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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一、 毕业生去向分析 

(一)  整体去向情况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各层次毕业生的毕业去向情况和去年情况基本无差异，本科

毕业生以签约就业为主，占 44.7%，留学占 26.24%，国内升学占 17.05%。硕士、博士主要

为签约就业。其中，签约就业包括签三方协议就业、签劳动合同、单位用人证明三种形式。 

表 2：各层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表 

毕业去向 本科生 比例 硕士 比例 博士 比例 

签约就业 506 44.70% 575 85.31% 68 97.14% 

留学 297 26.24% 25 3.71% 0 0.00% 

国内升学 193 17.05% 22 3.26% 1 1.43% 

自由职业 96 8.48% 28 4.15% 0 0.00% 

自主创业 15 1.33% 1 0.15% 0 0.00% 

拟留学 3 0.27% 0 0.00% 0 0.00% 

回省待就业 13 1.15% 21 3.12% 1 1.43% 

拟考硕（博） 9 0.80% 2 0.30% 0 0.00% 

总计 1132 100.00% 674 100.00% 70 100.00% 

(二)  出国（境）留学情况 

我校 2015届毕业本科生共有 297人出国（境）留学，其中热门留学国家和地区为英国、

美国、香港、德国、法国、日本、澳洲、俄罗斯。根据 2015—2016年 QS世界大学排行榜的

数据分析，其中 65.42%的学生前往 QS排名世界两百强的顶尖大学，而其余 34.58%的学生学

校多在前五百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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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科生国（境）外留学国家（地区）分布表 

留学国家 人数 留学国家 人数 

英国 79 加拿大 3 

美国 73 希腊 2 

香港 31 澳门 1 

德国 28 哈萨克斯 1 

法国 24 荷兰 1 

日本 17 马来西亚 1 

澳大利亚 16 瑞典 1 

俄罗斯 9 瑞士 1 

韩国 4 新加坡 1 

西班牙 4 
  

总计 297 

 2015届出国（境）留学毕业生中 73.14%的语言类专业毕业生选择去官方语言为本专业

所学语言的国家继续深造。近六年留学率，比例从 18.65% 逐年上升到 26.24%，整体呈明显

的上升趋势。 

(三) 国内升学情况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共有 193 人在国内读研，就读学校主要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其中 70.47%

的毕业生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生学位。 

 

表 4：2015届毕业本科生国内读研去向情况表 

序号 学校 人数 序号 学校 人数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136 11 国际关系学院 1 

2 北京大学 17 12 华东师范大学 1 

3 中国人民大学 8 13 华东政法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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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华大学 5 14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1 

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15 上海财经大学 1 

6 复旦大学 4 16 中国科学院大学 1 

7 南京大学 4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 

8 中国传媒大学 3 18 中央财经大学 1 

9 中国政法大学 2 19 中央民族大学 1 

10 北京邮电大学 1 20 总计 193 

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的《2015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对大学办学层次

的评价，我校学生就读于评价为“中国顶尖大学”、“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占 95.34%。

分析本科生国内升学后的专业与原本科专业是否跨一级学科，发现仍在专业内深造（含语言

专业就读翻译专业）的本科生比例为 74.05%。 

(四) 自主创业 

我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保持在 2%左右，创业毕业生主要是本科生，集中在国际商

学院、英语学院，创业领域集中在互联网、新媒体、金融和文化创意等领域。北京外国语大

学积极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打造“5+1”的创新创业实践体系，结合学校教育改革

任务和自身学科特色，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学科、跨国界的实践服务

平台。 

(五) 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生离校后回访情况 

截至 10 月 31 日的毕业数据中，我校有就业意愿但未就业的学生共计 35 人，其中本科

生 13 人，硕士生 21 人，博士生 1 人。于 11 月 1 日-12 月 20 日期间，经过电话回访发现，

已有 8 名学生以签三方或是签劳动合同形式落实去向，还有 9 名学生进入实习试用期或进入

各级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面试阶段，未反馈是毕业生手机联系方式已经变更，邮件未予以

回复，无法获知其具体去向情况。我校将继续关注未就业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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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15届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生离校后回访情况表 

层次 已落实去向 有落实可能 未落实 未反馈 总人数 

本科 4 2 1 6 13 

硕士生毕业 3 7 3 8 21 

博士生毕业 1 0 0 0 1 

合计 8 9 4 14 35 

 

二、 毕业生去向特点 

(一) 就业单位性质 

在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中，本科生主要就业单位的性质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

资企业以及机关单位。 

 

图 1：2015届毕业本科生就业单位分布图 

 

硕士研究生主要就业单位的性质为：国有企业、教育单位、民营企业、机关单位等。博

士研究生的主要去向依旧是教育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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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一) 毕业生规模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届共有毕业生 1876人（不含留学生与港澳台学生），与往年基本

持平。其中，本科生 1132 人（60.34%），硕士研究生 674 人（35.93%），博士研究生 70

人（3.73%）；男生 517 人（27.56%），女生 1359人（72.44%），男女比例为 1:2.6。少数

民族学生 223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1.89%。定向和委培生 57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3.04%。 

(二) 专业开设情况 

从专业分布看，本科有 32个专业，相比于去年 28个本科专业，新增了罗马尼亚语、土

耳其语、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泰语、希腊语、捷克语、挪威语、印地语和柬埔寨语，共

10 个专业。减少了保加利亚语、芬兰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波兰语、马来语和僧加罗

语，共计 6个专业。硕士专业 36个，相比去年新增传播学、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经济）、

国际金融与贸易、民商法学、日语口译、日语笔译、国际关系、汉语言文学、金融工程与风

险管理、跨国经营管理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共计 12 个专业，多为非语言类；博士专业为

8个，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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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层次各专业毕业生人数分布表 

序号 本科专业 人数 研究生专业 硕士人数 博士人数 

1 阿拉伯语 47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10 5 

2 朝鲜语 22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15 

3 德语 9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9 - 

4 电子商务 23 传播学 13 - 

5 对外汉语 25 德语语言文学 32 5 

6 俄语 65 俄语笔译 5 - 

7 法学 49 俄语口译 7 - 

8 法语 75 俄语语言文学 15 4 

9 翻译 46 法语笔译 3 - 

10 工商管理 49 法语口译 7 -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47 法语语言文学 15 - 

12 汉语言文学 22 翻译学 8 - 

13 会计学 53 国际法学 18 -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 国际关系 5 - 

15 柬埔寨语 10 国际金融与贸易 4 - 

16 捷克语 11 国际政治 18 - 

17 金融学 47 汉语国际教育 60 - 

18 罗马尼亚语 16 汉语言文字学 7 - 

19 挪威语 1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5 - 

20 葡萄牙语 22 跨国经营管理 1 - 

21 日语 68 民商法学 9 - 

22 斯洛伐克语 12 欧洲语言文学 12 - 

23 泰语 12 日语笔译 1 - 

24 土耳其语 16 日语口译 9 - 

25 外交学 53 日语语言文学 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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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西班牙语 44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70 13 

27 希腊语 12 外交学 34 - 

28 新闻学 46 外交学(国际经济) 7 - 

29 匈牙利语 14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 - 

30 意大利语 1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7 5 

31 印地语 11 新闻学 7 - 

32 英语 92 英语笔译 46 - 

33 - - 英语口译 55 - 

34 - - 英语语言文学 89 15 

35 - -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0 - 

36 - - 知识产权法 6 - 

37 - - 中国古代文学 6 - 

 
总计 1132 总计 674 70 

 

二、 2015 年学校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的相关举措 

（一） 多渠道开拓就业市场，提供优质的就业信息服务 

通过用人单位的走访、调研，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情况，进一步密切与用人单位的联系，

重点建设行业俱乐部，共建设外交菁英俱乐部、金融菁英俱乐部、传媒菁英俱乐部、海外菁

英俱乐部、互联先锋俱乐部、创客俱乐部等 6个类型俱乐部，基本涵盖我校毕业生就业去向

单位类型，根据学生需要做好个性化服务。 

建设重点用人单位信息库，进一步巩固与重点行业和传统招聘大户的关系，并针对性将

其历年的招聘要求、考录流程、薪酬待遇等信息予以归纳，集结成册《北京外国语大学重点

用人单位名录 50强》、《北京外国语大学重点用人单位名录民营企业 30强》，面向校内毕

业生进行发布，为其提供有效的求职参考。 

整合资源，完善信息发布渠道，做好学生、学校和用人单位三方的信息服务工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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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日至 2015年 8月 31日期间共发布招聘信息 2052条，共举办校内宣讲会 97 场，吸

引 203家企业入校招聘宣讲。 

（二） 多维度开设就业教育，增强有效的就业技能辅导 

专项指导：一是针对学生做好“精细化”指导。根据学生不同年级的职业生涯阶段需求，

开展定制化的个性指导，开展一对一职业咨询、校友导师计划、行业俱乐部、生涯工作坊等

工作。2014年 9月 1日至 2015年 8月 31日期间共接受职业咨询 176人次，聘请 24 名校内

外专家担任生涯成长导师、职业咨询师，举办各类主题生涯工作坊 8个。二是针对就业工作

人员做好“专业化”指导。建设专业化的生涯发展指导队伍，每月开展生涯发展案例咨询督

导，扩展生涯发展咨询师团队，为有能力的就业工作人员和辅导员提供更多的提升机会，派

出近 20名就业工作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主题的培训，促进队伍专业化和专家化。 

专项教育：一是生涯发展教育覆盖学生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完成面向大一年级的《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公共必修课，举办第二届学生就业力大赛等职业生涯活动，学生从入校初

直至毕业，乃至毕业后持续接受生涯发展教育。二是调动多方资源开展生涯教育，为 2015

级新生家长提供职业咨询服务，调动家长共同关注孩子的生涯发展，通过行业俱乐部等活动，

调动用人单位资源联合做好就业实习的指导和推荐工作，帮助学生做好生涯决策和求职技能

提升指导，提高就业竞争力。 

（三）多阶段开展就业调研，反馈真实的就业决策数据 

打造高效的学生生涯发展研究与反馈机制。一是建设统一、完善的数据平台，以大学生

个体职业发展理论模型为基础，开展就业调研工作。二是建立权威的外语类院校就业质量评

价体系，基于毕业生、用人单位、培养单位、国家、社会等多方的评价，对就业情况关联分

析与评价，发布《2014 年就业质量报告》，实现合理、科学的就业质量评估，用数据辅助

决策，为教学、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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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层次打造创业体系，保障特色的创新创业实践 

打造“5+1”的创新创业实践体系，结合学校教育改革任务和自身学科特色，为大学生

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学科、跨国界的实践服务平台。“5+1”创新创业实践体

系，指 5个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即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平台、创新创业实践信息化平台、创新

创业实践体验平台、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平台、创新创业实践国际交流平台，和 1个创新创业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大学生创业中心，获批为北京市教委“北京高校示范性大学生创业中心

建设校”。建设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获评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组织创新创业文化节，举办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定期邀请知名创业人士和创业校友举办创

业讲座、沙龙，使学生零距离接触创业者、了解创业前沿信息、吸取创业成功经验。委托国

际商学院承办第七届 APEX 商业挑战赛，建设创客俱乐部，组织学生参观调研创业企业，开

展创新创业讨论和项目合作，组织大学生科研创新课题立项聘请校内外的专家和校友作为俱

乐部导师，不定期指导学生创业项目和创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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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一、 毕业生去向分析 

(一)  整体去向情况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各层次毕业生的毕业去向情况和去年情况基本无差异，本科

毕业生以签约就业为主，占 44.7%，留学占 26.24%，国内升学占 17.05%。硕士、博士主要

为签约就业。其中，签约就业包括签三方协议就业、签劳动合同、单位用人证明三种形式。 

表 2：各层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表 

毕业去向 本科生 比例 硕士 比例 博士 比例 

签约就业 506 44.70% 575 85.31% 68 97.14% 

留学 297 26.24% 25 3.71% 0 0.00% 

国内升学 193 17.05% 22 3.26% 1 1.43% 

自由职业 96 8.48% 28 4.15% 0 0.00% 

自主创业 15 1.33% 1 0.15% 0 0.00% 

拟留学 3 0.27% 0 0.00% 0 0.00% 

回省待就业 13 1.15% 21 3.12% 1 1.43% 

拟考硕（博） 9 0.80% 2 0.30% 0 0.00% 

总计 1132 100.00% 674 100.00% 70 100.00% 

(二)  出国（境）留学情况 

我校 2015届毕业本科生共有 297人出国（境）留学，其中热门留学国家和地区为英国、

美国、香港、德国、法国、日本、澳洲、俄罗斯。根据 2015—2016年 QS世界大学排行榜的

数据分析，其中 65.42%的学生前往 QS排名世界两百强的顶尖大学，而其余 34.58%的学生学

校多在前五百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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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科生国（境）外留学国家（地区）分布表 

留学国家 人数 留学国家 人数 

英国 79 加拿大 3 

美国 73 希腊 2 

香港 31 澳门 1 

德国 28 哈萨克斯 1 

法国 24 荷兰 1 

日本 17 马来西亚 1 

澳大利亚 16 瑞典 1 

俄罗斯 9 瑞士 1 

韩国 4 新加坡 1 

西班牙 4 
  

总计 297 

 2015届出国（境）留学毕业生中 73.14%的语言类专业毕业生选择去官方语言为本专业

所学语言的国家继续深造。近六年留学率，比例从 18.65% 逐年上升到 26.24%，整体呈明显

的上升趋势。 

(三) 国内升学情况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共有 193 人在国内读研，就读学校主要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其中 70.47%

的毕业生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硕士生学位。 

 

表 4：2015届毕业本科生国内读研去向情况表 

序号 学校 人数 序号 学校 人数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136 11 国际关系学院 1 

2 北京大学 17 12 华东师范大学 1 

3 中国人民大学 8 13 华东政法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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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华大学 5 14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1 

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15 上海财经大学 1 

6 复旦大学 4 16 中国科学院大学 1 

7 南京大学 4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 

8 中国传媒大学 3 18 中央财经大学 1 

9 中国政法大学 2 19 中央民族大学 1 

10 北京邮电大学 1 20 总计 193 

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的《2015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对大学办学层次

的评价，我校学生就读于评价为“中国顶尖大学”、“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占 95.34%。

分析本科生国内升学后的专业与原本科专业是否跨一级学科，发现仍在专业内深造（含语言

专业就读翻译专业）的本科生比例为 74.05%。 

(四) 自主创业 

我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保持在 2%左右，创业毕业生主要是本科生，集中在国际商

学院、英语学院，创业领域集中在互联网、新媒体、金融和文化创意等领域。北京外国语大

学积极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打造“5+1”的创新创业实践体系，结合学校教育改革

任务和自身学科特色，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学科、跨国界的实践服务

平台。 

(五) 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生离校后回访情况 

截至 10 月 31 日的毕业数据中，我校有就业意愿但未就业的学生共计 35 人，其中本科

生 13 人，硕士生 21 人，博士生 1 人。于 11 月 1 日-12 月 20 日期间，经过电话回访发现，

已有 8 名学生以签三方或是签劳动合同形式落实去向，还有 9 名学生进入实习试用期或进入

各级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面试阶段，未反馈是毕业生手机联系方式已经变更，邮件未予以

回复，无法获知其具体去向情况。我校将继续关注未就业毕业生离校后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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