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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系园林技术专业 

2016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报告 

2016 年，园林技术专业在学院相关部门和园艺系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整

体就业状况良好，就业率、就业质量稳中有升。 

一、毕业生整体情况 

1、总规模 

2016 年，园林专业有毕业班级 2个，总人数为 72人。 

2、性别分布 

2016 年，园林专业 2 个毕业班有男生 35 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 49%；女生

37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 51%。 

 

 

性别 男生 女生 合计 

人数 35 37 72 

占总人数百分比 49 51 100 

 

3、生源情况 

2016 年，园林专业的毕业生有 36人来自北京，36人来自京外，京外生源地

主要分布于山西省、甘肃省、河南省等地。总体生源如下： 

 

 

男女性别分布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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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情况 

1、就业率趋势 

 2016 届园林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为百分之百，72人全部就业，比全系

就业率 98.5高出 1.5个百分点。 

     2、毕业生去向分布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单位开具用工证明”（72%）；

另外,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为 6%，签署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3%，“毕业后就读

本科”的比例为 12%，入伍参军率 1%，失业率为 1%，自主创业率为 5%。 

主要去向如下图： 

 

    3、月收入变化分析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的月收入相比 2015届呈上升趋势，略高于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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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平均月收入。 

月收入 2015 届 2016届 

园林技术专业 4630 4700 

园艺系 4450 4577 

   4、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92%，略高于 2015届毕业

生（90%），本专业近三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呈上升趋势。 

          

 

    5、专业相关度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的专业相关度为 72%，与上届相比保持平衡。 

    6、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53%，比 2015届园

林专业毕业生的 58%低 5 个百分点，略低于园艺系 2016 届的毕业生的工作与职

业期待吻合度。 

近两年园林技术专业与园艺系毕业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2015届 2016届 

园林技术专业 58 53 

园艺系 53 54 

7、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专业工

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35%），其后依次是“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17%）、

“达不到专业相关工作的要求”（13%）、“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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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毕业生中，近四成（38%）属于被迫选择（因迫于现实、能

力不足、岗位少而选择），主动选择（因个人期待、薪资、工作环境方面的考虑

而选择）的比例为 68%。

 

 

    8、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原因 

园林技术专业 2016 届毕业生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低”

（65%），其次是“发展空间不够”（48%）。 

 

 

9、离职率变化趋势 

园林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 15%，比本专业 2015 届（20%）

低 5个百分点，与园艺系 2016届（23%）相比低 8个百分比。本专业近两届毕业

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 

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 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 

达不到专业相关工作的要求 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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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半年内的离职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10、毕业半年内的离职原因分析 

园林技术专业 2016 届毕业生工作半年内离职的主要动机是薪酬较低以及发

展空间不够、工作氛围不好等原因。 

     

三、存在问题 

1、园林专业学生就业对口率有待提高；由于学生就业期待起点倾向于管理

岗位，不愿做基层工作、学校推荐成为学生就业主渠道，就业渠道单一等原因，

导致专业对口率较低。 

2、期望值过高、定位不准确，导致部分毕业生对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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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四、解决措施 

 通过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的课上教学以及专业教育，将园林专业行

业发展趋势、前景等对学生进行讲解，通过观看求职纪录片、分析经典求职及晋

升案例等，纠正学生的择业观，鼓励学生主动就业，开拓就业视野。加强与企业

的联系，鼓励专业教师向优质企业推荐毕业生，对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资

质筛查。 

近年来，园林专业增设了压花、林政法规、园林植物造景等科目，同时在专

业内容设置及所用教学设备及软件上，保证与行业接轨，提升学生专业水平，使

学生对专业对口工作建立信心，拓宽就业面。 

毕业生要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必须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敬业精神、团队精神、协调能力、社交能

力、管理能力、适应能力等。有些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叫苦叫累，只顾自己，对

专业知识只知皮毛又缺乏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和艰苦创业的心理准备，因此很难

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大学生的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时期，学生社团组织是丰富

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和素质拓展活动实施的大舞台，可以通过学生社团等组织开

展一系列的大学生就业创业主题活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和素质。

如模拟面试、素质拓展等系列活动，借此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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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系园林技术专业 

2017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报告 

2017 年，园林技术专业在学院相关部门和园艺系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整

体就业状况良好，就业率、就业质量稳中有升。 

三、毕业生整体情况 

4、总规模 

2017 年，园林专业有毕业班级 3 个，总人数为 89 人，比 2016 届毕业生多

16人。 

5、性别分布 

2017 年，3个毕业班有男生 38人，占总人数的 43%；女生 51 人，占总人数

的 57%。 

 

 

性别 男生 女生 合计 

人数 38 51 89 

占总人数百分比 43 57 100 

 

6、生源情况 

2017 年，园林专业的毕业生有 53人来自北京，36人来自京外，京外生源地

主要分布于山西省、甘肃省、辽宁省等地。总体生源如下： 

43% 

57% 

男生女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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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情况 

1、就业率趋势 

2017 届园林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基本保持稳定，因一名男生患疾病未

就业，其他学生均就业，就业率相比 2016 届有小幅度下降。 

 

生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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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生源 吉林省 京外生源 辽宁省 京外生源 河南省 

京外生源 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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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技术专业就业率 2016届 2017届 

园林技术专业就业率 100 99 

园艺系就业率 98.5 98.9 

 

     2、毕业生去向分布 

 园林技术专业 2017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单位开具用工证明”（72%）；

另外,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为 6%，签署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3%，“毕业后就读

本科”的比例为 12%，入伍参军率 1%，失业率为 1%，自主创业率为 5%。 

主要去向如下图： 

 

    3、月收入变化分析 

园林技术专业 2017届毕业生的月收入相比 2016年呈上升趋势，略高于我系

毕业生平均月收入。 

月收入 2016 届 2017届 

园林技术专业 4700 4850 

园艺系 4577 4771 

   4、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园林技术专业 2017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93%，比 2016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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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高出 1个百分点，本专业近三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呈上升趋势。 

 

 

    5、专业相关度 

园林技术专业 2017 届毕业生的专业相关度为 75%，与上届相比增长 3 个百

分点。 

 

 

    6、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园林技术专业 2017届毕业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59%，比 2016届园

林专业毕业生的 53%高 6个百分点，比园艺系 2017届的 57%高 2 个百分点。本专

业近三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相对我系的平均水平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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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2015届 2016 届 2017届 

园林技术专业 58 53 59 

园艺系 53 54 57 

 

 

7、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 

园林技术专业 2017届毕业生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

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32%），其后依次是“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12%）、

“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16%）、“达不到专业相关工作的要求”（9%）等。

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毕业生中，3成以上（32%）属于被迫选择（因迫于现实、

能力不足、岗位少而选择），主动选择（因个人期待、薪资、工作环境方面的考

虑而选择）的比例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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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原因 

园林技术专业 2017 届毕业生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低”

（70%），其次是“发展空间不够”（59%）。 

 

 

9、离职率变化趋势 

园林技术专业 2017届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 12%，比本专业 2016 届（15%）

低 3个百分点，与园艺系 2017届（18%）相比低 6个百分比。本专业近三届毕业

生半年内的离职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10、毕业半年内的离职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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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技术专业 2017 届毕业生工作半年内离职的主要动机是薪酬较低以及发

展空间不够。 

     

三、存在的问题 

1、极少数毕业生就业观念陈旧，择业期望值过高。由于受传统就业观念的

影响，极少数毕业生认为只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才是就业成才的摇篮，或片面

追求物质待遇和地域条件，宁愿待业，也不愿去基层乡镇、农村、民营企业就业。 

2、少数毕业生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部分毕业生在校期间只注重平常学习书

本知识或单一学科知识，对专业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掌握不够，可持续发展和后

期可塑性较弱，缺乏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3、极少数学生自身就业能力和用人单位之间的需求冲突。用人单位需要的

是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知识广博，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现在的学生一方面知

识储备单一，专而不博，不能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很好地应用与实践。 

四、改进措施 

以人为本，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目标和

价值观等,引导毕业生向基层、乡镇、边远地区就业。毕业生要认清就业形势，

主动转变择业观念，从实际出发，调整心态，降低期望值，合理定位。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以就业

为导向，加快教育教学改革步伐，将培养的重点放到全面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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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上。引导学生立足专业实际，把专业技能学细学透，做到活学活用。 

提升学生的工作能力，动手能力。工作能力就是个体认知、理解、判断、设

计、行动的总和，其中的前四者是素质能力，而“行动”则是素质的发挥能力。

从学校方面来说，一方面，课程设置要合理，与时俱进，既要兼顾专业知识又要

兼顾学生实践课程，教会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自觉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生

活中，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强化技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

指导如何做简历、如何应聘，如何查找应聘单位、辨别真伪等等。除此之外，需

要注重高职学生人品素养，提升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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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系园林技术专业 

2018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报告 

2018 年，园林技术专业在学院相关部门和园艺系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整

体就业状况良好，就业率、就业质量稳中有升。 

五、毕业生整体情况 

7、总规模 

2018 年，园林专业有毕业班级 2 个，总人数为 67 人，比 2017 届毕业生少

22人。 

8、性别分布 

2018 年，2个毕业班有男生 35人，占总人数的 52%；女生 32 人，占总人数

的 48%。 

 
 

性别 男生 女生 合计 

人数 35 32 67 

占总人数百分比 52 48 100 

 

9、生源情况 

2018 年，园林专业的毕业生有 40人来自北京，27人来自京外，京外生源地

主要分布于辽宁省、河北省、安徽省等地。总体生源如下： 

 

男生女生分布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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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业情况 

1、就业率趋势 

 2018 届园林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100%，67 名学生全部就业。比

园艺系就业率(99%)高出一个百分点。 

 
 

就业率趋势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园林技术专业就业率 100 99 100 

园艺系就业率 98.5 98.9 99 

 

     2、毕业生去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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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单位开具用工证明”（72%）；

另外,签署“三方协议”的比例为 6%，签署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3%，“毕业后就读

本科”的比例为 12%，入伍参军率 1%，自主创业率为 5%。 

主要去向如下图： 

 

    3、月收入变化分析 

园林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生的月收入相比 2017年呈上升趋势，略高于我系

毕业生平均月收入。 

月收入 2016 届 2017届 2018 届 

园林技术专业 4700 4850 5100 

园艺系 4577 4771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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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园林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93%，比 2017 届毕业生

（92%高出 1个百分点，本专业近三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呈上升趋势。 

 
 

   5、专业相关度 

园林技术专业 2018 届毕业生的专业相关度为 77%，与上届相比增长 2 个百

分点。 

    6、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园林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61%，比 2017届园

林专业毕业生的 59%高出 2个百分点，比园艺系 2018届的 58%高出 3个百分点。

本专业近三届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均高于我系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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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园林技术专

业 
53 59 61 

园艺系 54 57 58 

 

 

7、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 

园林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生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

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35%），其后依次是“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13%）、

“达不到专业相关工作的要求”（12%）、“专业工作岗位招聘少”（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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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原因 

园林技术专业 2018 届毕业生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低”

（68%），其次是“发展空间不够”（52%）。 

 

 

 

9、离职率变化趋势 

园林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 11%，比本专业 2017 届（12%）

低 1个百分点，与园艺系 2018届（16%）相比低 5个百分比。本专业近三届毕业

生半年内的离职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10、毕业半年内的离职原因分析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收
入
低

 

发
展
空

间
不
够

 

工
作
氛

围
不
好

 

工
作
能
力
不
够
压
力
大

 

加
班
太
多

 

工
作
不

被
认
可

 

工
作
环

境
不
好

 

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原因 

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原因 

0

5

10

15

20

25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离职率变化趋势（工作半年内离职率） 

园艺系 园林技术专业 



22 
 

园林技术专业 2018 届毕业生工作半年内离职的主要动机是薪酬较低以及发

展空间不够。 

     

三、存在的问题 

1、就业观念有待调整。极少数大学生求职目标容易锁定大企业、好企业。

重点是个别北京生源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基层锻炼，然而知名企业在挑选人才时

是“优中选优”。另外，缺乏踏实作风，频繁跳槽，所以导致影响了这些大学生

的招聘和录用。 

2、就业能力有待提高。有部分企业单位反馈，目前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思想

受到了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实践能力不足，欠缺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专业素

质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3、团队合作意识有待提高。部分大学生过分崇尚“个人奋斗”，缺少团队

合作和集体主义精神，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公司之中。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以个

人目标为中心，有功利化取向，欠缺合作意识。 

四、改进措施 

1、从学院来讲，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注重综合能力培养，积极动员学生

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社会，重要的是认

识自我，不断积累经验，增强自信心。争取对学生进行全程化的就业指导，为不

同年级制定不同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方案。 

2、注重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多设立取得职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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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书的方式，树立目标，提高专业知识学习的态度；多引导和培养实践方面的

能力，这才是就业能力提高的基本出路。尽力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为学生提

供与专业相符的实践机会，同时发掘并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 

3、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长的溺爱中成长，形成了自我为中心的

思想格局。那么，在就业指导教育中要加强提高大学生集体主义的观念，结合就

业，教育方法灵活得当，通过强化大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

让大学生有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