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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基本情况 

经管学院 2015 届 MBA 毕业生共 189 人，其中定向及委托培养 32 人，有择

业需求的共 157 人；有择业需求的毕业生当中绝大多数就业，1 人出国，如图 1-1

所示。 

 

图 1-1. 2015 届 MBA 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 

二、毕业生落户情况统计 

自 2015年起，在北京市应届生落户原则上要求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 24岁、

硕士生不超过 27 岁、博士生不超过 35 岁，如图 2-1 所示。 

随着北京市落户政策的变化，非北京生源落户北京的比例严重下降，从 2013

年的 56%下降到 2015 年的 19.55%，如图 2-2 所示。除北京外，毕业生通常会考

虑落户天津、上海、深圳等城市，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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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北京落户年龄限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业报告-2015 届 MBA 毕业生 

图 2-2.2013-2015 届 MBA 毕业生落户北京统计 

图 2-3.2013-2015 届 MBA 毕业生落户天津、上海、深圳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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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就业单位情况统计 

1、就业单位行业统计 

2015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如表 3-1 所示。 

 

图 3-1. 2015 届 MBA 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统计 

2、就业单位性质统计 

2013-2015 届 MBA 毕业生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其次；

其它依次是其他事业单位、科研设计单位，而高等教育、中初等教育、大学生村

官、医疗卫生领域的就业人数很少，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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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013-2015 届 MBA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 

 

3、就业单位地域分布统计 

按 MBA 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在地统计，留京就业占绝大多数；其次为各省会

城市、尤其天津的人数最多；其他城市，选择上海及周边、广深及周边就业的人

数较少，如图 3-3 所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业报告-2015 届 MBA 毕业生 

 

图 3-3.2013-2015 届 MBA 毕业生求职地域统计 

四、就业状况调查 

1、工作满意度 

反馈结果显示，20.00%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很满意，53.68%的毕业生对

已落实的工作满意，22.11%的毕业生对已落实的工作一般，很不满意和不满意

的毕业生占被调查总数的 4.21%。以 5 分为满分，被调查毕业生工作满意度均值

为 3.88，其中硕士毕业生对落实的工作满意度均值为 4.11。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硕士毕业生比率 0.00% 0.00% 10.53% 68.42% 21.05% 

总体比率 1.05% 3.16% 22.11% 53.68% 20.00% 

2、专业相关度 

18.95%的毕业生认为就业岗位与专业很相关，47.37%的毕业生认为就业岗位

与专业相关，29.47% 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就业岗位的与专业相关性一般。很不相

关和不相关的被调查对象占总体的 4.22%。以 5分为满分，整体毕业生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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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业相关程度平均值为 3.79分，硕士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程度平均值

为 3.89，学历越高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程度越高。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状况 

  很不相关 不相关 一般 相关 很相关 

硕士毕业生比例 0.00% 0.00% 31.58% 47.37% 21.05% 

总体比例 2.11% 2.11% 29.47% 47.37% 18.95% 

3、初始年薪 

在采集到的年薪数据中，我们认为年薪在 2 万元以下     （不包括 2 万元）和 50 万元

以上 （包括 50 万元）的为异常值，经过处理后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为 8.52 万元。硕

士毕业生平均年薪 10.68 万元。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分学历毕业生初始年薪分布情况 

 5 万元 以下 5 万至 10 万之间

（含 5 万） 

10 元万至 15 万元

（含 10 万） 

15 万元至 20 万元

（含 15 万） 

20 万元以上

（含 20 万） 

硕士毕业生比率 0.00% 31.58% 52.63% 10.53% 5.26% 

五、求职过程调查 

1、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投递简历情况 

从统计结果可见，硕士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投递的简历份数远超过本科毕

业生和博士毕业生。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整体 硕士毕业生 

  比例 比例 

5 份以下 10.14% 5.88% 

5 份至 10 份 17.39% 5.88% 

10 份至 20 份 17.39% 0.00% 

20 份至 30 份 11.5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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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份至 50 份 18.84% 41.18% 

50 份至 80 份 14.49% 17.65% 

80 份至 100 份 2.90% 11.76% 

100 份以上 7.25% 17.65% 

2、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收到面试邀请情况 

从统计结果可见，投递简历的次数与接收面试邀请的次数成正比。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收到面试邀请的个数 

 
整体 硕士毕业生 

      

5 个以下 24.64% 11.76% 

      

5 个至 10 个 40.58% 29.41% 

      

10 个至 15 个 13.04% 17.65% 

      

15 个至 20 个 5.80% 5.88% 

      

20 个至 30 个 7.25% 23.53% 

      

30 个至 50 个 8.70% 11.76% 

      

50 个以上 0.00% 0.00% 

3、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收到录用通知的情况 

反馈显示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平均收到录用通知 2.79个，其中硕士毕业

生求职过程中收到录用通知个数的平均值为 3.53个。 

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收到录用通知的个数 

    

比例 

    

收到 1 个录用通知 32.63% 

    

收到 2 个录用通知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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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3 个录用通知 18.95% 

    

收到 4 个录用通知 10.53% 

    

收到 5 个录用通知 6.32% 

    

收到 6 个至 10 个录用通知 4.21% 

    

拿到 10 个以上录用通知 2.11% 

4、毕业生求职过程时间长度 

从开始求职到最终落实工作，毕业生平均的求职时间为 3.82 个月，其中本

科毕业生平均求职时间为 3.16个月，硕士毕业生平均求职时间 4.42 个月，博

士毕业生平均求职时间 5.56个月。 

5、毕业生最终落实工作的就业信息渠道 

在本项调查中，调查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就业信息来源渠道，调查结果显示就

业信息来源 渠道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校园招聘会，24.21%的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会最终落实工作；  

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 23.16%毕业生通过直接向单位求职最终落实工作； 

各类招聘网站，14.7%毕业生通过各类招聘网站最终落实工作； 

毕业生落实工作就业信息渠道分布 

渠道 校园

招聘

会 

学校

发布

的招

聘信

息 

学校

老师

推荐 

北京

大学 

生就

业指

导中

心网

站 

政府

/社

会机

构组

织的

招聘

会 

各类

招聘

网站 

报纸

杂志 

发布

的招

聘信

息 

家庭

或社

会关

系 

工作

实习

单位 

直接

向用 

人单

位应

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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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毕

业生比

率 

26.32% 5.26% 10.53% 0.00% 0.00% 36.84% 0.00% 10.53% 5.26% 0.00% 5.26% 

总体比

例 

24.21% 7.37% 7.37% 0.00% 3.16% 14.74% 2.11% 11.58% 5.26% 23.16% 1.05% 

6、在职业选择时考虑的工作属性 

毕业生在职业选择时会考虑的工作属性，以 5 分量表进行，各工作属性的

重要程度从平均值看毕业生最看重的工作属性为施展个人能力和特长，平均分达 

4.24 分，其次包括磨练个人能力、实现个人抱负和目标、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等。 

各工作属性重要程度平均值 
 

 

工作属性 

 

均值 

 

工作属性 

 

均值 
 

⑴ 

 

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年薪 

 

3.57 

 

⑼ 

 

享受高地位的个人空间 

 

3.3

0 

 

⑵ 

 

施展个人的能力和特长 

 

4.24 

 

⑽ 

 

周围人羡慕我 

 

2.4

3 

 

⑶ 

 

方便照顾父母 

 

3.72 

 

⑾ 

 

实现个人的抱负和目标 

 

4.0

1 

 

⑷ 

 

提高我国该行业的世界竞争力 

 

3.43 

 

⑿ 

 

带给人激情 

 

3.8

0 

 

⑸ 

 

容易晋升到高地位 

 

3.61 

 

⒀ 

 

改变目前令人担忧的社会

现状 

 

3.1

9 

 

⑹ 

 

磨练个人能力 

 

4.19 

 

⒁ 

 

感到受重视 

 

3.6

5 

 

⑺ 

 

为社会发展创造价值 

 

3.90 

 

⒂ 

 

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4.0

1 

 

⑻ 

 

和未来配偶在一起 

 

3.59 

 

⒃ 

 

和家庭生活不相冲突 

 

3.8

8 

7、在求职过程中学生遇到的困惑 

调查显示，求职过程中毕业生遇到的困惑最多的是缺少求职技巧、缺乏实

习实践经验、缺乏社会关系、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等。 

分学历毕业生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惑频次情况统计 

 

整体 

 

本科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博士毕业生 

 

(1) 学习成绩不好 

 

21 

 

19 

 

1 

 

1 
 

(2) 综合能力不强 

 

23 

 

18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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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学专业不热门 

 

14 

 

7 

 

4 

 

3 
 

(4) 学历层次低 

 

14 

 

13 

 

1 

 

0 
 

(5) 不是学生干部 

 

15 

 

14 

 

0 

 

1 
 

(6) 缺乏实习/实践经验 

 

24 

 

18 

 

2 

 

4 
 

(7)不是党员 

 

14 

 

12 

 

2 

 

0 
 

(8) 学校名气小 

 

4 

 

1 

 

1 

 

2 
 

(9) 形象气质不突出 

 

8 

 

7 

 

0 

 

1 
 

(10) 性别歧视 

 

16 

 

5 

 

6 

 

5 
 

(11) 家庭经济困难 

 

2 

 

0 

 

0 

 

2 
 

(12)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16 

 

8 

 

3 

 

5 
 

(13) 就业信息不充足 

 

22 

 

12 

 

4 

 

6 
 

(14) 对自己不够了解 

 

16 

 

10 

 

3 

 

3 
 

(15) 求职目标不清晰 

 

16 

 

12 

 

2 

 

2 
 

(16) 缺乏社会关系 

 

25 

 

11 

 

7 

 

7 
 

(17) 学校老师推荐力度不够 

 

7 

 

1 

 

3 

 

3 
 

(18) 与父母或亲朋意见不一

致 

 

8 

 

6 

 

1 

 

1 
 

(19) 多个工作选择间难以取

舍 

 

17 

 

8 

 

5 

 

4 
 

(20) 缺少求职技巧 

 

35 

 

27 

 

4 

 

4 
 

(21) 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 

 

29 

 

17 

 

5 

 

7 
 

(22) 缺少求助资源 

 

19 

 

11 

 

4 

 

4 
 

(23)与学业冲突(如毕业论文

和考研等) 

 

22 

 

16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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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学中所受到的能力训练是否能满足实际工作要求 

毕业生认为在大学中所受到的能力训练是否能满足实际工作的要求，用 5 分

量表来进行评价，其中 1 分为完全不能满足，5 分为完全能够满足。被调查毕业

生的反馈结果的均值如下： 

整体 本科 

毕业

生 

硕士 

毕业生 

博士 

毕业生 

  整体 本科 

毕业生 

硕士 

毕业生 

博士

毕业

生 

专业能

力 

3.57 3.48 3.63 3.81 组织与协

调能力 

3.77 3.68 4.16 3.63 

计算机

应用能

力 

3.73 3.62 4 3.81 时间管理

能力 

3.74 3.68 4 3.63 

外语能

力 

3.51 3.33 4 3.56 信息收集

能力 

3.84 3.82 4.05 3.69 

动手实

践能力 

3.61 3.53 3.89 3.56 分析能力 3.88 3.87 4.16 3.63 

自学能

力 

4.04 3.95 4.21 4.19 问题解决

能力 

3.89 3.87 4.16 3.69 

创新能

力 

3.71 3.68 3.74 3.75 情绪管理

能力 

3.84 3.82 4.05 3.69 

人际沟

通能力 

3.78 3.72 4.05 3.69  执行能

力 

3.95 3.9 4.21 3.81 

团队协

作能力 

3.87 3.83 4.26 3.56 (批判性

思维 

3.73 3.7 3.95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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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能

力 

3.62 3.53 3.95 3.56 (抗压与

抗挫能力 

3.92 3.9 4.16 3.69 

口头表

达能力 

3.68 3.63 3.95 3.56 职业规划

能力 

3.62 3.62 3.68 3.56 

书面表

达能力 

3.77 3.65 4.16 3.75 职业适应

能力 

3.79 3.75 4.11 3.56 

9、毕业生对就读专业的状态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对就读专业的态度，在以下四个状态中，毕业生的状

况是： 

毕业生对就读专业状态的统计 

  整体 本科毕业

生 

硕士毕业

生 

博士毕业

生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现在的专业并

不是我当初的

理想，但是我现

在对 所学的东

西颇感兴趣，并

朝这个方向就

业 

34.74% 38.33% 36.84% 18.75% 

现在的专业并

不是我当初的

理想，但是我现

在还 是不喜欢

这个院系的研

究内容 

12.63% 18.33% 5.26% 0.00% 

现在的专业是

我当初的理想

志愿，但是我现

在发现对所学

的东西，并不感

兴趣 

13.68% 11.67% 15.79% 18.75% 

现在的专业是

我当初的理想

志愿，同时我也

发现 现在所学

的东西，就是我

的兴趣所在 

38.95% 31.67% 42.11% 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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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毕业生对所学专业培养计划的满意程度 

毕业生对所学专业培养计划的满意度进行反馈，1 分到 5 分的评价，其中 1 分

为不满意，5 分为满意，整体满意度均值为 3.69 分，硕士毕业生对所学专业培养计

划满意度均值为 3.58 分，毕业生对所学专业培养计划满意度均值为 3.88 分。 

11、毕业生所学专业知识满足职业发展需要的统计 

毕业生对所学专业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满意职业发展需要的调查进行了反

馈，结果如下： 

 整体 本科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博士毕业生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很少 1.05% 1.67% 0.00% 0.00% 

比较少 6.32% 5.00% 15.79% 0.00% 

一般 32.63% 38.33% 15.79% 31.25% 

较多 48.42% 43.33% 68.42% 43.75% 

很多 11.58% 11.67% 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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