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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成立于 1958年,它是山西农业大学最早成

立的 6 个专业之一，也是山西农业大学这所百年老校的传统优势专业。经

过植保人近 60 年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获长

足的发展。2005 年被评为省级品牌专业，2010 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植物保护学科教学团队 2009 年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植保学科 2011

被评为国家一级学科，2013 年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获山西省高等学校重

点实验室，2013 年建设成为国家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中心，2014 年建设

成为农业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山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山西农大

植保专业拥有植物保护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植物病

理学、农药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各 3 个，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和

植物病理学科为山西省重点学科。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教育领域重要的民生工程，事关千百万学生及其家

庭的切身利益，事关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发展，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对于保持就业形势稳定，促进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落实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开

展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精神，强化指导服务，

开拓就业市场，推进创新创业，加强困难帮扶，综合施策，统筹推进，2016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取得新进展，就业率、升学率实现“双增长”，就业

质量得到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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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植物保护专业 2016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3.42%（数

据截止到 2016 年 8 月 31 日）；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广泛、就业结构优化

合理、签约薪酬持续增长、专业相关度和就业满意度较高。 

一、就业基本情况 

近几年，山西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人数呈连续增长的态势，

2016 届本专业毕业生人数达 76 人。 76 名本科毕业生中，升学人数 25

人，比例为 32.89%；协议就业 42 人，比例为 55.26%；合同就业 3 人，

比例为 3.94%；灵活就业 1 人，比例为 1.31%；未就业 5 人；总就业率达

93.42%。 

二、就业相关分析 

1、薪酬分析   对 2016 届毕业生“月薪酬期望”的调查中，期望月薪

大都集中在2000 至4000 元，占比为57.40%，占比排名第二的区间是4000 

至 5000 元，有 9.37%的毕业生期望最初月收入超过 6000 元，只有 3.16%

的毕业生能够接受 2000 元以下较低的薪酬水平。 对植物保护专业已就

业并有实际收入的 2016 届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毕业四个月内的平均

薪酬，即平均月总收入为 3591.7 元，高于 2015 届毕业生，月薪酬涨幅

5.43%。 

2、专业相关度分析   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度是指毕业生所就职

岗位与自身所学专业的对口程度。植物保护专业《2016 届毕业生就业状

况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毕业生就职岗位与专业相关的比例达到 66.32%，

有 33.68%的毕业生就职岗位与专业“不相关”。 

3、就业现状满意度分析   在针对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意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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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16 届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对当前工作满意程度较高，“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和“一般满意”的比例达到了 93.37%，比 2015 届毕业生的满意

度提高 1.18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毕业生对初入职场的工作内容和

发展前景等方面比较认可，整体就业现状比较符合自身的就业期望。  

4、用人单位满意度分析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评价  用人单位对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优”

和“良”的评价达到了 92.92%，2015 年的同项评价为 90.10%。植物保护专

业毕业生给众多用人单位留下了“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诚实守信”、

“开拓进取”的良好印象，在社会上赢得了交口称赞。有很多用人单位与我

院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和合作，把我校固定作为其招聘员工的重要来源，制

定专门的招聘计划，使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有了相对稳定的就业单位去向。  

5、创业情况  

我校把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实施大学生创业能力提

升工程，成立全省首个创业学院，建立千亩大学生创业园和“互联网+农业”

创新创业园，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创新创业教育格局，形成了党政齐抓共

管的管理体制 19 和运作机制，扶持 200 多个学生创业团队、3000 多名

在校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活动，上百名学生毕业后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在调查“毕业生的创业动机”中了解到，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生创业的主要动

因是“成就个人理想”，这与麦可思调查的全国 2015 届毕业生创业首要动

机是一样的。此外，好的创业项目对大学生意味着好的创业机遇，“有好

的项目”是毕业生创业的第二大动机。植物保护专业不仅加强大学生创业

意识、创业精神的培育，还重视创业项目的扶植与落地，在激发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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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过程中给予最积极、最实效的帮助。  

三、就业工作特点  

山西农业大学认真落实教育部、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指示精神，以改进就业指导服务水平、提升毕业生

就业能力、大力拓展就业市场、积极引导基层就业为发力点，着力推进服

务格局立体化、教学 21 指导系统化、规划引领个性化、信息服务迅捷化、

校园招聘专场化、困难帮扶精准化，确保毕业生就业水平持续稳定。  

1、完善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落实   我校实施“校院两级负责、以院

为主”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格局，着力构建科学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协调、

督查机制，有效推进就业工作科学化、常态化、规范化，做到开学有部署、

过程有检查、期中有推进、年终有总结。学校每年 5 月召开就业工作促进

会，各学院每年 9 月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动员会，学校每年年底进行年度

就业工作考核总结。 

2、强化规划指导，提升服务水平   学校结合行业动态和社会发展需

求，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讲座、培训、报告会、宣讲会为补充的大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配齐配强讲课教师，优化课程结构，创新指导内容和

方式，增强毕业生的规划意识、发展意识，努力提高毕业生应聘竞争能力

和职业发展能力。 

3、加强信息推送，拓展就业渠道  

2016 年年初，学校开通就业信息微信公众平台，结合飞信、短信、

QQ 等现代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了覆盖全校毕业生的信息网络，为毕业生

“送岗位、送政策、送指导”，实现就业服务个性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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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宣传动员，引导基层就业  向学院向毕业生印发《毕业生就

业指导手册》、《就业政策百问》、《毕业生求职指南》等指导资料，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新媒体，分时段、分类别推送基层就业、自主创业、参军入伍、

困难帮扶等政策措施。  

5、落实优惠政策，做好精准帮扶 为进一步健全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

指标体系,建立未就业毕业生统计机制，实现精准就业服务，2016 年 4 月，

学校下发了《关于做好毕业生精准就业服务和未就业毕业生统计服务工作

的通知》，从 2016 届毕业生起，把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暂不就业

毕业生作为统计服务工作的重点，确保未就业统计准确、及时，确保就业

帮扶有的放矢、精准到位。 

6、开展创业教育，促进就业倍增  我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农科

大学生，怎样培养农科大学生”这一地方农业院校办学的根本问题，实施

“创业意识培育工程”、“创业能力提升工程”、“创业条件帮扶工程”三大工

程，构建“创业通识教育”、“创业实践教育”和“创业后续支撑”三位一体的

创业扶持模式，形成了党政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  

四、就业状况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植物保护专业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推进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社会契合度和培养质量。将大学生创新创业纳入学分

管理，在公共课、基础课中引入优秀慕课资源，建设本科教学课程中心，

扩大辅修二学位，完成校内专业评估，对专业提升计划项目进行检查，开

展大类培养和“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培养，在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

计划的其中一个专业，逐步推行本硕博统筹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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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学校成立大类培养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生物科

学类专业大类培养试点工作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大类培养方案遵循“宽口

径、厚基础、强实践、重创新”的基本原则，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夯实学

科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加强专业融合，注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以此拓

宽就业领域，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与此同时，学校启动实施新招生专业

培养方案，对“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培养方案、“卓越农林管理人才实验班”

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