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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由金华市浙中教育集团与上海财经大学合作举办，是

一所按新机制和新模式运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日制本科独立学院，2008

年 5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

学院是浙江省首批“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坐落在著名的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全国电子商务之城金华，地处金华市金东区多

湖高教园区，规划占地面积 1005 亩，建筑面积近 21 万平方米，拥有纸质图书

82.3万册，教学仪器设备值 4211.7万元，建有 27个专业实验室、63个教学实习

基地。学院交通便利，教学设施先进，生活设施齐全，校园环境幽静，是理想的

求学之地。

学院名师荟萃，现有教职员工 400 余人，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2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 100余人，逐步形成了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的师资队伍。

学院现设有统计系、金融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经济与信息管理系、外

语系、公共基础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教学单位。设有会计学、

财务管理、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保险学、应用统计学、工商管理、物流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商务英

语、会展经济与管理等 22个本科专业、5个专业方向，初步形成了以财经类专

业为主，经、管、文、理、工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现有在校本科生

7400余人，生源覆盖全国 23个省、市、自治区。

学院十分注重学生成长成才和个性发展。通过各类社团和志愿活动，持续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上海财经大学访学项目，持续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通

过全覆盖的学科竞赛和实习实训，持续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与境外高校的

合作交流，持续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目前已与英国、美国等国家及香港特区、

台湾地区的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建校近二十年，已为国家和地方培养

和输送了两万余名高级专门人才。

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的发展道路，秉

承“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精神，践行“双学双融”发展理念，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正朝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

院校目标不懈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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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

（一）总体规模

图 1- 1 2024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

（二）结构分布

学校 2024届毕业生共分布在 6个院系 20个专业（方向）。其中，统计系毕

业生 149人、金融系毕业生 310人、会计系毕业生 677人、工商管理系（创业学

院）毕业生 642人、经济与信息管理系毕业生 262人、外语系毕业生 89人。

（三）生源地结构

图 1- 2 2024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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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一）总体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学校 2024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14%，从具体毕业去向来看，“签

劳动合同形式就业”为毕业生主要去向选择，占比为 54.39%；“签就业协议形式

就业”次之，占比为 17.47%。

（二）各院系/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从各院系毕业去向落实率来看，统计系为 92.62%、金融系为 92.58%、会计

系为 93.35%、工商管理系（创业学院）为 93.30%、经济与信息管理系为 93.13%、

外语系为 93.26%。

（三）省内外生源就业去向及落实率

学校 2024届毕业生中，省内生源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32%，省外生源毕业

去向落实率为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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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用人单位评价

一、对毕业生的评价

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达到 100.00%，其中评价为“非常满意”

的占比相对较高，为 85.19%。

图 2- 1 用人单位对 2024 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注：满意度评价维度包括“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和“无法评价”，

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调研-2024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二、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

用人单位认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与单位人才需求的吻合度为 100.00%；其中

“很吻合”的占比为 59.26%，“吻合”的占比为 40.74%。

图 2- 2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

注：吻合度评价维度包括“很吻合”、“吻合”、“基本吻合”、“不吻合”、“很不吻合”和“无法评价”，吻合

度=“很吻合”+“吻合”+“基本吻合”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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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就业工作举措

近年来，学院一直以提高就业指导水平、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为工作重点，

以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为工作动力，以提高毕业去向落实率、留金率、

升学率、创业率为工作目标，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一、强化就业工作体制机制，落实“一把手”工程

学院党委会第一议题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的重要论述，并召开学

院就业工作会议；定期研究部署毕业生就业工作，深化工作协同机制，把就业质

量工作纳入各系目标责任制考核，要求各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亲自负责，广泛

发动校友和社会各界力量助力学生就业，形成全员、全方位深度参与就业工作的

良好局面；制定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方案和“百日冲刺”行动的通知，修订

毕业生就业奖励办法；积极响应教育部决策部署，制定《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方案》，新拓用人单位 100家，新增岗位 1000

余个；通过调研座谈会、学工例会、定期督查通报等形式，开展了 12次毕业生

就业形势调研、12次以各系为单位的就业工作推进会和 4次督查指导。为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学院硕士点培育，提升学生升学率，制定《上海财经大学浙

江学院学生升学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二、强化“课、赛、活动”一体化建设，提高就业指导水平

以就业课程为核心，打造“课、赛、活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学院 600

余人参加全国第一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并通过校赛选拔出 6名成长赛道、9名

就业赛道学生，获省赛铜奖 1人；抓就业育人，织好就业“服务网”，获批教育部

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5项。

三、强化“互联网+就业”载体建设，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积极探索精准化“互联网+就业”服务模式，优化金华优质企业名单，加强面

向毕业生点对点推荐。利用“上财浙院就业”微信公众号和学院就业网等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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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余条就业信息，举办了 120余场企业专场宣讲会、30余场专业招聘会、40

余场金华产业游活动。秋季现场招聘会引入 147家用人单位，涵盖了银行、证券、

期货、保险、会计事务所、教育、互联网、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领

域，提供 3300多个就业岗位。

四、完善就业帮扶机制，重点关注特殊就业困难群体

梳理就业困难特殊群体名单，建立帮扶工作台账，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

身体残疾等毕业生重点群体，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开展重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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