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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办公立，面向全国招生，培

养生物医药产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等职业学院，一直以来

以“行业好、专业好、就业好”闻名。学院系统培养运用现代生

物医药应用技术，从事药品基础研发、生产、检验、销售、用药

服务以及制药工程设备维修、医疗器械制造和维护等领域的技术

技能人才。学院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卓越” 的办学理念，不断

深化学院的区位优势、行业优势和专业教学优势，以天津和滨海

新区为立足点，服务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学院历来重视毕业生就业，认真贯彻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

工程”，坚持党政领导齐抓共管，教职工全员参与的原则，积极落

实国家和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各项政策、要求，不断创新工作

开展，完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能力，推动就业工作取得良好的

成效。

学院 2021届毕业生共有 1654人，截至 2021年 9月 1日，学

院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93.29%，留津率 70.37%，前述两项指标

在天津市 55所高校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一。已就业学生中，签就业

协议及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656人，签约率①39.66%；其他录用形

式就业 775人，自由职业 43人，灵活就业率②49.46%；自主创业

5人；专科升普通本科 39人，占比③2.36%；应征义务兵 25人。

① 签约率=（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毕业生总数

② 灵活就业率=（其他录用形式就业+自由职业）/毕业生总数

③ 占比=专科升普通本科人数/毕业生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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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毕业生就业概况

一、2021 届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毕业生总数及分布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21届毕业生共 1654 人。其中

男生 547人，占总人数的 33.07%；女生 1107人，占总人数的 66.93%。

男女生性别比为 1:2.02（图 1）。少数民族毕业生 84人。

图 1 2021届毕业生性别比例分布

2021届毕业生生源主要以天津市、河北省等华北地区为主体，

共计 1354人，占总人数的 81.86%；西北地区毕业生共计 103人，

占总人数的 6.23%；其他地区毕业生共计 197 人，占总人数的

11.9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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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1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2.各专业毕业生数

2021届毕业生涵盖中药、药学、生物技术、制药、药品经营

与管理以及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六大专业方向，共计 20 个专业

（表 1）。
表 1 2021届毕业生各专业分布结构

专业
毕业生

人数

占总人

数百分

比（%）

男生 女生

药学 295 17.84 68 227

中药学 237 14.33 59 178

药品生产技术（生物药） 201 12.15 77 124

药品经营与管理 154 9.31 59 95

药品生产技术（中药） 150 9.07 55 95

食品检测技术（食品分析与检测） 108 6.53 3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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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技术（化学药） 65 3.93 30 35

药品质量与安全（药品质量检测） 63 3.81 13 50

医学生物技术 46 2.78 14 32

药品生产技术（药物制剂） 43 2.60 8 35

药品服务与管理 40 2.42 10 30

康复治疗技术 37 2.24 13 24

中药生产与加工（中药炮制与配制） 33 2.00 11 22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32 1.93 18 14

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 30 1.81 23 7

中医养生保健 28 1.69 8 20

药品生物技术 28 1.69 12 16

精密医疗器械技术（医用材料） 24 1.45 17 7

电子商务（医药） 20 1.21 4 16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20 1.21 9 11

二、2021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1.整体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根据国家教育部及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工作部署，学院 2021年

上报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29%（数据截止日期 2021年 9月 1

日）。

其中，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617人，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9人，

签约率 39.66%；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775人，自由职业 43 人，灵

活就业率 49.46%；自主创业 5人，占总毕业生的 0.3%；专科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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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本科 39人，占总毕业生的 2.36%；应征义务兵 25 人，占总毕

业生的 1.51%；未落实毕业去向 111人，占总毕业生的 6.71%（图

3）。

图 3 202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2.各专业就业情况

2021年学院六系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排名为（图 4）：医疗

器械与制药设备系 97.67%，生物技术系 94.24%，经营管理系

92.99%，中药系 92.99%，药学系 92.7%，制药系 91.67%，各系毕

业生签约率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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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届毕业生各系就业率、签约率分布

2021 年毕业生共涉及 20 个专业。其中，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排名前三的专业为：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精密医疗器械技术（医

用材料）、中药生产与加工（中药炮制与配制）（图 5）。

图 5 2021届毕业生各专业就业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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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就业质量分析

为了解和掌握毕业生就业特点及职业发展情况，持续提升学

院就业服务工作质量，不断提高学生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学院就

业部门连续多年开展针对毕业生的就业跟踪调查。2021年 11月，

学院组织开展了 2021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情况跟踪调查，

根据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汇总和统计，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一、毕业生就业地流向

京津冀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进需要大量的人才，京、

津、冀三地多领域互通对接也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带来了良

好的发展机遇。今年，我学院有 1164位就业毕业生选择留津工作，

占总毕业生的 70.37%，有 8.28%的毕业生选择到河北省就业，还

有 3.75%的毕业生选择到北京就业（图 6）。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

出我学院为京津冀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医药人才，尤其为天津

市的医药行业发展提供了大量专业人才，从而助力医药行业的发

展。

图 6 2021届就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地流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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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我院是生物医药类专科学校，开设的专业均与生物医药相关，

学院已就业毕业生中大部分都选择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医药类企业

及岗位就业。2021届就业毕业生整体就业对口率为 84.19%，其中，

就业对口率排在前三位的专业是：药品生产技术（生物药）96.37%，

药品生产技术（药物制剂）95%，医学生物技术 94.87%（图 7）。

中医养生保健专业的就业对口率相对较低，为 58.33%。

图 7 2021届就业毕业生各专业对口率分布

三、毕业生就业岗位

2021届已就业毕业生中，主要从事的岗位类别和占比分别为

（图 8）：医药销售 20.80%，医药相关文职及服务类 16.91%，药

房调剂员 16.11%，质量检测类 9.83%，基因检测类 4.91%，医药

生产 4.91%，医药商业 4.80%，仓库管理和物流管理 2.74%，疫苗

生产 0.80%；其他类别（包含医疗器械维护与售后、康复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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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8.17%。毕业生从事与医药非相关的工作岗位主要围绕教育

行业、食品服务行业、互联网行业等。

图 8 2021届就业毕业生岗位类型分布

四、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2021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状态跟踪调查数据结果反馈：学

生对所从事工作基本满意占 65.89%，非常满意占 28.22%，不满意

占 5.89%（图 9），毕业生对就业状态满意度相对较高，非常满意

和基本满意合计可达到 94.11%。

此外，对其中 5.89%不满意就业现状的毕业生的进一步调查

了解，其主要不满意因素包含（图 10）：收入低、工作发展空间

不够、加班太多等。



2021 年度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就业质量报告

10

图 9 2021届就业毕业生就业状态满意度分布

图 10 2021届就业毕业生就业状态满意度分布

五、新时代大学生的多元化就业

2021年，学院迎来了第一批“00后”毕业生。在今年的已就

业毕业生中，选择自由职业就业 43人，选择自主创业 5人，另外

还有若干暂未就业毕业生拟自主创业。2021届毕业生的自主创业

率与自由职业就业学生占比远高于往届毕业生，表明“00后”毕

业生更加倾向于多元化就业。在对创业毕业生和拟创业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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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查发现（图 11）：学生们选择自主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可以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期望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价值。

图 11 2021届创业毕业生创业原因分布

第三部分 就业工作主要举措

一、强化就业工作体系，提升管理服务能级

学院已建立由党委书记和院长任组长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并构建了院系两级、“四位一体”的就业工作推动机制，做到从学

院领导、就业主管部门、各系负责人到辅导员及班主任全员参与、

联动配合、职责清晰的工作落实体系，确保就业工作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高效开展。此外，学院还重点加强毕业生就业服务工

作，安排专兼职就业工作人员及指导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就业实务

能力培训，充分发挥一线教师的就业引导作用，不断提升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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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对接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学院统筹推动就业促进相关工作，建立从新生入学直至毕业

生的全程就业引导和服务模式，为大一新生重点开展“行业、企

业、岗位”认知教育；为大二学生重点开展职业规划培训；为大

三学生重点开展就业观、应聘技巧等方面教育，帮学生树立正确、

积极的就业观，提高应聘技能。此外，利用多种形式向在校生宣

传优秀毕业生就业案例，发挥榜样力量，引领在校生提前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

三、走进企业学习参观，促进毕业生就业

让学生走进企业、看到岗位、体验工作是促进学生就业的有

效途径。为此，学院就业部门联合各系积极与本地生物医药类企

业沟通联系，定期走访重点用人单位，及时掌握学生实习情况及

企业用人需求，合作建立实训实习基地，开展企业实践参观，邀

请企业 HR 为学生开设就业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提前

熟悉企业，提早确定就业方向，进一步促进学生就业。

第四部分 就业工作展望

一、关注特殊毕业生群体，提升工作精准化水平

坚持以人为本，突出需求导向，打造精准化就业服务体系。

院系两级协同，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重点做好就业困难

学生群体的分层分类指导和个性化帮扶。建立对“慢就业、懒就业”

毕业生群体的跟踪指导机制，具体分析其真实原因，做好个性化

帮扶和指导，指导毕业生正确认知自我，增强其家庭、社会责任

意识，树立科学择业观和就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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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生涯教育内涵，丰富职业发展维度

积极开展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渗透教育，在依托生涯课

程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融合学习观、成才观、择业观教育于一体，

联合校内专业就业指导教师和校外企业生涯导师等力量共建，形

式多样的生涯系统教育，提升学院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从而促进毕业生积极就业。

三、发挥专业优势，拓展京津冀就业市场

根据统计，我校 2021 届毕业生留津就业比例较高，达到

70.37%，除此以外，在河北省及北京就业占比分别为 8.28%和

3.75%，京津冀就业合计占比为 82.4%，结果表明一方面京津冀是

我院学生主要就业区域；另一方面我院也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提供了大量专业技能人才。因此，我们还将进一步贯彻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依托学院在生物医药专业的集群优势，不

断加强与京津冀医药企业的联系合作，鼓励和帮助学生更多到京

津冀企业就业。

四、完善调查研究机制，强化校企长期有效跟踪反馈

建立健全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就业数据分析研究水

平，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积极邀请用

人单位参与学院就业质量评价，完善重点、知名医药企业的长期

动态跟踪调查机制，强化医药行业、药企对学院毕业生的质量反

馈，进而强化就业对招生、教学培养的有效反馈，为学院招生和

人才培养工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进一步开拓医养服务类

就业市场，从而为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更多选择。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毕业生就业概况
	一、2021届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毕业生总数及分布
	图1  2021届毕业生性别比例分布
	图2  2021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2.各专业毕业生数
	表1  2021届毕业生各专业分布结构


	二、2021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1.整体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图3  202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2.各专业就业情况
	图4  2021届毕业生各系就业率、签约率分布
	图5  2021届毕业生各专业就业率分布



	第二部分 就业质量分析
	一、毕业生就业地流向
	图6  2021届就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地流向分布

	二、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度
	图7  2021届就业毕业生各专业对口率分布

	三、毕业生就业岗位
	图8  2021届就业毕业生岗位类型分布

	四、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图9  2021届就业毕业生就业状态满意度分布
	图10  2021届就业毕业生就业状态满意度分布

	五、新时代大学生的多元化就业
	图11  2021届创业毕业生创业原因分布


	第三部分 就业工作主要举措
	一、强化就业工作体系，提升管理服务能级
	二、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对接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三、走进企业学习参观，促进毕业生就业

	第四部分 就业工作展望
	一、关注特殊毕业生群体，提升工作精准化水平
	二、拓展生涯教育内涵，丰富职业发展维度
	三、发挥专业优势，拓展京津冀就业市场
	四、完善调查研究机制，强化校企长期有效跟踪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