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与流向

一、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学校 2021 届毕业生共计 3685 人，涵盖本科、专科 2个学历层次。与上年同

期比较，毕业生总人数减少 283 人，同比下降 7.13%。

1. 学历结构

按学历层次统计,本科 1883 人，占 51.10%；专科 1802 人，占 48.90%。

图 1.毕业生学历结构图

2. 学科门类分布

本科涵盖 6个学科门类，其中，工学、管理学 2个学科门类的生源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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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 46.52

2 管理学 594 31.55

3 艺术学 142 7.54

4 农学 114 6.05

5 文学 87 4.62

6 经济学 70 3.72

专科涉及 9个专业大类，其中，财经商贸大类生源人数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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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财经商贸大类 676 37.51



序号 专业大类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2 电子信息大类 257 14.26

3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250 13.87

4 教育与体育大类 152 8.44

5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116 6.44

6 文化艺术大类 115 6.38

7 装备制造大类 108 5.99

8 农林牧渔大类 71 3.94

9 土木建筑大类 57 3.16

3. 专业结构

本科毕业生分布于 19 个专业，人数最多的 3个专业分别是工程造价、机械

电子工程、视觉传达设计。环境生态工程、农林经济管理、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专业的生源人数，分别占全省同专业生源人数的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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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9.56 10.70

2 机械电子工程 154 8.18 11.71

3 视觉传达设计 142 7.54 4.30

4 物流工程 129 6.85 16.84

5 物联网工程 120 6.37 7.61

6 审计学 118 6.27 8.83

7 食品质量与安全 114 6.05 8.54

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0 5.31 1.52

9 环境生态工程 94 4.99 43.12

10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 4.67 5.65

11 商务英语 87 4.62 7.89

12 农林经济管理 86 4.57 37.55

13 土地资源管理 81 4.30 17.72

14 机械工程 71 3.77 3.67

15 测绘工程 70 3.72 8.04

16 金融工程 70 3.72 4.27

17 风景园林 65 3.45 10.48

18 园艺 62 3.29 7.01

19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52 2.76 31.14



专科毕业生分布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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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专业是全省独有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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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16.70 1.12

2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116 6.44 100.00

3 物流管理 114 6.33 1.88

4 电气自动化技术 108 5.99 1.77

5 食品营养与检测 108 5.99 5.41

6 食品质量与安全 103 5.72 26.34

7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2 5.66 1.71

8 软件技术 97 5.38 1.51

9 电子商务 86 4.77 0.76

10 园林技术 71 3.94 8.25

11 文秘 67 3.72 11.88

12 市场营销 64 3.55 1.13

13 动漫制作技术 58 3.22 1.65

14 环境艺术设计 58 3.22 1.78

15 商务英语 58 3.22 1.31

16 建设工程管理 57 3.16 4.87

17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57 3.16 3.22

18 证券与期货 56 3.11 23.83

19 经济信息管理 54 3.00 37.76

20 食品工业类 39 2.16 100.00

21 应用韩语 27 1.50 3.46

22 国际商务 1 0.06 0.10

4. 学院分布

毕业生分布于 11 个二级学院，人数最多的 2个学院分别是经济管理学院、

国土资源与测绘工程学院，生源人数均超过 500 人。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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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学院 509 13.81

2 国土资源与测绘工程学院 504 13.68



序号 学院名称 生源人数 生源比例（%）

3 商学院 483 13.11

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51 12.24

5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433 11.75

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05 10.99

7 艺术学院 315 8.55

8 人文学院 241 6.54

9 林业工程学院 136 3.69

10 农业科技学院 114 3.09

11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94 2.55

5. 性别结构

按性别统计，男生 1694 人，占 45.97%；女生 1991 人，占 54.03%。男生所

占比例低于女生 8.06 个百分点。毕业生男女比例为 85:100。

图 2.毕业生性别结构图

6. 生源地分布

按生源地统计，山东籍毕业生 3487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94.63%，其中临沂、

济南、潍坊等市生源较多；外省生源毕业生共 198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5.37%。

图 3.毕业生生源地结构图

外省生源毕业生来自全国 14 个省(自治区)，其中，河北籍、河南籍、贵州



籍毕业生相对较多。外省毕业生生源地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6.外省生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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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 34 0.92

2 河南省 33 0.90

3 贵州省 33 0.90

4 黑龙江省 19 0.52

5 内蒙古自治区 18 0.49

6 四川省 17 0.46

7 安徽省 15 0.41

8 西藏自治区 12 0.33

9 山西省 5 0.14

10 江苏省 5 0.14

11 吉林省 3 0.08

12 浙江省 2 0.05

13 广东省 1 0.03

14 云南省 1 0.03

（二）毕业去向

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时分为就业、升学、未就业

三大类。其中，就业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应征义务

兵、科研（管理）助理、基层项目就业、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其他录用形式就

业等方式；升学包括国内升学和出国（境）深造；未就业包括待就业、不就业拟

升学、其他暂不就业等方式。学校 2021 届毕业生的总体毕业去向如下表所示：

表 7.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341 36.39

2 升学 1230 33.38

3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561 15.22

4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80 7.60

5 自主创业 46 1.25

6 自由职业 40 1.09

7 应征义务兵 8 0.22

8 基层项目就业 4 0.11

9 未就业 175 4.75

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如下表所示：



表 8.不同学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对比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比例(%)

本科 专科 本科 专科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842 499 44.72 27.69

升学 315 915 16.73 50.78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431 130 22.89 7.21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40 140 7.43 7.77

自主创业 20 26 1.06 1.44

自由职业 26 14 1.38 0.78

应征义务兵 0 8 0.00 0.44

基层项目就业 4 0 0.21 0.00

未就业 105 70 5.58 3.88

（三）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报告期，学校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3510 人落实毕业去向，毕业去向落实

率 95.25%。其中，就业 2280 人，升学 1230 人。

1. 按学历统计

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4.42%，专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6.12%。

图 4.各学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对比图

2. 按学科门类统计

本科有 5个学科门类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5%，其中艺术学最高，毕业去

向落实率 97.89%。本科各学科门类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9.本科毕业生各学科门类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学科门类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 艺术学 142 136 3 3 97.89

2 农学 114 67 44 3 97.37

3 经济学 70 63 5 2 97.14



序

号
学科门类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4 文学 87 73 10 4 95.40

5 工学 876 648 186 42 95.21

6 管理学 594 476 67 51 91.41

专科有 7个专业大类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5%，其中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最高，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98.80%。各专业大类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0.专科毕业生各专业大类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专业大类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250 86 161 3 98.80

2 土木建筑大类 57 38 18 1 98.25

3 装备制造大类 108 43 62 3 97.22

4 文化艺术大类 115 59 52 4 96.52

5 教育与体育大类 152 62 84 6 96.05

6 农林牧渔大类 71 31 37 3 95.77

7 财经商贸大类 676 281 365 30 95.56

8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116 66 44 6 94.83

9 电子信息大类 257 151 92 14 94.55

3. 按专业统计

本科各专业中，有 11 个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5%，其中，测绘工程

毕业去向落实率最高，为 98.57％。本科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1.本科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专业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 测绘工程 70 49 20 1 98.57

2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52 30 21 1 98.08

3 视觉传达设计 142 136 3 3 97.89

4 食品质量与安全 114 86 25 3 97.37

5 金融工程 70 63 5 2 97.14

6 环境生态工程 94 65 26 3 96.81

7 园艺 62 37 23 2 96.77

8 食品科学与工程 88 52 33 3 96.59

9 物联网工程 120 96 19 5 95.83

10 机械工程 71 54 14 3 95.77

11 商务英语 87 73 10 4 95.40



序

号
专业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0 82 12 6 94.00

13 风景园林 65 36 25 4 93.85

14 农林经济管理 86 64 16 6 93.02

15 物流工程 129 107 12 10 92.25

16 土地资源管理 81 58 16 7 91.36

17 工程造价 180 151 13 16 91.11

18 机械电子工程 154 128 12 14 90.91

19 审计学 118 96 10 12 89.83

专科各专业中，有 17 个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5%，其中，商务英语、

证券与期货、物流管理等 5 个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100%。专科各专业毕业

去向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2.专科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专业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 商务英语 58 18 40 0 100.00

2 证券与期货 56 14 42 0 100.00

3 物流管理 114 42 72 0 100.00

4 国际商务 1 1 0 0 100.00

5 食品营养与检测 108 36 72 0 100.00

6 会计 301 127 169 5 98.34

7 动漫制作技术 58 36 21 1 98.28

8 建设工程管理 57 38 18 1 98.25

9 经济信息管理 54 13 40 1 98.15

10 食品质量与安全 103 33 68 2 98.06

11 食品工业类 39 17 21 1 97.44

12 电气自动化技术 108 43 62 3 97.22

13 环境艺术设计 58 28 28 2 96.55

14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57 31 24 2 96.49

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2 55 43 4 96.08

16 园林技术 71 31 37 3 95.77

17 文秘 67 34 30 3 95.52

18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116 66 44 6 94.83

19 软件技术 97 60 28 9 90.72

20 应用韩语 27 10 14 3 88.89

21 电子商务 86 43 31 12 86.05

22 市场营销 64 41 11 12 81.25



4. 按学院统计

共有 6个二级学院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 95%，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毕业去向落实率最高，达 98.00%。各学院毕业去向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3.毕业生各学院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学院名称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451 223 219 9 98.00

2 艺术学院 315 231 76 8 97.46

3 农业科技学院 114 67 44 3 97.37

4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94 65 26 3 96.81

5 经济管理学院 509 303 187 19 96.27

6 人文学院 241 137 94 10 95.85

7 林业工程学院 136 67 62 7 94.85

8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433 307 100 26 94.00

9 商学院 483 264 190 29 94.00

10 国土资源与测绘工程学院 504 362 111 31 93.85

1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405 254 121 30 92.59

5. 按性别统计

男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3.98%，女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96.33%。男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低于女生 2.35 个百分点。

图 5.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对比图

6. 按生源地统计

山东生源毕业去向落实率 95.33%，高于省外生源 1.39 个百分点。省内生源

中，淄博、滨州生源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较高，均超过 97%。



表 14.不同生源地区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

号
生源地区

生源

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未就业

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 升学

1 淄博 154 86 64 4 97.40

2 滨州 172 102 65 5 97.09

3 聊城 184 124 53 7 96.20

4 菏泽 315 184 119 12 96.19

5 德州 223 139 75 9 95.96

6 临沂 433 271 144 18 95.84

7 潍坊 345 217 112 16 95.36

8 济宁 300 170 116 14 95.33

9 烟台 191 137 45 9 95.29

10 枣庄 146 68 71 7 95.21

11 日照 119 84 29 6 94.96

12 泰安 265 145 106 14 94.72

13 济南 392 225 146 21 94.64

14 青岛 151 94 47 10 93.38

15 威海 36 28 4 4 88.89

16 东营 61 43 11 7 88.52

17 省外 198 163 23 12 93.94

（四）特殊群体毕业去向

1. 特困家庭毕业生

学校 2021 届特困家庭毕业生共计 49 人，已全部落实毕业去向，特困家庭毕

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100%。其中，就业 37 人，升学 12 人。

表 15.特困家庭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8 36.73

2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5 30.61

3 升学 12 24.49

4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 6.12

5 自主创业 1 2.04

2. 省级优秀毕业生

学校共评选出 189 名 2021 届省级优秀毕业生，已有 186 人落实毕业去向，

省级优秀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8.41%。其中，就业 94 人，升学 92 人。



表 16.省级优秀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升学 92 48.68

2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57 30.16

3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4 12.70

4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6 3.17

5 自主创业 6 3.17

6 基层项目就业 1 0.53

7 未就业 3 1.59

3. 少数民族毕业生

学校 2021 届少数民族毕业生共计 51 人，已有 44 人落实毕业去向，少数民

族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6.27%。其中，就业 35 人，升学 9人。

表 17.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序号 毕业去向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21 41.18

2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9 17.65

3 升学 9 17.65

4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 5.88

5 自由职业 2 3.92

6 未就业 7 13.73



二、毕业生流向分析

（一）就业流向

学校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2280 人就业，占毕业生总人数 61.87%。就业流向

情况如下：

1. 就业地区流向

2021 届毕业生留山东省内就业 2052 人，占就业总人数 90%。其中，济南接

收人数最多，占 36.89%；到临沂、潍坊、青岛等市的就业比例均超过 5%。出省

就业共 220 人，占 9.65%，主要流向北京、江苏、四川等省市。

图 6.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注：其他，包括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工作及部分未登记就业地区的毕业生）

2. 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2021 届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显示，企业就业人数最多，其中，非国

有企业占 87.25%，国有企业占 5.83%；机关占 1.18%，事业单位占 1.80%，自由

职业占 1.75%，其他（包括部队、基层项目、城镇社区、农村建制村等）占 2.19%。

图 7.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图



3. 就业行业流向

从 2021 届毕业生的就业行业流向看，毕业生流向最多的 4个行业分别为制

造业（14.91%）、批发和零售业（14.69%）、建筑业（12.54%）、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0.18%）。各行业流向如下图所示：

图 8.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图

（注：其他，包括部队、基层项目及部分行业划分不明确的单位）

4. 国家战略导向就业

(1)服务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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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毕业生中，中部地区就业 27 人，主要流向河南、安徽、

湖北等省份。西部地区就业 50 人，主要流向四川、贵州、内蒙古等省份。东北

地区就业 7人，分别流向黑龙江和辽宁。



表 18.毕业生就业地区分省（市、区）统计表

经济区域 省（直辖市、自治区） 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东部地区

山东省 2052 90.00

北京市 37 1.62

江苏省 25 1.10

浙江省 21 0.92

广东省 18 0.79

河北省 14 0.61

上海市 10 0.44

天津市 8 0.35

福建省 2 0.09

海南省 1 0.04

中部地区

河南省 13 0.57

安徽省 6 0.26

湖北省 4 0.18

江西省 2 0.09

山西省 1 0.04

湖南省 1 0.04

西部地区

四川省 22 0.96

贵州省 11 0.48

内蒙古自治区 8 0.35

西藏自治区 5 0.22

陕西省 2 0.0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0.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0.04

东北地区
黑龙江省 4 0.18

辽宁省 3 0.13

其他 其他 8 0.35

注：其他，包括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工作及部分未登记就业地区的毕业生。

(2)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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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届已就业毕业生中，76 人赴“一带一路”建

设涉及区域就业；102 人赴“长江经济带发展”涉及区域就业；62 人赴“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涉及区域就业；59 人赴“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区域就业；18 人

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区域就业。



表 19.毕业生赴国家重大战略涉及区域就业情况

重点区域发展战略 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一带一路”建设 76 3.33

长江经济带发展 102 4.47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62 2.72

京津冀协同发展 59 2.58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8 0.79

(3)服务基层

2021 届毕业生有 4名本科生参加国家基层项目，流向四川 3人、宁夏 1人。

(4)自主创业

2021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 46 人，其中，本科 20 人，专科 26 人。

从创业行业分布看，主要流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2 人），

批发和零售业（12 人）。从创业地区分布看，山东省内 42 人，主要流向济南（9

人）、临沂（8人）；省外创业 4人，流向广东（3人）、浙江（1人）。

(5)应征义务兵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8名专科生应征义务兵。

（二）升学流向

学校 2021 届毕业生共有 1230 人升学，占毕业生总人数 33.38%。各学历毕

业生升学去向如下表所示：

表 20.各学历毕业生升学去向

序

号
学历

生源

人数

升学人数（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比例（%）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国内

升学

出国（境）

深造
合计

国内

升学

出国（境）

深造
合计

1 本科 1883 311 4 315 16.52 0.21 16.73

2 专科 1802 908 7 915 50.39 0.39 50.78

1. 国内升学

2021 届毕业生国内升学 1219 人，其中，升入本校 63 人，占 5.17%；升入山

东省内高校（不含本校）955 人，占 78.34%；升入省外高校 201 人，占 16.49%。

从升学学校类型看，毕业生升入“双一流大学”66 人，占 5.41%，其中，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 14 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52 人。



从就读专业与升学专业看，跨专业升学 106 人，占 8.70%。

毕业生升学进入境内 172 所高校（含研究生培养单位）继续深造，流向人数

较多的 5所高校如下表所示：

表 21.国内升学毕业生流向的升学单位 TOP5

序号 升学单位名称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63 5.17

2 临沂大学 57 4.68

3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51 4.18

4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 48 3.94

5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48 3.94

2. 出国（境）深造

2021 届毕业生出国（境）深造 11 人，主要流向韩国（5人）、泰国（2人））。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2.出国（境）深造毕业生流向的国家（地区）

序号 国家（地区）名称 毕业生人数 所占比例（%）

1 韩国 5 45.45

2 泰国 2 18.18

3 澳大利亚 1 9.09

4 俄罗斯 1 9.09

5 日本 1 9.09

6 英国 1 9.09

（三）未就业情况

截至报告期，学校尚有175名 2021届毕业生未就业，占毕业生总人数4.75%。

其中，本科 105 人，专科 70 人。

对未就业毕业生的当前状态进行统计，待就业 150 人，占未就业毕业生总人

数 85.71%；不就业拟升学 15 人，占 8.57%；其他暂不就业 10 人，占 5.71%。

表 23.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序号 未就业状态 本科 专科 合计人数 所占比例（%）

1 待就业 86 64 150 85.71

2 不就业拟升学 13 2 15 8.57

3 其他暂不就业 6 4 10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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