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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 总毕业生人数

东莞理工学院 2016 届总毕业生人数为 3520 人。

2.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表 1-1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性别 毕业生所占比例（%）

男 57.9

女 42.1
数据来源：东莞理工学院数据。

3. 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表 1-2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生源地 毕业生所占比例（%）

广东 90.2

河南 1.5

安徽 1.4

甘肃 0.9

湖南 0.9

山西 0.9

贵州 0.8

江西 0.6

广西 0.5

黑龙江 0.5

四川 0.3

湖北 0.3

海南 0.3

山东 0.2

福建 0.2

河北 0.2

新疆 0.2

云南 0.1

内蒙古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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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地 毕业生所占比例（%）

江苏 <0.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东莞理工学院数据。

4. 各院系及专业毕业生人数

表 1-3 本校 2016届各院系毕业生人数

院系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电子工程学院 553

工商管理学院 492

计算机学院 393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350

政法学院 309

机械工程学院 296

经济贸易系 258

文学院 245

建筑工程系 175

外语系 164

师范学院 122

体育系 89

能源与化工系 74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4 本校 2016届各专业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通信工程 268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8

会计学 18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6

工商管理 160

行政管理 158

法学 151

人力资源管理 14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1

电子信息工程 100

土木工程 98

汉语言文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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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社会体育 89

环境工程 85

广播电视新闻学 84

软件工程 84

应用化学（化工工艺） 82

应用化学 81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78

工程管理 77

英语（商务英语） 76

工业工程 73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68

信息与计算科学 68

汉语言文学（师范） 66

英语（师范） 65

热能与动力工程 39

小学教育（理科） 38

小学教育（文科） 37

化学工程与工艺 35

工业设计 31

音乐学（音乐教育） 3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计划班） 26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班） 24

日语 23

软件工程（卓越计划班） 23

电子信息工程（卓越计划班） 16

音乐学（群众文艺） 16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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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生就业率及去向

就业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即麦可思调

研的非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毕业生总人数=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暂时不就业毕业生人数

已就业毕业生包括：就业、升学（包括国内读研和留学）。

（一） 毕业生的就业率

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4.7%。

图 1-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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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男生的就业率为 95.5%，女生的就业率为 94.4%。

图 1-2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本省生源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5.8%，外省生源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89.9%。

图 1-3 本省及外省生源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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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院系及专业的就业率

本校 2016 届就业率相对较高的院系是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均为 97%），

就业率相对较低的院系是体育系（89%）。

图 1-4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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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工商管理、工业设计、汉语言文学（师范）等多个专业的就业率较高，均为 100%；

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82%）、法学（85%）、社会体育（89%）。

图 1-5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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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5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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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分布

1.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受雇全职工作”（88.3%）。

图 1-6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类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男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8.1%，女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9.0%。

图 1-7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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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本省生源毕业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9.8%，外省生源毕业生受

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77.7%。

图 1-8 本省及外省生源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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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院系及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6 届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高的院系是建筑工程系（94.1%）、计算机学院（93.1%），

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低的院系是体育系（78.9%）。

表 1-5 各院系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院系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正在

读研和

留学

准备

读研和

留学

无工作，

继续寻找

工作

无工作，

其他

建筑工程系 94.1 0.0 1.2 0.0 0.0 0.0 3.5 1.2

计算机学院 93.1 0.0 1.2 0.0 1.2 0.0 3.5 1.2

机械工程学院 91.1 0.7 2.1 0.0 3.4 1.4 0.7 0.7

文学院 90.5 0.7 0.7 0.0 3.6 1.5 0.0 2.9

师范学院 90.2 0.0 3.3 0.0 1.6 1.6 3.3 0.0

外语系 89.7 1.7 0.0 0.0 3.4 1.7 0.0 3.4

工商管理学院 89.5 1.3 3.1 0.0 1.7 0.9 3.1 0.4

能源与化工系 88.1 0.0 2.4 0.0 4.8 0.0 2.4 2.4

政法学院 85.7 1.5 0.8 0.0 3.0 0.8 5.3 3.0

电子工程学院 85.2 0.0 0.8 0.0 6.3 0.4 5.1 2.1

经济贸易系 84.7 1.0 5.1 0.0 3.1 0.0 4.1 2.0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83.1 0.6 2.3 0.0 10.7 0.6 2.8 0.0

体育系 78.9 0.0 10.5 0.0 0.0 0.0 5.3 5.3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高的专业是工业设计（100.0%）、软件工程（97.4%）、广

播电视新闻学（97.2%），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低的专业是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

班）（53.3%）、光信息科学与技术（60.7%）。

表 1-6 各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专业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正在

读研和

留学

准备

读研和

留学

无工作，

继续寻找

工作

无工作，

其他

工业设计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软件工程 97.4 0.0 0.0 0.0 0.0 0.0 0.0 2.6

广播电视新闻学 97.2 0.0 0.0 0.0 0.0 0.0 0.0 2.8

小学教育（文科） 96.0 0.0 4.0 0.0 0.0 0.0 0.0 0.0

土木工程 95.5 0.0 0.0 0.0 0.0 0.0 4.5 0.0

小学教育（理科） 94.7 0.0 0.0 0.0 0.0 0.0 5.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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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正在

读研和

留学

准备

读研和

留学

无工作，

继续寻找

工作

无工作，

其他

电子信息工程 93.5 0.0 0.0 0.0 3.2 0.0 3.2 0.0

汉语言文学（师范） 93.3 2.2 2.2 0.0 2.2 0.0 0.0 0.0

行政管理 93.2 2.7 0.0 0.0 0.0 0.0 2.7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2.8 0.0 1.0 0.0 2.1 0.0 4.1 0.0

工程管理 92.7 0.0 2.4 0.0 0.0 0.0 2.4 2.4

信息与计算科学 92.6 0.0 0.0 0.0 0.0 0.0 7.4 0.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92.5 0.0 2.5 0.0 3.8 0.0 1.3 0.0

工商管理 91.9 2.7 1.4 0.0 4.1 0.0 0.0 0.0

人力资源管理 91.5 0.0 2.8 0.0 0.0 1.4 4.2 0.0

化学工程与工艺 88.9 0.0 5.6 0.0 5.6 0.0 0.0 0.0

英语（商务英语） 88.5 0.0 0.0 0.0 7.7 3.8 0.0 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88.1 0.0 0.0 0.0 4.8 0.0 4.8 2.4

英语（师范） 88.0 4.0 0.0 0.0 0.0 0.0 0.0 8.0

应用化学（化工工艺） 87.8 0.0 0.0 0.0 9.8 0.0 2.4 0.0

环境工程 87.5 0.0 2.5 0.0 7.5 0.0 2.5 0.0

热能与动力工程 87.5 0.0 0.0 0.0 4.2 0.0 4.2 4.2

通信工程 86.4 0.0 0.8 0.0 5.6 0.0 4.8 2.4

会计学 85.7 1.2 4.8 0.0 1.2 1.2 4.8 1.2

应用化学 85.4 0.0 0.0 0.0 7.3 2.4 4.9 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7 1.0 5.1 0.0 3.1 0.0 4.1 2.0

汉语言文学 83.9 0.0 0.0 0.0 7.1 3.6 0.0 5.4

工业工程 83.3 2.8 2.8 0.0 2.8 5.6 0.0 2.8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82.5 0.0 5.0 0.0 10.0 0.0 2.5 0.0

社会体育 78.9 0.0 10.5 0.0 0.0 0.0 5.3 5.3

法学 76.7 0.0 1.7 0.0 6.7 1.7 8.3 5.0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60.7 0.0 3.6 0.0 17.9 3.6 10.7 3.6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卓越计划班）
53.3 6.7 6.7 0.0 33.3 0.0 0.0 0.0

注 1：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注 2：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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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就业情况分析

本校 2016 届未就业人群包括“准备读研和留学”、“无工作，继续寻找工作”和“无工作，

其他”。其中，“无工作，其他”的毕业生目前主要是“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69%）。

图 1-9 “无工作，其他”人群的去向分布

注：“其他”去向因比例不足 1%，没有包括在图中。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就业流向

1. 毕业生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量相对较大的

职业类为行政/后勤（9.2%）、中小学教育（8.0%）。

表 1-7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行政/后勤 9.2

中小学教育 8.0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7.6

销售 7.6

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6.8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6.7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 5.4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5.3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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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职业流向

表 1-8 各院系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院系名称 本校该院系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工程师、电子工程技术员、互联网开发师、计算机软件应用工程师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人力资源助理、银行柜员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技术员、环境工程师、化学研究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师、机电工程师、工业工程师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程序员、互联网开发师、计算机软件应用工程师

建筑工程系 其他工程技术员（除绘图员）1、建筑技术员、测量技术员

经济贸易系 银行柜员、其他销售代表/服务商2、电子商务专员

能源与化工系 暖通技术员、化学技术员

师范学院 小学教师

外语系 小学教师、翻译员

文学院 小学教师、文员、编辑

政法学院 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文员、法律职员

注：个别院系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9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技术员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师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卓越计划班） 电子工程师

电子工程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软件应用工程师

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电子工程师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会计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

1 其他工程技术员（除绘图员）：是指在建筑工程职业类中，除“建筑经理”，“建筑师（非园林和水上景观）”，

“园林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幕墙工程师”，“建筑绘图员”，“土木绘图员”，“其他绘图员”，“土木建筑工

程技术员”，“测量技术员”，“地图制图员”，“城镇规划设计工程技术员”，“景观美化和场地维护员”，“建筑技

术员”，“平地机、推土机和铲土机操作员”，“施工工程师”，“管道系统技术员”，“管道技术员”，“管道铺设安

装技术员”，“建筑物和大楼检查员”，“安全和火警系统安装员”，“暖通技术员”，“冷藏装置机械技术员”，“组

装建筑和活动房屋安装员”，“室内装饰技术员”，“混合搅拌机技术员”，“起重机、塔式吊机操作员”之外的其

他职业。

2 其他销售代表、服务商：是指在销售职业类中，除“宣传促销经理”、“市场经理”、“销售经理”、“非农产品

的批发和零售卖主”、“市场调查分析师”、“一线销售经理（零售）”、“一线销售经理（非零售）”、“营业员”、“广

告业务员”、“销售代表（农产品和设备）”、“销售代表（机械设备和零件）”、“销售代表（医疗用品）”、“销售代

表（精密仪器）”、“销售代表（批发和制造业，不包括科技类产品）”、“销售工程师”、“推销员”、“客服专员”

之外的其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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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助理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技术员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师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化学技术员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化工工艺） 化学技术员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工程师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室内设计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工程师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卓越计划班）
机械工程师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程序员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计算机程序员

计算机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程序员

建筑工程系 工程管理 其他工程技术员（除绘图员）

建筑工程系 土木工程 测量技术员

经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银行柜员

能源与化工系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技术员

能源与化工系 热能与动力工程 暖通技术员

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理科） 小学教师

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文科） 小学教师

外语系 英语（师范） 小学教师

文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 编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员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小学教师

政法学院 法学 法律职员

政法学院 行政管理 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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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生的行业流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

类为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13.4%）、媒体/信息及通信产业（12.0%）、教育业（11.1%）。

表 1-10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 13.4

媒体、信息及通信产业 12.0

教育业 11.1

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业 8.9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6.5

政府及公共管理 6.5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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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院系及专业的行业流向

表 1-11 各院系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院系名称 本校该院系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软件开发业、其他电气

设备及元器件生产业1

工商管理学院 其他金融投资业2、储蓄信用中介、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其他化工产品制造业3、油漆/涂料和胶粘剂生产业

机械工程学院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工业成套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学院
软件开发业、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制造业、计算机系统设计服务业、互联网

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建筑工程系 建筑基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住宅建筑施工业

经济贸易系 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和证监会、其他金融投资业、储蓄信用中介

能源与化工系 配套设施体系建造业（安装水电煤气等）

师范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

外语系 中小学教育机构

文学院 中小学教育机构

政法学院 法律/知识产权服务业、司法/执法部门（公检法）

注：个别院系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其他电气设备及元器件生产业：其他电气设备及元器件生产业是指在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行业大

类中，除“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

制造业”，“导航、测量、医疗电子和控制仪器制造业”，“电磁与光纤存储（如磁带与光盘）制造业”，“电气照

明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2 其他金融投资业：其他金融投资业是指在“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业”行业大类中，除“中国人民银行、

保监会和证监会”，“储蓄信用中介”，“非储蓄信用中介”，“信用中介辅助业”，“证券及商品合约中介和经纪”，

“证券和商品交易所”，“保险机构”，“保险代理、经销、其他保险相关业”，“保险和职工福利基金会”，“其他

投资基金会”之外的其他行业。

3 其他化工产品制造业：其他化工产品制造业是指在“化学品、化工、塑胶业”行业大类中，除“石油及煤制

品制造业”，“基础化学用品制造业”，“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及人造丝制造业”，“农药、化肥和其他农业

化学制品制造业”，“药品和医药制造业”，“油漆、涂料和胶粘剂生产业”，“肥皂、清洁及洗漱用品制造业”，“塑

料用品制造业”，“橡胶用品制造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18

表 1-12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卓越计划班） 导航、测量、医疗电子和控制仪器制造业

电子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设备制造业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审计与税务服务业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百货零售业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油漆、涂料和胶粘剂生产业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治理业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化工工艺） 油漆、涂料和胶粘剂生产业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班）
其他化工产品制造业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建筑装修业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业成套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开发业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业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计划班） 软件开发业

计算机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软件开发业

建筑工程系 工程管理 住宅建筑施工业

建筑工程系 土木工程 建筑基础、结构、楼房外观承建业

经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和证监会

能源与化工系 热能与动力工程 配套设施体系建造业（安装水电煤气等）

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理科） 中小学教育机构

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文科） 中小学教育机构

外语系 英语（师范） 中小学教育机构

文学院 广播电视新闻学 广播电视业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中小学教育机构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中小学教育机构

政法学院 法学 法律、知识产权服务业

政法学院 行政管理 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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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流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59%），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300 人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用人单位（58%）。

图 1-10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图 1-11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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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院系及专业的用人单位流向

图 1-12 各院系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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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2

续图 1-13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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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各院系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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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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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1-15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7. 毕业生进入典型用人单位就业的情况

【此部分内容请学校自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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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业毕业生的地区流向

本校 2016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97.4%的人在广东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东

莞（70.4%）、深圳（12.3%）、广州（6.7%）。

图 1-16 毕业生在广东省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3 主要就业城市需求

就业城市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东莞 70.4

深圳 12.3

广州 6.7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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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生的升学情况

1.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升学比例为 3.9%。

图 1-17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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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升学比例较高的院系是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10.7%），升学比例较低的

院系是计算机学院（1.2%）。

图 1-18 各院系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注：个别院系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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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升学比例较高的专业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17.9%），升学比例较低的专

业是会计学（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1%）、汉语言文学（师范）（2.2%）。

图 1-19 各专业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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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生读研院校分布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读研集中的主要院校是华南师范大学（19.1%）、中山大学（14.9%）、广

东工业大学（14.9%）。

表 1-14 毕业生读研集中的主要院校

院校名称 所占比例（%）

华南师范大学 19.1

中山大学 14.9

广东工业大学 14.9

暨南大学 10.6

深圳大学 8.5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五 毕业生的创业情况

1. 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为 1.9%。

图 1-20 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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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一 就业指导服务情况

1. 就业指导服务总体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 74%。

图 2-1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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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

本校 2016 届对就业指导服务总体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师范学院（90%），对就业指导服务总

体满意度较低的院系是计算机学院（61%）。

图 2-2 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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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项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及毕业生的评价情况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接受“大学组织的招聘会”求职服务的比例（64%）较高，其有效性为

73%。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有 10%的人表示“没有接受任何求职辅导服务”。

图 2-3 毕业生接受就业指导服务的比例及有效性评价（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4

二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评价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面向创业的就业指导活动”（46%），其有

效性为 59%；其次是“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培养活动”（35%），其有效性为 62%。

图 2-4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创新创业实践类活动不足”

（51%）、“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缺乏”（50%）。

图 2-5 创新创业教育改进需求（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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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本校 2016 届分别有 48%、40%、40%的毕业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对“树立科学的创业观（如：

创新意识、职业操守、意志品质及社会责任等）”、“掌握创业必备的能力（如：创业资源整合、

商业计划书撰写、企业管理方法等）”、“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方面“非常有帮

助”或“有帮助”。

图 2-6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需学校提供“毕业生就业工作举措”相关内容，具体可参考以下方面】

1. 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2. 创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3. 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4. 完善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机制

5. 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提升学生就业能力

6. 提供就业渠道，促进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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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相关分析

一 收入分析

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4352 元。

图 3-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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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月收入

本校 2016 届月收入较高的院系是计算机学院（5347 元）、师范学院（5178 元），月收入较

低的院系是建筑工程系（3734 元）。

图 3-2 各院系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8

本校 2016 届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软件工程（卓越计划班）（7071 元），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

土木工程（3531 元）、应用化学（化工工艺）（3733 元）、工业设计（3763 元）、法学（3797 元）。

图 3-3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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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3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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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

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9%。

图 3-4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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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院系是建筑工程系（83%），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较低的院系是体育系（40%）。

图 3-5 各院系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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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会计学（92%）、软件工程（89%）、小学教育

（文科）（88%），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35%）、社会体育（40%）、

化学工程与工艺（44%）、环境工程（46%）。

图 3-6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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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6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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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现状满意度

1. 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67%。

图 3-7 就业现状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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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师范学院（86%），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的

院系是外语系（50%）。

图 3-8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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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会计学、小学教育（文科）（均为 82%），

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英语（师范）、英语（商务英语）（均为 47%）。

图 3-9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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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3-9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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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此部分内容请学校自行添加】

一 本校就业趋势性研判

二 就业率变化趋势

三 毕业去向变化趋势

四 就业特点变化趋势

（一） 职业变化趋势

（二） 行业变化趋势

（三） 用人单位变化趋势

（四） 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五 就业质量变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一） 月收入变化趋势

（二）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三） 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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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 对人才培养的反馈

（一）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1.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2%。

图 5-1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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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对学校的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师范学院（100%），对母校满意度较低的院

系是计算机学院、电子工程学院（均为 88%）。

图 5-2 各院系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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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小学教育（理科）（100%）、小学教育（文科）

（100%）、会计学（99%），对母校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软件工程（78%）、应用化学（化工工艺）

（79%）、社会体育（80%）。

图 5-3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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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5-3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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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对教学的反馈

1. 总体教学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83%。

图 5-4 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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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教学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师范学院（98%），教学满意度较低的院系是能源与

化工系（72%）、计算机学院（73%）。

图 5-5 各院系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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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教学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小学教育（理科）、小学教育（文科）（均为 100%），

教学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软件工程（63%）、工业工程（69%）。

图 5-6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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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图 5-6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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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用能力培养

1.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是“沟通与交流能力”（90%），其后依次

是“持续学习能力”（84%）、“解决问题能力”（81%）等。

图 5-7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58

2. 母校学习经历对通用能力的影响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认为母校学习经历影响最大的通用能力是“团队合作能力”（63%），其

后依次是“持续学习能力”（60%）、“沟通与交流能力”（59%）等。

图 5-8 母校学习经历对各项通用能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东莞理工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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