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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5〕12 号）和市教委《关于做好 2016 年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渝教学发〔2016〕4 号）等

文件精神，我校研究生就业办特制定《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届硕士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本报告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

业办公信息系统数据库。全面真实反映我校 2016 届研究生就业工作

的实际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以期进一步完善我校研究生就业工作体

系。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研究生就业指导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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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校研究生教育始于 1979 年，是国家恢复招生后的首批研究生

培养单位，1986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2013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 1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30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别 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领域 21个；

学位授权点覆盖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等门类。现有全日制在

校博士、硕士研究生 1500 余人。

拥有一支梯队整齐、结构合理、力量雄厚、成果丰硕的研究生导

师队伍。现有博士生导师 14 人，硕士生导师 175 人，其中教授 101

人，博士学位获得者 105 人。常年聘有外籍专家任教并邀请国内外知

名专家学者讲学。研究生导师一直活跃在国内外学术交流舞台上。

以国家大政方针为指导，深入推进综合改革，狠抓内涵建设，更

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强调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大力提升教学和指导能力，狠抓学位授予质量的内外监控

体系建设，统筹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持续增加研究生教育经费投入，着力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奖励和

资助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的研究生。在校研究

生既能享有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的奖励和资助，又能获得国家助

学金及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大力推进研究生国际化教育，以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为导向，

加强对研究生全球视野、国际情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鼓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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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研究生在校期间出国留学、海外实习及海外短期访学。学校目前

与 2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研究生留学、访学

合作项目。

现已培养研究生 5000 余人。他们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

专业基本功，突出的实践能力，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

涉外企业等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或业务骨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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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届硕士毕业生基本情况

我校 2016 届硕士毕业研究生共有 528 人，截止 2016 年 12 月 26

日，就业人数 506 人，就业率 95.83%。其中学术型硕士毕业生 318

人，已就业 302 人，就业率 94.97%，专业型硕士毕业生 210 人，已

就业 204 人，就业率 97.14%。城镇零就业家庭、城乡低保户、农村

建卡贫困户等困难硕士毕业生 18人，已就业 18人，就业率 100%。

总体就业 签约就业 升学出国 灵活就业 自主创业

人数 506 440 24 38 4

比例 95.83% 83.33% 4.55% 7.20% 0. 8%

二、2016 届硕士毕业生生源结构

2016 届硕士毕业生来自全国 2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川渝两地

毕业生最多，共 192 人，占毕业人数 36.36%。

生源地区 人数 生源比例 男生 女生 汉族 少数民族

总计 528 100% 96 432 508 20

四川省 105 19.89% 16 89 101 4

重庆市 87 16.48% 9 78 81 6

河南省 71 13.45% 16 55 71 0

山东省 31 5.87% 9 22 31 0

安徽省 26 4.92% 5 21 26 0

河北省 26 4.92% 6 20 26 0

山西省 26 4.92% 3 23 26 0

湖南省 24 4.55% 6 18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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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3 4.36% 5 18 21 2

江西省 22 4.17% 4 18 22 0

甘肃省 15 2.84% 1 14 15 0

江苏省 9 1.70% 2 7 8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8 1.51% 2 6 7 1

黑龙江省 8 1.51% 1 7 8 0

浙江省 7 1.33% 1 6 7 0

贵州省 6 1.14% 2 4 6 0

陕西省 6 1.14% 3 3 6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1.14% 1 5 6 0

吉林省 4 0.76% 1 3 2 2

福建省 3 0.57% 2 1 3 0

广东省 3 0.57% 0 3 3 0

辽宁省 3 0.57% 1 2 2 1

内蒙古自治区 3 0.57% 0 3 2 1

云南省 3 0.57% 0 3 3 0

青海省 2 0.38% 0 2 2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0.19% 0 1 1 0

三、2016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流向

1. 2016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流向区域

全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广泛；选择在重庆和四川就业的人

数最多。

就业地区 就业人数 比例

重庆市 119 23.52%

四川省 106 20.95%

河南省 54 10.67%

山东省 27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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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25 4.94%

江西省 20 3.95%

湖南省 19 3.75%

河北省 18 3.56%

山西省 18 3.56%

湖北省 18 3.56%

江苏省 17 3.36%

甘肃省 13 2.57%

贵州省 11 2.17%

广东省 10 1.98%

浙江省 9 1.7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 1.58%

广西壮族自治区 7 1.38%

黑龙江省 5 0.99%

天津市 4 0.79%

福建省 4 0.79%

吉林省 3 0.59%

云南省 3 0.59%

陕西省 3 0.59%

北京市 2 0.40%

辽宁省 2 0.40%

内蒙古自治区 1 0.20%

上海市 1 0.20%

西藏自治区 1 0.20%

2. 2016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流向行业类型

硕士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中初教育单位和高等

教育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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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单位行业 就业人数 比例

其他企业 172 33.99%

中初教育 120 23.72%

高等教育 98 19.37%

自由职业 38 7.51%

出国、出境 21 4.15%

事业单位 21 4.15%

国有企业 15 2.96%

机关 7 1.38%

科研设计单位 4 0.79%

自主创业 4 0.79%

国内升学 3 0.59%

医疗卫生单位 2 0.40%

部队 1 0.20%

3. 2016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流向单位类型

硕士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三个行业为：教育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就业单位类型 就业人数 比例

教育 286 56.5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7 7.3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1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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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 3.7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 2.96%

制造业 13 2.5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 2.3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 2.17%

金融业 10 1.9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 1.3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 1.19%

建筑业 5 0.99%

批发和零售业 5 0.99%

卫生和社会工作 4 0.7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 0.40%

采矿业 1 0.20%

房地产业 1 0.20%

军队 1 0.20%

四、2016 届硕士毕业生分院系专业就业率排名

院系 专业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德语系

合计 25 25 100%

德语语言文学 11 11 100%

德语笔译 9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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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口译 5 5 100%

东方语学院

合计 15 15 100%

亚非语言文学 5 5 100%

朝鲜语笔译 5 5 100%

朝鲜语口译 5 5 100%

新闻传播学院
合计 11 11 100%

文艺与传媒 11 11 100%

教育学院
合计 11 11 100%

课程与教学论 11 11 100%

国际关系学院
合计 5 5 100%

比较制度学 5 5 100%

国际商学院
合计 4 4 100%

国际商务文化 4 4 100%

中文系

合计 30 29 96.67%

文艺学 3 3 100%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8 8 100%

汉语言文字学 9 9 100%

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
4 4 100%

中国现当代文学 6 5 83.33%

翻译学院

合计 175 169 96.57%

英语笔译 88 86 97.73%

英语口译 54 52 96.30%

英语语言文学 33 31 93.94%

日语系

合计 29 28 96.55%

日语笔译 9 9 100%

日语口译 8 8 100%

日语语言文学 12 11 91.67%

研究生院
合计 167 159 95.21%

外国语言学及 27 26 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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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

英语语言文学 140 133 95%

法语系

合计 18 17 94.44%

法语笔译 7 7 100%

法语语言文学 11 10 90.91%

俄语系

合计 30 27 90%

俄语语言文学 10 9 90%

俄语笔译 10 9 90%

俄语口译 10 9 90%

社会科学部
合计 8 5 62.50%

外国哲学 8 5 62.50%

总计 528 506 95.83%

五、2016 届硕士毕业生升学、出国统计

1. 出国留学或工作

姓名 所在国家 学习或工作地点

王珏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留学

何智瑞 英国 伦敦大学留学

靳铮 英国 埃塞克斯大学留学

谢玲 德国 汉办志愿者

杨梦迪 德国 中德汽车资格培训与认证中心

初亚洲 德国 汉办志愿者

全羚瑜 法国 汉语志愿者

袁梦雪 法国 汉语志愿者

何智瑞 法国 中文国际班教师

王丹丹 俄罗斯 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陈亚星 俄罗斯 喀山联邦大学留学

夏琳 俄罗斯 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留学

张力文 日本 山口大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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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一灿 日本 首都大学留学

万语 日本 神户大学留学

刘金山 韩国 建国大学留学

张秀春 韩国 庆熙大学留学

刘姳如 泰国 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李斐 美国 西弗罗里达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王鹏程 新西兰 哈比顿电影场景牧场游工作人员

田莉莉 芬兰 于韦斯屈莱大学留学

2. 国内升学

姓名 升学院校 专业

张婷 吉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

庞茂森 南京大学 法语语言文学

赵健哲 外交学院 比较制度学

六、近三年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毕业去向统计

据统计，2014届至2016届硕士毕业生最终就业率分别为89.02%、

92.73%、95.83%，呈平稳上升态势。

从毕业去向来看，2014 届至 2016 届硕士毕业生平均签约就业率

为 85%左右，其他毕业去向，如：国内升学、出国留学、自由职业/

创业率均保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