生发布就业政策与就业信息；通过线下走访谈心方式，定期

深入宿舍，为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及时解答同学们心中的疑惑和困

难；通过广泛调研，掌握了解同学们不同阶段的就业心理和需求，有

针对性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遵循“离校不离心”的教育理念，

完善毕业生校友及用人单位的联络工作，做好跟踪、反馈，更加详尽、

准确地把握毕业生长期的成长情况和就业质量情况。 

 

 

 



 18 

 

结  语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草业学子开阔的视野； 

花开香自溢，草原骏马驰，是草业学子宽广的胸怀。 

助力追梦者，勇敢争未来，是老师对学子们的关爱； 

雄姿云霄外，铸就栋梁才，是学院对学子们的期待。 

愿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毕业生： 

职业生涯，写满精彩！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2016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