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二章 毕业生基本情况与毕业去向 

为全面、客观、真实反映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基本情况与毕业去向，本章所有数据来源

于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派遣数据库（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一、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总数为 2118 人，在性别、生源地区和学历层次方面的分布如下表所

示，男生 544 人，占 25.7%，女生 1574 人，占 74.3%；北京生源 413 人，占 19.5%，京外生

源 1705 人，占 80.5%；专科生 156 人，占 7.4%，本科生 816 人，占 38.5%，研究生 1146 人，

占 54.1%。 

表1  毕业生性别、生源地区与学历层次分布 

  
人数 % 

性别 
男生 544 25.7 

女生 1574 74.3 

生源地区 
北京生源 413 19.5 

京外生源 1705 80.5 

学历层次 

专科生 156 7.4 

本科生 816 38.5 

研究生 1146 54.1 

 

本校2016届毕业生来自10个院系的61个专业，毕业生人数最多的 3个院系是中药学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分别有 471、344 和 261 名毕业生。第三附属医院毕业生人数最

少，有 54 人。 

就专业而言，毕业生人数最多的 3 个专业是中药学、中医学和针灸推拿学，分别有 200、

170 和 157 名毕业生。中医养生康复学等 4 个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最少，只有 1 人。 

 

表2  毕业生院系与专业分布 

学历层次 院系 专业 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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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层次 院系 专业 人数 % 

专科生 

（N=156） 

中药学院 中药 31 1.5 

护理学院 护理 125 5.9 

本科生 

（N=816） 

基础医学院 中医学 2 0.1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中医学 93 4.4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中医学 44 2.1 

中药学院 

（N=234） 

制药工程 28 1.3 

制药工程(生物制药) 26 1.2 

中药学 180 8.5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 100 4.7 

管理学院 

（N=98） 

工商管理 39 1.8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59 2.8 

护理学院 护理学 128 6.0 

人文学院 

（N=117） 

法学(医药卫生) 55 2.6 

英语(医学) 62 2.9 

研究生 

（N=1146） 

基础医学院 

（N=249） 

方剂学 5 0.2 

民族医学(含藏医学、蒙医学等) 6 0.3 

中西医结合基础 46 2.2 

中医基础理论 28 1.3 

中医临床基础 33 1.6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方向) 37 1.7 

中医养生康复学 1 0.0 

中医医史文献 25 1.2 

中医诊断学 19 0.9 

中医学 36 1.7 

临床中药学 13 0.6 

第一临床医学院 

（N=251） 

中医学 77 3.6 

针灸推拿学 18 0.8 

中西医结合临床 64 3.0 

中医儿科学 6 0.3 

中医妇科学 2 0.1 

中医内科学 70 3.3 

中医外科学 14 0.7 

第二临床医学院 

（N=105） 

中医学 34 1.6 

针灸推拿学 3 0.1 

中西医结合临床 27 1.3 

中医儿科学 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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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层次 院系 专业 人数 % 

中医妇科学 2 0.1 

中医内科学 28 1.3 

中医外科学 8 0.4 

第三附属医院 

（N=54） 

针灸推拿学 4 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20 0.9 

中医妇科学 4 0.2 

中医内科学 14 0.7 

中医外科学 5 0.2 

全科医学 6 0.3 

中医骨伤科学 1 0.0 

中药学院 

（N=206） 

临床中药学 12 0.6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7 0.8 

药物分析学 17 0.8 

中药化学 64 3.0 

中药生药学 26 1.2 

中药学 20 0.9 

中药药理学 12 0.6 

中药制药学 38 1.8 

针灸推拿学院 

（N=138） 

中医学 81 3.8 

针灸推拿学 57 2.7 

管理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33 1.6 

护理学院 中医护理学 8 0.4 

研究生院 

（N=102） 

中西医结合基础 1 0.0 

针灸推拿学 3 0.1 

中西医结合临床 49 2.3 

中医儿科学 1 0.0 

中医妇科学 3 0.1 

中医内科学 36 1.7 

中医外科学 6 0.3 

中药药理学 3 0.1 

二、毕业去向情况 

根据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派遣数据库，毕业生去向包括“签署三方协议”、“签订劳动

合同”、“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志愿者”、“参军入伍”、“自主创业”、“国内升学”、“出

国（境）留学”、“求职中”10 类。其中，除“求职中”外，其余 9 类为就业。 



-4- 

1、就业率 

（1）总体情况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7.69%。其中，37.1%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3.5%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32.5%选择灵活就业，20.3%选择国内升学，3.3%选择出国（境）留学。

以自由职业、志愿者、参军入伍、自主创业为就业去向的比例不高于 0.5%。 

表3  全体毕业生毕业去向 

  
人数 % 

就业 

签署三方协议 786 37.1 

签订劳动合同 75 3.5 

灵活就业 689 32.5 

自由职业 5 0.2 

志愿者 2 0.1 

参军入伍 2 0.1 

自主创业 10 0.5 

国内升学 430 20.3 

出国（境）留学 70 3.3 

未就业 求职中 49 2.3 

 

（2）不同性别毕业生就业率 

数据显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男生、女生的就业率分别为 96.8%和 98.2%，男生就业

率比女生低 1.4 个百分点。男生出国（境）留学的比例比女生低 2.2 个百分点。 

表4  不同性别毕业生毕业去向 

  

男生 女生 

（N=544） （N=1574） 

人数 % 人数 % 

就业 

签署三方协议 199 36.6 587 37.3 

签订劳动合同 22 4.0 53 3.4 

灵活就业 177 32.5 512 32.5 

自由职业 1 0.2 4 0.3 

志愿者 2 0.4 0 0.0 

参军入伍 2 0.4 0 0.0 

自主创业 6 1.1 4 0.3 

国内升学 108 19.9 322 20.5 

出国（境）留学 9 1.7 6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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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业 求职中 18 3.3 31 2.0 

 

（3）不同生源地毕业生就业率 

数据显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北京生源、京外生源的就业率分别为 98.7%和 97.4%，

北京生源就业率比京外生源高 1.3 个百分点。北京生源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比京

外生源高 31.2 个百分点，北京生源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比京外生源低 1.7 个百分

点，北京生源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比京外生源低 18.2 个百分点，北京生源国内升学的比例比

京外生源低 10.8 个百分点。 

表5  不同生源地毕业生毕业去向 

  

北京生源 京外生源 

（N=413） （N=1705） 

人数 % 人数 % 

就业 

签署三方协议 257 62.2 529 31.0 

签订劳动合同 9 2.2 66 3.9 

灵活就业 74 17.9 615 36.1 

自由职业 0 0.0 5 0.3 

志愿者 0 0.0 2 0.1 

参军入伍 0 0.0 2 0.1 

自主创业 3 0.7 7 0.4 

国内升学 48 11.6 382 22.4 

出国（境）留学 17 4.1 53 3.1 

未就业 求职中 5 1.2 44 2.6 

 

（4）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率 

数据显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就业率分别为 98.7%、95.3%、

99.2%，研究生的比例最高，为 99.2%；本科生的比例最低，为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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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毕业去向 

  

专科生 本科生 研究生 

（N=156） （N=816） （N=1146）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就业 

签署三方协议 108 69.2 100 12.3 578 50.4 

签订劳动合同 1 0.6 49 6.0 25 2.2 

灵活就业 40 25.6 266 32.6 383 33.4 

自由职业 0 0.0 2 0.2 3 0.3 

志愿者 0 0.0 2 0.2 0 0.0 

参军入伍 0 0.0 2 0.2 0 0.0 

自主创业 0 0.0 8 1.0 2 0.2 

国内升学 4 2.6 284 34.8 142 12.4 

出国（境）留学 1 0.6 65 8.0 4 0.3 

未就业 求职中 2 1.3 38 4.7 9 0.8 

专科生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最高，本科生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最

低；本科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最高，专科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最

低；研究生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最高，专科生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最低；研究生从事自由职

业的比例最高；本科生选择志愿者的比例最高；本科生参军入伍的比例最高；本科生自主创

业的比例最高；本科生国内升学的比例最高，专科生国内升学的比例最低；本科生出国（境）

留学的比例最高，研究生出国（境）留学的比例最低。 

 

（5）不同院系毕业生就业率 

数据显示，本校 10 个院系的就业率均在 95.6%以上。第三附属医院等 2 个院系的就业率

最高，为 100.0%，第一临床医学院的就业率最低，为 95.6%。 

护理学院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最高，人文学院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最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最高；人文学

院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最高，第二临床医学院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最低；

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从事自由职业的比例最高；中药学院的毕业生选择志愿者的比例最高；第

二临床医学院的毕业生参军入伍的比例最高；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最高；管理

学院的毕业生国内升学的比例最高，护理学院的毕业生国内升学的比例最低；人文学院的毕

业生出国（境）留学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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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院系毕业生毕业去向 

院系 人数 

就业% 未就业% 

签署

三方

协议 

签订

劳动

合同 

灵活

就业 

自

由

职

业 

志

愿

者 

参

军

入

伍 

自

主

创

业 

国内

升学 

出国（境）

留学 
求职中 

基础医学院 251 43.4 0.4 43.0 0.4 0.0 0.0 0.4 10.4 0.4 1.6 

第一临床医学院 344 39.0 4.7 23.8 0.6 0.0 0.0 0.0 25.3 2.3 4.4 

第二临床医学院 149 44.3 4.7 17.4 0.0 0.0 0.7 0.0 28.9 1.3 2.7 

第三附属医院 54 66.7 0.0 25.9 0.0 0.0 0.0 0.0 7.4 0.0 0.0 

中药学院 471 18.7 4.7 41.2 0.0 0.4 0.2 0.8 23.8 7.6 2.5 

针灸推拿学院 238 35.3 4.2 27.3 0.0 0.0 0.0 0.8 30.3 0.8 1.3 

管理学院 131 18.3 6.1 37.4 0.8 0.0 0.0 2.3 30.5 2.3 2.3 

护理学院 261 69.0 1.9 20.7 0.4 0.0 0.0 0.0 4.6 1.1 2.3 

人文学院 117 3.4 3.4 60.7 0.0 0.0 0.0 0.0 18.8 12.0 1.7 

研究生院 102 59.8 2.0 25.5 0.0 0.0 0.0 0.0 11.8 1.0 0.0 

 

（6）不同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数据显示，本校 37 个专业的就业率均在 88.5%以上。方剂学等 23 个专业的就业率最高，

为 100.0%，制药工程(生物制药)专业的就业率最低，为 88.5%。 

民族医学(含藏医学、蒙医学等)等 3 个专业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最

高；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专业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最高；法学(医药卫生)

专业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最高；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从事自由职业的比例最高；

中药学专业的毕业生选择志愿者的比例最高；中药学专业的毕业生参军入伍的比例最高；公

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专业的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最高；中医骨伤科学专业的毕业生国内

升学的比例最高；英语(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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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不同专业毕业生毕业去向 

专业 人数 

就业% 未就业% 

签署

三方

协议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灵

活

就

业 

自

由

职

业 

志

愿

者 

参

军

入

伍 

自

主

创

业 

国内

升学 

出国

（境）

留学 

求职中 

方剂学 5 40.0 0.0 6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民族医学(含藏医学、蒙医学等) 6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中西医结合基础 47 36.2 2.1 53.2 2.1 0.0 0.0 0.0 6.4 0.0 0.0 

中医基础理论 28 21.4 0.0 42.9 0.0 0.0 0.0 0.0 28.6 3.6 3.6 

中医临床基础 33 45.5 0.0 45.5 0.0 0.0 0.0 0.0 6.1 0.0 3.0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方向) 37 51.4 0.0 37.8 0.0 0.0 0.0 0.0 10.8 0.0 0.0 

中医养生康复学 1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中医医史文献 25 40.0 0.0 48.0 0.0 0.0 0.0 4.0 4.0 0.0 4.0 

中医诊断学 19 36.8 0.0 52.6 0.0 0.0 0.0 0.0 10.5 0.0 0.0 

中医学 367 33.5 4.9 22.3 0.3 0.0 0.3 0.0 31.3 2.5 4.9 

针灸推拿学 185 30.3 6.5 24.9 0.0 0.0 0.0 1.1 34.1 1.6 1.6 

中西医结合临床 160 61.9 1.3 21.3 0.6 0.0 0.0 0.0 13.8 0.0 1.3 

中医儿科学 10 60.0 0.0 20.0 0.0 0.0 0.0 0.0 20.0 0.0 0.0 

中医妇科学 11 18.2 0.0 63.6 0.0 0.0 0.0 0.0 9.1 9.1 0.0 

中医内科学 148 62.8 0.7 25.7 0.0 0.0 0.0 0.0 10.8 0.0 0.0 

中医外科学 33 63.6 3.0 33.3 0.0 0.0 0.0 0.0 0.0 0.0 0.0 

全科医学 6 66.7 0.0 33.3 0.0 0.0 0.0 0.0 0.0 0.0 0.0 

中医骨伤科学 1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临床中药学 25 28.0 4.0 56.0 0.0 0.0 0.0 0.0 12.0 0.0 0.0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7 17.6 23.5 47.1 0.0 0.0 0.0 0.0 11.8 0.0 0.0 

制药工程 28 7.1 10.7 46.4 0.0 0.0 0.0 3.6 25.0 7.1 0.0 

制药工程(生物制药) 26 0.0 0.0 19.2 0.0 0.0 0.0 0.0 53.8 15.4 11.5 

药物分析学 17 29.4 0.0 47.1 0.0 0.0 0.0 0.0 23.5 0.0 0.0 

中药化学 64 43.8 4.7 34.4 0.0 0.0 0.0 0.0 17.2 0.0 0.0 

中药生药学 26 46.2 11.5 34.6 0.0 0.0 0.0 0.0 7.7 0.0 0.0 

中药学 200 7.0 4.0 36.5 0.0 1.0 0.5 1.5 30.5 14.5 4.5 

中药药理学 15 53.3 0.0 33.3 0.0 0.0 0.0 0.0 13.3 0.0 0.0 

中药制药学 38 23.7 2.6 55.3 0.0 0.0 0.0 0.0 18.4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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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人数 

就业% 未就业% 

签署

三方

协议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灵

活

就

业 

自

由

职

业 

志

愿

者 

参

军

入

伍 

自

主

创

业 

国内

升学 

出国

（境）

留学 

求职中 

中药 31 9.7 0.0 77.4 0.0 0.0 0.0 0.0 9.7 3.2 0.0 

工商管理 39 2.6 7.7 51.3 2.6 0.0 0.0 0.0 25.6 5.1 5.1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59 10.2 8.5 25.4 0.0 0.0 0.0 5.1 47.5 1.7 1.7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33 51.5 0.0 42.4 0.0 0.0 0.0 0.0 6.1 0.0 0.0 

护理 125 84.0 0.8 12.8 0.0 0.0 0.0 0.0 0.8 0.0 1.6 

护理学 128 52.3 3.1 29.7 0.8 0.0 0.0 0.0 8.6 2.3 3.1 

中医护理学 8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法学(医药卫生) 55 1.8 0.0 80.0 0.0 0.0 0.0 0.0 16.4 0.0 1.8 

英语(医学) 62 4.8 6.5 43.5 0.0 0.0 0.0 0.0 21.0 22.6 1.6 

 

 

2、落实就业地区分布 

数据显示，从就业地区来看，66.5%的毕业生选择落实在北京就业，33.5%的毕业生选择

在京外就业。其中，京外就业的毕业生最主要选择在东部地区（17.4%），其次是西部地区

（8.8%），再次为中部地区（7.3%）。 

同时，根据全国经济区的划分，除北京外，本校毕业生落实就业比例较高的三个经济区

依次为：北部沿海经济区（8.6%）、黄河中游经济区（5.6%）、东部沿海经济区（4.9%）；落

实就业比例最低的经济区为东北经济区（1.1%）。 

 

表9  落实就业地区分布（1） 

 
人数 % 

北京地区 1042 66.5 

东部地区 273 17.4 

中部地区 115 7.3 

西部地区 136 8.8 

 

注：东部地区：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和海南 10 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 

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山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 8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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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宁夏、甘肃、内蒙、青海、新疆、西藏、贵州、云南和广西 12 省市。 

表10  落实就业地区分布（2） 

 
人数 % 

北京地区 1042 66.5 

东北经济区 17 1.1 

北部沿海经济区 135 8.6 

东部沿海经济区 77 4.9 

南部沿海经济区 53 3.4 

黄河中游经济区 87 5.6 

长江中游经济区 46 2.9 

西南经济区 56 3.6 

西北经济区 53 3.4 

 

注：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十一五”期间对全国经济区的划分，将全国划分为： 

东北经济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省；北部沿海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 4 省市； 

东部沿海经济区：上海、江苏和浙江 3 省市；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和海南 3 省以及港澳台地区； 

黄河中游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和内蒙古 4 省；长江中游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 4 省； 

西南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西 4 省市；西北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和新疆 4 省。 

为了便于研究，本报告所指北部沿海经济区仅包括天津、河北和山东。北京单独进行分析。 

3、落实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就就业单位类型而言，本校毕业生落实就业比例较高的前三名单位类型依次为：医疗卫

生单位（46.8%）、其他企业(民营/私营企业等)（33.7%）、国有企业（6.3%）；落实就业比例

最低的单位类型为农村建制村（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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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落实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表11  落实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人数 % 

机关 26 1.7 

科研设计单位 7 0.4 

高等教育单位 63 4.0 

中初教育单位 3 0.2 

医疗卫生单位 732 46.8 

其他事业单位 38 2.4 

国有企业 98 6.3 

三资企业 12 0.8 

其他企业(民营/私营企业等) 527 33.7 

部队 3 0.2 

农村建制村 1 0.1 

其他 53 3.4 

 

4、落实就业行业分布 

就就业行业而言，本校毕业生落实就业比例较高的前三个行业依次为：卫生和社会工作

（6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7%）、制造业（6.0%）；落实就业比例最低的行业为房

地产业（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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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落实就业行业分布 

表12  落实就业行业分布 

 
人数 % 

农、林、牧、渔业 13 0.8 

采矿业 3 0.2 

制造业 94 6.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 0.8 

建筑业 5 0.3 

批发和零售业 65 4.2 

住宿和餐饮业 7 0.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6 4.2 

金融业 9 0.6 

房地产业 2 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 0.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5 6.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9 1.2 

教育 82 5.2 

卫生和社会工作 984 63.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0 3.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9 1.9 

国际组织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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