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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高度重视就业工作。2013 年，北京邮电大学深入贯彻落实教

育部、北京市教委关于就业工作的总体部署，本着“教育以学生为本，办学以

教师为本，管理以服务为本”的工作理念，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努力提高毕业

生就业能力，优化就业措施，创新服务载体，强化就业帮扶，加强就业指导，

稳步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一、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1] 

1、毕业生就业率 

2013 年我校毕业生总数为 5732 人，就业[2]人数为 5706 人，总就业率为

99.55%。其中: 

本科生毕业人数为 3079人,就业人数为 3053人,就业率为 99.16%,待就业人

数为 26 人,待就业率为 0.84%; 

研究生毕业人数为 2653 人,就业人数为 2653 人,就业率为 100%。 

 

 

 

 

 

                         
[1]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所用数据均为截至 2013年 8月 31日的统计数据。 
[2]此处就业指包括升学、出国(境)、各种就业形式落实去向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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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毕业生就业率 

 

 

2、毕业去向 

2-1 本科生毕业去向 

2013 届本科毕业生中，就业[3]人数为 1053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比例为

34.20%;升学人数为 1246 人，占 40.47%;出国（境）人数为 754 人，占 24.49%。

深造总人数为 2000 人，深造率为 64.96%。   

相比于 2012 年，我校升学比例增加 2.48%，出国（境）比例增加 0.31%，

深造比例增加 2.79%。本科生继续求学深造的比例持续增高。 

 

 

                         
[3]此处就业及下文提到的就业均指签订三方协议和劳动合同、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应征入伍等不同形式

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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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本科生毕业去向分布图 

 

 

简析：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和学历要求的提高，本科毕业生选择直接找工

作的人数比例呈下降趋势，报名考取研究生比例进一步提高。 

2-2 研究生毕业去向 

2013 年我校共毕业研究生 2653 人，其中硕士生 2466 人，博士生 187 人。 

硕士生毕业生中，就业人数为 2403 人，占硕士生毕业生总人数比例为 97.45%；

升学人数为 15 人（不包括 112 名硕博连读生），占 0.61%；出国（境）人数为

48 人，占 1.95%。 

博士生毕业生中，就业人数为166人，占博士生毕业生总人数比例为88.77%；

博士后入站人数为 18 人，占 9.63%；出国（境）人数为 3 人，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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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分布图 

 

 

图表 4：博士研究生毕业去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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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毕业生就业结构综述 

2013 届 5732 名毕业生中，本科生占 53.72%，硕士生占 43.02%，博士生占

3.26%。 

就业的 3622 名毕业生中，本科生占 29.07%，硕士生占 66.34%，博士生占

4.58%。 

 

图表 5：毕业生就业结构分布图 

 

 

3、就业地域 

3-1 本科生就业地域 

在就业的 1053 名本科毕业生中，北京市是毕业生工作人数最多的城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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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作的本科毕业生人数为 481 人，占就业人数的 45.68%。 

 

图表 6：本科生就业地域分布图 

 

 

3-2 研究生就业地域 

在就业的 2569 名研究生中，北京市仍旧是毕业生工作人数最多的城市，在

北京工作的硕士毕业生人数为 1703 人，占就业人数的 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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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图 

 
 

简析：在整体就业环境日趋严峻，留京户口指标不断减幅的状况下，毕业

生选择回生源地或非北上广热门城市的比例逐年增加。 

4、就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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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402 人）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

金融机构就业，占就业人数的 12.98%。我校毕业生就业行业还涵盖了教育咨询、

航空航天、电力和核工业等行业。 

 

图表 8：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简析：从就业行业分布看，我校毕业生大部分在通信信息行业就业。同时，

金融、航空航天等行业也吸引了我校众多的毕业生。 

 

二、我校就业工作开展情况 

北京邮电大学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基础扎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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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支撑和引领国家信息科技及相关领域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 

学校研究生层次教育人才培养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 7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9 个，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5 个。 

学校目前共有 36 个本科专业，覆盖工、管、文、理、经济、法学、艺术学

七个学科门类,形成了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协调发展

的专业布局。 

北京邮电大学作为我国信息领域高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在着力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深入研究就业工作规律，不

断创新就业工作方法，提高就业服务水平，连续多年保持高就业率和高水平就

业质量。 

1、就业工作 “一把手”工程常抓不懈，校院两级体制上下联动，左右互

动，为毕业生就业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提供坚强保障。 

学校成立以党委书记和校长为组长、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我校就业方针政策，确保就业工作顺利开展。学校定期召开

就业工作专题会议，掌握就业工作推进情况，解决就业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各学院、研究院和教学中心充分落实“一把手”工程，调动一切力量，引导推

荐毕业生到相关行业、相关企业就业，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满意度。全校

形成了全员参与，多方合作的就业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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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巩固既有就业市场，拓展新兴就业领域，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的就业选择。 

学校积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和联系，不断开拓就业市场。在保持行业

特色，巩固既有的通信、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基础上，

重点向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金融服务、电力能源等国家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拓展就业市场。 

2013 年学校共组织大型招聘会 3 场，中型招聘会 7 场，企业专场招聘会 265

场，学校就业信息网发布招聘信息 1297 条。 

3、以就业工作信息化特色项目建设为契机，应用新媒体技术，不断提高就

业工作服务水平。 

学校重视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政策服务水平，优化工作流程，

严谨、规范、高效地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工作。2013 年以北京市教委的“北京地

区高校就业特色工作”项目建设为契机,学校通过 “面向就业全过程的立体化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实现就业全过程的高效、便捷的信息化、一站式服

务。就业服务平台的应用提高了信息沟通和办理就业手续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了我校的就业服务水平。 

4、建立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体系，加大就业指导咨询力度，提高学生就业能

力。 

学校多角度、多渠道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咨询。依托就业指

导课，不断推进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全程化和规范化。培养了一支专业化

水平较高的教师团队，既完成就业指导课授课任务，又在学生中开展“一对一”

指导咨询。同时，学校通过“就业服务月”、“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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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普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知识，提高大学生的实

践能力，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5、加强就业调研，掌握就业市场动向，反馈教育教学环节，培养符合社会

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学校定期开展就业调研、毕业生追踪调查，组织就业工作人员赴不同行业

的用人单位进行调研，通过发放问卷，访谈形式，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实际

需求。依托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协调机制，将用人单位及毕业生对学校

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教育教学部门，不断改进教育教学工作，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为毕业生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校每年组织院系开展就业工作

项目申请，结合学院特色，专业特点研究就业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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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京邮电大学 2009-2013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2009-2013 年毕业生就业率 

 

年份 本科生人数 本科生就业率 硕士生人数 博士生人数 研究生人数 研究生就业率 

2009 2897 99.41% 1776 155 1931 100% 

2010 3121 99.17% 1824 194 2018 100% 

2011 3189 99.28% 1845 183 2028 99.46% 

2012 3164 99.27% 2400 210 2610 100% 

2013 3079 99.16% 2466 187 265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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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2013 年毕业生就业毕业去向统计 

 本科生毕业去向统计表 

年份  毕业生人数 
就业 出国（境） 升学 

总就业率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09 2897 1293 44.63% 347 11.98% 1240 42.80% 99.41% 

2010 3121 1296 41.53% 540 17.30% 1259 40.34% 99.17% 

2011 3189 1395 43.74% 578 18.12% 1193 37.41% 99.28% 

2012 3164 1174 37.10% 765 24.18% 1202 37.99% 99.27% 

2013 3079 1053 34.20% 754 24.49% 1246 40.47% 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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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毕业去向统计表 

年份 毕业生人数 
就业 出国（境） 升学 

总就业率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09 1931 1860 96.32% 56 2.90% 15 0.78% 100.00% 

2010 2018 1951 96.68% 51 2.53% 16 0.79% 100.00% 

2011 2028 1971 97.19% 28 1.38% 18 0.89% 99.46% 

2012 2610 2522 96.63% 49 1.88% 39 1.49% 100.00% 

2013 2653 2569 96.83% 51 1.92% 33 1.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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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9-2013 年毕业生就业行业统计 

 

本科生就业行业统计表 

年份 
通信运营商 

互联网及其他 ICT

企业 
金融业 教育咨询 航空航天 其他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09 248 19.18% 401 31.01% 55 4.25% 20 1.55% 12 0.93% 557 43.08% 

2010 190 14.66% 522 40.28% 97 7.48% 25 1.93% 23 1.77% 439 33.87% 

2011 172 12.33% 693 49.68% 99 7.10% 32 2.29% 31 2.22% 368 26.38% 

2012 140 11.93% 546 46.51% 87 7.41% 46 3.92% 25 2.13% 330 28.11% 

2013 164 15.57% 395 37.51% 68 6.46% 55 5.22% 23 2.18% 348 33.05% 

 

研究生就业行业统计表 

年份 
通信运营商 

互联网及其他 ICT

企业 
金融业 教育咨询 航空航天 其他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2009 277 14.89% 1030 55.38% 180 9.68% 88 4.73% 51 2.74% 234 12.58% 

2010 267 13.69% 1110 56.89% 172 8.82% 105 5.38% 57 2.92% 240 12.30% 

2011 345 17.50% 1048 53.17% 204 10.35% 74 3.75% 87 4.41% 213 10.81% 

2012 464 18.40% 1353 53.65% 278 11.02% 81 3.21% 90 3.57% 256 10.15% 

2013 542 21.10% 987 38.42% 402 15.65% 101 3.93% 92 3.58% 445 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