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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 总毕业生人数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届总毕业生人数为 729 人。 

2.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表 1-1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性别 毕业生所占比例（%） 

男 79.0 

女 21.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各院系及专业的毕业生人数 

表 1-2 本校 2017 届各院系的毕业生人数 

院系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219 

电力工程系 214 

动力工程系 197 

管理工程系 99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3 本校 2017 届各专业的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电气自动化技术 156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147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101 

会计电算化 68 

火电厂集控运行 65 

供用电技术 37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35 

电力客户服务与管理 31 

核电站动力装置 31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30 

新能源应用技术 28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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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生就业率及去向 

就业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毕业生总人数=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暂时不就业毕业生人数 

已就业毕业生包括：就业、升学。 

 

（一） 毕业生的就业率 

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截止 2017 年 9 月 27 日，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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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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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就业率 

本校 2017 届动力工程系、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管理工程系、电力工程系的就业率分别为

97%、97%、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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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100%）、火电厂集控运行

（98%）、电气自动化技术（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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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二） 毕业去向分布 

1.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受雇全职工作”（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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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7 届动力工程系、电力工程系、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管理工程系受雇全职工作的

比例分别为 88.9%、87.8%、85.3%、82.6%。 

表 1-4 各院系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院系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毕业后 

读本科 

无工作， 

继续寻找 

工作 

无工作，

其他 

动力工程系 88.9 1.7 2.6 0.0 3.4 1.7 1.7 

电力工程系 87.8 1.5 4.6 0.8 0.0 4.6 0.8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85.3 2.0 3.9 0.0 5.9 2.0 1.0 

管理工程系 82.6 2.2 2.2 0.0 8.7 2.2 2.2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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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高的专业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93.3%），受雇全职工作比

例较低的专业是电气自动化技术（81.7%）、火电厂集控运行（81.8%）、会计电算化（81.8%）。 

表 1-5 各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专业名称 

受雇 

全职 

工作 

受雇 

半职 

工作 

自主 

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毕业后 

读本科 

无工作， 

继续寻找 

工作 

无工作， 

其他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93.3 1.7 0.0 0.0 0.0 1.7 3.3 

供用电技术 90.0 0.0 5.0 0.0 0.0 0.0 5.0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88.2 5.9 0.0 0.0 5.9 0.0 0.0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87.6 2.2 3.4 1.1 0.0 5.6 0.0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

与维护 
86.4 0.0 9.1 0.0 0.0 4.5 0.0 

会计电算化 81.8 0.0 0.0 0.0 12.1 3.0 3.0 

火电厂集控运行 81.8 2.3 4.5 0.0 9.1 2.3 0.0 

电气自动化技术 81.7 1.4 5.6 0.0 7.0 2.8 1.4 
注 1：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注 2：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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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流向 

1. 毕业生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

类为电力/能源（42.9%）。 

表 1-6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电力/能源 42.9 

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17.1 

销售 4.5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3.3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职业流向 

表 1-7 各院系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院系名称 本校该院系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电力工程系 电厂操作员、电气工程技术员、输电线安装修理技术员 

动力工程系 
电厂操作员、电力辅助设备操作员、发电站/变电站和中继站的电子和电气修

理技术员 

管理工程系 会计、客服专员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电厂操作员、电气技术员、发电站/变电站和中继站的电子和电气修理技术员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8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电力工程系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电厂操作员 

电力工程系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输电线安装修理技术员 

电力工程系 供用电技术 电气工程技术员 

动力工程系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电厂操作员 

动力工程系 核电站动力装置 电厂操作员 

动力工程系 火电厂集控运行 电厂操作员 

管理工程系 会计电算化 会计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厂操作员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电厂操作员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新能源应用技术 电厂操作员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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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生的行业流向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

类为水电煤气公用事业（48.3%）。 

表 1-9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水电煤气公用事业 48.3 

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 16.3 

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业 5.8 

建筑业 5.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各院系及专业的行业流向 

表 1-10 各院系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院系名称 本校该院系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电力工程系 发电/输电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其他电气设备及元器件生产业
1 

动力工程系 发电/输电业、电气设备制造业 

管理工程系 保险机构、发电/输电业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发电/输电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其他电气设备及元器件生产业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其他电气设备及元器件生产业：是指在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行业大类中，除“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导航、测

量、医疗电子和控制仪器制造业”，“电磁与光纤存储（如磁带与光盘）制造业”，“电气照明设备制造业”，

“家用电器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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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电力工程系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发电/输电业 

电力工程系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发电/输电业 

电力工程系 供用电技术 发电/输电业 

动力工程系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发电/输电业 

动力工程系 核电站动力装置 发电/输电业 

动力工程系 火电厂集控运行 发电/输电业 

管理工程系 会计电算化 其他金融投资业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电气自动化技术 发电/输电业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发电/输电业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新能源应用技术 发电/输电业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5. 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流向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国有企业（51%），就业于民营企业/个体的

比例为 41%。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1000 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40%）。 

51

41

6
2

0

20

40

60

80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个体 中外合资/
外资/独资

政府机构/
科研或其他

事业单位

(

%)

 
图 1-5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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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及以下, 16%

51-300人, 26%

301-1000人, 18%

1000人以上, 40%

 
图 1-6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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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院系及专业的用人单位流向 

2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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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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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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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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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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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系

民营企业/个体 中外合资/外资/独资 国有企业 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 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NGO等)

(%)  
图 1-7 各院系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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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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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及以下 51-300人 301-1000人 1000人以上

(%)  
图 1-9 各院系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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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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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业毕业生的地区流向 

本校 2017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84.3%的人在安徽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合

肥（37.5%），其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3827 元。 

在安徽省就业的

比例, 84.3%

在其他省份就业的

比例, 15.7%

 
图 1-11 毕业生在安徽省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2 主要就业城市需求及月收入 

就业城市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百分比 

（%） 

在该城市就业的本校毕业生的月收入 

（元） 

合肥 37.5 3827 

淮南 11.1 4007 

阜阳 7.1 3475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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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生的创业情况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为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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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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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2 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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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 

1.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为 72%。 

获得, 72%

未获得, 28%

 
图 1-13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专业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本校 2017 届各专业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较高的专业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88%）、供用电技术（85%），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较低的专业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68%）、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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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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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本校平均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

 
图 1-14 各专业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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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一 就业指导服务情况 

1. 就业指导服务总体满意度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 8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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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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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

%)

 
图 2-1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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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电力工程系（94%），对就业

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低的院系是管理工程系（79%）。 

94

88

85

85

79

0 20 40 60 80 100

电力工程系

本校平均

动力工程系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

管理工程系

(%)

 
图 2-2 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各项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及毕业生的评价情况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接受“大学组织的招聘会”求职服务的比例（64%）最大，其有效性为

92%；接受“辅导面试技巧”求职服务的比例为 58%，其有效性（94%）较高。本校 2017 届毕

业生中，有 8%的人表示“没有接受任何求职辅导服务”。 

92 94 86 89 9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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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聘会

辅导面试

技巧

职业发展

规划

辅导简历

写作

辅导求职

策略

发布招聘

需求与

薪资信息

直接介绍

工作

没有接受

任何求职

辅导服务

接受该项求职服务的人数百分比
接受该项求职服务中认为其有效的人数百分比(

%)

 
图 2-3 毕业生接受就业指导服务的比例及有效性评价（多选） 

注：“直接介绍”求职服务的有效性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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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评价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创业辅导活动”（55%），其有效性为

71%；其次是“创业教学课程”（52%），其有效性为 72%。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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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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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该类创新创业教育的人数百分比

接受该类创新创业教育中认为有帮助的人数百分比(

%)

 
图 2-4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创新创业实践类活动不足”

（52%），其后依次是“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缺乏”（39%）、“教学方法不适用于创新创业教育

（缺乏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31%）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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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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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实践类活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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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课程教师不具备实践经验

(%)

 
图 2-5 创新创业教育改进需求（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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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本校 2017 届分别有 57%、53%、51%的毕业生认为创业教育对“树立科学的创业观（如：

创新意识、职业操守、意志品质及社会责任等）”、“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

识”、“掌握创业必备的能力（如：创业资源整合、商业计划书撰写、企业管理方法等）”方

面“非常有帮助”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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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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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相关分析 

一 收入分析 

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3954 元。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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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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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月收入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月收入较高的院系是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4269 元），月收入较低的院

系是管理工程系（34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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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各院系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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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供用电技术（4731 元）、电气自动化技术（4496 元），

毕业生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会计电算化（3232 元）、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33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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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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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 

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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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院系是电力工程系（77%），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较低的院系是管理工程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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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各院系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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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79%）、发电厂及电力系统（78%）、电厂热能动力装置（77%），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

是会计电算化（44%）。 

79

78

77

72

71

64

44

0 20 40 60 80 100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本校平均

火电厂集控运行

会计电算化

(%)

 
图 3-6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就业现状满意度 

1. 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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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就业现状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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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管理工程系（82%），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

的院系是动力工程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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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电气自动化技术、火电厂集控运行、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分别为 83%、82%、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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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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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 就业率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6.0%，比本校 2016 届（97.2%）低 1.2 个百分点。本校毕

业生的就业率整体保持在较高水平。 

2013届 2014届 2016届 2017届

本校 97.2 96.8 97.2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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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就业率变化趋势 

注：本校 2013 届、2014 届为毕业一年后调查数据。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动力工程系、管理工程系、电力工程系的就业率分别为

97%、97%、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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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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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100%）、火电厂集控运行

（98%）、电气自动化技术（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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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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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受雇全职工作”（86.9%），比本校 2016 届（91.3%）

低 4.4 个百分点。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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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就业特点变化趋势 

（一） 职业变化趋势 

本校毕业生从事“电力/能源”相关职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 4-1 主要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职业类名称 2014 届（%） 2016 届（%） 2017 届（%） 变化趋势 

电力/能源 38.4 44.7 42.9 ↑ 

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22.4 19.0 17.1 ↓ 

销售 5.3 5.1 4.5 — 

财务/审计/税务/统计 6.5 4.6 3.3 ↓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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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变化趋势 

本校毕业生在“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金融（银行/保

险/证券）业”相关领域就业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 

表 4-2 主要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类名称 2014 届（%） 2016 届（%） 2017 届（%） 变化趋势 

水电煤气公用事业 36.4 52.6 48.3 ↑ 

电子电气仪器设备及电脑制造业 14.3 11.6 16.3 ↑ 

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业 3.9 4.7 5.8 ↑ 

建筑业 6.9 3.0 5.0 ↓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用人单位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国有企业（51%），比本校 2016 届（54%）

低 3 个百分点；就业于民营企业/个体的比例为 41%，比本校 2016 届（35%）高 6 个百分点。毕

业生主要就业于 1000 人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40%），比本校 2016 届（42%）低 2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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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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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84.3%的人在安徽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合

肥（37.5%）。 

2013届 2014届 2016届 2017届

在安徽就业的比例 74.2 66.9 85.4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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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毕业生在安徽省就业的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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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要就业城市需求变化趋势 

城市名称 2014 届（%） 2016 届（%） 2017 届（%） 变化趋势 

合肥 38.3 35.4 37.5 — 

淮南 4.4 4.4 11.1 ↑ 

阜阳 4.4 6.6 7.1 ↑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就业质量变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一） 月收入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3954 元，比本校 2016 届（3362 元）高 592 元，本届较上

届有所上升。 

2013届 2014届 2016届 2017届

本校 3448 4166 3362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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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月收入变化趋势 

注：本校 2013 届、2014 届为毕业一年后调查数据。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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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月收入较高的院系是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4269 元），月收入较低的院

系是管理工程系（34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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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各院系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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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毕业生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供用电技术（4731 元）、电气自动化技术（4496 元），

毕业生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会计电算化（3232 元）、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33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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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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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1%，与本校 2016 届（71%）持平。 

2013届 2014届 2016届 2017届

本校 76 63 71 71

0

20

40

60

80

100

(

%)

 
图 4-11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院系是电力工程系（77%），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较低的院系是管理工程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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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各院系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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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79%）、发电厂及电力系统（78%）、电厂热能动力装置（77%），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

是会计电算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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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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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5%，比本校 2016 届（65%）高 10 个百分点。本

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 

2013届 2014届 2016届 2017届

本校 58 53 6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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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管理工程系（82%），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

的院系是动力工程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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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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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7 届电气自动化技术、火电厂集控运行、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分别为 83%、82%、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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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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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 对人才培养的反馈 

（一）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1.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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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对学校的满意度 

本校 2017 届管理工程系、自动化与信息工程系、电力工程系、动力工程系毕业生对母校满

意度分别为 94%、94%、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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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各院系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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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7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

行与维护（均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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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就业对教学的反馈 

1. 总体教学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2%。 

92

0

20

40

60

80

100

教学满意度

(

%)

 
图 5-4 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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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的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17 届教学满意度较高的院系是电力工程系（94%），教学满意度较低的院系是动力

工程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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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各院系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7 届教学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发电厂及电力系统（95%），教学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

会计电算化、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均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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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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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用能力培养 

1.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是“沟通与交流能力”（91%），其次是“团

队合作能力”（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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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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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校学习经历对通用能力的影响 

本校 2017 届毕业生认为受母校学习经历影响明显比例1较高的通用能力是“团队合作能力”

（62%），其后依次是“解决问题能力”（61%）、“专业知识应用能力”（60%）、“沟通与交流能力”

（60%）等。 

16

19

22

23

23

20

24

27

33

35

37

37

41

38

48

36

38

36

35

35

36

9

12

5

4

5

4

2

0 20 40 60 80 100

资源掌控能力

创新能力

持续学习能力

沟通与交流能力

专业知识应用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影响深远 影响较大 有一些影响 无影响

(%)
 

图 5-8 母校学习经历对各项通用能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影响明显的比例：是指影响深远和影响较大的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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