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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毕业生规模及分布

我院 届毕业生共 人，均为本科毕业生，分布在 个学院 个专业。

表 各学院及专业毕业生人数

学院
学院人数

（人）

学院比例

（ ）
专业

专业人数

（人）

专业比例

（ ）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

电子与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自动化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建筑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风景园林

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环境设计

建筑学

土木工程

地理空间信息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日语

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学

数字媒体艺术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第二章 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 年 月 日，我院 届毕业生初次落实毕业去向 人，初次落实率为 ，

大多数毕业生顺利落实就业去向。

图 毕业生的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二、就业行业流向 

我院 届毕业生就业所涉行业较为广泛，从事较多的行业是制造业（ ）、建筑业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图 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三、就业职业流向 

我院 届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为工程技术人员（ ），其次为其他人员（ ）。

图 毕业生从事职业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四、就业地区流向 

我院 届已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的毕业生在辽宁省就业，学院为本地培养了较多人

才，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省外就业毕业生以河北省、江苏省为主。此外，省内就业量较大的城

市为大连市（ ）。

表 就业省份分布

就业省 人数（人） 比例（ ）

辽宁省

河北省

江苏省

天津市

北京市

广东省

浙江省

河南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上海市

贵州省

山西省

山东省



就业省 人数（人） 比例（ ）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川省

甘肃省

安徽省

云南省

吉林省

陕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

湖北省

福建省

江西省

海南省

湖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重庆市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表 毕业生省内就业城市分布

就业城市 人数（人） 比例（）

大连市

沈阳市

鞍山市

朝阳市

阜新市

辽阳市

盘锦市

丹东市

营口市

铁岭市

葫芦岛市

锦州市

本溪市

抚顺市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五、就业工作反馈 

（一）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我院 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为 。

图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在线调研系统。

（二） 毕业生对就业服务满意度

就业服务工作得到毕业生认可。我院 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总体的满意度为 。

图 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在线调研系统。

（三） 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及效果

我院 届毕业生接受就业指导服务的比例为 ；就业指导服务开展的有效性为 。

图 毕业生接受就业服务开展效果及有效性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在线调研系统。



第三章 我院就业工作特色

一、落实组织领导，建立责任体系 

学院进一步落实党政“一把手”抓就业主体责任，成立了由书记、院长任组长，院领导任副组

长，职能部门及各分院主要领导参与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全院”“全程”“全员”的就

业工作网络。建立了“学院领导包分院、分院领导班子、专业主任包专业，教师包学生”的就业工作

责任体系；制定了《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就业工作制度》、《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毕业生就业工

作奖励办法》，对学院各级单位和个人明确就业工作职责。 

二、坚持科学管理，重视应用训练 

学院从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课程与教材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管理入手，保证经费

投入，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资源。以优促建，执行教职工年度考核并加强表扬表彰；重视应用训

练，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和专业竞赛，设置 学分的素质学分要求，培养并提高学生的专业

技能。积极推行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为高质量

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三、精准访企拓岗，拓宽就业渠道 

学院持续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学院领导带头，分院领导班子、专业主任共同

谋划，结合学科专业特点以及毕业生就业需求，通过教育、科研、校友等优势资源精准开展“访企

拓岗”活动，有针对性拓展就业市场，深度了解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推动供

需精准对接，加强就业实习基地建设。 年，我院共计 人次参与访企拓岗行动，共计走访

个企业。我院针对 届毕业生举办大型线下招聘会 场，共有 余家企业参加；组织线

上大型招聘会 场，参会企业共计 家；组织线下专场招聘会 场，线上专场招聘会 场。 

四、加强队伍建设，强化课程引领 

将就业指导课程建设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并作为学院发展的重点工作来抓。两门课程作为公共必

修课纳入教学计划，同时以讲座、实践等多种方式充实和完善了就业指导课程内容体系，保证了

学时， 学分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强化就业思政，学生在课程内容的引领下，丰富理念、掌握技

巧，提高了职业规划意识和就业与创业技能。  



五、强化就业指导，精准就业帮扶 

为进一步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提供高效便捷的就业指导服务，不定期开展日常“一对一”就

业咨询、团体辅导、就业政策宣讲、求职技能培训等活动。通过体验式、参与式活动，帮助学生树立

规划意识，明确职业目标，提高求职技能，促进我院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为落实个性化培养工作，全部班级实行导师制。导师从入学伊始即需要了解班级每一位学生的

大学生涯发展情况，对考研、考公务员、出国、就业等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对于已脱贫、边缘易致贫

家庭毕业生、大学生孤儿毕业生等就业困难不同群体，实现“一生一策”、“一对一”帮扶，逐一落实

就业去向；引导受经济环境影响严重的专业毕业生考虑寻找新的就业领域并参加“宏志助航计划”

等相关专业技能培训，做好技能转换提升的工作。 

六、加强实习督导，提升就业转化 

为了保证毕业实习环节顺利进行，提高毕业实践效果，学院对毕业实习实行学分制，实习单位

指导教师和校内班导师打分各占 权重。实习学生每两周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校内班导师汇报实

习工作内容和表现情况，每月填写月报表，中途换岗需及时上交更换实习单位相关申请及材料，实

习结束后需提交考核表和实习总结。毕业实习过程管理实行以“企业负责为主、学院督查为辅”的

分权管理模式，严格进行过程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