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院 2016 年毕业就业质量分析报告 

 

经济学院 2016年毕业学生共计 473人，在职、定向、委培学生共计 4人，

统分学生 469 人，其中本科生 281人，研究生 188人，初次就业率 97.66%。 

一、2016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一) 本科生毕业生基本就业情况分析 

1、2016 届本科毕业生基本就业情况 

2016 届经济学院本科生共 281 人，其中男生 69人，女生 212人，男女比例

约为 1:3，呈现出女生多于男生的整体特征。从生源分布上看，来自东部地区生

源为 219 人，占本科毕业生人数的 77.94%，其中浙江省内生源为 141人，占本

科毕业生人数的 50.18%；来自中部地区生源 40人，占比 14.23%；来自西部地区

生源 22 人，占比 7.83%。 

2016 届经济学院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为 96.09%，其中金融学专业就业率

96.99%，经济学专业就业率 94.59%，财政学专业就业率 94.74%，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就业率 95.89%。从男女就业率来看，女生就业率为 98.11%，男生就业率

为 89.86%。从毕业生就业去向上看，出国率为 34.88%，升学率为 27.76%，直接

就业率为 33.45%。 

 

图 1 经济学院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 

2、2016 届本科毕业生流向分析 

（1）近五年本科生就业去向分析 

经济学院本科生近五年就业去向中出国、国内升学和直接就业的比率变化如



图 2所示。由图可知，总体而言，经济学院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率一直处于较高

水平，近五年始终维持在毕业生总数的 55%以上，2016届该比例达到 63%，这充

分说明了多数经济学院毕业生较为重视自身的未来发展，希望进一步完善知识体

系和实践能力后再步入职场，且说明其对于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兴趣并勇于面对

挑战，也体现了经济学院的优质生源及本科教学的较高水平。在继续深造的学生

中，出国深造比率高于国内深造比率，说明经济学院学生视野较为开阔，也反映

了经济学院近年来在本科生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所作的努力已初显成效。直接就业

的本科生比例今年略有提升，在整体就业形势较为低迷的情况下，反映出经济学

院学生具备较强的竞争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 

 

图 2  经济学院近五年本科生就业去向比率变化 

   （2）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分析 

图 3 所示为经济学院 2016 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流向对比图，可见相比生源

来说，毕业生就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情况尤其明显。在 2016 届共 172 名国内就

业及深造的同学中，选择留在东部地区的有 167名，比例高达 97.09%，而另外 5

名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或深造的同学均为回到原生源省份。由此可见，生源来自西

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毕业生也大部分选择留在东部地区就业，一方面是由于学校

地理位置原因，在长三角地区择业具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及沿海城

市经济发展较为迅速，金融体系较为完善，能够提供给经济学院毕业生的对口岗

位更多，发展机会也更多。此外，起薪水平和城市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也是学生选

择就业地区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图 3 2016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流向对比图 

图 4 为经济学院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流向省份分布。由图可知，毕业生

就业分布省份的前五名分别是浙江、上海市、北京、广东和江苏，比例分别为

59.88%、18.60%、8.14、4.65%和 3.49%，而浙江省内就业的学生中，留在杭州

市的比例高达 90%。分析其原因：第一，经济学院 2016 届本科毕业生中浙江省

生源比例较大，对江浙沪一带更为了解，生活环境也更适应；第二，浙江大学的

地缘因素，学生的人际关系网络多集聚于江浙沪地区；第三，一线城市、经济金

融中心、政治文化中心等对学生具有巨大吸引力，专业对口行业在以上地区集中

度较高。综合以上因素，毕业生自然会集中在以上省市就业。 

 

图 4 2016届本科毕业生流向分布图 

（3）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分析 



经济学院 2016 届本科毕业生行业分类去向统计见图 5。2016 届本科毕业生

来自财政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四个专业，毕业生去向主要集中

于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投资管理、咨询、保险、公务员等行业，高达

71%的毕业生进行专业完全相关企业工作，另有部分毕业生进入网易、欧莱雅、

雅诗兰黛、途牛、海康威视等知名企业，1名毕业生入选贵州选调生。这表明经

济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性非常高，同时也可以在大型综合性企业中担任

财务、营销、策划等相关工作，就业竞争力较强。 

 

图 5 2016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整体来看，近年来经济学院本科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范围上越来越集中于金融

经济行业，进入完全非相关行业的人数较少，自主创业的数量和质量有所提升，

整体就业多样性呈现下降趋势。2016 届本科毕业生流向会计师事务所的比率较

高，而进入银行的比例明显降低，这与传统金融机构景气度下降和网络经济的发

展具有一定关系。此外，从事证券、基金、咨询及投资管理等资产运作方向工作

的毕业生比率也有明显提高，表明学院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得到了较强的认可。本

年度进入公务员行业的 6名毕业生均为女生，且大部分来自财政学专业，也反映

了一定的专业特色。 

（4）2016 届本科毕业生深造情况分析 

随着本科生对自我未来发展的高要求和对知识学术的追求，经济学院近年来

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比例均高于 60%。就国内升学情况来看，除了继续在浙江

大学深造之外，校外深造学生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科优势明显的知名高校。就国外深造情

况来看，国外深造的比例和求学层次逐年提高，有多名学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曼彻斯特大学、法国高等经济

与商业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学术研究上向更高、

更深的层次迈进。 

 

(二) 研究生毕业生基本就业情况分析 

1、2016 届研究生毕业生基本就业情况 

本年度应届研究生就业质量高，受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研究生全部正常就

业，就业率达到 100%。 

2016 届经济学院全日制研究生共 165人，其中男生 73人，女生 92人，男

女比 1:1.26，男女比例较为均衡。研究生中博士 27人，博士委培生 4人，硕士

134人，博硕比 4.32:1，学院研究生中博士占比为 18.79%，远高于全国 12%的平

均水平。除去 4名委培生，博士研究生中，男女比为 1:1.45，硕士研究生中，

男女比为 1:1.19，硕博男女比例均衡。 

 
图 1 研究生硕博比 



 
图 2 研究生男女比 

 

2、2016 届研究生毕业生流向分析 

（1）2016 届研究生专业分布 

161 名非委培研究生专业分布在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商务、

金融学、金融（专硕）、经济思想史、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世界经济、数

量经济学、税务硕士、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

经济学 17 个专业门类中。硕士研究生中金融（专硕）人数占比较大且就业率达

到 100%，学院在专业学位学生培养过程中成效显著。 

 

图 3 研究生专业分布 

 



（2）2016 届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去向分析 

2016 届非委培研究生中直接就业人数为 152人，占毕业生人数 94.4%，继续

深造人数为 9 人，占比 5.6%，其中 8 名硕士研究生转入博士学习，占硕士研究

生 5.97%，另有 1名博士研究生转入博士后学习。 

直接就业毕业生就业去向较为多元，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到国企和外企以

及高等教育机构均有涉及，同时，在国家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的背景下，我院 1

名硕士研究生积极响应，投身于创业中。 

 

图 4 研究生毕业流向 

 

（3）2016 届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分析 

在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时多数学生选择就近择业，即在大多数毕业生

会选择在浙江及周边地区就业。161 名毕业生中有 104名毕业生选择在浙江本地

就业，占毕业生人数 64.60%，另有 35名毕业生选择上海作为初次就业地，占比

21.74%，浙江及上海两地就业毕业生达到 86.34%。其中 88 名硕士研究生工作地

为浙江，占比 65.67%，32名硕士研究生在上海就业，占比 23.88%。博士研究生

中有 19 名选择在浙江、上海就业占比 70.37%。 



 

图 5 研究生就业地区分布 

 

 

图 6 就业地硕博比 

 

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分别占据就业人数最多的四个省市，就业人数加总

占全部就业人数的 93.17%。毕业生就业地区集中，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

学院研究生中浙江本地学生占比大，对省内环境较为熟悉，就近择业的观念较为

流行；其次，学院学生在学校至少生活 2年，期间学习、实习等均在本地或周边

地区，近期关系网络也形成在周边地区；同时，北京为政治、文化中心，上海为

经济中心，浙江、广东为国内经济活跃省份，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另外，学

院培养经济、金融相关专业毕业生，以上地区集中了绝大多数银行、证券、信托、



保险等金融相关行业，专业对口性强，毕业生就业意愿强烈。 

（4）2016 届研究生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分析 

161 名研究生毕业生中，进入企业人数为 126人，占比 78.26%，其中进入国

企人数 37.9%，绝大多数就业企业为金融相关企业，如银行、证券、信托、保险

以及投资等，同时还有部分科技企业，创业公司。说明在选择就业企业时，大多

数学生选择专业对口企业就业，同时也有部分学生看好科技成长性企业以及创业

企业。进入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共计 10 人，占比 6.21%，进入高等教育单位工

作 14人，占比 8.70%。 

 

图 7 研究生行业分布 

 

 

图 8 博士生就业行业分布 

 



 

图 9 行业硕博比 

    博士进入高等教育单位 10人，占博士总人数 37.04%，占进入高等教育

单位人数 66.67%。博士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单位都为教学岗位，研究生进入高

等教育单位则为行政岗位。在学院的培养过程中，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得到较好培

养，获得高等教育单位同行的普遍认同。 

 

图 10 金融企业分布占比 

在金融相关企业中，银行、证券以及投资公司占比高达 84%，相对于本科毕

业生来说，研究生在从事金融相关行业更具有竞争力。 

 

 

 



二、就业对学院教育教学反馈 

经济学院历来非常重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本着转变教学理念，创新办学

模式，提升办学水平，建设一流学院的办学思想，我院一直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和未来领导者为目标，依

托我院雄厚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培养经世济民之才。 

经济学院历年来非常重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质量的提高，经济学院本科

生生源质量优异，连续几年专业确认绩点位居我校前茅。本着转变教学理念、创

新办学模式、提升办学水平、建设一流学院的办学思想，经济学院一直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以培养知识、能力、素质俱

佳，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和未来领导者为目标，依托经济学院雄厚的师资

队伍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开设实务类课程，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培养经世济民之

才。 

在培养环节中，针对不同专业不同方向的研究生知道制定详细的培养方案，

开设了百余门专业课、选修课，实施中微、中宏、中计三门重点主干经济学课程

的“精品”建设方案。同时注重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激励和规范交叉学科的研究

生培养、促进研究生培养与科研的融合。经济学院致力于培养掌握经济学理论基

础和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研究和创新能力，且具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业务操作能力的理论研究型人才及学术应用型人才。 

经济学院充分挖掘校外资源，在研究生一年级即为专业硕士配备校外导师，

对学生开展实践指导和操作，培养高素质，高起点的应用型复合人才。 

 

三、创新创业教育与自主创业 

在大学生创业教育新环境影响下，学院积极拓展渠道，开展学生创业教育，

主要实施三项举措：第一，构建师资力量，组织创业培训，积极参与学校各类创

业教育培训，完善学院创业师资队伍，组织推荐相关学生参与创业技能培训、创

业点子秀、创业模拟实训等创业培训；第二，组织竞赛活动，迈出创业第一步，

依托专业背景开展模拟操盘大赛、金融案例分析大赛等，推荐学生积极参与各类

商业竞赛，在浙江大学第十届“蒲公英”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学院获得团体“优胜

杯”，一项作品获得公益赛 特等奖；一项作品获计划赛一等奖；一项作品获实践



赛二等奖；一项作品获计划赛三等奖；第三，个别培育，案例推广，经过尝试与

培育，经济学院现有多人开展自由投资和团队创业，另有多位同学参加其他类别

的创业项目，他们的创业案例，为有志创业的学生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经济学院 

2016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