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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全面系统的校友情况调查对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轮

校友调研发现：1、我校离校 3-5 年校友职业基本特征为：研究生校友群体呈现出“大城市

就业比例高、对口行业聚集、体制内单位多、专业技术岗位为主”的特征，本科生校友群体

呈现出“大城市就业比例高、从业行业多元、企业就业集中、专业技术岗位为主”的特征。

2、研究生校友的平均薪酬高于本科生，并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薪酬差额逐渐扩大。绝大

多数校友有过一次以上的职业变动经历，并以提高收入、改善环境等为主要动因，更好地发

挥专业特长是研究生群体职业变动的另一重要动因。校友职业满意度与专业相关度呈现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3、校友对母校的整体满意度高，对于学科（专业）的就业前景的满意度较

其他方面评价较低。研究生校友认为以科研为核心的学术活动对职业发展影响最大，本科生

校友认为对职业发展影响最大的在校活动是以课程学习为核心的课内外学习及社团活动。 

关键词：校友、职业发展、职业变动、在校体验、评价 

     一直以来，我校立足解决国家和人民重大现实问题，着眼于引领和改善社会未来生活，

全方位、全链条地服务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各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今年 5月，值我校建校 110周年之际，为了全面系统收集校友在离校若干年后职业发展状态

及路径，以及校友对于学校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的评价情况，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受发展规划

处委托，在校友会、教务处、研究生院等单位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国农业大学 2010-2012

届校友职业发展状况问卷调查”工作。问卷面向我校离校 3-5年的本科及研究生校友发放，

分别从校友的职业发展状态、职业变动情况、职业发展评价及在校体验及满意度评价四个方

面收集校友反馈信息。调查共回收 1343 名校友的调查问卷（其中本科生校友 494 份，研究

生校友 849份）
1
。本期简报将以本次调查数据（样本情况见图 1）为基础，对我校 2010-2012

届校友职业发展状况、特点及其对学校的评价与反馈情况做简要分析。 

 

 

 

 

 

图 1 校友样本基本情况 

                                                             
1
 截至目前，调查共回收本科生校友问卷 519 份，研究生校友问卷 97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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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单位类型及就业层次特征 

    从就业区域来看，我校绝大多数校友的就业地点为城市，人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其中在京校友比例最高，占校友总数的 38.12%。校友在县城、镇区和

农村就业的人数比例总计不超过 10%，这与前期进行的我校本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调查

的统计数据具有一致性。 

 

本科生校友 研究生校友 

图 2 校友就业地分布情况 

从就业行业来看，研究生校友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农林牧渔行业领域，本科生校友就

业行业领域则呈现出多样化。从单位类型和工作岗位来看，研究生校友集中于事业单位和高

等教育机构的专业技术类岗位，本科生校友多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专业技术类岗位 

 

 

 

 

 

 

 

图 3 校友就业单位类型分布情况 

 

 

 

 

 

 

 

 

 

图 4 校友工作岗位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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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层级来看，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校友的最终获得学位越高，其

获得较高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数比例越高，而在公司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校友，职务层

级与最终获得的学历学位未呈现上述特征。 

 

 

 

 

 

 

 

 

 

图 5 校友离校 3-5 年职业层级分布情况（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图 6 校友离校 3-5 年职业层级分布情况（从事机关事业单位相关工作） 

 

 

 

 

 

 

 

 

 

 

 

 

图 7 校友离校 3-5 年职业层级分布情况（从事企业公司相关工作） 

从校友在校专业与就业行业关系来看，校友在校所学专业的学历层次与其就业行业有着

密切关系。研究发现，我校研究生校友就业集中于教育、农林牧渔和科学研究行业，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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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业科学、生命科学和农业工程相关的学校优势专业的校友其行业对口人数比例较高，而

本科生校就业相对多样，其中经管、信电、水院等本科生校友相对来说行业对口人数比例较

高。 

表 1校友所在行业人数比例分学院分布统计 

  研究生校友 本科生校友 

  >30%   >20%   >10% >30%   >20%   >10% 

教育行业 人发、生物、食品 
 

农学、经管、工学 
 

动医、资环、动科 
理学、信电、水院 

  
 

  
 

人发 

农林牧渔 动医、动科、农学 
 

资环 
 

工学、食品、生物 动医 
 

农学 
 

--- 

科学研究 理学 
 

资环、生物、动医 
食品、动科、农学  

人发、工学、水院 --- 
 

生物 
 

动医、资环、农学 

党政机关 --- 
 

--- 
 

经管、水院、人发 资环、农学 
 

人发、生物 
 

水院 

金融产业 --- 
 

经管 
 

信电 经管 
 

--- 
 

理学、人发 

建筑制造 --- 
 

--- 
 

工学、理学 --- 
 

水院 
 

--- 

医疗卫生 --- 
 

生物 
 

动医 --- 
 

--- 
 

理学、动医 

水利环境 --- 
 

水院 
 

--- --- 
 

水院 
 

资环 

能源供应 --- 
 

信电 
 

--- 信电 
 

--- 
 

--- 

信息技术 --- 
 

--- 
 

信电、工学 --- 
 

信电 
 

--- 

房地产业 --- 
 

--- 
 

---   
 

  
 

资环 

文化体育 --- 
 

--- 
 

人发 --- 
 

--- 
 

--- 

交通运输 --- 
 

--- 
 

--- --- 
 

--- 
 

--- 

批发零售 --- 
 

--- 
 

--- --- 
 

--- 
 

--- 

商业服务 --- 
 

--- 
 

--- --- 
 

--- 
 

--- 

餐饮住宿 --- 
 

--- 
 

--- --- 
 

--- 
 

--- 

居民服务 --- 
 

--- 
 

--- --- 
 

--- 
 

--- 

其他行业 ---   ---   食品、理学、水院 ---   ---   
理学、经管、人发 

生物 

薪酬是衡量就业和职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本调查分析中发现：博士生校友入职第一

年平均薪酬为 7.45 万元，硕士生校友平均薪酬为 6.58 万元，本科生校友平均薪酬为 6.17

万元，而离校 3-5年后博士生校友平均薪酬为 10.5 万元，硕士生校友平均薪酬为 11.47 万

元，本科生校友平均薪酬为 9.02万元。2014年薪酬与入职第一年平均薪酬的变化均值分别

为博士生校友 3.05万元，硕士生校友 4.89万元，本科生校友 2.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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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校友平均薪酬变化情况（单位：万元） 

二、职业发展情况 

在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下，人力资本积累与人才流动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各类体制外

的民营企业更为如此。本调查中，跳槽 1 次的校友数量超过调查总数的六成，说明在就业

3-5年的职场，跳槽较为普遍。 

 

图 9 校友职业变动次数统计 

从职业变动的原因来看，主要原因多集中在提高收入福利和变换工作生活环境等改善物

质条件方面，与本科生校友不同的，一定比例的研究生校友选择了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作为

职业变动的主要原因，这体现出高学历更加倾向于对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倾向。 

表 2 校友职业变动原因统计 

最主要原因 研究生校友 本科生校友 

1 提高收入、福利等 提高收入、福利等 

2 变换工作和生活环境 变换工作和生活环境 

3 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 上级组织安排 

4 更好地照顾家庭 更好地照顾家庭 

5 寻求更稳定的工作 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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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想改变行业或职业 想改变行业或职业 

7 在家庭住址附近工作 提高职业层级 

8 寻求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寻求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9 提高职业层级 在家庭住址附近工作 

10 上级组织安排 寻求更稳定的工作 

11 对原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不适应 对原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不适应 

12 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缓解工作压力 

13 缓解工作压力 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三、在校学习评价与职业发展满意度 

通过对校友职业现状满意度分析发现，研究生校友的总体满意度为 58.26%，本科生校

友的总体满意度为 46.37%。研究生校友最满意的职业现状依次为工作环境、能够发挥专业

特长及发展空间和自身生活方式的期望；本科生最为满意的职业现状维度依次为工作环境、

工作地位以及价值实现。两个校友群体的职业满意度除了工作环境外，研究生更追求专业的

对口，而本科生更注重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两者满意度数较低的维度均体现为工资收入，

不同的是本科生对于目前职业的对口程度和发展空间的满意度相对研究生更低。 

 

图 10 校友职业满意度统计 

对校友离校后职业发展帮助最大的在校活动进行分析，博士生校友认为对职业发展影响

最重要的在校活动依次为参与导师课题、撰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等与专业研

究学习密切相关的学术活动；硕士生校友相对于博士生校友除学术活动外对于课程学习的重

要性较为肯定；本科生认为课后自主学习与学生社团活动对于职业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 

表 3 校友在校活动受益性程度统计 

重要性排序 博士生校友 硕士生校友 本科生校友 

1 参与导师课题 参与导师课题 课后自主学习 

2 撰写学术论文 学文论文研究与写作 课程学习 

3 学文论文研究与写作 课程学习 学生或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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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感到满意

e.我目前的工作能够实现我的社会价值

f.我目前的工作能够发挥我的专业特长

g.我目前的工作符合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期望

h.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工作发展感到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本科生 研究生



7 
 

4 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撰写学术论文 实习或兼职 

5 与同学（含师兄师姐）交流 实习或兼职 与同学的交往 

6 课程学习 与同学（含师兄师姐）交流 参与教师课题 

7 参加组会 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担任学生干部 

8 实践教育 实践教育 与教师的交往 

9 实习或兼职 参加组会 讲座论坛 

10 报告、讲座、国内外学术会议 报告、讲座、国内外学术会议 考职业资格证 

11 ---- ---- 修读双学位 

在校友对学校的评价方面，研究生和本科生校友对在学期间学校的整体满意度总体较高，

分别为 84%和 74%，研究生满意度最高的为学校的学科氛围以及相应的学科水平，表明了我

校作为研究型大学在学科发展上的优势，而本科生最为满意的则是教师教学水平及学习风气，

体现了我校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同时也要看到影响校友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根据学历层次的不同也具有差异，研究生校友

对于实践锻炼机会与学科就业前景的不满意度分别为 14%和 13%。 

 

图 11 研究生校友对学校评价统计 

 

图 12 本科生校友对学校评价统计 

从本科生校友对学校开设通识课程类别建议来看，建议人数最多的依次为人际沟通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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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类、职业规划与创新创业类和经济类等培养学生核心能力（可迁移能力）的相关课程，这

些课程的内容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人才评价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说明，学校对于本科

生培养除了巩固专业课程的特色和优势外，应对与专业课之外的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的课程进行补充和完善。 

表 4 本科生校友对学校通识课程开设类别建议 

研究生校友的导师评价方面，对导师的总体满意度高，达到 78.9%。从各分项评价来看，

对于导师的学术品行、学术水平都具有较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导师在职业规划与

就业指导方面的不满意度较其他评价具有明显差异。此外，与导师至今保持联系的校友比例

高达 91%，其中经常联系的比例占到 40.6%。 

图 11 研究生校友对导师满意度评价的统计 

在校友对自身在校经历投入评价与影响职业发展受益项目评价的关系可以看出，研究生

校友群体投入程度和受益程度均较高的是参与导师课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撰写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及课程学习研究生投入度较低，但职业发展受益度高，因此从提升研究

生培养质量和毕业生职业发展质量角度考虑，我校应进一步加强课程管理，并着重加强研究

生培养论文写作的环节管理和质量控制。本科生校友群体投入程度和受益程度呈现出紧密相

关的特征，即投入高的事项，认为对于职业发展受益也高，两者均较高的事项包括课程学习、

课程自主学习和学生或社团活动等。 

 

重要性排序 通识课程建议 重要性排序 通识课程建议 

1 人际沟通与表达类 8 社会科学类 

2 职业规划与创新创业类 9 经营管理类 

3 经济类 10 艺术类 

4 心理健康类 11 数学类 

5 人文经典类 12 农业发展类 

6 计算机类 13 科学类 

7 外语类     

50.5%

70.3%

70.7%

74.9%

78.9%

37.9%

25.8%

23.9%

21.0%

18.5%

11.5%

3.9%

5.4%

4.1%

2.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应用实践能力的训练

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

研究能力的训练

总体满意度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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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校友在校投入与职业受益事项统计 

专业对口指的是高校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相符合，相关分析可见我校校友专

业对口同职业满意度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且本科生校友的相关程度高于研究生校友。同时，

研究生校友跳槽次数与专业相关度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而本科生校友的专业相关度与跳槽

次数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专业相关度越高，跳槽次数就越低。 

表 6 校友职业满意度与专业相关度相关分析 

  

专业相关度 

方  法 研究生 本科生 

总体职业满意度 

Pearson 0.783** 0.881** 

Spearman 0.436** 0.587** 

跳槽次数 

Pearson 0.028 -0.212** 

Spearman -0.034 -0.205** 

 

 

 

 

 

 

 

 

 

本科生校友 研究生校友 

事项名称 
投入程度 

排序 

受益程度 

排序 
事项名称 

投入程度 

排序 

受益程度 

排序 

与同学的交往 1 5 与同学的交流 1 6 

课程学习 2 2 参与导师课题 2 1 

课后自主学习 3 1 实习或兼职 3 7 

学生或社团活动 4 3 参加讲座和国内外学术会 4 10 

担任学生干部 5 7 撰写学术论文 5 3 

参与教师科研 6 6 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6 5 

实习或兼职 7 4 实践教育 7 8 

讲座论坛 8 9 学位论文研究与写作 8 2 

修读双学位 9 11 课程学习 9 4 

与教师的交往 10 8 参加组会 10 9 

考职业资格证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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