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 年就业质量报告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作为学校医学基础教学与医学科学研究的

重要承担者，人才培养坚持质量优先，以培养具有高水平的创新型人

才为目标，以造就对社会有用的医学研究和实践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

重要方向，以良好的基础医学科研实力和扎实的医学实践经验作为毕

业生就业质量的坚实保证。学院以提升能力、促进就业为工作重点，

做好就业教育、培养科学的就业观，积极传递就业信息、尽力帮扶困

难学生、帮助解决就业困境，不断提高就业促进与服务水平，尽全力

为毕业生就业创造有利条件。 

多年来，学院培养的毕业生被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市 454 空军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大学、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等全国医疗卫生、高等教育、科研机构、高技术企

业接受，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很多已成长为

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为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医疗

卫生和基础医学科研事业做出贡献。 

一、学院实力与人才培养 

学院人才培养坚持“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注重素质、激励创新”

的教育理念，培养适应医药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需要的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高水平创新性医学人才。 

1.人才培养体系完备，专业门类齐全 



学院现有二级学科博士点 3个，省级重点一级学科 2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10 个，本科专业 5个，人才培养层

次完备。 

硕士研究生专业 10 个，分别为生理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原生物学、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

西医结合临床、免疫学、中西医结合基础、遗传学、药理学。博士研

究生专业 3 个，分别为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西医结合

临床。研究生教育以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精神、人文素养、科

学素质为主要培养维度。培养研究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了解学科发展现状、方向及动态；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

语,能阅读专业的外文资料；培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和求实的科学态度，

掌握实验技术，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初步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

力。 

本科专业 4 个，分别为临床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

验。本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素养、较强的

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医学的基础知识、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毕业生应基本具有实际工作、教学和科研的能力、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科研基层组织设置合理，平台完善 

学院拥有甘肃省新药临床前研究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循证医学

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下设 16 个教学科研基层组织，拥有 5 个科

学研究中心。基层组织分别是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研究所、遗传



学研究所、生理与心理学研究所、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免疫学研究所、病理解剖学研究所、病理生理学

研究所、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药理学研究所、循证医学研究所、外科

手术学研究所、新药设计与合成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医学实验

中心以及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等。设有循证医学研究中心、结核病

研究中心、遗传学研究中心、生殖健康与出生缺陷研究中心、生物医

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 

3．队伍建设完善，师资结构优化 

学院现有教职工 203 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 137人，实验技术人

员 37人，党政管理人员 20 人，工勤人员 9 人。教学科研人员中教授

31 人，副教授 41人，讲师 65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94 人，占教学

科研人员总数的 46.31%。其中，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 人，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萃英讲席教授”7 人，入选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跨世纪学科带头人”8 人，“省

级教学名师”1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4 人，甘肃省“333”、“555”

人才 10 人，学院继续积极鼓励和动员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提高

学历层次；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进修、参加国际国内各类学术会议，开

拓视野，提高水平。 

4．紧抓教学质量，推进科学研究，拓宽社会服务 

学院承担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口腔医学、药学、护

理等医学相关学院各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成人继续教育等各种层



次、各种类型学生的全部医学基础课教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基地和

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教学、科研部门。学

院以中英文授课、理论讲授与实验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 

学院重视科学研究，将服务西北地区医学建设作为学院科学研究

工作的立足点和拓展点。近五年完成的纵向科研项目 69 项，其中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3 项，部委级项目 6 项，

省级项目 22 项，一般项目 26 项。目前在研纵向项目 67 项，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重大研究培育项

目 1 项、专项基金项目 4 项、面上项目 18项、青年项目 13 项，部委

级项目 6 项，省级项目 18 项， 一般项目 13 项。 发表论文 689 篇，

其中 SCI 期刊收录 337 篇。出版本学科相关教材、论著 20 部，其中

主编、副主编 11 部，参编 9 部。获得科研奖励 20项，其中省部级一

等奖 4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2项，其他奖项 8 项。获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 20 件。 

学院积极拓宽社会服务，组织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如宣传医学常

识、义务进行常见病的筛查、到偏远地区进行义务教学等各种社会实

践活动，使学生扎根于社会基础、提高学生的社会处理能力、锻炼学

生的社会视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了解知识来源于社会，

并最终服务于社会的高深道理，反过来也对学院及学校起到很好的宣

传作用。 

 



二、基础医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1.近三年年底就业率 

 

图 1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 

基础医学院近三年截至年底毕业生就业率如图所示，2014 年为

95.16%，2015 年为 98.28%，2016 年为 96.3%。其中，2014、2015 届

毕业生截至目前已全部就业，2016 届毕业生截至目前还有 2 名毕业

生未就业，正在应聘过程中。 

2.2016 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 

表 1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 

学历 专业 合计 就业总人数 就业比例 

硕士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7 6 85.71% 

病原生物学 4 4 100% 

免疫学 2 2 100%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4 4 100% 

生理学 6 5 83.3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10 100% 

药理学 3 3 100% 

遗传学 2 2 100% 

95.16% 98.28% 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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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院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 

就业率 

数据统计截至当年年底 
 



中西医结合基础 2 2 100%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 10 100% 

博士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 1 100% 

遗传学 4 4 100% 

中西医结合临床 5 5 100% 

合计 54 52 96.3% 

数据统计截止年底 

图 2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 

 

2016届硕士毕业生共 10个专业，其中 8 个专业就业率 100%；

博士毕业生共 3个专业，就业率均为 100%。全体毕业生就业率 96.3%。 

3.2016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表 2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就业地区 就业人数 比例 

东北 1 1.92% 

华北 6 11.54% 

华东 5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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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 7 13.46% 

西南 2 3.85% 

西北 28 53.85% 

国外深造 3 5.77% 

 

图 3 2016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2016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状况如图所示，西北地区最多，28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3.85%；中南地区，7 人，占 13.46%；华北地

区 6 人，占 11.54%；西南地区 2，占 3.85%；东北地区 1人，占 1.92%。  

4.2016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表 3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行业 人数 比例 

高等教育 17 32.69% 

医疗卫生 20 38.46% 



 

图 4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2016届毕业生主要就业行业为医疗卫生行业，共 20 人，占比

38.46%，其次为高等教育行业，17 人，占比 32.69%，企业 9 人，占

比 17.31%，深造 4人，占比 7.69%。 

 

 

5.2016 届毕业生就业层次分布 

表 4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层次（不含出国深造） 

单位级别 人数 比例 

省级及以上 34 65.38% 

市级 9 17.31% 

17人 

占32.69% 

20人占38.46% 

4人占7.69% 

9人占17.31% 

2人占3.85% 

基础医学院2016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高等教育 

医疗卫生 

深造 

企业 

中初教育 

深造 4 7.69% 

企业 9 17.31% 

中初教育 2 3.85% 



市级以下 9 17.31% 

 

图 5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就业层次分布 

 

2016届毕业生就业层次分布情况如图所示，省级及以上单位就

业 34人，占比 65.38%，市级单位就业 9 人，占 17.31%，市级以下单

位就业 9人，占 17.31%。 

三、2016 年就业促进工作总结 

1.就业信息推送精准化 

为提高就业信息传递的效率，基础医学院进一步运用好 2015 年

建立的“兰大基础医学就业在线”信息平台，为毕业生及时发送相关

就业信息。平台由专人进行维护，定期收集就业信息发送到平台上。

同时，集合毕业生意向就业地和意向就业单位类型的摸底情况，在推

送就业信息时对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类型，有针对性地发送就业信息，

做到就业服务的精准化。其次，为增强毕业生自己搜集就业信息的能

力，学院专门对毕业生进行毕业生就业信息收集培训，为毕业生介绍

兰州大学就业网、高校就业网等就业信息网站。 

2.加强就业联系制度 

9人占17.31% 

9人占17.31% 

34人占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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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掌握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进展，学院在研究生党员中建立

就业联系制度，每位党员联系几名毕业研究生，了解每位研究生的就

业意向、意向就业地区和就业行业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收集

就业信息，主动了解其就业进展，督促其参加各类招聘，做到研究生

就业问题的精确解决。 

3.开展就业促进活动 

基础医学院 2016 年为毕业生开展毕业就业政策培训会 2次，为

毕业生介绍毕业就业流程，就业过程每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和注意事

项，讲解毕业派遣的重要性及相关问题。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教育，促

进毕业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积极就业。 

其次，积极联系国内医疗、教育、医药类单位到我院进行招聘，

以发送招聘信息、汇总应聘人简历和举办招聘会等方式，为用人单位

与学生间的直接联系创造机会。 

在促进研究生创新创业方面，研究生作为学生群体中的科研创新

主体，不乏创新创业的点子和项目。2014 级研究生刘勇强同学的互

联网+创新项目“买药网”，2015年获兰州大学校内创新创业一等奖，

2016年参加义乌全国创客我最型(第三季)投融资对接会，现正在项

目融资评估中。学院将进一步鼓励和培养研究生进行创业，推动一批

较为优质的特色项目。 

4.进一步细化就业事务 

在就业服务的具体事务方面，依照毕业就业流程各环节的工作要

求，在每学年初进行就业情况和就业意向摸底工作，按时对毕业生进



行毕业资格审查，对毕业生进行就业信息系统的使用培训，督促毕业

生核对毕业信息、填写毕业生推荐表，打印发放就业协议，按规定合

法办理违约手续，就业信息的统计、毕业派遣信息的统计和审核，户

档暂存学校办理、户档签转、毕业派遣的办理以及毕业生遗留问题的

办理。在每一个环节为毕业生进行细致周到的就业服务。 

                                     

基础医学院 

                                 2016 年 12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