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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求职努力程度和结果（均值） 

求职努力程度和结果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求职 

努力 

程度 

发出求职简历的份数 22.6  35.9  16.1  29.8  

其中：纸质简历的份数 7.2  12.0  4.9  9.8  

电子简历份数 15.4  23.9  11.2  20.0  

求职 

结果 

参加过初面的单位数 6.7  8.7  3.2  7.5  

进入终面的单位数 3.4  4.4  2.4  3.9  

曾确定录用的单位数 2.2  2.8  1.9  2.5  

注：不包括升学和暂不就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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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就业状况及就业质量分析 

一、就业率 

1.总体情况 

截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 98.56%，

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8.60%，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8.60%，博士毕业生就

业率为 98.11%。 

表 6-1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率分析 

 总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签约率(%) 升学率(%) 出国率(%)

性 

别 

男性 4235 4181 98.72 59.95 28.00 10.77 

女性 3595 3534 98.30 62.42 22.11 13.77 

学 

历 

本科 3583 3533 98.60 35.30 40.92 22.38 

硕士 3508 3459 98.60 83.69 11.72 3.19 

博士 739 725 98.11 79.03 14.07 5.01 

总体 7830 7717 98.56 61.11 25.30 12.15 

 

就性别而言，男性和女性毕业生的就业率分别为 98.72%和 98.30%，无明显

差异。 

就学历而言，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率无明显差异。 

2.分院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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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分院系就业率一览表（%） 

院  系 总人数 签约率 升学率 出国率 就业率 

软件学院 357 66.67 23.53 9.80 100.00 

大气科学学院 152 38.81 51.32 9.87 100.00 

哲学系 99 56.57 37.37 6.06 100.00 

教育研究院 55 89.09 1.82 9.09 100.00 

模式动物研究所 38 52.63 44.74 2.63 100.00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24 91.67 0.00 8.33 10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100.00 0.00 0.00 100.00 

艺术研究院 9 100.00 0.00 0.00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356 65.17 23.31 11.24 99.72 

政府管理学院 282 80.14 13.84 5.67 99.65 

历史学院 199 70.35 23.12 6.03 99.50 

商学院 1149 74.67 13.15 11.66 99.48 

社会学院 158 69.63 18.35 11.39 99.37 

工程管理学院 271 57.56 22.88 18.82 99.26 

法学院 348 79.02 13.51 6.61 99.14 

外国语学院 312 66.35 14.42 18.27 99.04 

新闻传播学院 186 75.81 15.05 8.06 98.92 

匡亚明学院 89 10.12 56.18 32.58 98.88 

信息管理学院 213 73.71 16.43 8.45 98.59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68 56.72 37.31 4.48 98.51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65 15.38 64.62 18.46 98.46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243 53.91 30.86 13.58 98.3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76 55.86 34.57 7.71 98.14 

化学化工学院 426 45.07 33.10 19.95 98.12 

物理学院 412 35.19 42.96 19.91 98.0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51 55.62 28.48 13.91 98.01 

医学院 249 88.35 8.84 0.80 97.99 

文学院 287 65.51 23.69 8.71 97.91 

数学系 218 45.42 31.65 20.64 97.71 

环境学院 232 55.17 30.60 11.64 97.41 

生命科学学院 291 41.58 37.80 16.84 96.22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227 38.76 40.09 16.74 95.59 

海外教育学院 55 50.91 16.36 25.46 92.73 

美术研究院 19 63.16 5.26 0.00 68.42 

体育研究所 3 66.67 0.00 0.00 66.67 

合  计 7830 61.11 25.30 12.15 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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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分院系就业率一览表（%） 

院  系 总人数 签约率 升学率 出国率 就业率 

软件学院 241 52.28 33.20 14.52 100.00 

政府管理学院 120 58.33 29.17 12.50 100.00 

大气科学学院 103 27.18 60.19 12.63 100.00 

环境学院 99 33.33 42.42 24.25 100.0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80 28.75 52.50 18.75 100.00 

社会学院 70 42.86 37.14 20.00 100.00 

哲学系 31 41.94 41.94 16.12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91 47.12 32.98 19.38 99.48 

外国语学院 174 48.85 22.42 28.16 99.43 

文学院 120 44.17 37.50 17.50 99.17 

新闻传播学院 101 60.40 26.73 11.88 99.01 

商学院 459 41.83 29.41 27.67 98.91 

匡亚明学院 89 10.12 56.18 32.58 98.88 

工程管理学院 139 27.34 39.57 31.65 98.56 

历史学院 65 33.85 49.23 15.38 98.46 

法学院 115 43.48 36.52 18.26 98.26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09 25.69 51.38 21.10 98.17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8 35.19 55.56 7.40 98.15 

生命科学学院 106 7.55 53.77 36.79 98.11 

信息管理学院 99 50.51 31.31 16.16 97.98 

物理学院 222 16.67 50.00 31.08 97.75 

化学化工学院 177 16.95 48.02 32.77 97.74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43 13.95 58.14 25.58 97.67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14 34.12 50.93 12.15 97.20 

数学系 131 20.62 44.27 32.06 96.95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52 26.32 50.66 19.07 96.05 

海外教育学院 25 20.00 36.00 40.00 96.00 

合  计 3583 35.30 40.92 22.38 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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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南京大学 2015 届硕士毕业生分院系就业率一览表（%） 

院  系 总人数 签约率 升学率 出国率 就业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52 86.18 12.50 1.32 100.00 

工程管理学院 127 89.76 4.72 5.52 100.00 

物理学院 115 45.21 49.57 5.22 100.00 

软件学院 114 96.49 3.51 0.00 100.00 

历史学院 99 85.86 12.12 2.02 100.00 

哲学系 49 57.14 40.82 2.04 100.00 

大气科学学院 38 60.53 34.21 5.26 100.00 

教育研究院 26 96.15 0.00 3.85 100.00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24 91.67 0.00 8.33 100.00 

模式动物研究所 16 0.00 100.00 0.00 100.00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3 7.69 84.62 7.69 10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100.00 0.00 0.00 100.00 

艺术研究院 5 100.00 0.00 0.00 100.00 

商学院 637 96.54 2.20 1.10 99.84 

法学院 206 96.12 2.43 0.96 99.51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5 84.83 13.10 1.38 99.31 

政府管理学院 142 97.18 1.42 0.70 99.30 

外国语学院 128 89.06 3.91 6.25 99.22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01 80.20 10.89 7.92 99.01 

信息管理学院 99 93.94 3.03 2.02 98.99 

新闻传播学院 85 94.11 1.18 3.53 98.82 

社会学院 82 90.24 3.66 4.88 98.78 

数学系 72 86.11 8.33 4.17 98.61 

化学化工学院 143 62.94 26.57 9.09 98.6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24 73.39 22.58 2.42 98.3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9 88.41 0.00 8.69 97.10 

医学院 170 83.53 12.94 0.59 97.06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63 68.25 19.05 9.53 96.83 

环境学院 118 75.42 18.64 2.55 96.61 

文学院 141 79.43 14.18 2.84 96.45 

生命科学学院 142 60.56 28.87 5.64 95.07 

海外教育学院 30 76.67 0.00 13.33 90.00 

美术研究院 19 63.16 5.26 0.00 68.42 

体育研究所 3 66.67 0.00 0.00 66.67 

合  计 3508 83.69 11.72 3.19 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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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南京大学 2015 届博士毕业生分院系就业率一览表（%） 

院  系 总人数 签约率 升学率 出国率 就业率 

医学院 79 98.73 0.00 1.27 100.00 

商学院 53 96.23 3.77 0.00 100.00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6 63.89 33.33 2.78 100.00 

历史学院 35 94.29 5.71 0.00 100.00 

教育研究院 29 82.76 3.45 13.79 100.00 

法学院 27 100.00 0.00 0.00 100.00 

文学院 26 88.46 11.54 0.00 100.00 

模式动物研究所 22 90.90 4.55 4.55 100.00 

政府管理学院 20 90.00 10.00 0.00 100.00 

哲学系 19 78.95 21.05 0.00 100.00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7 82.36 11.76 5.88 100.00 

数学系 15 66.67 33.33 0.00 100.00 

信息管理学院 15 93.33 6.67 0.00 10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3 84.62 7.69 7.69 100.00 

大气科学学院 11 72.73 27.27 0.00 100.00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9 33.33 66.67 0.00 100.00 

社会学院 6 100.00 0.00 0.00 100.00 

工程管理学院 5 80.00 20.00 0.00 100.00 

艺术研究院 4 100.00 0.00 0.00 100.00 

软件学院 2 100.00 0.00 0.00 100.00 

化学化工学院 106 67.92 16.98 13.21 98.11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33 66.67 24.24 6.06 96.97 

物理学院 75 74.67 12.00 9.33 96.00 

生命科学学院 43 62.79 27.91 4.65 95.35 

外国语学院 10 80.00 10.00 0.00 90.00 

环境学院 15 40.00 46.67 0.00 86.67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2 41.67 16.66 25.00 83.3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0.00 50.00 0.00 50.00 

合  计 739 79.03 14.07 5.01 98.11 

 

3.分专业情况 

南京大学 2015 届各专业就业情况为：333 个专业就业率为 100%（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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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3%），10 个专业就业率在 98%和 100%之间（占比 2.48%），26 个专业就业

率在 95%和 98%之间（占比 6.44%），13 个专业就业率在 90%和 95%之间（占

比 3.21%），13 个专业就业率在 80%和 90%之间（占比 3.21%）,9 个专业就业率

在 50%和 80%之间（占比 2.23%）。 

就业率在 50%和 80%之间的 9 个专业中硕士专业有 4 个，分别为人类学、

美术硕士、体育教育训练和美术学，就业率依次为 75.00%(3/4)、72.73%(8/11)、

66.67%(2/3)和 62.50%(5/8)；博士专业有 5 个，分别为英语语言文学、环境材料工

程、生物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就业率依次为 75.00%(3/4)、

66.67%(2/3)、66.67%(4/6)、60.00%(3/5)和 50.00%(1/2)。这 9 个专业因为毕业生人

数很少，个别人未就业对该专业就业率的影响较大。 

表 6-6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本、硕、博）分专业就业率情况 

就业率 专业数 百分比 本科 百分比 硕士 百分比 博士 百分比

就业率=100 333 82.43 69 71.88 175 83.33 89 90.82 

98≤就业率＜100 10 2.48 8 8.33 1 0.48 1 1.02 

95≤就业率＜98 26 6.44 12 12.50 12 5.71 2 2.04 

90≤就业率＜95 13 3.21 3 3.13 10 4.76 0 0.00 

80≤就业率＜90 13 3.21 4 4.16 8 3.81 1 1.02 

50≤就业率＜80 9 2.23 0 0.00 4 1.91 5 5.10 

合  计 404 100.0 96 100.0 210 100.0 98 100.0 

 

二、就业去向 

（一）就业地区分布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有 4176 人，占 87.8%；在中部地

区就业的有 297 人，占 6.3%；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有 281 人，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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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从学历层次来看，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在东部地

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85.0%、89.5%、88.1%，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5.2%、

6.3%、8.1%，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9.8%、4.2%、3.8%。 
 

 

图 6-2  南京大学 2015 届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二）就业省份分布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在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北京市就业

的最多，分别达到 2702 人（56.8%）、544 人（11.4%）、278 人（5.8%）、245

人（5.1%）和 174 人（3.7%）。参加调研的毕业生就业最多的五个省份与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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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省份分布 

就业省份 
毕业生总体 参加调研的毕业生 

人数 百分比 排序 人数 百分比 排序 

江  苏 2702 56.8 1 505 45.5 1 

上  海 544 11.4 2 184 16.6 2 

浙  江 278 5.8 3 90 8.1 3 

广  东 245 5.1 4 89 8.0 4 

北  京 174 3.7 5 52 4.7 5 

山  东 122 2.6 6 34 3.1 6 

安  徽 85 1.8 7 21 1.9 7 

河  南 61 1.3 8 11 1.0 10 

四  川 56 1.2 9 16 1.4 8 

湖  北 51 1.1 10 10 0.9 12 

新  疆 48 1.0 11 7 0.6 16 

湖  南 37 0.8 12 8 0.7 15 

陕   西 34 0.7 13 12 1.1 9 

福  建 34 0.7 13 9 0.8 13 

重  庆 30 0.6 15 0 0.0 28 

广  西 29 0.6 15 7 0.6 16 

天  津 28 0.6 15 9 0.8 13 

江  西 26 0.5 18 4 0.4 21 

贵  州 24 0.5 18 11 1.0 10 

河  北 22 0.5 18 3 0.3 24 

山  西 19 0.4 21 5 0.5 18 

西  藏 19 0.4 21 3 0.3 24 

辽  宁 18 0.4 21 5 0.5 18 

黑龙江 15 0.3 24 0 0.0 28 

云  南 13 0.3 24 5 0.5 18 

甘  肃 11 0.2 26 0 0.0 28 

内蒙古 10 0.2 26 4 0.4 21 

海  南 9 0.2 26 4 0.4 21 

宁  夏 4 0.1 29 2 0.2 26 

青  海 3 0.1 29 1 0.1 27 

吉  林 3 0.1 29 0 0.0 28 

合  计 4754 100.0  11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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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省份分布可知，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去江

苏省（51.5%）、广东省（9.6%）、上海市（9.2%）、浙江省（5.8%）和北京市

（3.2%）就业的最多；硕士毕业生中去江苏省（66.1%）、浙江省（6.5%）、上

海市（5.5%）、广东省（4.0%）和山东省（3.0%）就业的最多。博士毕业生中

去江苏省（76.6%）、浙江省（2.8%）、山东省（2.6%）、河南省（2.1%）、安

徽省（1.9%）和湖北省（1.9%）就业的最多。 

表 6-8  南京大学不同学历的 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省份分布（%） 

就业省份 
毕业生总体分布 参加调研的毕业生分布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江  苏 51.5 66.1 76.6 39.7 47.7 51.3 

广  东 9.6 4.0 1.6 13.8 5.7 4.0 

上  海 9.2 5.5 1.4 21.0 15.7 5.9 

浙  江 5.8 6.5 2.8 7.2 9.1 3.0 

北  京 3.2 2.4 0.7 5.7 4.2 4.0 

新  疆 2.7 0.3 0.9 1.2 0.2 2.0 

山  东 1.6 3.0 2.6 1.2 3.5 5.9 

西  藏 1.5 0.0 0.0 0.9 0.0 0.0 

四  川 1.3 1.1 1.2 1.2 1.6 1.0 

福  建 1.1 0.6 0.3 0.6 1.0 0.0 

安  徽 1.0 2.1 1.9 0.6 1.9 5.9 

重  庆 0.9 0.6 0.3 0.3 0.4 1.0 

广  西 0.9 0.4 1.0 0.3 0.4 3.0 

贵  州 0.8 0.4 0.3 1.5 0.7 1.0 

黑龙江 0.8 0.2 0.0 0.0 0.0 0.0 

湖  南 0.7 0.9 0.3 0.3 1.0 0.0 

天  津 0.7 0.6 0.3 0.9 0.9 0.0 

江  西 0.7 0.3 1.2 0.0 0.4 1.0 

海  南 0.7 0.0 0.0 0.9 0.2 0.0 

河  南 0.6 1.4 2.1 0.6 1.3 0.0 

陕  西 0.6 0.8 0.5 0.6 1.2 2.0 

辽  宁 0.6 0.3 0.5 0.0 0.3 3.0 

山  西 0.6 0.2 0.7 0.3 0.4 0.0 

云  南 0.6 0.2 0.0 0.3 0.6 0.0 

湖  北 0.5 1.2 1.9 0.0 0.7 5.0 

河  北 0.4 0.4 0.7 0.0 0.3 1.0 

甘  肃 0.4 0.2 0.2 0.0 0.0 0.0 

内蒙古 0.4 0.2 0.0 0.3 0.4 0.0 

宁  夏 0.2 0.1 0.0 0.3 0.2 0.0 

吉  林 0.2 0.0 0.0 0.0 0.0 0.0 

青  海 0.2 0.0 0.0 0.3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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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城市类型分布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的比例为 72.3%；在地级

市就业的比例为 25.7%；在县级市或以下地区就业的比例为 2.0%。 

分学历层次来看，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的比例分

别为 56.6%、76.6%、84.1%。学历层次越高，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的比例越高。 
 

 

图 6-3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的就业城市类型分布（%） 

（四）就业十大城市 

图 6-4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最集中的十大城市（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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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行业分布 

从就业行业分布来看，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教育，金融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就业的分别达

到 903 人（18.99%）、771 人（16.22%）、766 人（16.11%）、490 人（10.31%）。 

表 6-9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就业行业 
毕业生总体 参加调研的毕业生 

人  数 百分比 人  数 百分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03 18.99 242 21.53 

教育 771 16.22 140 12.45 

金融业 766 16.11 174 15.4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90 10.31 84 7.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71 7.80 118 10.50 

制造业 309 6.50 62 5.51 

卫生和社会工作 241 5.07 58 5.1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05 4.31 37 3.2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5 2.84 14 1.2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81 1.71 11 0.9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1 1.71 18 1.60 

房地产业 78 1.64 21 1.8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3 1.54 14 1.25 

建筑业 72 1.51 29 2.58 

批发和零售业 53 1.11 13 1.16 

军队 44 0.93 0 0.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0 0.84 3 0.27 

农、林、牧、渔业 13 0.27 7 0.62 

采矿业 11 0.23 4 0.36 

住宿和餐饮业 10 0.21 3 0.27 

其他 5 0.11 72 6.41 

国际组织 2 0.04 0 0.00 

合  计 4754 100.00 1124 100.00 

 

从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就业行业分布来看，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

前三的行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9.7%），金融业（15.8%），

教育（9.1%）；硕士毕业生就业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19.1%），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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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9%）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2.3%）；

博士毕业生就业前三的行业分别为教育（61.7%），卫生和社会工作（13.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9.8%）。 

表 6-10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分学历就业行业分布（%） 

就业行业 
毕业生总体分布 参加调研的毕业生分布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9.7 17.9 1.8 31.4 19.3 4.0 

金融业 15.8 19.1 2.1 16.5 17.0 2.0 

教育 9.1 10.2 61.7 4.5 12.3 39.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0 12.3 3.3 8.7 8.0 0.0 

制造业 5.9 7.4 2.9 6.0 5.7 3.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6 4.3 1.7 3.6 3.6 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3 8.5 9.8 6.9 9.7 27.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1 2.3 0.7 2.1 1.0 0.0 

军队 2.8 0.3 0.0 0.0 0.0 0.0 

房地产业 2.7 1.5 0.0 2.7 1.7 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 1.8 0.0 2.4 0.9 0.0 

批发和零售业 1.7 1.1 0.0 2.1 0.9 0.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2 0.8 0.3 0.0 0.4 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 2.1 0.7 0.3 2.5 0.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 2.1 1.0 0.3 1.5 0.0 

建筑业 1.0 2.0 0.0 3.6 2.5 0.0 

农、林、牧、渔业 0.3 0.3 0.2 0.3 0.7 1.0 

住宿和餐饮业 0.3 0.2 0.0 0.6 0.2 0.0 

其他 0.3 0.0 0.0 7.2 6.4 3.0 

卫生和社会工作 0.2 5.4 13.8 0.0 5.5 19.8 

采矿业 0.1 0.3 0.0 0.8 0.2 0.0 

国际组织 0.0 0.1 0.0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六）入职单位性质 

从毕业生入职单位性质分布来看，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前三类单位

分别为民营企业 1964 人（41.3%）、国有企业 824 人（17.4%）和三资企业 501

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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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入职单位性质分布 

单位性质 
毕业生总体  参加调研的毕业生 

人  数 百分比 人  数 百分比 

民营企业 1964 41.3  345 30.7 

国有企业 824 17.4  245 21.7 

三资企业 501 10.5  150 13.4 

高等教育单位 495 10.4  108 9.6 

其他事业单位 276 5.8  71 6.3 

机关 223 4.7  100 8.9 

医疗卫生单位 204 4.3  48 4.3 

科研设计单位 122 2.6  38 3.4 

中初教育单位 84 1.8  17 1.5 

部队 54 1.1  2 0.2 

自主创业 5 0.1  0 0.0 

城镇社区 2 0.0  0 0.0 

合  计 4754 100.0  1124 100.0 
 

从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来看，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前三类单位分别为民营企业（51.9%）、国有企业（16.3%）、三资企业（15.8%）；

硕士毕业生就业前三类单位分别为民营企业（42.6%）、国有企业（20.5%）、三

资企业（9.8%）；博士毕业生就业前三类单位分别为高等教育单位（57.2%）、

民营企业（12.1%）和医疗卫生单位（11.9%）。 
 

表 6-12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分学历入职单位性质分布（%） 

单位性质 
毕业生总体 参加调研的毕业生 

本科 硕士 博士 本科 硕士 博士 

民营企业 51.9 42.6 12.1 48.1 25.6 6.9 

国有企业 16.3 20.5 3.8 19.5 25.5 4.0 

三资企业 15.8 9.8 2.8 15.9 13.8 2.0 

机关 5.3 5.3 0.5 10.5 9.3 1.0 

其他事业单位 5.2 6.2 5.0 3.6 7.7 5.9 

部队 2.9 0.6 0.2 0.0 0.0 2.0 

科研设计单位 0.8 2.7 5.7 2.1 3.1 9.9 

高等教育单位 0.7 5.3 57.2 0.3 8.0 51.5 

中初教育单位 0.7 2.5 0.5 0.0 2.5 0.0 

城镇社区 0.2 0.0 0.0 0.0 0.0 0.0 

医疗卫生单位 0.1 4.4 11.9 0.0 4.5 16.8 

自主创业 0.1 0.1 0.3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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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质量 

（一）名校深造和名企入职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中，去 QS 世界大学排名（2015）前 50 名高校（不

含大陆高校）深造的人数为 324 人，占所有出国出境毕业生的 34.07%；去《财

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2015）上榜企业中就业的人数为 519 人；去以 BAT 为

代表的知名 IT、互联网企业人数为 419 人，比去年增长 40.13%。 

（二）对口就业 

调研数据显示，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中，认为所从事的工作同其专业对

口（包括非常对口和基本对口）的比例为 67.6%，其中博士毕业生为 92.1%，硕

士毕业生为 70.1%，本科毕业生为 55.2%。学历层次越高，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学

用结合”的比例越高。 

表 6-13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从事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 

对口就业情况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非常对口 20.1 23.8 55.4 25.5 

基本对口 35.1 46.3 36.7 42.1 

有一些关联 21.6 21.2 5.9 19.9 

毫不相关 23.2 8.7 2.0 12.5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三）教育适度 

通过比较毕业生的实际学历水平同其工作岗位要求的学历水平考察他们在

从事的工作中是否存在过度教育。如果实际学历高于工作岗位要求的学历水平，

则为“教育过度”；如果二者相同，则为“教育适度”；如果实际学历水平低于

工作岗位要求的学历水平，则为“教育不足”。 

调研数据显示，对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而言，“教育适度”总体比例为

60.1%，其中博士毕业生为 80.2%，硕士毕业生为 47.5%，本科毕业生为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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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中，“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并存，其中硕士毕业生

的“教育过度”情况尤为明显。 

表 6-14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从事工作与学历层次匹配度（%） 

教育适度情况评价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教育适度 79.9 47.5 80.2 60.1 

教育不足 7.5 0.6 0.0 2.6 

教育过度 12.6 51.9 19.8 37.3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四）薪酬水平 

调研数据显示，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薪酬均值为 9.80 万元/年，中位数为

9.00 万元/年。总体而言，研究生的薪酬水平高于本科毕业生。 

表 6-15 南京大学 2015 届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薪酬水平（万元/年） 

学历层次 均值 1/4 分位数 中位数 3/4 分位数 样本量 

本科 9.23 6.00 9.00 10.80 314 

硕士 10.09 7.00 9.65 12.00 664 

博士 9.67 7.00 8.00 11.00 95 

合  计 9.80 7.00 9.00 12.00 1073 

 

 

 

图 6-5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年薪分布图 

注：横坐标为薪酬水平（元/年），纵坐标为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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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薪酬水平分学历和院系分析（均值，万元/年） 

院系 
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软件学院 13.22 17.59 — 15.03 13.00 19.00 — 16.00 24 17 — 41

匡亚明学院 15.00 — — 15.00 15.00 — — 1.00 1 — —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1.20 16.87 13.33 14.72 11.00 18.00 10.00 14.30 30 51 3 84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 12.67 — 12.67 — 10.00 — 10.00 — 6 — 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1.45 12.87 10.00 12.54 10.00 13.00 10.00 12.00 11 51 2 6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67 12.08 — 11.55 10.00 12.00 — 10.00 12 20 — 32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 
10.31 12.00 11.00 10.56 10.00 12.00 11.00 10.00 13 2 1 16

物理学院 9.31 11.58 8.67 10.21 10.00 10.50 8.00 10.00 8 12 6 26

工程管理学院 7.90 12.23 — 10.17 8.50 10.50 — 10.00 10 11 — 21

商学院 8.60 10.97 12.50 10.12 8.00 10.00 12.50 10.00 42 70 2 114

数学系 9.21 10.65 7.00 9.97 9.50 10.00 7.00 10.00 14 20 1 35

化学化工学院 8.38 8.89 11.47 9.54 6.50 8.00 10.00 8.00 8 30 15 53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9.65 7.67 10.00 9.16 9.00 8.00 10.00 9.50 13 6 3 22

法学院 6.70 9.50 12.00 9.01 6.00 9.00 10.00 8.00 14 41 4 59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6.36 11.37 8.00 8.94 6.50 10.00 8.00 8.00 10 11 1 22

新闻传播学院 9.63 8.41 — 8.81 8.00 8.00 — 8.00 8 16 — 24

生命科学学院 8.00 8.56 9.13 8.63 8.00 8.00 8.00 8.00 1 43 8 52

社会学院 8.50 8.44 9.00 8.47 7.50 7.50 9.00 7.50 5 38 2 45

信息管理学院院 8.00 8.86 8.00 8.43 7.00 8.00 8.00 7.50 10 11 1 22

医学院 — 7.22 9.69 8.30 — 8.00 10.00 8.00 — 27 21 48

政府管理学院 8.46 8.16 5.50 8.21 8.00 6.00 5.50 7.00 28 25 2 55

模式动物研究所 — — 8.00 8.00 — — 8.00 8.00 — — 1 1 

大气科学学院 7.25 7.55 9.20 7.90 7.00 8.00 10.00 8.00 12 11 9 32

哲学系（宗教学系） 8.50 7.58 7.50 7.75 8.50 6.00 7.50 7.00 2 6 2 10

环境学院 8.20 7.68 7.00 7.73 7.00 7.00 7.00 7.00 5 37 1 43

外国语学院 8.50 7.24 — 7.61 6.50 7.00 — 7.00 8 19 — 27

文学院 7.93 7.41 7.43 7.59 8.00 7.00 6.00 7.00 15 22 7 44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5.53 8.00 9.00 7.37 3.60 8.00 9.00 8.00 3 1 3 7 

历史学院 7.50 7.25 — 7.27 7.50 7.00 — 7.00 2 27 — 29

教育研究院 — 7.18 — 7.18 — 7.25 — 7.25 — 14 — 14

海外教育学院 8.20 6.59 — 6.95 8.00 7.00 — 7.00 5 17 —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 6.00 — 6.00 — 6.00 — 6.00 — 1 — 1 

艺术研究院 — 4.00 — 4.00 — 4.00 — 4.00 — 1 — 1 

合  计 9.23 10.09 9.67 9.80 9.00 9.65 8.00 9.00 314 664 95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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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和就业单位对毕业生年薪影响的 OLS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

别、民族、家庭背景等变量以后，（1）在同一行业中，毕业生的成绩排名越高，

年薪越高，统计检验显著，成绩排名每提升一个等级，年薪增加 4%；（2）在同

一行业中，学历层次越高，年薪越高，且统计检验差异显著，硕士毕业生比本科

毕业生的年薪高 9%，博士毕业生比本科毕业生的年薪高 17%；（3）就业单位

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毕业生年薪分别比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低 13%、

25%，且统计检验差异显著；（4）在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比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就业的毕业生年薪显著高 30%。 

表 6-17  教育背景和就业单位对毕业生年薪的影响（OLS 回归）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值 

性别（1=男，0=女） 0.17 0.02 0.00

民族（1=汉族，0=少数民族） -0.06 0.05 0.20

父母收入水平（定序变量）1 0.07 0.01 0.00

成绩排名（定序变量）2 0.04 0.01 0.00

     

学历层次（本科为参照组）    

硕士 0.09 0.03 0.00

博士 0.17 0.05 0.00

     

就业单位所在地区（东部地区为参照组）    

中部地区 -0.13 0.05 0.01

西部地区 -0.25 0.05 0.00

     

就业单位性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为参照组）    

企业 0.30 0.03 0.00

其他 0.20 0.06 0.00

     

常数项 1.75 0.08 0.00

注：因变量——年薪（万元）的对数，1063 个样本 

                                                              
1 父母收入水平分为 5 个等级，收入越高，赋值越大：“低收入水平”为 1；“较低收入水平”为 2，“平

均收入水平”为 3，“较高收入水平”为 4，“高收入水平”为 5 
2 成绩排名分为 5 个等级，成绩越好，赋值越大：“后 25%”为 1，“50%-75％”为 2，“25％-50%”为

3，“前 10-25％”为 4，“前 10％”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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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满意度调研 

（一）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调研 

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就业满意（非常满意、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为

91.3%。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 89.8%、91.9%、93.1%。

总体来说，学历层次越高，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越高。 

表 6-18  南京大学 2014 届和 2015 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2015 届毕业生 2014 届毕业生 

满意度水平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体 

非常满意 12.6 11.3 14.9 12.0 8.7 10.1 12.2 9.9 

满意 45.2 55.1 54.5 52.0 49.3 53.9 58.3 53.0 

基本满意 32.0 25.5 23.7 27.3 36.1 30.7 28.2 32.0 

不满意 10.2 8.1 6.9 8.7 5.9 5.3 1.3 5.1 

 

（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研 

调研数据显示，85 家用人单位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直辖市），其中江苏省

38 家，所占比重最大（44.7%），其次是上海市，有 13 家用人单位参与调研（15.3%），

浙江省有 9 家用人单位参与问卷调研（10.6%）。今年在南京大学招聘毕业生数

与去年相比，有 35 家单位有所增加（41.2%），基本持平的有 41 家（48.2%），

另有 9 家招聘人数有所减少（10.6%）。与近 3 年内所招聘的其他学校毕业生相

比，用人单位认为南京大学毕业生“很好”和 “较好”的比例为 98.8%。用人单位对

南京大学毕业生评价最高的三个方面是“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77.6%）、“学习

能力”（54.1%）、“解决问题的能力”（41.2%）。这与用人单位的访谈反馈信息

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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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毕业生细分群体分析 

一、部分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就业状况分析 

是否获得奖学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因而奖学金

获得者的就业状况能够体现学业成绩等因素对就业结果的影响。本部分基于南京

大学 2015 届毕业生调研中涉及的 223 名单次获得 5000 元及以上奖学金的本科毕

业生样本进行分析。 

（一）就业概况 

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在毕业后，国内就业的有 31 人（13.9%），

国内升学的有 147 人（65.9%），出国留学的有 45 人（20.2%）。与本科毕业生

调研总体相比，该类毕业生出国留学和国内升学的比例较高。 

 

 

图 7-1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就业概况（%） 

（二）就业去向 

本科毕业生中奖学金获得者（部分）以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为主

（70.1%），该比例略高于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的相应比例（69.5%）；该类毕业

生在地级市就业的比例（13.3%）低于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的相应比例（22.5%）；

该类毕业生在县级市及以下就业的比例（16.6%）高于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的相

应比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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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就业地点分布(%) 

就业地点 本科毕业生获奖者 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 

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70.1 69.5 

地级市 13.3 22.5 

县级市或县城 13.3 5.7 

乡镇及以下 3.3 2.3 

合  计 100.0 100.0 

 

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就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20.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16.7%），公共管理

与社会组织（10.0%）和制造业（10.0%）；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的就业行业主要

集中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1.4%），金融业（16.5%），公共管理

与社会组织（8.7%）和其他行业（7.1%）。 

表 7-2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的就业行业分布（%） 

就业行业 本科毕业生获奖者 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  20.1 31.4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 16.7 6.9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10.0 8.7 

制造业 10.0 6.0 

采矿业 6.7 0.9 

金融业 6.7 16.5 

批发零售 6.7 2.1 

其他 3.3 7.1 

教育 3.3 4.5 

建筑业 3.3 3.6 

文化体育娱乐 3.3 3.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3.3 2.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3 2.1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3.3 0.3 

房地产 0.0 2.7 

住宿餐饮 0.0 0.6 

农林牧渔 0.0 0.3 

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 0.3 

合  计 100.0 100.0 



 

50 

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的工作单位类型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民营

企业（43.3%）、国有企业（16.7%）和国家机关（13.3%）。 

表 7-3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的工作单位类型分布（%） 

工作单位类型 本科毕业生获奖者 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 

民营企业    43.3  43.4  

国有企业    16.7  19.5  

国家机关    13.3  10.5  

三资企业   10.0  15.9  

其他事业单位   10.0  3.6  

其他    6.7  4.2  

科研单位 0.0  2.1  

不属于任何单位 0.0  0.6  

高等教育单位     0.0  0.2  

合  计 100.0  100.0  

注：“不属于任何单位”在问卷中的表述为“不属于任何单位（如自由撰稿人、自主创业者等）”。 

（三）对口就业与就业满意度 

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非常对口

和基本对口）的比例为 50.0%，低于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的相应比例（55.2%）。 

图 7-2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专业对口对比情况（%） 

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对工作满意的比例为 100.0%，高于毕业

生调研总体的相应比例（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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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就业满意度对比情况（%） 

（四）薪酬水平 

本科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的平均年薪（9.35 万元/年）与本科毕业

生调研总体的平均年薪（9.23 万元/年）无明显差异。 

表 7-4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的年薪分布（万元/年） 

  均值 1/4 位数 中位数 3/4 分位数 样本量 

本科毕业生调研总体 9.23 6.00 9.00 10.80 314 

本科毕业生获奖者 9.35 6.00 8.00 11.00 27 

 

 

图 7-4  南京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年薪分布 

注：横坐标为薪酬水平（元/年），纵坐标为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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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研究生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就业状况分析 

本部分基于南京大学 2015 届毕业生调研中涉及的 122 名单次获得 5000 元及

以上奖学金的研究生毕业生样本进行分析。 

（一）就业概况 

研究生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毕业后，在国内就业的有 107 人（87.8%），

选择国内升学的有 7 人（5.7%），出国留学的有 7 人（5.7%）。与研究生毕业生

调研总体相比，该类毕业生就业的比例略低。 

 

 

图 7-5  南京大学 2015 届研究生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就业对比情况（%） 

（二）就业去向 

研究生毕业生中奖学金获得者（部分）以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为主

（77.4%），在地级市就业的比例（18.9%），在县级市或县城就业的比例（1.9%）。

与研究生毕业生调研总体差异不大。 

表 7-5 南京大学 2015 届研究生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就业地点分布(%) 

就业地点 研究生毕业生获奖者 研究生毕业生调研总体 

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77.4 73.3 

地级市 18.9 21.1 

县级市或县城 1.9 4.2 

乡镇及以下 1.8 1.4 

合  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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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生奖学金获得者（部分）就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教育（25.5%），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17.9%），金融业（14.2%），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13.2%）。 

表 7-6 南京大学 2015 届研究生毕业生中获奖者（部分）的就业行业分布（%） 

就业行业 研究生部分获奖者 研究生毕业生调研总体 

教育 25.5 15.8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 17.9 12.0 

金融业 14.2 15.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 13.2 17.3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5.7 7.0 

其他 5.7 6.0 

制造业 4.8 5.3 

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8 1.3 

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 2.8 7.3 

建筑业 2.8 2.2 

文化体育娱乐 0.9 3.2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0.9 2.2 

房地产 0.9 1.5 

农林牧渔 0.9 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 0.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0.0 0.8 

批发零售 0.0 0.8 

居民服务 0.0 0.4 

采矿业 0.0 0.1 

住宿餐饮 0.0 0.1 

合  计 100.0 100.0 

 

研究生毕业生中奖学金获得者（部分）的工作单位类型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

高等教育单位（31.2%）、国有企业（17.0%）和三资企业（14.2%）。研究生毕

业生中奖学金获得者去高等教育单位的比例明显高于调研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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