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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

高等农业院校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探究
———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

刘　艳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　要：通过对近３年安徽农业大学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包括就业率、就业去向、地区分布、专业相关

度等方面。总结了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特点和问题，提出应从转变毕业生就业观念、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就业指

导、精准开拓就业市场、加强实习实践等环节来提升财经类毕业生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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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下行通道，经济

转型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增长６．９％，创下１９９０年以来的２５年新低。

整体的经济下行会抑制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而同时

人才供给却在持续增长中［１－２］。２０１７年，我国高校

毕业生人数将达到７９５万
［３］，就业压力巨大。宏观

经济的走势也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就业情况。党的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４］。

这其中大学生就是主要群体之一。财经类专业一直

是各高校的热门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都位于

各高校前列，生源质量较高，毕业生数量过多，就业

期望值也较高。以安徽省为例，近３年财经类专业

本科毕业生人数均在１００００人以上，仅次于工学、理

学、文学和管理学专业。

对于高等农业院校来说，开设财经类专业有其

自身与农林相结合的优势，但也有专业化程度有所

欠缺等劣势。对于财经类专业毕业生而言，不仅不

象理工科专业那样有技术优势，其所学专业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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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有所脱节，而且还面临着众多相同专业毕业生

的求职压力。学者们对于农业院校财经类专业学生

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的研究主要有：陶静（２０１３）认

为农业院校在财经类专业学生培养上存在与社会需

求间的脱节，应将培养目标从高级专门型人才调整

为具有财经专业知识的初级从业者［５］；李海霞

（２０１４）认为财经类专业毕业生求职时往往青睐机关

单位和国企，对薪资要求也脱离实际［６］；高振?

（２００９）认为要提高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需

从加大实习实训力度、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全力开辟

就业市场等方面入手［７］。但通过对高等农业院校财

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本

文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财经类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能为财

经类专业学生人才培养和就业工作提供积极的参考

和有益的建议。

一、近３年高等农业院校财经类专业毕

业生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人数总量稳定，部分专业有波动

安徽农业大学目前开设有财务管理、国际经济

与贸易、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农林经济管理、市

场营销等７个财经类专业。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

生分别为７０４人、８８０人、６６６人。其中，金融学、财

务管理、会计学专业较其他专业每年毕业生较多；财

务管理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

会计学和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减；而国

际经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生人数近年来

有所波动（表１）。

表１　近３年财经类各专业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专业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财务管理 ８７ １０８ １１３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７０ １２３ ４３

会计学 １５７ １４１ ９７

金融学 １１７ ２８６ １９０

经济学 ５７ ９ ５５

农林经济管理 ５３ ７１ ８９

市场营销 １６３ １４２ ７９

合计 ７０４ ８８０ ６６６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二）女生人数占比较高

从毕业生男女生比例来看，近３年男生所占比

例分别为４１．９０％、３７．６１％、２９．７３％，女生所占比

例分别为５８．１０％、６２．３９％、７０．２７％，毕业生中女

生人数要显著多于男生，且差距逐年扩大，这与财经

类专业招收文科生居多有关（图１）。

图１　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男女比例分布图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二、高等农业院校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

业状况

（一）毕业生就业率整体较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安徽农业大学财经类专业平均

就业率分别为８６．６５％、８５．２３％、８７．０９％，与全校

本科生平均就业率相比，分别低了３．８５、８．１３、７．４５

个百分点。我们还统计了近３年财经类各专业的就

业率（图２），并与全校本科各专业就业率进行了比

较，发现财经类各专业就业率与我校其他专业就业

率相比均偏低，仅２０１５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２０１６年经济学与市场营销专业就业率排名较为靠

前，这是财经类专业就业率整体较低的原因（表２）。

图２　近３年财经类各专业就业率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表２　近３年财经类各专业就业率在全校

各专业就业率中排名统计表

专业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经济学 ６１ ５３ １

市场营销 ３９ ５５ １

财务管理 ４９ ５７ ５１

金融学 ４６ ６１ ６０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６０ ２９ ６４

农林经济管理 ５６ ６０ ６６

会计学 ５９ ６４ ６７

毕业专业总数 ６４ ６５ ６８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二）毕业生签约率分析

签约率是签就业协议、签劳动合同、升学、自主

创业等情况的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比例，是反映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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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近３年财经类各

专业平均签约率分别为５３．６９％、４５．００％、５６．０１％

（图３），与全校本科生近３年平均签约率相比，分别

低了２０．９７、２９．７７、２９．１０个百分点。这说明财经类

毕业生就业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男、女生就业率分析

我们分别对男、女生就业率、签约率、考研率等

进行了比较及分析（表３）。结果显示，近３年男、女

生在考研率上均呈增长趋势，女生在考研率上要高

于男生；在就业率上，男生就业率要高于女生，且呈

较快增长趋势，女生就业率维持在８５％左右；在签

约率上，男生签约率普遍也要高于女生。

图３　近３年财经类各专业签约率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表３　近３年财经类专业就业率、签约率、考研率男、女生比较

男生 女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就业率 ８１．６９％ ８７．３１％ ９２．４２％ ８５．８２％ ８３．９７％ ８４．８３％

签约率 ５８．３１％ ４５．６２％ ５７．５８％ ５０．３７％ ４４．６３％ ５５．３４％

考研率 ９．８３％ １０．５７％ １８．１８％ １１．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９．０２％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四）毕业生就业去向分析

我们统计了近３年财经类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

（表４）。结果显示，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为民营企

业，均占每年毕业生人数的５０％－６０％；升学、在机

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就业的毕业生整体上均

呈上升趋势。具体到各专业中，农林经济管理、金融

学、经济学专业升学率较高；会计学、金融学、财务管

理专业毕业生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学生

比例较高；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民营企

业中工作的比例则更高。

表４　近３年财经类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表

专业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升学（％） 其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财务管理 ２．３０ ８．３３ ９．７３ １０．３４ ５．５６ １３．２７６０．９２６２．０４５９．２９１１．４９ ９．２６ ９．７３ ４．６０ ０．００ ０．８８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１．４３ ４．０７ ２．３３ ７．１４ ２．４４ ９．３０ ５２．８６８６．１８５８．１４ ５．７１ ２．４４ ９．３０ ７．１４ ０．８１ ０．００

会计学 ９．５５ ７．８０ ６．１９ １５．９２ ７．８０ １３．４０４０．１３４５．３９３０．９３１１．４６１７．７３２３．７１ ３．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金融学 ０．８５ ５．２４ ５．２６ １９．６６１０．１４１５．７９５０．４３５１．０５４２．６３１７．９５１６．４３２４．７４ １．７１ ０．７０ ０．００

经济学 ７．０２ ０．００ ５．４５ ７．０２ ０．００ １６．３６３５．０９６６．６７５６．３６ ８．７７ ２２．２２２１．８２ ５．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农林经济管理 ０．００ ７．０４ ０．００ ９．４３ ５．６３ １．１２ ５６．６０５０．７０４６．０７１３．２１２１．１３２８．０９ ３．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市场营销 １．２３ ２．１１ ３．８０ ６．７５ ２．１１ ６．３３ ７３．０１７２．５４８６．０８ ５．５２ ９．１５ ３．８０ ５．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５５ ５．４５ ５．１１ １１．６５ ６．３６ １１．５６５６．６８６０．００５１．５０１０．５１１３．０７１８．７７ ４．２６ ０．３４ ０．１５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表５　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与全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比较

就业去向类型
全校本科生 财经类毕业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机关、事业单位 ３．１３％ ３．４７％ ３．７９％ ３．５５％ ５．４５％ ５．１１％

国有企业 ６．００％ ４．９１％ ５．５４％ １１．６５％ ６．３６％ １１．５６％

民营企业 ５９．３６％ ６３．３４％ ６２．３１％ ５６．６８％ ６０．００％ ５１．５０％

升学 １９．２０％ ２０．３７％ ２１．９８％ １０．５１％ １３．０７％ １８．７７％

其他 ２．８１％ １．２６％ ０．９２％ ４．２６％ ０．３４％ ０．１５％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我们同时将近３年财经类毕业生与全校本科毕

业生就业去向数据相比较（表５），发现财经类毕业

生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的就业比例均要

高于全校本科生平均水平；而升学和在民营企业中

就业的比例均要低于全校本科平均水平。其中，财

经类毕业生的升学比例与全校本科毕业生平均升学

比例的差距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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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学去向分析

我们具体分析了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具

体升学去向，并与全校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水平进行

比较（表６），发现财经类毕业生到２１１、９８５院校及

科研院所就读是升学的主要方向，约占升学人数的

１／３左右；在本校就读研究生的比例近年来总体呈

下降趋势，目前维持在２５％左右；出国、出境深造的

较为稳定，约占１３％左右；而在其他一般本科院校

升造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目前比例为２５％左

右。与全校本科毕业生相比较，在本校就读研究生

的毕业生比例，近３年财经类毕业生均要低于全校

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但差距正逐渐缩小；到２１１、

９８５院校及科研院所升造的学生比例，财经类毕业

生与全校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相比一般要低１２个

百分点左右，还有较大差距；在出国、出境深造和在

其他一般本科院校升造比例上，财经类毕业生则要

高于全校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

表６　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与全校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比较

升学去向类型
全校本科毕业生 财经类毕业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本校 ４２．２６％ ２４．６１％ ２６．５４％ ３７．８４％ ２０．００％ ２７．２０％

９８５、２１１院校、科研院所 ４３．７６％ ５４．０４％ ４８．９７％ ３１．０８％ ３８．２６％ ３６．００％

出国、出境 ３．７０％ ４．７２％ ５．４５％ １２．１６％ １４．７８％ １２．００％

其他 １０．２８％ １６．６３％ １９．０３％ １８．９２％ ２６．９６％ ２４．８０％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六）就业地区分布

我们统计了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分

布情况（表７），发现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主要

集中在安徽、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地区工

作，其中在安徽就业的学生最多，每年均占就业人数

的７５％左右；在国内其他地区工作的毕业生比例则

不断缩小，说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集中在上述６个

省市工作。

表７　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分布统计表

年份 安徽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北京 其他

２０１４ ７５．２９％６．３７％ ４．２５％ ２．５１％ ３．０９％ ２．７０％ ５．７９％

２０１５ ７７．６４％５．３５％ ４．８８％ ２．３６％ ２．２０％ ２．０５％ ５．５２％

２０１６ ７４．９５％７．４７％ ４．１８％ ４．１８％ ３．５２％ １．１０％ ４．６０％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七）专业相关度分析

我们对近３年财经类毕业生的就业对口度做了

统计分析，其中，选择“完全对口”和“基本对口”的属

于专业对口（图４）。结果显示，财经类专业毕业生

专业对口度总体较好，平均达到接近８０％，且近３

年逐年递增。说明财经类专业毕业生更偏向于专业

对口的工作，且毕业生获取专业对口岗位的机会也

越来越多。

数据来源：安徽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八）用人单位需求分析

为了解社会对于财经类毕业生的市场需求情

况，我们统计了近３年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对财经

类专业毕业生用人需求情况，结果显示，近３年，来

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对财经类专业毕业生需求数分别

为：１２８７人、１３５８人、１５９６人，呈逐年上升趋势，其

中省内需求分别为：５１２人、５５８人、６０２人，占比为：

图４　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对口度

３９．７８％、４１．０９％、３７．７２％；省外需求分别为：７７５

人、８００人、９９４人，占比为：６０．２２％、５８．９１％、６２．

２８％。省外用人单位的需求数要明显高于省内用人

单位（图５）。

图５　近３年来校招聘财经类专业用人需求统计

　　数据来源：安徽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三、高等农业院校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

业特点及分析

（一）就业率和签约率偏低

安徽农业大学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和签约

率均偏低。在就业率上，近３年安徽省财经类本科

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８９．７５％、８８．６７％、８８．２０％，

与安徽省平均水平相比，分别低了３．１０、３．４４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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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个百分点。在签约率上，与全校平均水平相比也

有差距越拉越大的趋势。这说明财经类专业毕业生

的就业率和签约率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女生就业难度相对更大

据统计，近３年财经类专业女生的就业率和签

约率均低于男生。而根据安徽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反馈，女生在求职过程中投递的简历数、求

职时间和求职过程中的总花费要比男生更多，而获

得的面试机会数、获得的录用通知数相比男生要少。

这表明，在求职过程中，女生比男生获得就业岗位的

难度更大。这种情况与以下原因有关：一是就业性

别歧视。这主要来自于部分用人单位的个人偏见。

即使在男、女劳动者生产率相近的情况下，带有性别

歧视偏见的用人单位也会选择自己偏好的男性毕业

生［８］。二是岗位特点要求。部分岗位需要经常出

差、工作强度较大或是个人交际较多，女性一般从事

起来有困难，导致女生无法应聘。三是女生求职“求

稳”思想较浓。女生在求职时一般主要目标为事业

单位、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求稳特点突出。但该类

单位招聘数量较少，中小型民营企业用人需求多，却

不是女生们的主要求职方向。

（三）毕业生就业观念陈旧

一是毕业生就业地区较为集中。近３年选择在

安徽工作的毕业生占比均在７５％左右，江、浙、沪、

北京、广东等地就业比例约占２０％左右，其余地区

仅占５％左右。这与每年安徽生源毕业生比例较高

有一定关系（９０％左右），但也反映出毕业生在求职

时开拓进取意识不够，眼界不够开阔。校园招聘会

和校园招聘信息是毕业生求职的主渠道，近３年来

校招聘财经类毕业生岗位与毕业生之比分别为：１．

８３、１．５４、２．４０，毕业生就业选择余地较大。其中省

外就业岗位的数量明显要高于省内就业岗位，如毕

业生仅关注省内用人单位，将会错失很多优质的岗

位。二是毕业生就业行业去向有待引导。近３年财

经类毕业生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就业比例

要高于全校平均水平，在民营企业中就业比例则要

低于全校平均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有意向在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一直偏

高，据统计每年均占财经类毕业生的一半以上。由

于上述单位每年用人数量较少，求职均需参加考试，

准备此类考试会使未被录取的学生错过每年１０、１１
月和来年３、４月的招聘黄金期，从而错过一些优质

的民营企业，也会对毕业生就业率和签约率产生不

利影响。

（四）毕业生考研率不断提升，就读院校质量有

待提高

近年来，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社会对人才需求的

标准不断提高，高层次人才需求越来越多，研究生就

业平台普遍要高于本科生，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本科

生选择继续升造。近３年，财经类专业毕业生考研

率不断提升，与全校本科毕业生平均考研率的差距

不断缩小，说明毕业生在考研意识、专业水平、复习

迎考方面都有一定的提高。但毕业生就读９８５、２１１

院校及科研院的的比例较小，说明毕业生的培养质

量、综合素质、科研水平及备考技巧等方面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

四、高等农业院校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

业工作对策与建议

（一）以就业为导向，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经济发展从高速

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

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

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９］。产业结构的升级

调整需要新的人才，而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往往不

能及时达到社会新的要求。因此，高校要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市场需要

的优秀人才。如财经类毕业生就业较为集中的银

行、证券等公司，都有各自的岗位要求，可以考虑将

部分专业知识前移至大学正常教学期间学习，学习

既有的放矢，也能帮助毕业生减小求职难度、缩短职

业适应期。

（二）加强实习实践环节，无缝对接毕业生就业

实习与实践是大学生教育教学的关键一环。学

校要加强与各类用人单位间的校企合作，建立多种

就业实习基地，将毕业生分批送进各类单位参加实

习。毕业生在单位里了解职位需求，掌握实践技能，

对于他们理解专业知识将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用

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也会选择有实践经验的学生，

而参加了单位实践的学生在应聘时占有很大的优

势，对于他们顺利就业也会有较大的帮助。目前，安

徽农业大学已与民生银行、国元证券、徽商银行等单

位开展合作，每年都会安排部分学生进入单位实习。

为进一步打通学校与用人单位间的障碍，今后还要

继续发掘新的合适的就业实习基地，以促进毕业生

更好就业。

（三）加强思想引导，积极转变毕业生就业观

近年来，受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国内就业市

场受到一定影响。部分毕业生在择业时仍然只关注

工作地点、薪酬福利等因素，脱离了毕业生经验欠

缺、实践能力缺乏等实际［１０］。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

毕业生职业价值观教育，帮助毕业生转变传统就业

观念，适度调整并建立合理的就业定位，从个人实际

出发，积极主动地就业。一是要让学生认清当前的

９１１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就业形势，尤其是财经类岗位历年的实际就业情况。

在合理评估自身能力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积极到中

小型民营企业工作，积极到城乡基层和省外工作，在

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自身的才干。二是要鼓励更多

学生积极就业。当前，学生中出现了“慢就业”（毕业

后不急于就业）群体，且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

部分学生有的是理性就业，想再仔细考虑人生道路；

有的是想通过继续考研、考公务员等提升自己；还有

的则是逃避就业压力，或是对前途感到茫然［１１］。对

该类毕业生，要做好分类指导工作：对于想再思考人

生道路的学生，要让他们进一步熟悉当前的就业形

势、政策和各行业情况及用人特点，帮助他们做出合

理的选择；对于想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生，要帮助

他们合理评估自身能力，避免出现为逃避就业压力

而考研、考公务员的情况；对于对前途感到茫然的学

生，要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校园招聘，多了解、熟悉用

人单位的要求，尽快找到自己的方向。

（四）精准开拓毕业生就业市场

目前，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以省外为主，以中小

企业为主。因此，根据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求职愿

望和来校招聘的用人单位特点，在做好毕业生就业

观引导工作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市

场的精准开拓工作，重点是做好安徽省及长三角地

区财经类相关用人单位的开拓工作，有针对性地开

拓一些有质量的用人单位，为毕业生搭建良好的就

业平台。对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意向较为集中的

单位主动走访，对专业优势、专业特色、毕业生特点

及就业意愿进行详细的说明和推荐。积极与合适的

用人单位建立毕业生就业基地，充分利用双方资源，

培养出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毕业生。这对于为毕业

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及今后的人才培养改革有良好的推进作用。

（五）加强就业指导，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目前，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主要

由就业指导课程、就业工作坊和就业相关竞赛（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赛、职场模拟面试大赛）等组

成，在加强以上工作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好以下几

点：一是做好小型化就业指导。就业指导课程一般

以大课为主，精细化教学效果不好。学院应针对学

生实际，广泛开展小型化就业指导，授课人可以是学

院有一定就业工作经验的老师，也可以聘请一些与

学院有合作关系单位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内容以案

例分析、互动分享为主，使学生都能参与其中，以切

实提高学生的求职技巧与能力。二是做好分类指导

工作。重点做好以女生为代表的就业困难群体的就

业指导工作。一方面积极引导调整女生们的就业

观，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女生求职系列辅导，

如：适合女生求职行业岗位介绍、求职心理调适、女

生求职礼仪等。另外，根据学生发展意愿，可将毕业

生分为考研类、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类、考银行类、企

业类、创业类等。对于考研类学生，要引导他们根据

自身水平合理填报志愿，并开展相应的专业课及考

后调剂辅导，以提升毕业生录取率及录取学校质量；

对于考公务员、事业单位、银行等单位的学生，可以

请专业老师为他们开设相应选修课程，并开展模拟

结构化面试等活动，以提高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和面

试能力；对于想到企业就职的学生，要帮助他们熟悉

各行业及岗位职责，了解部分典型用人单位的基本

情况，并重点培训他们的简历制作、求职面试能力；

对于创业类学生，学院要安排相应的创业导师，为他

们提供全程化创业指导与服务，以提高毕业生的创

业成功率。三是要做好个体咨询工作。学生的一些

个性问题，需要通过个体咨询的方式为学生解答。

学院可以设立就业咨询室，每周安排固定时间，请有

一定就业工作经验的老师来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

生时时有规划，处处有指导，保证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１］　腾讯网．２０１５年ＧＤＰ涨６．９％ 创２５年新低［ＥＢ／ＯＬ］．

ｈｔｔｐ：／／ｓｔｏｃｋ．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０１１９／０２１８６４．ｈｔｍ．
［２］　张畔全．当代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与对策研究［Ｊ］．湖

北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２（４）：１６３－１６４．
［３］　教育部．２０１７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

络视频会议召开［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ｊｙｂ＿ｘｗｆｂ／ｇｚｄｔ＿ｇｚｄｔ／ｍｏｅ＿１４８５／２０１６１１／ｔ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２９０５２６．ｈｔｍｌ．

［４］　新华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ｊ．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ｃ＿１１３７２２５４６．ｈｔｍ．
［５］　陶静．高等农林院校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初探［Ｊ］．剑

南文学（经典教苑），２０１３，４（８）：２２８－２３０．
［６］　李海霞．财经类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研究［Ｊ］．内

蒙古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１２（４）：１１７－１２１．
［７］　高振?，白音托亚．当前形势下财经类大学生就业意向

与就业心理调查研究［Ｊ］．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７（５）：２７－３１．
［８］　王宗艳．男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差异的分析［Ｄ］．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２０１６．
［９］　潇湘晨报．经济发展新常态：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４／１２１２／０２／

ＡＤ７ＵＮＳＫＤ０００１４Ｑ４Ｐ．ｈｔｍｌ．

［１０］凌石德，凌淑瑜．论大学生择业观教育的载体建设［Ｊ］．
思想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２（２）：９９－１０２．

［１１］苑广阔．宽容看待大学生“慢就业”［Ｎ］．长沙晚报，

２０１６－０９－０７（Ａ０５）．

［责任编辑　王亚婷］

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