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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索引

图表说明：
1. 毕业生相关图表数据来自于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系统。
2. 世界 500 强排名来自于 2015 年《财富》杂志。

图 1-1  2015 届毕业生学历结构图 

图 1-2  2015 届毕业生对应学科门类人数比例图

表 1-1  2015 届毕业生对应学科门类统计表

表 1-2  各学院 2015 届毕业生人数及比例表（本专科生）

表 1-3  各培养单位 2015 届毕业生人数及比例表（研究生）

表 1-4  2015 届毕业生生源情况表（前十）

图 1-3  吉林大学 2015 届毕业生主要生源地结构图

表 1-5  2015 届毕业生男女人数比例情况表

图 1-4  2015 届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表（前十）

表 2-1  2015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表 2-2  全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域划分表

图 2-1  2015 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

图 2-2  2015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地域流向

图 2-3  2015 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

图 2-4  2015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单位流向

图 2-5  2015 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图 2-6  2015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行业流向

表 2-3 毕业生在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人数排名表（10 人及以上）

表 2-4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就业情况统计表

表 3-1  近四年本科毕业生升学情况

表 3-2  近四年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院校层次分布

表 3-3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国内主要升学院校人数表

附表 1  2015 届各院系 / 专业本专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统计表

附表 2  2015 届各培养单位 / 专业毕业研究生初次就业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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