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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求职成本、简历投递和企业录用函 

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在获得第一份企业录用函时平均投递的简历（网申）数量为 16.62 份, 最

终签约时平均每人获得 3.24 份企业录用函，平均求职成本为 1013.76 元。 

 

 

 

 

 

 

 

 

图12：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求职成本、简历投递（网申）和企业录用函数量（单位：份/元） 
 

（1）2014届和 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签约时获得企业录用函与求职成本比较 

与 2014 届相比，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平均每人获得的企业录用函数量要多 0.25 份，平均

求职成本要多出 269.63 元，经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签约时平均

每人获得的企业录用函（平均数=3.24，标准差=2.71）显著高于 2014 届（平均数=2.99，标准差

=2.25），t(2665)=-2.66,p=0.00<0.05；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求职成本（平均数=1013.76，

标 准 差 =1260.54 ） 显 著 高 于 2014 届 （ 平 均 数 =750.31 ， 标 准 差 =969.14 ） ，

t(2303)=-5.71,p=0.00<0.05。 
 

表33：2014届和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获得企业录用函和求职成本的差异比较（单位：人/份/元） 

检验变量 分组变量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t 值/p 

签约时获得的

企业录用函 

2014 届 1305 2.99 2.25 
-2.66*/0.00 

2015 届 1398 3.24 2.71 

求职成本 
2014 届 1100 750.31 969.14 

-5.71*/0.00 

2015 届 1247 1013.76 1260.54 

*P<0.05 

（2）男性和女性签约企业毕业生获得第一份企业录用函前投递简历（网申）数量比较 

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2015届女性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录用函时平均投递的简历（网

申）数量（平均数=20.00，标准差=25.60）显著高于男性毕业生（平均数=14.22，标准差=19.80），

t(1006.82)=-4.45,p=0.00<0.05 

（3）有学生干部经历和无学生干部经历、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毕业生签约时获得企业录用函

数量比较 

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2015届中共党员毕业生签约时获得企业录用函数量（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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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标准差=3.44）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毕业生（平均数=2.97，标准差=2.19），t(673.67)=3.72, 

p=0.00<0.05；有学生干部经历毕业生签约时获得企业录用函数量（平均数=3.30，标准差=2.74）

显著高于无学生干部经历毕业生（平均数=2.71，标准差=2.30），t(1400)=3.30,p=0.00<0.05 
 

表34：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不同分组下简历投递数量和获得的企业录用函的差异比较 

（单位：人/份） 

检验变量 分组变量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t 值/p 

获得第一份企业录用函前

共投递的简历数量 

男性毕业生 765 14.22 19.80 
-4.45*/0.00 

女性毕业生 557 20.00 25.60 

签约时获得的企业录用函 
有学生干部经历毕业生 1122 3.30 2.74 

3.30*/0.00 

无学生干部经历毕业生 280 2.71 2.30 

签约时获得的企业录用函 
中共党员毕业生 473 3.62 3.44 

3.72*/0.00 

非中共党员毕业生 925 2.97 2.19 

*P<0.05 

4.5 就业市场供需分析 

4.5.1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及其提供的岗位数 

针对 2015 届毕业生，学校举办了春季和冬季 2 场大型供需见面会，3 场小型招聘会，3 场组团

招聘会，665 场专场招聘会（含学院专场招聘会），共计 1210 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 40608

个。与 2014 届相比，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数量和提供的岗位分别增长了 14.26%、5.26%，岗位供

需比由 8.70:1 提高到 9.40:1。 

表35：针对2014届和2015届毕业生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及其提供的岗位数量（单位：家/个/%） 

类型 
用人单位数量 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数量 

2014 届 2015 届 增减幅度 2014 届 2015 届 增减幅度 

专场招聘会 533 665 24.77 26850 30978 15.37 

冬季供需见面会 210 215 2.38 4850 4363 -10.04 

春季供需见面会 208 213 2.40 4328 3283 -24.15 

小型招聘会 88 51 -42.05 2050 1026 -49.95 

组团招聘会 20 66 230.00 500 958 91.60 

合计 1059 1210 14.26 38578 40608 5.26 

4.5.2 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结构和层次 

在学校有完整登记记录的 514 家用人单位中，有农科类企业 215 家（41.83%）、理工类企业

147 家（28.60%）、文管类企业 152 家（29.57%）。 

从用人单位的性质和层次来看，有民营企业 331 家（64.40%）、三资企业 119 家（23.15%）、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64 家（12.45%）；其中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企业 56 家（10.89%），

其他上市企业 112 家（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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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针对2015届毕业生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结构和层次比例分布（单位：%） 

4.6 未就业毕业生分析 

截止 2015 年 12 月 20 日， 2015 届 4298 名毕业生中有 4141 人就业，157 人未就业。157

名未就业毕业生中，准备考研的有 59 人（37.58%）、准备考公务员的有 39 人（24.84%）、正在

求职的有 31 人（19.75%）、正在单位实习的有 13 人（8.28%）、准备出国（境）留学的有 13 人

（8.28%）、准备创业的有 1 人 （0.64%），还有 1 人（0.64%）不打算就业。 

 

 

 

 

 

 

 

 

图14：2015届未就业毕业生未就业情况分布（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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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业发展趋势 

根据就业数据和调查统计结果梳理与分析，特别是结合近三届就业变化趋势、学校就业工作和

宏观政策背景来看，学校毕业生就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5.1 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上升 

2013-2015 届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上升，由 93.08%上升到 95.14%，累计上升 2.06 个百分点。

就业率构成数据表明，就业率持续上升主要由两个方面驱动所致：一是女性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上升，

累计上升 3.16 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显著高于总体就业率上升幅度，显示出近几年学校在重视和加大

女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帮扶措施的效果有所体现；二是法学、农学和管理学等三个学科门类毕业生（占

毕业生总数 51.27%）就业率持续上升，分别累计上升 5.23、2.82、1.36 个百分点，其中法学和农

学就业率上升幅度显著高于总体就业率。 

 

 

 

 

图 15-1：2013-2015届毕业生就业率（单位：%） 

 

 

 

 

 

 

 

图 15-2：2013-2015届各学科门类毕业生就业率（单位：%） 

5.2 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率持续上升 

2013-2015 届出国（境）留学率持续上升，由 2.48%上升到 3.86%，累计上升 1.38 个百分

点。 

 

 

 

 

 
图16：2013-2015届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率（单位：%） 

 

全校毕业生 男性毕业生 女性毕业生

2013届 93.08 94.73 91.33

2014届 93.20 93.92 92.52

2015届 95.14 95.82 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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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毕业生签约月薪持续增长 

2013-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签约月薪持续增长，分别为 3380.62 元、3697.68 元、4113.38

元，累计增长 21.67%，其中 2014-2015 届增长幅度（11.24%）超过 2013-2014 届（9.38%），

呈逐年递增趋势。 

 

 

 

 

图17：2013-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签约月薪（单位：元） 

从月薪分布区间来看，2013-2015 届毕业生月薪峰值已从 2501—3000 元区间移动到 3500—

4113 元区间。 

 

 

 

 

 

 

 

 

 

图18：2013-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签约月薪区间比例分布1（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毕业生签约月薪持续增长过程中，月薪位于 3000 元及以下的毕业生比例每

年以 10 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持续下降，由 2013 届的 50.79%下降到 2015 届的 31.47%；而月薪

高于 4113 元的毕业生比例每年以 10 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持续上升，由 13.53%上升到 33.26%。 

 

 

 

 

图19：2013-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签约月薪区间比例分布2（单位：%） 
 

5.4 毕业生就业地域、单位性质和行业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 

总体而言，2015 届签约企业毕业生就业去向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3000元及以下 3001—4113元 4113元以上

2013届 50.79 35.68 13.53

2014届 40.67 37.06 22.27

2015届 31.47 35.27 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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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到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持续上升，由 2013 届的 21.16%上升到 2015

届的 27.67%；与此同时，到中部市县及以下和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持续下降，由 25.05%下降到

22.48%，显示出一线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机会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在持续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国

有企业改革和重组的深入推进，到国有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持续下降，由 2013 届的 17.56%下降

到 2015 届的 13.95%；而到三资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由 10.56%持续上升到 14.07%。 

与此同时，在新兴产业和行业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背景下，选择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行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持续增长，由 2013 届的 10.08%上升到 2015 届的 13.88%，到

农林牧渔业就业的比例则由 12.39%持续下降到 7.25%。 

 

 

 

 

 

 

 

 

 

 

 

图20：2013-2015届签约企业毕业生持续上升或下降的类别比例分布（单位：%） 
 

5.5 来校招聘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及其提供的岗位数量持续上升 

近几年，学校不断加大就业市场开拓与走访投入和力度，建立了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学校与学

院分类开展的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及其提供的就业

岗位数量持续增加。针对 2013-2015 届毕业生，招聘单位数由 927 家上升到 1210 家，增长 30.53%，

岗位供给数由 35068 个上升到 40608 个，供需比由 8.00:1 提高到 9.40:1。 

 

 

 

 

图21：针对2013-2015届毕业生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及其提供的岗位数量和供需比（单位：家/个） 

 

 

 

招聘单位数量 招聘单位提供的岗位数量 岗位供需比

2013届 927 35068 8.00

2014届 1059 38578 8.70

2015届 1210 40608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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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为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估反馈机制，学校建立了从学生入学到毕业离校入职的全链条人

才培养跟踪调查评价体系，每年开展的问卷调查有：“新生状况滚动调查”、“大学生思想政治滚

动调查”、“本科毕业生滚动调查”、“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求职毕业生问卷调查”、“应

届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跟踪调查”（委托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针对 2014 届毕业生毕业一年

后开展的普查），同时学校每年针对有招录我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开展了“用人单位问卷调查”，

调查包括招生就业、管理服务、教育教学、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广泛收集来自在校生和毕

业生、用人单位和社会对学校人才培养、就业服务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改进学校各项工作。 

6.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现实工作表现满意度反馈 

华中农业大学 2015 年用人单位调查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在现实工作中的表现给予了

高度评价，对毕业生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评价高达 98.58%，具体评价如下： 

 

 

 

 

 

图22：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总体满意度（单位：%） 
 

表36：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现实工作表现满意度（单位：%） 

序号 评价内容 满意比例 

1 毕业生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 96.76 

2 毕业生团队合作能力、奉献意识和大局意识 94.05 

3 毕业生角色转变和对工作的适应能力，组织观念和工作纪律意识 92.43 

4 毕业生解决工作问题的能力 90.76 

5 毕业生独立开展工作和工作抗压能力 89.73 

6 毕业生在人际交流沟通和理解表达能力方面符合工作的期望与要求 89.19 

7 毕业生理论基础，实际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88.11 

 

6.2 第三方评价机构调查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针对 2014 届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对学校的总

体满意度、教学满意度、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工作能力满足度、核心知识满足度、学术能力满足

度、社团活动满足度、求职服务有效性等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6.2.1 总体满意度 

2014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3.00%，高出全国“211”高校 1.00 个百分点，其中很

满意的比例为 26.00%，满意的比例为 67.00%，不满意比例为 6.00%，很不满意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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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014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满意度（单位：%） 

6.2.2 教学满意度 

2014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87.00%，高出全国“211”高校 4.00 个百分点，其中很

满意的比例为 20.00%，满意的比例为 67.00%，不满意比例为 12.00%，很不满意比例为 1.00%。 

 

 

 

 

 

 

 

图24：2014届毕业生对学校教学的满意度（单位：%） 

6.2.3 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 

2014 届毕业生认为学校教学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67.00%），与全

国“211”高校持平，其次是“无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50.00%），再次是“课程内容不实用或

陈旧”（43.00%）。 

 

 

 

 

 

 

 

图25：2014届毕业生认为学校教学需要改进的地方（单位：%） 

6.2.4 工作能力满足度1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基于美国 SCANS 能力标准，将工作能力划分为六大类能力（理解与交流

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应用分析能力）、35 项具体工作能力。调

查结果显示，2014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所培养能力对工作岗位需要的满足度为 82.00%，与全国

                                                        
1 基本工作能力的满足度是指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满足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比，

100%为完全满足。满足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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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高校持平，其中在可测量的 24 项能力中（11 项具体工作能力因样本量过少无法测量），

有 23 项具体工作能力位于高等水平（71.00%—100.00%）。 

 

 

 

 

 

 

 

 

 

 

 

 

 

 

图26：2014届毕业生工作能力满足度（单位：%） 

6.2.5 核心知识满足度2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基于美国 SCANS 标准，将工作中所需核心知识划分为 28 项（包括从事对

应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迁移所需要的通识知识）。调查结果显示，2014 届毕业生毕业一年后

认为总体核心知识满足度为 80.00%，与全国“211”高校持平，其中有 17 项位于高等水平

（71.00%—100.00%）。 

 

 

 

 

 

 

 

 

 

图27：2014届毕业生掌握核心知识在工作岗位上的满足度（单位：%） 

6.2.6 学术能力满足度 

                                                        
2 核心知识的满足度是指毕业时掌握的核心知识水平满足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比，100%为完全满

足。满足度计算公式分子是毕业时掌握的核心知识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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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届读研毕业生的总体学术能力满足度为 77.00%，其中批判性思维、有效沟通、系统分析

满足度高于 80.00%，分别为 85.00%、81.00%、81.00%。 

 

 

 

 

 

 

 

 

 

 

图28：2014届读研毕业生对各项学术能力的满足度（单位：%） 

6.2.7 社团活动满意度3 

2014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参加公益类、文化艺术类和表演艺术类社团活动比例均高于全国

“211”高校水平，其中公益类社团活动高出全国“211”高校 4.00 个百分点。 

就社团活动的满意度而言，2014 届毕业生参加社交联谊类、公益类社团活动的满意度较高，分

别为 85.00%、84.00%。 

 

 

 

 

图29：2014届毕业生参加社团活动比例与全国“211”高校比较（单位：%） 

6.2.8 求职指导和服务有效性 

2014 届毕业生对在校期间接受求职指导和服务有效性评价较高，其中有效性高于 80.00%的有

简历辅导（87.00%）、面试辅导（87.00%）、求职策略辅导（85.00%）和学校发布招聘需求信息

（84.00%）。 

 

 

 

 

 

图30：2014届毕业生接受学校就业指导和服务的有效度（单位：%） 

                                                        
3 社团活动满意度是指毕业生选择了某类社团活动后，会被要求评价对该类社团活动是否满意。社团活动满意度=参

加过该类社团活动并表示满意的人数/参加过该类社团活动的人数。 

 

公益类 文化艺术类 表演艺术类

全国“211”高校 34.00 13.00 12.00

本校 38.00 16.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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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立就业与招生、专业调整、人才培养和经费拨款的联动机制 

近几年来，学校立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加强就业资源与教育教学资源和人才培养资源之

间的转化衔接，强化基于在校生、校友和用人单位滚动跟踪调查的校本研究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社

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研究，定期面向社会发布就业质量报告和教学质量报告，初步建立

了就业与招生、专业调整、人才培养和经费拨款的联动机制，对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推进有关

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6.3.1对招生的影响 

根据社会需要和毕业生就业状况，学校建立了就业与招生紧密联动机制，在构建基于考生家长、

新生入学、毕业生就业和用人单位需求的招生调研体系上，每年定期召开招生计划论证会，完善招

生计划编制机制。2015 年围绕社会需求在经济管理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和食品科技学院试点大类

招生，采取分段培养模式，前三学期实施基础平台课程学习和人文素质教育，后五学期分流相关专

业完成专业和个性化发展教育。 

6.3.2 对专业调整的影响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本科专业建设与发展“十二五”专题规划》，学校制定了《华中农业大学

本科专业设置及管理规定》，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围绕特色品牌专业和国家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积极推进以特色品牌专业为龙头、相关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群建设与发展。“十

二五”期间，深入推进国家级和省级专业建设项目 63 项。2015 年新增了种子科学与工程、行政管

理、环境生态工程等 3 个专业。 

6.3.3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围绕“人才培养质量一流”目标和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反馈，学校实施了一系列

人才培养改革：一是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选修课学分比例，在控制课程学时和学分基础上，

缩减课内学时，同时提高实践学分比例，强化集中实习，推进实验实习独立设课。二是围绕课程教

学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方式，立项建立“百门科研案例课”和“百门创业案例课”“双百”课程，建

设“百门精品实践课程”45 门和“校级-省级-国家级”三级视频课程 96 门，打造“课程中心+视

频中心+录播系统”一体化课程资源平台，入驻课程 350 余门。同时，学校将 2015 年定为“教学

方法改革年”， 积极推进研究性教学、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引进和立项校本慕课 14 项，

试行学生修读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三是围绕国家战略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立足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启动实施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和“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湖北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计划“，着眼于培养未来领袖人才实施了“本科生领导力培养计划”（LCP）。

四是围绕企业需要深入开展校企深度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开办了“扬翔班”、“海大班”、

“大北农班”、“万绿创业班”等校企联合培养班。 

6.3.4对经费拨款的影响 

学校根据就业状况和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反馈优化教育教学经费划拨机制。一方

面，完善本科教育优先投入和增长机制，确保新增项目优先安排，特别是在实践教育教学和创新创

业教育环节逐年加大经费投入。另一方面，围绕实现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持续加大学院就业经费

投入力度，根据毕业生人数和就业工作的情况，构建了生均划拨与就业工作绩效奖励并重的差异化

就业经费划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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