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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与就业服务研究
——以厦门大学化工专业 2011-2016 届本科毕业生为例

黄木河 杨家麒 刘俊杰(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成为就业服务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本文以厦门大学化工专业为例，

分析了该专业连续6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结合实际工作情况，提出创新人才培养和改进就业服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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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化工本科毕业生就业形势

1.1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和每一个高校毕业生的切身利益相

关，也关系着毕业生的家庭，更是关系着我国发展稳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大局。1999 年以来的高校扩招，在

为社会培养了更多高素质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大学生

就业难的问题。2001 年至2016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14 万增

长到765 万。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17 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

将达到795 万，较2016 年新增30 万。

图1 2001-201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1.2 解决就业难问题更需关注就业质量

化工本科毕业生流向各行各业，就业范围广泛，就业类型

多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化工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解决就业难的问题，除了关注就业率，更应关注就业质量。就业

质量是一个衡量大学生就业状况的综合性概念，其有多种指标

体系。一般包含就业率、行业类型、单位性质、工作岗位、薪资水

平、工作满意度等。

本文以厦门大学化工专业2011-2016 届毕业生为调研对

象，采用线上问卷调研和线下交流座谈的方式，并查询学院历

年就业存档资料，获得毕业生的数据资料和反馈信息。根据存

档资料，厦门大学化工专业2011-2016 届毕业生人数为461 名，

此次问卷调研得到有效反馈问卷的份数为342，约74% 的毕业

生参与了问卷答题反馈。

2 化工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现状分析

2.1 学生的规模和就业率 

表1 厦门大学化工专业2011-2016届毕业生就业率

年级 本科毕业生数 初次就业率 待就业 暂不就业

2011届 99 89.9% 1 9

2012届 96 89.6% 0 10

2013届 75 86.7% 3 7

2014届 67 100% 0 0

2015届 66 92.4% 1 4

2016届 58 87.9% 3 4

合计 461

来源:厦门大学化工专业存档资料

从厦门大学化工专业存档资料查询，2011-2016 届毕业生

共461 人，每一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 每年6 月份的统计) 在

86% 以上，其中2014 届毕业生达到100% 就业。暂不就业的毕

业生占一定比例，其主要原因是准备出国留学或拟考研升学。

待就业的毕业生每一届不超过3 人，说明毕业时还在求职中的

学生人数很少。厦大化工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较高，整体呈现

积极乐观的形势。

2.2 毕业生流向地区分布情况

表2 毕业生流向地区分布(大于1%)

流向地区 人数 比例

福建(包含厦门) 156(74) 45.6%(21.6%)

广东 46 13.5%

北京 24 7.0%

上海 22 6.4%

浙江 15 4.4%

江苏 9 2.6%

贵州 7 2.0%

天津 7 2.0%

云南 5 1.5%

河南 4 1.2%

湖北 4 1.2%

江西 4 1.2%

山东 4 1.2%

新疆 4 1.2%

国外 13 3.8%

来源:厦门大学化工专业问卷调研

从签约单位地区看，毕业生到东部地区就业的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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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流向福建( 含厦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省份，这与厦

门大学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源结构等有密切关系。这

几年，厦门大学加大向西部地区、基层地区的人才输送力度，

2011-2016 届毕业生西部就业16 人，西部就业比例4.7%。从问

卷反馈数据可以看出，厦大化工本科毕业生中约有3.8% 选择

出国留学深造。

2.3 毕业生的就业行业类型

表3 毕业生的就业行业类型

就职单位的行业类型 人数 比例

制造业 73 21.4%

其他 70 2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9 14.3%

金融业 47 13.7%

教育 35 10.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1 6.1%

批发和零售业 14 4.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 2.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 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 1.5%

房地产业 5 1.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 1.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 0.9%

总计 342

来源:厦门大学化工专业问卷调研

从行业上看，调查对象中有21.4% 的毕业生在制造业工

作，其次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4.3%，金融行业13.7%。其

他依次是教育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从中可以看出，化工本

科毕业生的工作去向基本上涵盖了各行各业，这体现了我们培

养的毕业生可以适应各种行业的工作。但毕业生去向占比最多

的行业是制造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这些行业与所学

的知识密切相关，毕业生工作后可以学以致用，能更好更快地

适应工作。

化工本科毕业生流向各行各业，就业范围广泛。在前15 名

单位中，就业于各大银行的毕业生占比例约5.0%，根据校友反

馈，厦大化工专业校友在金融证券业已取得斐然的成绩。厦门

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都引

其所设工作岗位与化工专业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录用了6.7% 毕

业生，其中生产液晶显示屏的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更是以

其区位优势招聘了7 名毕业生，录用人数排名第一。在厦门航

空、普联技术等公司，由于一些岗位不限专业，厦大化工本科毕

业生也凭其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和青睐。

厦门大学持续推动毕业生到重点行业和领域就业。2011-

2016 届毕业生到国家经济建设、科技教育、社会管理、国防和

国家安全及其他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及战略性

新兴行业等单位就业的人数为157 人，占毕业生签订协议人数

的46.0%。

2.4 工作岗位

表4 毕业生的工作岗位

工作岗位 人数 比例

生产管理岗位 19 5.5%

行政岗位 42 12.3%

生产岗位 16 4.7%

技术岗位
(工艺开发、工程设计、技术研发等)

93 27.2%

营销岗位 53 15.5%

服务岗位 31 9.1%

教学岗位 20 5.8%

其他 68 19.9%

总计 342

来源:厦门大学化工专业问卷调研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院毕业生的工作岗位最多的是技

术岗位( 工艺开发、工程设计、技术研发等)(27.2%)，其次是营

销岗位(15.5%)。这反映出我院毕业生更倾向于找与自己所学

知识相匹配，能综合运用技能的技术岗位。从各个岗位的人数

分布情况来看，毕业生可以适应各种岗位，表明厦大化工本科

毕业生综合素质较高。

2.5 薪资水平

表5 薪资水平

月薪酬水平 人数 比例

3,000～5,000 61 17.8%

5,000～8,000 117 34.2%

8,000～10,000 40 11.7%

10,000以上 50 14.6%

不定(创业、投资、求学) 74 21.7%

总计 342

来源:厦门大学化工专业问卷调研

化工本科毕业生毕业几年后的薪酬5000 元/ 月以上的占

了60.5%，其中5000-8000 元/ 月占了34.2%，8000-10000 元/

月占了11.7%，10000 元/ 月以上有14.6%。这表明，我校化工本

科毕业生在毕业后1-6 年的职业发展情况总体良好，薪酬福利

都属于较好的水平，有很多优秀的毕业生薪酬待遇属于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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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薪酬福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工作能力。这体现出

化工类有很多毕业生工作能力强，薪酬福利高。

2.6 工作满意度

表6 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人数 比例

非常满意 67 19.6%

比较满意 175 51.2%

一般 86 25.1%

不满意，想转换 14 4.1%

总计 342

来源: 厦门大学化工专业问卷调研

70.8% 的毕业生满意现在的工作，其中比较满意的占比例

为51.2%，非常满意为19.6%，但也有4.1% 的毕业生不满意现

在的工作。这表明大多数毕业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发

挥自己的价值。

综合以上分析，厦门大学化工专业2011-20106 届毕业生

的就业质量整体较好，就业率较高，毕业生流向广泛，流向地区

分布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为主，就业类型涵盖制造业、科学研

究与技术服务业、金融行业等各行各业，能运用在校所学专业

知识，能胜任工作岗位，并获得良好的薪资报酬和较高的工作

满意度。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严峻形势下，厦大化工本科生毕业生连

续六年保持良好的就业质量，这应归功于其不断创新的人才培

养模式、高质量的第二课堂教育和精准的就业指导服务。

3 高校如何对化工类大学生进行人才培养与就业

服务

基于以上就业质量分析和学生座谈反馈，结合厦门大学化

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就业服务工作经验，本文尝试在高校

如何对化工专业大学生进行人才培养与就业服务提几点意见。

随着化学化工技术的不断发展，化工专业与其他学科交叉

更为深入，其作为通用工程基础专业的特征愈发突出，化工专

业毕业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各行各业的工作。一方面化工专业

高等教育要培养专业型人才，能够在化工、轻工、医药、炼油、冶

金、能源、环保等部门从事工程设计、技术开发、生产技术管理、

科学研究和产品销售等方面工作。另一方面要培养复合型人

才，既懂专业基础知识又掌握交叉学科知识，在各行各业各工

作岗位上发挥才能。目前，厦门大学对化工专业大学生的培养，

既注重专业基础训练，也注重通识教育，不仅有知识技能的传

授，更包含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3.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教育教学方案

创新教学模式，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在校内学习，

主要以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工程设计能力与工程创新能力为核

心，重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着力推动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

项目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等多种研究性学习方法，加强学

生创新能力训练。在企业实习，主要是学习企业的先进技术和

先进企业文化，深入开展工程实践活动，结合生产实际做毕业

设计，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开发，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

职业道德。

重视创新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是培养化工类学生综合

素质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对学生们创新精神的培养，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必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化工机械课程设计等。加强校企

合作，拓展实习基地，厦大化工专业已建立了福建联合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的实习基地，并与中海油、

厦门中坤、厦门金达威、福建永悦、厦门万润佳、清流闽山化工、

上海新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丹集团等多家化工企业建

立密切联系。

3.2 发挥第二课堂作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重视拓展学生的第二课堂教育。围绕高校育人的中心任

务，在引导青年学生坚持学业为主的同时，针对学习就业创业、

创新创造实践、身体心理情感、志愿公益和社会参与等需求，让

学生通过“第二课堂”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如，

鼓励学生参加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iGem)、全国大学生化工

设计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代表性科创竞赛

活动，增强学生科技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沟通组

织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就业经验交

流会、求职技巧培训等活动，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发挥文化育

人功能，引领广大学生胸怀远大理想、陶冶高尚情操、磨砺意志

品质，提升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增强就业自信，实现思想成

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

构建优良育人环境。高等教育，既要强调“教书”，更不能

忽略“育人”，既要注重“教学”，更不能忽视“教育”。高校既

要重视化工专业基础知识的讲授，也要注重心理健康和道德品

质的培养。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发展，注重全面发展，培养学生

人际交往能力和人文素养，树立理想和提升情怀。

3.3 开展精准就业服务，提高就业服务的质量

早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我校化工专业的就业工作就通

过挖掘就业信息的数据，进行信息分析、预测研判、个性化服务

等方式，开展精准就业服务，提高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精准掌握供求信息。建立用人单位、学生情况数据库，用人

单位信息包括单位名称、通讯地址、联系人等基本信息，也包括

招聘岗位、需求专业、学历层次要求、需求人数、薪资待遇等需

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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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开展就业帮扶。做好重点就业群体工作，重点关心家

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农村生源毕业生、残疾毕

业生等群体，实行“一生一策”动态管理，通过开展个性化辅导、

精准岗位信息对接，做到精准帮扶，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就业创

业。

精准对接服务内容。根据毕业生不同阶段需求和求职意

愿，精准推送相应的就业政策、岗位信息、指导服务，实现就业

服务个性化、差异化。

精准反馈就业质量。通过问卷调研、座谈及实地走访等方

式，搜集整理往届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掌握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和就业服务的评价、意见和建议，提供

真实、可靠的反馈信息，了解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了解就业服务

的工作成效。

未来，通过互联网的工具掌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大数据，

我们将可以开展更深入、更细致、更多样的精准就业指导服务。 

4 结语

李克强总理提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关乎经济升级、民生改

善和社会稳定。本文认为，就业质量的提升，人才培养是根本，

就业服务是保障，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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