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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去向形式 人数 百分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954 29.93%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86 2.70%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864 27.11%

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 12 0.38%

应征义务兵 2 0.06%

自由职业 91 2.86%

自主创业 2 0.06%

国内升学 389 12.21%

出国出境 374 11.74%

合计 2774 87.04%

（2）参加工作情况

参加工作合计 2011 人。去往政府机关 25 人，占参加工作女生总数的 1.24%；

去往各类事业单位 125 人，占 6.22%；去往各类企业 1757 人，占 87.37%；选择自

由职业的有 91 人，占 4.53%；少量去往西部计划、部队、自主创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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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去向

（1）落实去向情况

少数民族毕业生共 182 人，落实去向 153 人，落实去向率 84.07%。其中参加

工作 63.19%，国内升学 9.89%，出国出境 10.99%。

落实去向形式 人数 百分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59 32.4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 2.20%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42 23.08%

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 0 0.00%

应征义务兵 0 0.00%

自由职业 9 4.95%

自主创业 1 0.55%

国内升学 18 9.89%

出国出境 20 10.99%

合计 153 84.07%

（2）参加工作情况

参加工作合计 115 人。1 人去往政府机关；3人去往中初教育单位；101 人去

往各类企业，占参加工作少数民族学生的 87.83%；9 人选择自由职业，1人自主创

业。

8. 困难生毕业去向

（1）落实去向情况

困难生共 1320 人，落实去向 1121 人，落实去向率 84.92%。其中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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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2%，国内升学 12.12%，出国出境 2.88%。

落实去向形式 人数 百分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465 35.23%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8 2.88%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350 26.52%

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 8 0.61%

应征义务兵 0 0.00%

自由职业 58 4.39%

自主创业 4 0.30%

国内升学 160 12.12%

出国出境 38 2.88%

合计 1121 84.92%

（2）参加工作情况

参加工作合计 923 人。其中，去往政府机关 14 人，占参加工作困难生总数的

1.52%；去往各类事业单位 54 人，占 5.85%；去往各类企业 788 人，占 85.37%；

58 人选择自由职业，占 6.28%；少量去往部队、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等。

9．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未提交落实去向材料的共计 470 人，占 12.40%。就业意愿的低下对学生择业

活动产生较大影响；部分学生职业定位、就业期望等没有充分考虑客观形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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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参与热情不高。未落实去向的学生多半准备继续考研，少部分准备参

加各级公务员招录考试。

10．毕业生满意度情况

（1）落实去向方面：希望就业人数占 44.91%，实际就业人数达 64.48%。因

规划不合理，未能成功考研的学生在考试结果出来后才匆匆忙忙择业的情况并不

少见。升学意愿将近 30%，与近三年情况基本持平，升学结果约 12%，基本上每 3

个打算考研的学生中有 2人不能达成意愿。希望出国人数占 13.69%，实际出国人

数占 11.40%，意愿达成度较高。创业意愿稳中有升，已达 5.50%，但实际创业依

然极少，仅占 0.21%。

（2）单位性质方面：到其他企业就业达 64.79%，高于意愿。此外，去国家机

关、教学科研单位、其他事业单位等等的实际就业结果与就业意愿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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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地方面，参加工作的学生中将近一半在西安就业。总体来看，就业

地的选择和实际结果之间的趋势基本表现比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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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职毕业生基本情况和毕业去向

（一）基本情况

1. 毕业生数量

高职（专科）毕业生 1088 人。较去年减少 76 人，较前年减少 123 人。

2. 性别构成

男生 179 人，女生 909 人。

3. 生源地构成

本省生源将近 70%。此外，山西、甘肃生源相对较多。

生源地 人数 占比 生源地 人数 占比

陕西 742 68.20% 广东 8 0.74%

山西 159 14.61% 青海 7 0.64%

甘肃 60 5.51% 宁夏 4 0.37%

山东 33 3.03% 吉林 1 0.09%

河北 31 2.85% 四川 1 0.09%

河南 20 1.84% 新疆 1 0.09%

海南 10 0.92% 重庆 1 0.09%

浙江 10 0.92%

4. 各专业人数

院系 专业
人数

总计 男生 女生

高职学院

应用法语 62 7 55

应用日语 43 4 39

英语教育 328 21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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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部

旅游英语 123 36 87

商务英语 178 53 125

应用日语 54 22 32

应用英语 82 17 65

英语教育 218 19 199

5. 就业意向

（1）就业意愿回升到 50%，升学意愿依然较多，创业意愿小幅上升。

（2）经济收入、专业对口、发展空间分别占影响择业因素的前三位。

（3）一半以上的毕业生期望月薪依然集中在 2000—3000 元范围内。

（4）希望就业的学生在选择不同性质的单位方面，意愿更加多元化。希望去其

他企业、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就业的意愿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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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就业地方面，60%左右的学生希望在西安就业。

其中，83.90%的学生选择在家乡就业，16.10%没有选择在家乡就业。

6. 困难生情况

共 408 人，占 37.50%。其中，家庭困难 165 人，就业困难 66 人，就业困难和

家庭困难 175 人，就业困难、家庭困难和残疾 2人。

7. 少数民族学生情况

共 5个少数民族，有 21 人，占 1.93%。其中回族 13 人，藏族 5人，朝鲜族、

蒙古族、壮族各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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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去向

1. 落实去向概况

高职（专科）毕业生 1088 人，落实去向 968 人，落实去向率 88.97%。其中，

参加工作占 74.82%（下表 1-7），国内升学（专升本和自考）占 13.51%，出国出境

占 0.64%。

序号 落实去向形式 人数 百分比

1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57 5.24%

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0 1.84%

3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489 44.94%

4 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 1 0.09%

5 应征义务兵 3 0.28%

6 自由职业 243 22.33%

7 自主创业 1 0.09%

8 国内升学 147 13.51%

9 出国出境 7 0.64%

合计 968 88.97%

2. 各学院（部）各专业落实去向情况

（1）各学院（部）情况：

学院 毕业生人数 落实去向人数 落实去向率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433 364 84.06%

高职部 655 604 92.21%

（2）各专业情况

专业 所属院系
毕业生人

数

落实去

向人数
落实去向率

旅游英语 高职部 123 117 95.12%

英语教育 高职部 218 207 94.95%

应用英语 高职部 82 77 93.90%

商务英语 高职部 178 157 88.20%

应用日语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43 37 86.05%

应用日语 高职部 54 46 85.19%

应用法语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62 52 83.87%

英语教育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328 275 83.84%

3. 参加工作情况

（1）参加工作的 814 人。各类去向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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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机关录用 1人，应征义务兵 3人，西部计划 1人，自主创业 1人。

（3）各类事业单位录用 13 人。如神木县第六小学、蒲城县城关初级中学等。

（4）去向各类企业的合计 552 人，占参加工作学生的 67.82%。其中，30 人

去向国有企业，如陕西省外经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蒲城分公司；9人去

向三资企业，如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西安香格里拉金花大酒店有限公司

等；513 人去向其他企业，如深圳慧通商务有限公司、西安山木培训中心等。

（5）243 人选择自由职业，占 29.85%。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

（6）就业地方面，超过四分之三在陕西工作。此外，去山西就业将近 10%。

单位所在 人数 百分比 单位所在 人数 百分比

陕西 620 76.17% 海南 2 0.25%

山西 79 9.71% 江苏 2 0.25%

甘肃 24 2.95% 四川 2 0.25%

广东 23 2.83% 宁夏 1 0.12%

山东 12 1.47% 青海 1 0.12%

上海 10 1.23% 天津 1 0.12%

河南 9 1.11% 西藏 1 0.12%

河北 8 0.98% 新疆 1 0.12%

北京 6 0.74% 重庆 1 0.12%

浙江 5 0.61% 部队 3 0.37%

安徽 3 0.37%

其中，在西安就业 552 人，占 67.81%；在深圳就业 21 人，在上海就业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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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其他城市就业的人数比较分散。

（7）就业行业方面，除自由职业外，参加工作学生分布在各类行业中，人数

较多的行业有批发和零售业、教育行业、信息产业等。

就业单位所属行业 人数 百分比

批发和零售业 112 19.61%

教育 60 10.5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9 10.3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6 9.8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1 8.9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2 7.36%

住宿和餐饮业 38 6.65%

建筑业 26 4.55%

制造业 24 4.2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7 2.98%

农、林、牧、渔业 17 2.98%

金融业 16 2.80%

房地产业 14 2.4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 1.9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 1.58%

采矿业 5 0.8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 0.8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 0.70%

军队 3 0.53%

卫生和社会工作 2 0.35%

4. 升学情况

147 人通过专升本考试，分别被省内 13 所高校录取，进入本科学习。录取人

数较多的高校有：

录取高校 录取人数 占录取比例

西安外国语大学 35 23.81%

渭南师范学院 23 15.65%

宝鸡文理学院 22 14.97%

咸阳师范学院 16 10.88%

陕西理工学院 11 7.48%

安康学院 10 6.80%

此外，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录取 8人，西安文理学院录取 7人，商洛学院、西

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榆林学院各录取 4 人，西安外事学院录取 2人，西安科技

大学高新学院录取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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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国出境情况

高职部 7人出国留学。去向日本 3人、美国 2人、英国和新西兰各 1人。

6. 女生毕业去向

（1）落实去向情况

女生共 909 人，落实去向 827 人，落实去向率 90.98%。其中参加工作 75.03%，

国内升学 15.29%，出国出境 0.66%。

落实去向形式 人数 百分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52 5.7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7 1.87%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409 44.99%

自由职业 203 22.33%

自主创业 1 0.11%

国内升学 139 15.29%

出国出境 6 0.66%

合计 827 90.98%

（2）参加工作情况

参加工作的 682 人。去往各类企业单位占 68.62%，各类事业单位占 1.47%，

自由职业约占 30%。

7. 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去向

少数民族毕业生 21 人，落实去向 17 人，落实去向率 80.95%。其他录用形式

就业 8人，自由职业 8人，升学 1人。

8. 困难生毕业去向

（1）落实去向情况

困难生共 408 人，落实去向 353 人，落实去向率 86.52%。其中参加工作 53.43%，

国内升学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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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去向形式 人数 百分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47 11.5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1 0.25%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60 39.22%

国家基层项目 1 0.25%

自由职业 9 2.21%

国内升学 135 33.09%

合计 353 86.52%

（2）参加工作情况

参加工作的 218 人中，90%以上进入各类企业。去往其他性质单位就业人数较

少。

9. 未就业毕业生情况

未提交落实去向材料的共计 120 人，占比 11.03%。未就业主要表现在学生就

业意愿的合理性、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等方面。

10. 毕业生满意度情况

（1）在落实去向方面：升学意愿占到 42.31%，实际升学 13.51%，升学满足

度较低，多数未能升学的学生转向参加工作。希望就业的学生占 50%，实际就业学

生占 74.82%，就业愿望基本得到满足。创业和出国人数很少，满足度不高。

（2）单位性质方面：在对单位性质的期望方面，各项实际就业结果与就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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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差距较大。在对学生就业观的教育方面已成为当务之急。

（3）在就业地方面，期望值和实际结果之间表现出趋势相近、差距不大的两

个特点，已就业的学生在就业地方面的满足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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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创业创新情况


	西安外国语 31
	西安外国语 32
	西安外国语 33
	西安外国语 34
	西安外国语 35
	西安外国语 36
	西安外国语 37
	西安外国语 38
	西安外国语 39
	西安外国语 40
	西安外国语 41
	西安外国语 42
	西安外国语 43
	西安外国语 44
	西安外国语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