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与流向

（一）毕业生规模

学校 2020 届毕业生共计 3968 人，涵盖本科、专科（高职）2个学历层次，

涉及 41 个专业，分布于 11 个二级学院，来自山东、贵州、河南等全国 16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与上年同期比较，毕业生人数增加 716 人，同比增长 22.02%。

（二）毕业生结构

1. 学历结构

2020 届毕业生按学历层次统计，本科 1881 人，占 47.40%；专科 2087 人，

占 52.60%。

图 1.毕业生学历结构图

2. 学科门类分布

本科涵盖工学、管理学、艺术学、农学 4个学科门类，其中，工学、管理学

生源人数较多。各学科门类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本科毕业生人数分学科门类统计表

序号 学科门类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工学 1074 57.10

2 管理学 583 30.99

3 艺术学 147 7.81

4 农学 77 4.09

专科涉及财经商贸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农林牧渔大类等 9个专业大类，以

财经商贸大类为主。各专业大类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专科毕业生人数分专业大类统计表

序号 专业大类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序号 专业大类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财经商贸大类 854 40.92

2 电子信息大类 303 14.52

3 农林牧渔大类 221 10.59

4 文化艺术大类 196 9.39

5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165 7.91

6 教育与体育大类 156 7.47

7 装备制造大类 90 4.31

8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64 3.07

9 土木建筑大类 38 1.82

3. 专业分布

本科毕业生分布于 15 个专业，人数最多的 3个专业分别是工程造价、物流

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环境生态工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生源人数，占全省同

专业生源人数的 45%以上。本科各专业生源人数与全省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3.本科毕业生各专业生源人数与全省比较

序号 专业名称
本校

生源人数

占本校

生源比%

占全省同专业

生源比(%)

1 工程造价 223 11.86 13.49

2 物流工程 165 8.77 20.83

3 机械电子工程 163 8.67 13.03

4 视觉传达设计 147 7.81 4.53

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3 7.07 2.13

6 食品质量与安全 133 7.07 9.33

7 物联网工程 125 6.65 8.49

8 食品科学与工程 122 6.49 7.83

9 环境生态工程 110 5.85 49.77

10 土地资源管理 104 5.53 19.44

11 风景园林 102 5.42 16.64

12 机械工程 98 5.21 4.91

13 农林经济管理 91 4.84 48.40

14 测绘工程 88 4.68 10.48

15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77 4.09 37.20

专科毕业生分布于 26 个专业，人数最多的专业是会计。与全省同专业生源

人数比较，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食品工业类专业是全省独有专业。植物保护与

检疫技术专业的生源人数占全省同专业生源人数的 90%以上。专科各专业生源人

数与全省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4.专科毕业生各专业生源人数与全省比较

序号 专业名称
本校

生源人数

占本校

生源比%

占全省同专业

生源比(%)

1 会计 479 22.95 1.63

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0 4.79 2.01

3 环境艺术设计 99 4.74 4.11

4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97 4.65 6.71

5 软件技术 92 4.41 1.46

6 电气自动化技术 90 4.31 1.42

7 市场营销 67 3.21 1.12

8 食品营养与检测 67 3.21 3.84

9 商务英语 65 3.11 1.64

10 经济信息管理 65 3.11 45.14

11 文秘 65 3.11 14.13

12 电子商务 64 3.07 0.60

13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64 3.07 100.00

14 国际商务 63 3.02 5.74

15 证券与期货 62 2.97 24.51

16 园艺技术 61 2.92 15.33

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61 2.92 18.48

18 畜牧兽医 60 2.87 5.56

19 计算机应用技术 58 2.78 0.45

20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55 2.64 91.67

21 物流管理 54 2.59 0.81

22 动漫制作技术 53 2.54 1.83

23 园林技术 45 2.16 5.97

24 建设工程管理 38 1.82 3.20

25 食品工业类 37 1.77 100.00

26 应用韩语 26 1.25 3.89

4. 学院分布

2020 届毕业生分布于 11 个二级学院，人数最多的是商学院，共 546 人，占

13.76%；其次是国土资源与测绘工程学院，共 517 人；机械电子工程学院、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人数也都超过 400 人。各

二级学院毕业生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毕业生人数分学院统计表

序号 学院名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商学院 546 13.76

2 国土资源与测绘工程学院 517 13.03

3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484 12.20

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39 11.06

5 经济管理学院 437 11.01

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20 10.58

7 艺术学院 396 9.98

8 人文学院 219 5.52

9 林业工程学院 202 5.09

10 农业科技学院 198 4.99

1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110 2.77

5. 性别结构

毕业生按性别统计，男生 1934 人，占 48.74%；女生 2034 人，占 51.26%。

男生所占比例低于女生 2.52 个百分点。毕业生男女比例为 95:100。

图 2.毕业生性别结构图

6. 民族结构

从民族结构情况看，2020 届毕业生以汉族为主，共 3906 人，占 98.44%；少

数民族共 62 人，包括回族、藏族、苗族等 9个民族。

表 6.毕业生人数分民族统计表

序号 民族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汉族 3906 98.44

2 回族 30 0.76

3 藏族 13 0.33



序号 民族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4 苗族 5 0.13

5 满族 4 0.10

6 侗族 4 0.10

7 布依族 3 0.08

8 哈尼族 1 0.03

9 蒙古族 1 0.03

10 壮族 1 0.03

7. 生源地结构

按生源地统计，山东籍毕业生 3797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95.69%，其中济南、

潍坊、临沂等市生源较多；省外毕业生共 171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4.31%。

图 3.毕业生生源地结构图

省外毕业生来自全国 1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贵州籍、河南籍毕

业生相对较多。省外毕业生生源地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7.省外毕业生人数分生源地统计表

序号 生源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 贵州省 32 0.81

2 河南省 28 0.71

3 安徽省 24 0.60

4 四川省 23 0.58

5 河北省 22 0.55

6 西藏自治区 13 0.33

7 黑龙江省 12 0.30

8 江苏省 4 0.10

9 吉林省 4 0.10

10 山西省 3 0.08



序号 生源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11 浙江省 2 0.05

12 湖北省 1 0.03

13 天津市 1 0.03

14 内蒙古自治区 1 0.03

15 湖南省 1 0.03

（三）毕业生就业率

截至报告期，2020 届毕业生共实现就业 3669 人，总体就业率 92.46%。低于

上年同期 3.63 个百分点。

1. 按学历统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率分学历统计，本科就业率 90.91%，专科就业率 93.87%。

图 4.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率对比图

2. 按学科门类统计

本科各学科门类中，有 3 个学科就业率超过 93%，其中农学最高，就业率

98.70%。各学科门类就业率如下表所示：

表 8.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分学科门类统计表

序号 学科门类 生源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农学 77 76 98.70

2 艺术学 147 140 95.24

3 管理学 583 543 93.14

4 工学 1074 951 88.55



专科各专业大类中，有 8个专业大类就业率超过 92%，其中资源环境与安全

大类最高，就业率 100%。各专业大类就业率如下表所示：

表 9.专科毕业生就业率分专业大类统计表

序号 专业大类 生源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64 64 100.00

2 装备制造大类 90 89 98.89

3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165 158 95.76

4 财经商贸大类 854 815 95.43

5 农林牧渔大类 221 209 94.57

6 文化艺术大类 196 185 94.39

7 教育与体育大类 156 147 94.23

8 土木建筑大类 38 35 92.11

9 电子信息大类 303 257 84.82

3. 按专业统计

本科各专业中，有 5个专业就业率超过 95%。本科各专业就业率如下表所示：

表 10.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分专业统计表

序号 专业名称 生源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77 76 98.70

2 测绘工程 88 85 96.59

3 物流工程 165 158 95.76

4 环境生态工程 110 105 95.45

5 视觉传达设计 147 140 95.24

6 食品科学与工程 122 114 93.44

7 农林经济管理 91 85 93.41

8 机械工程 98 91 92.86

9 土地资源管理 104 96 92.31

10 风景园林 102 94 92.16

11 工程造价 223 204 91.48

12 机械电子工程 163 146 89.57

13 食品质量与安全 133 119 89.47

1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3 112 84.21

15 物联网工程 125 85 68.00



专科各专业中，有 10 个专业就业率超过 95%，其中，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经济信息管理、食品营养与检测 3 个专业就业率达 100%。专科各专业就业率如

下表所示：

表 11.专科毕业生就业率分专业统计表

序号 专业名称 生源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64 64 100.00

2 经济信息管理 65 65 100.00

3 食品营养与检测 67 67 100.00

4 电气自动化技术 90 89 98.89

5 市场营销 67 66 98.51

6 畜牧兽医 60 59 98.33

7 物流管理 54 53 98.15

8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55 53 96.36

9 应用韩语 26 25 96.15

10 食品质量与安全 61 58 95.08

11 会计 479 455 94.99

12 环境艺术设计 99 94 94.95

13 文秘 65 61 93.85

14 商务英语 65 61 93.85

15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97 91 93.81

16 电子商务 64 60 93.75

17 证券与期货 62 58 93.55

18 园艺技术 61 57 93.44

19 动漫制作技术 53 49 92.45

20 建设工程管理 38 35 92.11

21 国际商务 63 58 92.06

22 食品工业类 37 33 89.19

23 园林技术 45 40 88.89

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58 50 86.21

25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0 84 84.00

26 软件技术 92 74 80.43

4. 按学院统计

毕业生就业率分学院统计，有 4个学院的就业率超过 95%，其中农业科技学

院就业率最高，达 96.97%。各学院就业率如下表所示：

表 12.毕业生就业率分学院统计表



序号 学院名称 生源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农业科技学院 198 192 96.97

2 经济管理学院 437 419 95.88

3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110 105 95.45

4 商学院 546 521 95.42

5 艺术学院 396 374 94.44

6 国土资源与测绘工程学院 517 484 93.62

7 人文学院 219 205 93.61

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20 391 93.10

9 林业工程学院 202 187 92.57

10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484 438 90.50

1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39 353 80.41

5. 按性别统计

毕业生就业率分性别统计，男生就业率 90.90%，女生就业率 93.95%。男生

就业率低于女生 3.05 个百分点。

图 5.不同性别毕业生就业率对比图

（四）毕业生就业方式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方式包括升学、出国（境）、应征入伍、协议就业、劳动

合同就业、自主创业、基层项目就业、自由职业和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等多种方式，

其中，协议就业和升学相对较多。毕业生总体就业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13.毕业生总体就业方式统计表

序号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升学 1012 25.50

2 出国（境） 10 0.25

3 应征入伍 33 0.83



序号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 就业率（%）

4 协议就业 1075 27.09

5 劳动合同就业 395 9.95

6 自主创业 56 1.41

7 基层项目就业 2 0.05

8 自由职业 41 1.03

9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045 26.34

10 待就业 299 7.54

各学历毕业生就业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14.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方式对比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人) 就业率(%)

本科 专科 本科 专科

升学 359 653 19.09 31.29

出国（境） 3 7 0.16 0.34

应征入伍 10 23 0.53 1.10

协议就业 710 365 37.75 17.49

劳动合同就业 114 281 6.06 13.46

自主创业 19 37 1.01 1.77

基层项目就业 2 0 0.11 0.00

自由职业 20 21 1.06 1.01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473 572 25.15 27.41

待就业 171 128 9.09 6.13

1. 升学

2020 届毕业生升学 1012 人，升学率 25.50%。其中，本科 359 人，升学率

19.09%；专科 653 人，升学率 31.29%。

从升学学校类型看，毕业生升入“双一流大学”61 人，占 6.03%，其中，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 15 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6 人。从就读专业与升学专业看，跨

专业升学 130 人，占 12.85%。毕业生升学进入境内 178 所高校（含研究生培养

单位）继续深造，流向人数较多的 20 所高校如下表所示：

表 15.毕业生升学去往的升学单位 TOP20

序号 升学单位名称 升学人数 所占比例（%）

1 临沂大学 65 6.42

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49 4.84

3 潍坊科技学院 42 4.15



序号 升学单位名称 升学人数 所占比例（%）

4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39 3.85

5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37 3.66

6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37 3.66

7 山东农业大学 37 3.66

8 青岛理工大学 32 3.16

9 滨州学院 28 2.77

10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27 2.67

11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27 2.67

12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26 2.57

13 山东女子学院 22 2.17

14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21 2.08

15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1 2.08

16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21 2.08

17 山东交通学院 20 1.98

18 潍坊理工学院 19 1.88

19 青岛农业大学 17 1.68

20 菏泽学院 17 1.68

2. 出国（境）

2020 届毕业生出国（境）10 人，出国（境）率 0.25%。其中，本科 3 人，

专科 7人。从出国（境）目的看，全部为出国（境）留学。毕业生出国（境）主

要去往韩国（5人）、日本（3人）、俄罗斯（1人）、加拿大（1人）。

表 16.出国（境）毕业生去往的国家（地区）

序号 国家（地区） 出国（境）人数 所占比例（%）

1 韩国 5 50.00

2 日本 3 30.00

3 俄罗斯 1 10.00

4 加拿大 1 10.00

3. 应征入伍情况

2020 届毕业生应征入伍 33 人，应征入伍率 0.83%。本科 10 人，专科 23 人。

4. 协议就业

2020 届毕业生共有 1075 人以签订就业协议方式实现就业，协议就业率



27.09%。其中，本科 710 人，协议就业率 37.75%；专科 365 人，协议就业率 17.49%。

5. 劳动合同就业

2020 届毕业生共有 395 人以签订劳动合同方式实现就业，劳动合同就业率

9.95%。其中，本科 114 人，劳动合同就业率 6.06%；专科 281 人，劳动合同就

业率 13.46%。

6. 自主创业

学校 2020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 56 人，自主创业率 1.41%。其中，本科 19 人，

自主创业率 1.01%；专科 37 人，自主创业率 1.77%。

7. 基层项目就业

本校共有 2 名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基层项目就业率 0.05%，从

基层项目类型看，全部为国家基层项目。从服务地区看，全部去向新疆。

8. 自由职业

2020 届毕业生共有 41 人选择以个体劳动为主的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就业率

1.03%。其中，本科 20 人，自由职业就业率 1.06%；专科 21 人，自由职业就业

率 1.01%。

9.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020 届毕业生共有 1045 人以其他录用形式实现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率

26.34%。其中，本科 473 人，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率 25.15%；专科 572 人，其他

录用形式就业率 27.41%。

（五）毕业生就业流向

说明：本部分已就业总人数，不包括升学、出国（境）和应征入伍人数。

1.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显示，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最多，占

76.23%，国有企业占 7.04%；事业单位占 7.12%，机关占 2.26%，其他（包括部

队、基层、城镇社区等）占 7.35%。



图 6.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图

2. 就业行业流向

从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行业流向看，制造业（15.88%）、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11.94%）、批发和零售业（11.32%）、建筑业（10.83%）是毕业

生流向最多的 4个行业。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如下图所示：

图 7.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图

（注：其他，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部分行业划分不明确的单位）



3. 留鲁就业情况

根据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地区统计，毕业生留山东省内就业 2457 人，占已

就业总人数的 93.99%。其中，济南接收人数最多，占 34.62%；到临沂、青岛、

潍坊等市的就业比例均超过 7%。出省就业共 153 人，占 5.85%，主要流向北京、

江苏、四川等省份。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如下图所示：

图 8.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图

4. 中西部就业情况

学校主动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要，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

苦边远地区就业。截至报告期, 共有 23 名 2020 届毕业生中部地区就业，主要流

向河南、安徽等省份。西部地区就业 41 人，主要流向四川、贵州等省份。东北

地区就业 2人，流向辽宁和吉林。毕业生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业情况如下：

表 17.毕业生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业统计表

经济区域 省（直辖市、自治区） 就业人数 占已就业总人数比例（%）

中部地区

河南省 9 0.34

安徽省 5 0.19

湖南省 4 0.15

山西省 3 0.11

湖北省 2 0.08

西部地区

四川省 18 0.69

贵州省 12 0.46

陕西省 4 0.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0.11

西藏自治区 2 0.08



经济区域 省（直辖市、自治区） 就业人数 占已就业总人数比例（%）

重庆市 2 0.08

东北地区
辽宁省 1 0.04

吉林省 1 0.04

5. 重大国家战略涉及区域就业情况

学校积极推动毕业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2020 届毕业生赴“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

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

区域就业的人数分别为 48 人、87 人、49 人、33 人和 10 人。

表 18.毕业生赴重大国家战略涉及区域就业情况

重点区域发展战略 就业人数 占已就业总人数比例（%）

一带一路建设 48 1.83

长江经济带发展 87 3.3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49 1.87

京津冀协同发展 33 1.27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0 0.38

（六）毕业生特殊群体就业情况

1. 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情况

2020 届毕业生中，特困家庭毕业生共 89 人，截至报告期，有 82 人实现就

业，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率 92.13%。其中，升学占 28.09%，协议就业占 26.97%。

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19.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情况

序号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升学 25 28.09

2 应征入伍 2 2.25

3 协议就业 24 26.97

4 劳动合同就业 7 7.87

5 自主创业 4 4.49

6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0 22.47

7 待就业 7 7.87

2. 优秀毕业生就业情况

2020 届毕业生中，共评选出 201 名优秀毕业生，截至报告期，有 191 人实



现就业，优秀毕业生就业率 95.02%。其中，升学占 49.75%，协议就业占 25.37%。

优秀毕业生就业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20.优秀毕业生就业情况

序号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升学 100 49.75

2 应征入伍 2 1.00

3 协议就业 51 25.37

4 劳动合同就业 9 4.48

5 自主创业 5 2.49

6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4 11.94

7 待就业 10 4.98

3. 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情况

2020 届毕业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共 62 人，截至报告期，有 49 人实现就

业，少数民族就业率 79.03%。其中，协议就业占 20.97%。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

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21.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情况

序号 就业方式 就业人数 就业率（%）

1 升学 9 14.52

2 出国（境） 1 1.61

3 应征入伍 1 1.61

4 协议就业 13 20.97

5 劳动合同就业 4 6.45

6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1 33.87

7 待就业 13 20.97

（七）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截至统计日期，本校尚有 299 名 2020 届毕业生未就业。对未就业毕业生的

当前状态进行统计，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 165 人（其中，15 人正在参加

就业见习，7 人正在参加职业培训，143 人正在求职），53 人自愿暂不就业，另

有其他原因不就业毕业生 81 人。

表 22.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序号 未就业状态 人数 所占比例（%）



序号 未就业状态 人数 所占比例（%）

1 就业见习 15 5.02

2 职业培训 7 2.34

3 正在求职 143 47.83

4 自愿暂不就业 53 17.73

5 其他原因不就业 81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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