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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概况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在校班级 16 个，学生 626 人，其中 2018 年毕业生为 159 人。在

职教师 20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9 人；具有博士学位 6 人，硕士学位 13 人，硕士以

上学历占比达 95%。我专业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和各项文体活动，2018 年在第

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获得国家级二等奖和西北赛区特等奖，在第二届全国大学

生化工实验大赛总决赛中获得国家级二等奖和西北赛区特等奖；在学院举办的运动会上、

院冬季长跑接力赛、健美操比赛、篮球赛、足球赛等赛事中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毕业生基本情况 

1、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1）总体规模 

2018 届毕业生总数为 159 人，全部修完规定课程按时毕业，1 人未授予学位。 

（2）性别结构 

2018 届毕业生中，男生 117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73.6%，女生 42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6.4%，男女性别比为 2.79:1。 

（3）生源地分布 

2018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广泛，涵盖了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以省内生源为

主，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62.%。 

表 1  2018 届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生生源地分布 

生源地 人数 所占比例 

省内生源 99 62.3% 

省外生源 60 37.7% 

福建省 3 1.9% 

甘肃省 3 1.9% 

广西自治区 1 0.6% 

海南省 2 1.3% 

河北省 6 3.8% 

河南省 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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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2 1.3% 

湖北省 4 2.5% 

湖南省 1 0.6% 

吉林省 1 0.6% 

江苏省 2 1.3% 

江西省 2 1.3% 

辽宁省 3 1.9% 

内蒙古自治区 3 1.9% 

宁夏回族自治区 2 1.3% 

青海省 4 2.5% 

山东省 6 3.8% 

陕西省 2 1.3% 

四川省 1 0.6% 

天津市 3 1.9% 

浙江省 5 3.1% 

 (4)党员人数 

2018 届毕业生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17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0.7%。全部就业，就业率

100%。 

2、毕业生就业情况 

（1）就业率 

截止 2019 年 1 月 20 日，159 人应届已就业人数 132 人，就业率为 83.02%。 

（2）毕业去向 

毕业生中，签订就业协议 28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7.6%；其他就业 73 人，占毕业生

总数的 45.91%；升学 29 人，升学率为 18.2%；自主创业 2 人，占毕业生总数 1.3%。73 人

中有 51 人填了劳动合同，22 人灵活就业。就业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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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 届化学工程与工艺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3）未就业情况 

2018 届毕业生未就业共 27 人，其中 18 人二次考研，4 人备考公务员，1 人在软件公司

学习，4 人暂未就业。未就业人数占毕业生的 16.98%。 

二、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 

1、毕业生就业率 

表 2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近三年就业情况 

届别 
本届毕业生 

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已参加工作

人数 

考取研究生

人数 
小计 

2018 159 103 29 132 83.02% 

2017 115 75 32 107 93% 

2016 122 96 20 116 95.1% 

从上表看就业率有逐年下降趋势，但单从就业人数看并没有下降，2018 届就业率低的

主要原因是，很多同学考研失误，没有达到学生自己想要升学的学校条件，所以不少学生

不找工作选择再次考研。 

2、升学情况 

在 2018 届毕业生中，选择继续深造并成功考取研究生的人数为 29 人。其中升入“985

工程”院校 4 人，分别为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升入“211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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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院校 12 人，分布在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重点院校录取率达

55.2%。 

3、就业流向 

（1）地域分布 

2018 届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到中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或发展速度较为迅速的省份就

业，同时省内就业仍然是就业主地区，占比达 38.1%。省内生源主要选择在省内就业，省

外生源留晋工作比例很小。 

表 3    2018 届化学工程与工艺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就业地区 人数 所占比例 

安徽省 1 0.85% 

北京市 8 6.7% 

天津市 2 1.7% 

上海市 5 4.2% 

河北省 16 13.6% 

山东省 10 8.5% 

浙江省 5 4.2% 

江苏省 8 6.7% 

广东省 2 1.7% 

山西省 45 38.1% 

湖北省 1 0.85% 

湖南省 2 1.7% 

重庆市 1 0.85% 

四川省 2 1.7% 

陕西省 1 0.85%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2.5% 

黑龙江省 2 1.7% 

辽宁省 3 2.5% 

青海省 1 0.85% 

（2）就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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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材料、电子科技、机械制造等为主要就业行业，专业对口度为 71.1%，比率较

高，表明专业设置比较符合市场需求，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就业优势。就业行

业分布如下图。 

 

 

 

 

 

 

 

图 2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2018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4、求职分析 

（1）毕业生的就业途径主要有学校的招聘平台：包括学校组织的现场招聘会和网站发

布的就业信息；直接到系里招聘的对口用人单位以及毕业生个人通过网络和其他招聘会的

方式。 

（2）目标为就业的毕业生求职准备时间一般为毕业前半年到一年，还有一部分是在经

历考研、考公务员等失利后转为求职就业。 

（3）毕业生求职困难的原因一是毕业生缺少求职实践经验和相应的能力；二是毕业生

的本科学历不符合一些用人单位的学历要求；三是很多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为一线技术人

员或销售类人员，与毕业生的期望不甚匹配。 

6、毕业生在校期间就业指导情况 

（1）在大一开设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

生涯和确定目标。 

（2）大三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指导学生如何就业和如何做好就业准备，并随时宣传

就业相关政策，对有需求的毕业生进行个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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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不同学年有不同内容的专业实习实践项目，注重培养实践

经验和实践能力。 

（4）在课堂之外，响应“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学校开办了 GYB（创业意

识）培训和 SYB（如何创办企业）培训，引导学生培养创业的意识，提高创业能力。 

 三、就业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2018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765 万，高校毕业人数创历史最高，堪称史上更难就业

季。受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影响，2018 年我校毕业生就业也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全体师

生共同努力，毕业生转变观念，积极寻找就业出路灵活就业，实现就业率相对稳定。 

通过对近三年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我专业毕业生整体的就业特点和发展

趋势。 

1、毕业去向多样化，灵活率上升明显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毕业生毕业去向更为多样化，尤以今年更为突出。受到国内

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协议就业率较之前有所下降，但我专业毕业生能选择更为灵活的就业

方式，灵活率大幅增长。 

2、行业、单位流向多元化，专业突出，全面发展 

2018 届毕业生行业流向中，仍然以化工材料领域为主，专业性突出；但同时在信息技

术、金融、地产、教育等行业都有涉及，行业流向更为多元。另外毕业生在单位流向上也

更为灵活，除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外，在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人数逐渐上升。这些情况

说明我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时能够选择更为适合自己或更为热爱的工作，这对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和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3、就业地区向东、西部逐步扩展 

2018 届毕业生在就业地域流向上首选东部地区，占到就业人数的 43.31%，说明毕业生

更为愿意选择去经济更为发达，用人需求更为旺盛，能力提升更为突出的地区就业。此

外，流向西部地区的人数也有所上升，说明很多毕业生已经开始调整就业地域偏好，主动

选择到西部、基层去工作，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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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升学更趋于选择重点院校 

我专业毕业生选择报考重点院校升学的人数逐年上升，考取重点院校的比例也高于其

他专业，说明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更为优质的深造平台，也具备冲击名校的实力，同时对

自身未来的发展也有着更高的预期。 

四、教育教学评价及反馈 

1、用人单位信息反馈 

通过对部分毕业生所在单位的调查反馈，用人单位对我专业毕业生整体质量的满意度

较高。他们反馈我专业毕业生在专业能力、执行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较为突出，但

创新能力和人际交流沟通能力仍需继续加强。对专业设置和专业课程安排较为满意，认为

我专业毕业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也较好，但应继续增加学生实践机会，提高动手能力。 

2、毕业生信息反馈 

通过调查了解，近几年的毕业生一半以上从事的是技术研发、生产和管理工作，现任

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程度较高。毕业生对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及总体评价较好，对我专业

的学风、教风比较满意。他们认为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较为合理，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程度较高，对毕业生更好就业提供了保障；毕业生对我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认可度也较高，

认为其较为有效的提升和锻炼了自身能力；对任课教师的总体满意度很高，在教学方式、

内容、沟通交流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提出，学生在校期间除了需要学习专业知

识外，现代媒体、实用技能、外语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文社会及文明

礼仪等的学习培养也非常重要。应该组织学生参加更多的学术实践活动和科研项目，建立

更加完善的实验实习体系，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提供更多的实训实习和就业机会，培

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将来走向社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 

五、存在的问题 

1、综合能力不够对就业有较大影响 



2018届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8 

一些学生只注重相关课程的学习，不注重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不注重实习实践环节的

实践能力培养，在校期间对培养提升综合能力的活动参加较少，不参加任何学术比赛、人

文比赛，导致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较低，就业时明显受到较大影响。 

2、期望值过高直接影响升学和就业 

我专业毕业生选择报考重点院校的人数逐年上升，但总体录取率却有所下降，一方面

说明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更为优质的深造平台，另一方面也存在学生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

情况。部分学生报考愿望过高难以达到所报院校要求，又不愿降低志愿去调剂，出现达线

率高而录取率低得现象。 

就业的学生期待值也较高，待遇低的不去、环境略差的不去、单位所在地方偏远的不

去，导致了缓慢就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