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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基本情况 

兰州大学地处甘肃省省会兰州市，创始于1909年。是西北地区教育部直属唯

一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

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是其下属的一个学院。 

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历史可追溯到国立兰州大学1946年创办

的地理系。1958年地质学本科专业设立，同时地理系更名为地质地理系；1984

年地质学部分从原地质地理系分出，独立成系；1999年由地理科学系、地质学系

和大气科学系组建成立资源环境学院；2003年设立地球化学本科专业，2006年地

质学获甘肃省重点学科。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兰州大学地质科学发展需要，兰州

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于2011年9月10日正式揭牌成立。 

学院现有地质学和地球化学2个本科专业；有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地

球化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构造地质学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古生物学与地

层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有地质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和地质学博士后流动站；有甘肃省西部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今后学

院将着力发展地球物理学、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能源地质）等专业和学科。 

学院现有在编教职工45人，其中专职教师30人，实验技术人员5人，管理干

部10人。教师队伍中有教授9人，副教授10人，讲师11人；兼职教授17人；有中

国工程院院士1人，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人，甘肃省领

军人才第一层次2人，第二层次3人。 

自1984年独立成系以来，地质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积累了扎实的办学

基础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院现有学生总计439

人，其中，本科生326人，研究生113人。多年来，兰州大学地质学科毕业生工作

在祖国的各个战线，以基础扎实、勤奋务实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为母校、

学院争得了荣誉。 

本质量报告旨在对学院2016届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进行整体展示，分析毕业生

生源情况、人数分布、去向分布、相关分析，介绍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要措

施和经验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情况。 

说明：报告中本年度就业数据统计时间截止到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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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本科毕业生生源基本情况 

2016届 74名本科毕业生中，地球化学 25人，地质学 49人；统招生 68人，

定向生 6 人；男生 53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71.62%，女生 21 人，占学生总人数

的 28.37%；城市生源 30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40.54%，农村生源 44 人，占学生

总人数的 59.46%；往届生源 5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6.76%；应届生源 69 人，占

学生总人数的 93.24%；汉族 62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83.78%，少数民族 12 人，

占学生总人数的 16.22%。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西北地区生源有 30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40.54%；华东、

华中和西南地区生源各 10人，均占学生总人数的 13.51%，华北、西南和东北地

区生源分别为 8人、4人和 2人，分别占学生总人数的 10.81%、5.41%和 2.71%。  

 （二）研究生毕业生生源基本情况 

2016届 26名毕业研究生中，24人为统招生。其中地球化学 2人，构造地质

学 3 人，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13 人，古生物与地层学 6 人。学生中：男生

24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67%，女生 8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33%；城市生源 7人，

占学生总人数的 29.2%，农村生源 17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70.8%；往届生源 5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20.8%；应届生源 19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79.2%；汉族 24

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100%。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研究生毕业生中，西北生源超过半数，占学生总人数的

77%；华中和华北地区比例基本持平，分别占学生总人数的 8.5%和 9.5%；西南地

区占学生总人数的 1.25%；华东地区占总人数的 3.75%；无东北地区生源。 

 

三、2016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截止 2016年 12 月 12日，学院 2016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为 87%。其中本科

毕业生为 85.14%，硕士研究生为 91.67%，博士研究生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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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专业就业情况 

表 2-1 2016届毕业生不同学历不同专业就业情况统计表 

学历 专业 合计 
升

学 

升学   

比例 
就业 

就业  

比例 

就业   

总人数 

就业   

总比例 

本科 地质学 49 17 34.69% 23 49.94% 40 81.63% 

本科 地球化学 25 18 72% 5 20% 23 92% 

小计 74 35 47.3% 28 37.84% 63 85.14% 

硕士 地球化学 2    2 100 2 100 

硕士 构造地质学 4 1  25 3 75 4 100 

硕士 
古生物学 

与地层学 
6 2 33.33 4 66.67 6 100 

硕士 
矿物学、岩石

学、矿床学 
12 4 33.33 6 50 10 83.33 

小计 24 7 29.17 15 62.5 22 91.67 

博士 
矿物学、岩石

学、矿床学 
2   2 100 2 100 

小计 2   2 100 2 100 

合计 100 42 42 45 45 87 87 

（二）分类型就业情况 

表 2-2 2016届毕业生分类型就业情况统计表（1） 

学历：本科 

专

业 

合

计 

升

学 

升学

比例

（%） 

签

协

议 

签协

议比

例（%） 

签

合

同 

签合

同比

例（%） 

国

家

基

层

项

目 

国家

基层

项目

比例 

待

就

业 

待就

业比

例 

就

业

总

人

数 

就业 

比例 

（%） 

地

质

学 

49 17 34.69 15 30.61 7 14.29 1 2.04 9 18.37 40 81.63 

地

球

化

学 

25 18 72 2 8 2 8 1 4 2 8 23 92 

合

计  
74 35 47.30 17 22.97 9 12.16 2 2.70 11 14.86 63 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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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6届毕业生分类型就业情况统计表（2） 

学历：硕士 

专

业 

合

计 

升

学 

升学

比例

（%） 

签

协

议 

签协

议比

例（%） 

签

合

同 

签合

同比

例（%） 

其

他

形

式 

其他

形式

比例 

科

研

助

理 

科研

助理

比例 

就

业

总

人

数 

就业

比例 

地球

化学 
2     1 50 1 50         2 100 

构造

地质

学 

4 1 25 2 50     1 25     4 100 

古生

物学

与地

层学 

6 2 33.33 4 66.67             6 100 

矿物

学、

岩石

学、

矿床

学 

12 4 33.33 3 25 2 16.67     1 8.33 10 83.33 

合计  24 7 29.17 10 41.67 3 12.50 1 4.17 1 4.17 22 91.67 

表 2-4 2016届毕业生分类型就业情况统计表（3） 

学历：博士 

专业 合计 
签协

议 

签协议

比例 

其他

形式 

其他形式

比例 

就业总

人数 
就业比例 

矿物学、岩石学、 

矿床学 
2 1 50% 1 50% 2 100% 

合计  2 1 50% 1 50% 2 100% 

（三）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别和性质 

2016 届毕业生共有用人单位 61 家。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共有 42 家，其中

工作单位 27家，升学单位 15家。工作单位中，按照单位性质划分，包含国有企

业 3 家，机关 1 家，其他企业 14 家，其他事业单位 3 家，三资企业 1 家，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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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单位 2家，其他性质就业单位 3家。升学单位中学生较集中的为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单位共有 19 家，其中工作单位 14 家，升学单位 5

家。工作单位中，按照单位性质划分，包含部队 1家，高等教育单位 4家，国有

企业 1家，其他企业 2家，其他事业单位 6家。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单位共有

2家，单位性质均为其他事业单位。 

三、未就业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 7 月 1 日，学院 2016 届 100 名毕业生中，尚有未落实同学 30

人，其中：本科生 21 人（地质学 16人，地球化学 5人），研究生 9 人（地球化

学 2人，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1人，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6人）。 

2016 年 11 月底，经最后一次对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逐一确认，30

名同学中尚有未落实就业同学 13 人，其中：还在继续寻找工作的同学有 7 人；

准备考取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 4人；准备参加 2016年研究生招生考试的 2人。 

（二）学院促进未就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措施 

（1）对照就业网上的学生签约数据，对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逐一联

系，知晓其就业状况。 

（2）加强对应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制信息监测工作，实时跟踪就业状

态。 

（3）推行精细化管理，及时为有就业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就

业创业服务。 

（4）认真开展摸底排查，充分了解未落实就业单位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困

难，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帮助其落实就业单位。 

（5）鼓励和引导未落实就业同学到城乡基层就业或灵活就业。 

（6）对于已经落实就业单位的，及时在就业网上登记其就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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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要措施和经验 

（一）思想引领，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认真开展毕业生教育工作，侧重对毕业生进行择业、就业心理问题调适，使

其顺利完成从大学生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注重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引导毕业生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到能够最充分发挥所学的领域和地区就业。从

多维度让学生关注西部和基层发展，了解西部和基层就业特点，认同在西部、在

基层“有可为，其大有可为”的理念，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提供一个更

为理想的选择。 

（二）高度重视，严格落实“一把手”工程 

院领导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强调就业是检验学院育人成果的标准，是

学院办学质量的体现，关系到学院的长远发展。学院一直把学生就业工作作为学

院的重点工作之一，贯彻落实“一把手”工程，成立了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院领导经常听取关于就业工作的汇报，分析解决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问题。

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随时掌握就业情况，适时把握就业进展，为就业决策工作提供

依据。“一把手”工程为学院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三）广开门路，积极开拓就业市场 

学院立足西部，注意发掘中西部和重点行业潜在岗位，积极主动与长期合作

单位联系，推荐毕业生，同时利用校友资源拓展就业市场，及时公布就业信息，

方便学生第一时间看到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实现毕业生多元化分布与合理布局。 

（四）搭建平台，提高学生实习实践能力 

实习实践能力已经逐渐成为毕业生择业的核心竞争力。学院积极建设就业实

习基地，建立起校地协同育人的互动平台和长效机制。依托甘肃天水基础地质野

外实践教育基地、甘肃白银平川区域地质测量实践基地、甘肃和政古生物化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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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质公园实习基地、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省级地质公园教学实习基地、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教学实习基地暨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开展长期的

实践教学、创新实践、综合实践和社会实践。定期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省地质

学会、省地质博物馆等单位合作，每年开展“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学生通过

实习实践，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培养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实现了“以实习实践

促进就业”的良好效果。  

（五）全员参与，群策群力推进就业工作 

学院重视就业工作全员化，发动全院教师参与到就业工作中来，群策群力推

进就业工作。要求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推荐工作岗位或邀请单位来校

招聘等形式参与就业工作。学院教师积极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为学生推荐实习

就业岗位，部分教师利用校企合作、参加学术会议、校友或同学资源等，积极推

荐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