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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就业基本情况 

一、2023 届毕业生生源情况 

(一)毕业生总体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学历层次均为大学专科，其中统招生 2877 人，占比

92.87%，高职扩招生 221 人，占比 7.13%。2023 届毕业生中男生 1515 人，占比 48.90%，

女生 1583 人，占比 51.10%，男女生性别比为 95.70(2022 届毕业生为 72.64)，较 2022

届毕业生有较大增长。2023 届毕业生总体分布情况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2023 届毕业生总体分布 

1.毕业生分专业大类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分布于财经商贸、电子信息、交通运输、文化艺术和装

备制造 5 个专业大类，各专业大类毕业生分布情况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大类分布 

男生, 1515, 
48.90%

女生, 1583, 
51.10%

财经商贸大类, 
1887, 60.91%

电子信息大类, 
788, 25.44%

交通运输大类, 
310, 10.01%

文化艺术大
类, 42, 1.36%

装备制造大类, 
71, 2.29%



                       第一部分  就业基本情况 

 2 

 

2.毕业生分专业大类、性别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所属专业大类包括财经商贸、电子信息、交通运输、文

化艺术和装备制造 5 个专业大类，各专业大类毕业生性别分布情况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2023 届各专业大类毕业生性别分布 

(二)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其中河北省籍毕业生 1226 人，占比 39.57%，外省毕业

生 1872 人，占比 60.43%，河北省内外生源性别分布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2023 届省内外毕业生性别分布 

1.河北省内毕业生分地市分布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共 1226 人，分布在河北省的 11 个地市，其中石家庄市生源

363 人，占河北籍毕业生的 29.61%(2022 届为 23.77%)，河北省各地市生源分布情况见

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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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2023 届河北省内毕业生分地市分布 

2.河北籍毕业生分地市、性别分布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共 1226 人，其中男生 774 人，女生 452 人，男女生性别比

为 171.24(2022 届为 88.32)，河北籍毕业生分地市、性别分布情况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分地市、性别分布 

363

66

14

146

120

209

48

32

92

40

9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石家庄市

唐山市

秦皇岛市

邯郸市

邢台市

保定市

张家口市

承德市

沧州市

廊坊市

衡水市

249

43

10

87

67

120

28

20

68

22

60

114

23

4

59

53

89

20

12

24

18

36

0% 20% 40% 60% 80% 100%

石家庄市

唐山市

秦皇岛市

邯郸市

邢台市

保定市

张家口市

承德市

沧州市

廊坊市

衡水市

男生 女生



                       第一部分  就业基本情况 

 4 

 

3.河北省外毕业生分省分布 

2023 届河北省外毕业生共 1872 人，分布于河北省外的 30 个省、市(自治区)，具

体分布情况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2023 届河北省外毕业生分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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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专业分布 

1.毕业生分专业、性别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分布于 6 个院系的 31 个专业，各专业毕业生性别分布

情况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性别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男生 女生 总计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41 54 195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67 4 71 

跨境电子商务 19 33 52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16 17 33 

市场营销 46 86 132 

文化创意与策划 7 35 42 

邮政通信管理 54 97 151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14 25 39 

金融系 

保险 30 39 69 

国际金融 13 28 41 

互联网金融 26 44 70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196 327 523 

投资与理财 50 94 144 

证券与期货 24 45 69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62 58 120 

物流管理 70 52 122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18 19 37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40 55 95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33 16 149 

物联网应用技术 89 40 129 

移动通信技术 31 17 48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53 11 64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77 39 116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50 34 84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45 34 79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65 1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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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20 22 42 

会计系 

会计 25 142 167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24 47 71 

会计信息管理 5 29 34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5 28 33 

总计 1515 1583 3098 

2.毕业生分专业、省份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来自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专业毕业生分

省分布情况如表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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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省份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辽 
宁 

吉 
林 

黑 
龙 
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总 
计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6 119 1 7   5    10 3 4  5  6   1  3 5 1 4 1    4 195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22     2  5    3  5  8  3  3 3 3 2   6 4  2 71 

跨境电子商务  2 7 4    3   1  2   5 2 3 4 7  1  3 3   5    52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8           3  5   2   2 1 4    5 1  2 33 

市场营销  2 17 4 6   11    22 6 5 10   5 2 2 4 8 7 2 6 3   4  6 132 

文化创意与策划   12     6      2    8  1  2 4  3      4 42 

邮政通信管理   29 8  5  4 2 4  9 5 4  25 3 10 3 1   4 2 2  4 14 4 3 6 151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26     2          2  3     1   5    39 

金融系 

保险   7 5  5  10     6   4  10  3 1 3 7  1  1  3  3 69 

国际金融  1 16 2   4 3        4  1 1 2       3 2 2   41 

互联网金融  2 15 8   2 7        4  5 5 2 2  3   1 3 2 1  8 70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15  12 6 12 24 34 27 9  48 30 34 30 99 7  25 1 8 5 4 12 2 11  46  2 4 16 523 

投资与理财  3 14 15 6 5  9   1 2    4 3 11 1 4 1 3 6 38 3  1  3  11 144 

证券与期货   28 15   2 2        4  7  2   3    3 1   2 69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2 29 10  5  4     5 4 19   5   1 2 2 2 3 4  12 4  7 120 

物流管理  3 56      2  1 9 5 1 18 5     1 5 3 2 4   2   5 122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4     5     2   5  5  1  4  5     4  2 37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20     5  2   1 3  5  28  5 4 3 3 4 1  4 5   2 95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49 

物联网应用技术  3 108 2    1        5   2     1 1   3 1  2 129 

移动通信技术   46                        2     48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14 43                2        2 3    64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 105                    1  1   3 1  2 116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2 48 4    2          4  2 3  1 1 2   7 4  4 84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3 45  10   2        5  3  2     2   3   4 79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3 70 2                     1  1     77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39                         2   1 42 

会计系 

会计  3 93 12   4 5    4  5    7 3 2 3 3 4 2  1 1 4 5  6 167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3 7  10  1 5      1   1 6  3 2 7 5 4  5 2 4 1 2 2 71 

会计信息管理   18 2   1           1 1 1 1 1  2    2 3  1 34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14 1   2           5 1 1  3 1 1   2 1   1 33 

总计 15 65 1226 101 51 44 50 120 13 11 51 86 69 65 146 97 9 165 28 55 29 54 73 83 48 18 76 91 47 9 103 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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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毕业去向 

(一)毕业生毕业去向总体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其中直接就业 2608 人，占比 84.18%；普通专升本 372

人，占比 12.01%；应征义务兵 46 人，占比 1.48%；自主创业 8 人，占比 0.26%；求职中

62 人，占比 2.00%，落实毕业去向人数为 3036 人(包括直接就业，普通专升本、自主创

业、应征义务兵、出国出境深造、西部计划等)，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8.00%，

2023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总体分布情况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2023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总体分布 

1.毕业生分专业大类毕业去向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所属专业大类包括财经商贸、电子信息、交通运输、文

化艺术和装备制造 5 个专业大类，各专业大类毕业生去向分布情况如表 1-2-1 所示。 

表 1-2-1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大类毕业去向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
生数 

协议
就业 

合同
就业 

其他录用
证明就业 

应征义
务兵 

西部
计划 

自主
创业 

普通专
升本 

出国出
境深造 

求职中 

财经商贸大类 1887 1237 73 312 10  7 217  31 

电子信息大类 788 193 40 414 28  1 94  18 

交通运输大类 310 207 12 40 5   37 1 8 

文化艺术大类 42 24 1 5  1  9  2 

装备制造大类 71 40 2 8 3   15  3 

总计 3098 1701 128 779 46 1 8 372 1 62 

协议就业, 1701, 
54.91%

合同就业, 128, 
4.13%

其他录用证明就
业, 779, 25.15%

普通专升本, 372, 
12.01%

应征义务兵, 46, 1.48%

自主创业, 8, 0.26%
出国出境深造, 1, 0.03%

西部计划, 1, 0.03%

求职中, 62, 2.00%

其他, 490, 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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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分布于 6 个院系的 31 个专业，各专业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如

表 1-2-2 所示。 

表 1-2-2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毕业去向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协议
就业 

合同
就业 

其他
录用
证明
就业 

应征
义务
兵 

西
部
计
划 

自
主
创
业 

普通
专升
本 

出国
出境
深造 

求
职
中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55 39 76 1  5 14  5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40 2 8 3   15  3 

跨境电子商务 52 32  8    11  1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22  8 1   2   

市场营销 132 100 1 16    13  2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24 1 5  1  9  2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12 3 14 3   16  3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14 2 10 1   10  2 

金融系 

保险 69 64  2    3   

国际金融 41 16  10   1 12  2 

互联网金融 70 41  18 1   8  2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442 5 12 3   48  13 

投资与理财 144 122 1 2    17  2 

证券与期货 69 51  3    15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81 7 16 1   11 1 3 

物流管理 122 59 10 34   1 15  3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1  5 1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63  24    7  1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1 37 81 2  1 15  2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21  79 7   19  3 

移动通信技术 48 1  33 4   10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5  43 6   8  2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22 2 69 3   17  3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55  22    4  3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53 1 18    6  1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16  45 4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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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9  24 2   4  3 

会计系 

会计 167 57 12 60 1   37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57 3 7 1   3   

会计信息管理 34 11  16 1   6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14 2 11    6   

总计 3098 1701 128 779 46 1 8 372 1 62 

(二)毕业生升学率分布 

1.毕业生升学率分专业大类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其中普通专升本 372 人，总体升学率为 12.01%(2022 届

为 11.49%)，各专业大类升学人数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2023 届毕业生各专业大类升学率分布 

2.毕业生升学率分专业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升学率(普通专升本)如表 1-2-3 所示。 

表 1-2-3  2023 届毕业生升学率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升学
人数 

升学率 
院系总体
升学率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14 7.18% 

12.59%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15 21.13% 

跨境电子商务 52 11 21.15%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2 6.06% 

市场营销 132 13 9.85%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9 21.43%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6 10.60%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10 25.64% 

金融系 保险 69 3 4.35% 11.24% 

217

94

37

9

15

0 50 100 150 2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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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 41 12 29.27% 

互联网金融 70 8 11.43%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48 9.18% 

投资与理财 144 17 11.81% 

证券与期货 69 15 21.74%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11 9.17% 

8.82% 
物流管理 122 15 12.30%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7 7.37%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5 10.07% 

13.3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19 14.73% 

移动通信技术 48 10 20.83%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8 12.50%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17 14.66% 

10.55%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4 4.76%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6 7.59%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11 14.29%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4 9.52% 

会计系 

会计 167 37 22.16% 

17.05%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3 4.23% 

会计信息管理 34 6 17.65%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6 18.18% 

总计 3098 372 12.01%  

(三)毕业生就业类型分布 

1.毕业生总体就业类型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人数为 2608 人，其中签订就业协议就业 1701 人，占比

65.22%(2022 届为 60.64%)；签订劳动合同就业 128 人，占比 4.91%(2022 届为 4.13%)，

其他录用证明就业 779 人，占比 29.87%(2022 届为 35.23%)，毕业生总体就业类型分布

情况如图 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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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2023 届毕业生就业类型分布 

2.直接就业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人数为 2608 人，直接就业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

分布情况如表 1-2-4 所示。 

表 1-2-4  2023 届直接就业毕业生毕业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协议就业 合同就业 
其他录用 
证明就业 

人数 落实率 人数 落实率 人数 落实率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55 28.21% 39 20.00% 76 38.97%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40 56.34% 2 2.82% 8 11.27% 

跨境电子商务 52 32 61.54%   8 15.38%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22 66.67%   8 24.24% 

市场营销 132 100 75.76% 1 0.76% 16 12.12%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24 57.14% 1 2.38% 5 11.90%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12 74.17% 3 1.99% 14 9.27%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14 35.90% 2 5.13% 10 25.64% 

金融系 

保险 69 64 92.75%   2 2.90% 

国际金融 41 16 39.02%   10 24.39% 

互联网金融 70 41 58.57%   18 25.71%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442 84.51% 5 0.96% 12 2.29% 

投资与理财 144 122 84.72% 1 0.69% 2 1.39% 

证券与期货 69 51 73.91%   3 4.35%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81 67.50% 7 5.83% 16 13.33% 

物流管理 122 59 48.36% 10 8.20% 34 27.87% 

协议就业, 
1701, 65.22%

合同就业, 
128, 4.91%

其他录用证明就
业, 779,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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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1 83.78%   5 13.51%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63 66.32%   24 25.26%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1 7.38% 37 24.83% 81 54.3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21 16.28%   79 61.24% 

移动通信技术 48 1 2.08%   33 68.75%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5 7.81%   43 67.19%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22 18.97% 2 1.72% 69 59.48%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55 65.48%   22 26.19%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53 67.09% 1 1.27% 18 22.78%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16 20.78%   45 58.44%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9 21.43%   24 57.14% 

会计系 

会计 167 57 34.13% 12 7.19% 60 35.93%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57 80.28% 3 4.23% 7 9.86% 

会计信息管理 34 11 32.35%   16 47.06%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14 42.42% 2 6.06% 11 33.33% 

总计 3098 1701 54.91% 128 4.13% 779 25.15% 

(四)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布 

1.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大类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其中落实毕业去向 3036 人(包括直接就业，普通专升

本、自主创业、应征入伍、西部计划、出国出境深造)，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8%，各

专业大类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布如表 1-2-5 所示。 

表 1-2-5  2023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大类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生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财经商贸大类 1887 1856 98.36% 

电子信息大类 788 770 97.72% 

交通运输大类 310 302 97.42% 

文化艺术大类 42 40 95.24% 

装备制造大类 71 68 95.77% 

总计 3098 3036 98.00% 

2.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其中落实毕业去向 3036 人(包括直接就业，普通专升

本、自主创业、应征入伍、西部计划、出国出境深造)，各专业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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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率分布如表 1-2-6 所示。 

表 1-2-6  2023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毕业去向
落实人数 

毕业去向
落实率 

院系毕业去
向落实率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190 97.44% 

97.48%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68 95.77% 

跨境电子商务 52 51 98.08%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33 100.00% 

市场营销 132 130 98.48%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40 95.24%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48 98.01%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37 94.87% 

金融系 

保险 69 69 100.00% 

97.93% 

国际金融 41 39 95.12% 

互联网金融 70 68 97.14%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510 97.51% 

投资与理财 144 142 98.61% 

证券与期货 69 69 100.00%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117 97.50% 

98.13% 
物流管理 122 119 97.54%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7 100.00%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94 98.95%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47 98.66% 

98.21%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126 97.67% 

移动通信技术 48 48 100.00%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62 96.88%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113 97.41% 

97.24%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81 96.43%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78 98.73%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76 98.70%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39 92.86% 

会计系 
会计 167 167 100.00% 

100.00%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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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管理 34 34 100.00%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33 100.00% 

总计 3098 3036 98.00%  

3.毕业生邮政企业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人数为 2608 人，其中在邮政企业就业 1723 人，占比

66.07%(2022 届为 65.59%)，占 2023 届毕业生总数的 55.62%，各专业毕业生邮政企业毕

业去向落实率分布情况如表 1-2-7 所示。 

表 1-2-7  2023 届毕业生邮政企业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邮政企业
就业人数 

邮政企业
毕业去向
落实率 

院系邮政企
业毕业去向

落实率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55 28.21% 

56.22%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41 57.75% 

跨境电子商务 52 32 61.54%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22 66.67% 

市场营销 132 100 75.76%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24 57.14%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14 75.50%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14 35.90% 

金融系 

保险 69 64 92.75% 

80.68% 

国际金融 41 18 43.90% 

互联网金融 70 43 61.43%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444 84.89% 

投资与理财 144 121 84.03% 

证券与期货 69 49 71.01%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83 69.17% 

64.71% 
物流管理 122 60 49.18%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3 89.19%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66 69.47%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0 6.71% 

10.00%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22 17.05% 

移动通信技术 48 2 4.17%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5 7.81%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23 19.83%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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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57 67.86%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56 70.89%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16 20.78%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9 21.43% 

会计系 

会计 167 58 34.73% 

45.90%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57 80.28% 

会计信息管理 34 11 32.35%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14 42.42% 

总计 3098 1723 55.62%  

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一)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1.河北籍毕业生省内就业分地市分布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共 1226 人，其中在河北省内直接就业的毕业生 763 人(不含

升学)，占河北籍毕业生的 62.23%(2022 届为 58.98%)。河北籍省内就业毕业生分地市分

布情况详见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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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省内就业地域分地市分布 

如图 1-3-1 所示，在石家庄市就业的河北籍毕业生 301 人，占河北籍毕业生省内

直接就业人数的 39.45%(2022 届为 37.57%)。 

2.河北籍毕业生省外就业地域分省分布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共 1226 人，其中落实毕业去向 1203 人，总体毕业去向落实

率为 98.12%(2022 届为 96.54%)；其中在河北省外直接就业的毕业生数为 181 人，普通

专升本 221，应征入伍 31 人，自主创业 7 人，求职中 23 人。河北籍毕业生在河北省

外直接就业人数占河北籍毕业生总数的 14.76%(2022 届为 16.36%)，河北籍毕业生省外

直接就业地域分省分布情况如图 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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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2023 届河北籍毕业生省外直接就业地域分省分布 

3.河北省外毕业生就业地域分省分布 

2023 届共有河北省外毕业生 1872 人，其中落实毕业去向 1833 人，总体毕业去向

落实率为 97.92%(2022 届为 98.30%)。其中直接就业 1664 人，占比 89.89%；普通专升本

151 人，占比 8.07%；应征入伍 15 人，占比 0.80%；西部计划 1 人，占比 0.05%；自主

创业 1 人，占比 0.05%；出国出境深造 1 人，占比 0.05%；求职中 39 人，占比 2.08%。

直接就业的河北省外毕业生就业地域广泛分布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具体分

布情况如图 1-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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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2023 届河北省外毕业生直接就业地域分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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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生分专业就业地域分省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其中直接就业 2608 人，其中在河北省就业 785 人，占

比 30.10%，到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就业的毕业生 186 人，占比 7.13%(2022 届

为 8.13%)；到西部地区(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

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

就业的毕业生 639 人，占比 24.50%(2022 届为 24.02%)，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域分省分

布如表 1-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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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2023 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地域分省分布 

所在院系 专业方向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辽
宁 

吉
林 

黑
龙
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总计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7 7 103 2 5   4 1  2 8 2 4  5  6   1  2 5 1 4     1 170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9       4 3   1  3  7 1 3  3 3 3 2   4 3  1 50 

跨境电子商务 2 1 2 3    3     1   4 2 1 4 7 1 1  1 3  3 1    40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2  5       1 1   2  5   1   1 1 3   1 4 1  2 30 

市场营销 3  12 2 5   10  1  21 4 5 9   5 2 2 4 8 6 1 5 3   4  5 117 

文化创意与策划   4     6   1   1    7  1  2 3  3      2 30 

邮政通信管理 7  13 7  5  4 1 3 1 9 5 2 1 23 2 9 3 1  1 3 1 2  5 11 4 3 3 129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4  14     1            1     1  2 2   1 26 

金融系 

保险 1  5 5  4  10   1  6   4  9  3 1 3 7  1    3  3 66 

国际金融 2 1 6 1   2 2 1       3    2       3 1 2   26 

互联网金融 1 3 6 8 1  1 5        4  4 5 2 2  4   1 3 1 1 1 6 59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15  13 5 12 23 27 26 9  37 27 28 29 74 7  21 1 8 5 4 12 3 10  45  2 4 12 459 

投资与理财 1 1 6 13 5 3 1 9   2 1    4 2 8 1 4 1 2 5 38 3  1  3  11 125 

证券与期货 3  12 15   2 2   1     4  5  2  1 1    3 1   2 54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2 3 18 9  4  4   2  4 3 15 1  5 1  1 1 2  4 2 3 9 4  7 104 

物流管理 7 2 38      2 1  9 5 1 16 4     1 5 4 1 1   2   4 103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2     5   1  2   5  5  1  4  5     4  2 36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4 1 14     5  2 6 1 1 3  4  17  5 3 3 3 4 1  5 2   3 87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7 2 112      2   2   1    1 1        1    129 

物联网应用技术 9 5 56 2     2 2  1   7 5   2    1  1  1 2 2  2 100 

移动通信技术 2 1 25 2 1     1 1            1         34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 3 26 4      2  1       4    1     1    48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5 7 69       1  2   2          1   3 1 1 1 93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2 2 35 3    2   2    4   4  2 3  1 1 2  2 6 2 1 3 77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6 4 26  11   2   2     5  3 1 2   1  2   4   3 72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1 5 42        4    2 2   2    1  1  1     61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6 1 22        1       1          2    33 

会计系 

会计 5 4 59 10   2 5  1 5 1  2 1 3  2 4 1 3 3 2 1   1 5 4  5 129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3 4  10  1 5  1 2   1   1 5 1 3 2 7 5 1  5 2 4  2 2 67 

会计信息管理 1  14 2   1    1    1    1  1   2    1 1  1 27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2  13               4  1  2  1   2 1   1 27 

总计 113 56 785 93 50 39 37 110 18 20 76 83 58 54 133 95 7 128 35 52 29 51 69 71 44 15 83 68 41 12 83 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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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就业领域分布 

1.毕业生面向产业领域就业情况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 2608 人，其中面向第一产业就业 20 人，面向第二产业就

业 180 人，面向第三产业就业 2408 人，各产业领域就业毕业分布情况如图 1-3-4 所

示。 

 
图 1-3-4  2023 届毕业生面向产业领域就业情况分布 

2.毕业生就业行业总体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 2608 人，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公共管理、社会

保障和社会组织，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各行业就业人数分布情况如表 1-3-

2 所示。 

表 1-3-2  2023 届直接就业毕业生就业行业总体分布 

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属行业 人数 占比 

农、林、牧、渔业 20 0.80% 

采矿业 1 0.04% 

制造业 96 3.8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 0.36% 

建筑业 74 2.95% 

批发和零售业 125 4.9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93 67.50% 

住宿和餐饮业 34 1.36% 

二产, 180, 6.90%

三产, 2408, 92.33%

一产, 2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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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75 6.98% 

金融业 70 2.79% 

房地产业 10 0.4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1 2.0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1 0.8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 0.3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8 1.52% 

教育 27 1.0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2 0.4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 1.6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0 3.99% 

国际组织 1 0.04% 

军队 2 0.08% 

总计 2608  

3.毕业生就业行业性别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 2608 人，直接就业毕业生分就业行业、性别分布情况如

图 1-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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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2023 届毕业生分就业行业、性别分布 

4.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 2608 人，其中在国有企业就业 1635 人，占比 66.90%(2021

届为 65.46%)；民营企业就业 746 人，占比 30.52%，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3-3 所示。 

表 1-3-3  2023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人数 占比 

国有企业 1742 66.79% 

民营企业 778 29.83% 

机关 41 1.57% 

其他事业单位 1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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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制村 11 0.42% 

中初教育单位 8 0.31% 

城镇社区 4 0.15% 

医疗卫生单位 4 0.15% 

部队 1 0.04% 

高等教育单位 1 0.04% 

科研设计单位 1 0.04% 

三资企业 1 0.04% 

总计 2608  

四、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 

我校 2023 届毕业生共有 1727 人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占直接就业人数的

66.22%，占毕业生总数的 55.75%(2022 届为 55.61%)，其中进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各省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等就业的 1723 人，占比 99.77%。 

(一)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分专业大类分布 

各专业大类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2023 届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分专业大类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生数 
500 强企业 
就业人数 

500 强企业 
就业比例 

财经商贸大类 1887 1249 66.19% 

电子信息大类 788 202 25.63% 

交通运输大类 310 211 68.06% 

文化艺术大类 42 24 57.14% 

装备制造大类 71 41 57.75% 

总计 3098 1727 55.75% 

(二)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分专业分布 

各专业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情况如表 1-4-2 所示。 

表 1-4-2  2023 届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分专业分布 

所在院系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
毕业生数 

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
毕业生比例 

院系世界 500
强企业就业毕

业生比例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56 28.72% 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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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41 57.75% 

跨境电子商务 52 32 61.54%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22 66.67% 

市场营销 132 100 75.76%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24 57.14%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14 75.50%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14 35.90% 

金融系 

保险 69 64 92.75% 

80.79% 

国际金融 41 18 43.90% 

互联网金融 70 43 61.43%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444 84.89% 

投资与理财 144 122 84.72% 

证券与期货 69 49 71.01%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83 69.17% 

64.71% 
物流管理 122 60 49.18%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3 89.19%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66 69.47%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0 6.71% 

10.2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22 17.05% 

移动通信技术 48 3 6.25%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5 7.81%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23 19.83% 

40.70%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57 67.86%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56 70.89%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17 22.08%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9 21.43% 

会计系 

会计 167 58 34.73% 

45.90%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57 80.28% 

会计信息管理 34 11 32.35%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14 42.42% 

总计 3098 1727 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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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情况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 2608 人，其中进入规模以上[1]企业就业 2090 人，占比

80.14%，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 67.46%(2022 届为 61.07%)。 

(一)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分专业大类分布 

各专业大类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情况如表 1-5-1 所示。 

表 1-5-1  2023 届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分专业大类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生数 
直接就业

人数 
规模以上企
业就业人数 

规模以上就
业人数占比 

规模以上企
业就业比例 

财经商贸大类 1887 1622 1405 86.62% 74.46% 

电子信息大类 788 647 378 58.42% 47.97% 

交通运输大类 310 259 234 90.35% 75.48% 

文化艺术大类 42 30 28 93.33% 66.67% 

装备制造大类 71 50 45 90.00% 63.38% 

总计 3098 2608 2090 80.14% 67.46% 

(二)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分专业分布 

各专业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情况如表 1-5-2 所示。 

表 1-5-2  2023 届毕业生进入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规模以上
企业就业

人数 

规模以上
企业就业

比例 

院系规模
以上企业
就业比例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111 56.92% 

69.37%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45 63.38% 

跨境电子商务 52 38 73.08%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25 75.76% 

市场营销 132 109 82.58%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28 66.67%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20 79.47%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20 51.28% 

金融系 

保险 69 64 92.75% 

83.30% 
国际金融 41 20 48.78% 

互联网金融 70 50 71.43%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453 86.62% 

注[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商业企业是指年商品销售额在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和年商品销售额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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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理财 144 123 85.42% 

证券与期货 69 53 76.81%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94 78.33% 

76.47% 
物流管理 122 76 62.30%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5 94.59%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81 85.26%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72 48.32% 

37.95%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45 34.88% 

移动通信技术 48 11 22.92%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20 31.25%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47 40.52% 

57.79%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63 75.00%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63 79.75%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34 44.16%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23 54.76% 

会计系 

会计 167 76 45.51% 

54.75%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59 83.10% 

会计信息管理 34 16 47.06%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16 48.48% 

总计 3098 2090 67.46%  

六、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共落实毕业去向 3017 人(含

直接就业、升学、自主创业、应征义务兵等)，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7.39%。 

(一)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大类分布 

各专业大类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布情况如表 1-6-1 所示。 

表 1-6-1  2023 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大类分布 

专业大类 毕业生数 初次就业人数 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 

财经商贸大类 1887 1846 97.83% 

电子信息大类 788 768 97.46% 

交通运输大类 310 299 96.45% 

文化艺术大类 42 39 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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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大类 71 65 91.55% 

总计 3098 3017 97.39% 

(二)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各专业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布情况如表 1-6-2 所示。 

表 1-6-2  2023 届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毕业
生数 

初次就
业人数 

初次毕业去
向落实率 

院系初次毕业
去向落实率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95 189 96.92% 

96.36%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71 65 91.55% 

跨境电子商务 52 51 98.08%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3 33 100.00% 

市场营销 132 129 97.73% 

文化创意与策划 42 39 92.86% 

邮政通信管理 151 147 97.35%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9 36 92.31% 

金融系 

保险 69 67 97.10% 

97.05% 

国际金融 41 38 92.68% 

互联网金融 70 67 95.71%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523 507 96.94% 

投资与理财 144 142 98.61% 

证券与期货 69 68 98.55%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20 116 96.67% 

97.86% 
物流管理 122 119 97.54%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7 37 100.00%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5 94 98.95%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49 147 98.66% 

98.21%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9 126 97.67% 

移动通信技术 48 48 100.00%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64 62 96.88%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6 113 97.41% 

96.73%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84 81 96.43%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9 77 97.47%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77 76 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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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42 38 90.48% 

会计系 

会计 167 167 100.00% 

100.00%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71 71 100.00% 

会计信息管理 34 34 100.00%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33 33 100.00% 

总计 3098 3017 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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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就业相关分析 

为了做好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我校面向 2023

届毕业生开展了在线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2950 份，占毕业生总数的

95.22%。以有效问卷为基础，我们对 2023 届毕业生的起薪线[1]、专业相关度和就业满

意度等进行了分析。 

一、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析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反映了专业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也是毕业生就业

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总人数为 2608 人，毕业生总体就业与

所学专业的相关度为 85.39%(相关人数/(相关人数+不相关人数))。 

(一)各专业大类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析 

各专业大类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布情况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2023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专业大类分布 

(二)各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析 

各专业毕业生就业与专业相关度分布情况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2023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直接
就业
人数 

相关
人数 

不相关
人数 

工作与
专业相
关度 

院系工作与
专业相关度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170 119 51 70.00% 84.97% 

88.90%

74.81%

88.80% 90.00% 88.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财经商贸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文化艺术大类 装备制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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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50 44 6 88.00% 

跨境电子商务 40 37 3 92.50%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30 24 6 80.00% 

市场营销 117 114 3 97.44% 

文化创意与策划 30 27 3 90.00% 

邮政通信管理 129 119 10 92.25%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26 19 7 73.08% 

金融系 

保险 66 64 2 96.97% 

95.94% 

国际金融 26 20 6 76.92% 

互联网金融 59 51 8 86.44%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459 448 11 97.60% 

投资与理财 125 122 3 97.60% 

证券与期货 54 52 2 96.30%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04 92 12 88.46% 

84.24% 
物流管理 103 73 30 70.87%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36 34 2 94.44%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87 79 8 90.80%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29 76 53 58.91% 

72.0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00 81 19 81.00% 

移动通信技术 34 31 3 91.18%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48 36 12 75.00%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93 64 29 68.82% 

77.38%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77 67 10 87.01%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72 65 7 90.28%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61 44 17 72.13%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33 20 13 60.61% 

会计系 

会计 129 102 27 79.07% 

82.00%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67 62 5 92.54% 

会计信息管理 27 19 8 70.37%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27 22 5 81.48% 

总计 2608 2227 381 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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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享受社会保障分析 

(一)毕业生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保险情况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总人数为 2608 人，其中有 2303 人对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保

险情况进行了有效反馈，占直接就业毕业生总数的 88.31%。其中毕业生所在单位为其

办理“五险二金”“五险一金”的毕业生 2013 人，占比 87.41%，未给毕业生办理保险的企

业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毕业生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保险总体分布情况如图 2-3-

1 所示。 

 
注：(五险一金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二金指在五险一金基

础上增加了企业年金) 

图 2-2-1  2023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为其办理保险情况 

(二)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为其办理保险情况 

各专业毕业生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保险情况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2023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为其办理保险情况分专业分布(占比) 

所在院系 专业方向 五险二金 五险一金 五险 无保险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7.25% 63.77% 17.39% 11.59%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18.18% 81.82% 0.00% 0.00% 

跨境电子商务 13.16% 76.32% 5.26% 5.26%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21.43% 71.43% 3.57% 3.57% 

市场营销 13.39% 82.14% 2.68% 1.79% 

文化创意与策划 7.14% 89.29% 0.00% 3.57% 

邮政通信管理 15.32% 79.03% 0.81% 4.84%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30.00% 55.00% 5.00% 10.00% 

无保险, 150, 

五险, 140, 6.08%

五险二金, 
337, 14.63%

五险一金, 
1676,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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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 

保险 9.23% 89.23% 1.54% 0.00% 

国际金融 13.04% 69.57% 0.00% 17.39% 

互联网金融 9.43% 83.02% 1.89% 5.66%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14.00% 84.89% 0.44% 0.67% 

投资与理财 22.76% 77.24% 0.00% 0.00% 

证券与期货 15.09% 81.13% 1.89% 1.89%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5.96% 75.53% 6.38% 2.13% 

物流管理 16.09% 70.11% 10.34% 3.45%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17.65% 79.41% 0.00% 2.94%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17.28% 75.31% 4.94% 2.47%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0.84% 50.60% 20.48% 18.07% 

物联网应用技术 5.06% 58.23% 20.25% 16.46% 

移动通信技术 11.54% 50.00% 15.38% 23.08%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8.57% 54.29% 17.14% 20.00%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0.83% 43.06% 18.06% 18.06%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16.67% 73.61% 6.94% 2.78%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19.40% 71.64% 1.49% 7.46%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15.69% 49.02% 9.80% 25.49%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18.18% 50.00% 4.55% 27.27% 

会计系 

会计 13.27% 61.22% 11.22% 14.29%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24.19% 69.35% 3.23% 3.23% 

会计信息管理 21.05% 63.16% 0.00% 15.79%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4.55% 72.73% 13.64% 9.09% 

总计 14.63% 72.77% 6.08% 6.51% 

三、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 

(一)毕业生总体就业现状满意度分布 

2023 届毕业生直接就业总人数为 2608 人，其中有 1830 人对就业现状满意度进行

了有效反馈，2023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94.10%(非常满意、满意和基本满意

人数占比之和)，毕业生总体就业现状满意度分布情况如图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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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2023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现状满意度分布 

(二)毕业生就业现状总体满意度分专业分布 

2023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94.10%，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分专业分布

情况如表 2-3-1 所示。 

表 2-3-1  2023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分专业分布 

所在院系 专业方向 
就业现状
满意度 

院系毕业生就业
现状满意度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95.93% 

93.44%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97.50% 

跨境电子商务 96.55%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90.91% 

市场营销 90.59% 

文化创意与策划 82.61% 

邮政通信管理 93.14%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94.44% 

金融系 

保险 97.92% 

94.90% 

国际金融 95.00% 

互联网金融 94.87%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94.37% 

投资与理财 96.47% 

证券与期货 91.43% 

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94.03% 

95.52% 
物流管理 98.51% 

非常满意
38.14%

基本满意
29.34%

满意
26.61%

不满意
4.97%

非常不满意
0.93%其他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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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87.50%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6.92%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92.77% 

92.27% 
物联网应用技术 93.42% 

移动通信技术 96.15%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85.71%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97.10% 

92.77%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96.49%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96.43%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85.11%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75.00% 

会计系 

会计 98.81% 

95.81%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91.84% 

会计信息管理 87.50%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100.00% 

总计 94.10%  

四、毕业生对学校的满意度 

(一)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共 3098 人，有 2950 名毕业生就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进行了有效反

馈，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8.54%(2022 届为 99.22%)，具体分布情况如图 2-4-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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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2023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分布 

(二)毕业生对学校满意度分专业分布 

2023 届毕业生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8.54%(2022 届为 99.22%)，各专业毕业生对

学校的满意度分布情况如表 2-4-1 所示。 

表 2-4-1  2023 届毕业生对学校满意度分专业分布 

所在院系 专业方向 
毕业生对学
校满意度 

院系毕业生对学
校总体满意度 

邮政通信管理系 

电子商务 96.65% 

97.82% 

机电一体化技术(邮政设备维护与管理方向) 98.53% 

跨境电子商务 98.00%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100.00% 

市场营销 96.97% 

文化创意与策划 97.50% 

邮政通信管理 99.34% 

邮政通信管理(国际邮政方向) 97.44% 

金融系 

保险 97.06% 

98.00% 

国际金融 100.00% 

互联网金融 98.51% 

金融管理(邮政金融方向) 97.65% 

投资与理财 98.61% 

证券与期货 98.55% 

非常满意
60.58%

基本满意
12.71% 满意

25.25%

不满意
1.12%

非常不满意
0.34%

其他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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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物流系 

快递运营管理 100.00% 

99.12% 
物流管理 98.11% 

物流管理(仓储运营管理方向) 100.00%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物流方向) 98.81% 

智能工程系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100.00% 

99.12% 
物联网应用技术 100.00% 

移动通信技术 97.73% 

智能产品开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方向) 96.88% 

计算机系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99.07% 

99.20% 

计算机信息管理(金融信息技术方向) 100.00% 

计算机信息管理(邮政信息技术方向) 98.73% 

软件技术(前端开发与测试方向) 100.00% 

移动应用开发(移动互联与自媒体运营方向) 97.30% 

会计系 

会计 100.00% 

99.67% 
会计(邮政财务会计方向) 100.00% 

会计信息管理 100.00% 

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方向) 96.97% 

总计 98.54%  

五、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 

为了解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3 届毕业生满意度情况，为我校“双高”建设和人才培养

工作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我们面向各用人单位开展了“2023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21 份。据统计，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3 届毕业生总体的满意

度为 99.17%，具体分布情况如图 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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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2023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分布 

六、毕业生家长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满意度 

为了解 2023 届毕业生家长对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状况，我们面向 2023 届毕业

生家长开展了“2023 届毕业生家长满意度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926 份。据统计，

2023 届毕业生家长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总体满意度为 98.97%，具体分布情况如图 2-6-

1 所示。 

 
图 2-6-1  2023 届毕业生家长对毕业生就业质量满意度分布

非常满意
69.42%

基本满意
10.74%

满意
19.01%

不满意
0.83%

非常满意, 1897, 
64.83%

基本满意, 320, 
10.94%

满意, 679, 
23.21%

不满意, 9, 0.31%

非常不满意, 21, 
0.72%

其他, 3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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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发展趋势分析 

一、毕业生生源变化趋势 

(一)毕业生生源数量总体变化趋势 

我校毕业生数量变化情况如图 3-1-1 所示，从 2022 年开始，每年都有高职扩招生

毕业，因此近 2 年的毕业生人数所有增加，基本保持在 3000 人左右。 

 
图 3-1-1  毕业生生源数量总体变化趋势 

(二)毕业生生源性别比变化趋势 

我校毕业生生源性别比变化情况如图 3-1-2 所示，由图可知，2017 届毕业生男女

性别比为 47.74，为近 9 年来最低。 

 
图 3-1-2  毕业生生源性别比总体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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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北籍毕业生生源数量总体变化趋势 

我校河北籍毕业生生源数量总体变化情况如图 3-1-3 所示。由图可知，2017 届河

北籍毕业生生源数量为 1451 人，为历年最高。 

 
图 3-1-3  河北籍毕业生生源数量总体变化趋势 

(四)河北籍毕业生生源性别比变化趋势 

我校河北籍毕业生生性别比变化情况如图 3-1-4 所示，由图可知，2023 届河北籍

毕业生生源性别为 171.24，为历年最高。 

 
图 3-1-4  河北籍毕业生生源性别比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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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变化趋势 

(一)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总体变化趋势 

我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变化情况如图 3-2-1 所示，由图可知，近 5 年毕业生

毕业去向落实率始终保持在 96%以上，毕业生就业情况总体稳定。近 3 年我校坚决扛起

“稳就业”“保就业”政治责任，有效克服了疫情的不利影响，毕业去向落实率稳定在 97%

以上，就业质量稳中有增。 

 
图 3-2-1  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总体变化趋势 

(二)邮政企业毕业去向落实率总体变化趋势 

邮政企业始终是我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主要渠道，我校近 5 的邮政企业毕业去

向落实率始终保持在 52%以上，近 5 年邮政企业毕业去向落实率变化趋势如图 3-2-2

所示。 

96.27%
96.50%

97.38%
97.5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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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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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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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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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邮政企业毕业去向落实率总体变化趋势 

(三)签订就业协议书形式就业总体变化趋势 

近 5 年来，我校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形式就业比例始终保持在 50%以上，其中 2023

届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形式就业比例为 54.91%，创历史最好水平，近 5 毕业生签订就

业协议形式就业比例变化情况如图 3-2-3 所示。 

 
图 3-2-3  签订就业协议书形式就业总体变化趋势 

三、毕业生升学率变化趋势 

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升学率稳步提高，2021 届毕业生升学率为 14.23%，创历史最

好水平，近 9 年毕业生升学率变化情况如图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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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毕业生升学率总体变化趋势 

四、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得益于行业办学的优势，我校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始终保持在 80%以上，远高

于全国高职院校平均值 63%(数据来源：麦可思研究院《2023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

我校毕业生工作和所学专业总体的相关度变化情况如图 3-4-1 所示。 

 
图 3-4-1  毕业生就业与专业相关度总体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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