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师范大学 202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数据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仅含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北京学籍毕业生）

一、毕业生规模及结构

（一）总体规模

2023届毕业生共 8253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2442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 29.59%，分布在 53个专业；硕士毕业生 4811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 58.29%，分布在 174个专业；博士毕业生 1000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 12.12%，分布在 134个专业。

（二）生源地结构

2023届毕业生以华北地区（26.55%）和华东地区（24.32%）生源

为主，华中地区（14.96%）生源次之。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具体生源

区域分布详见图 1、表 1。

图 1 2023届毕业生生源地区结构图

表 1 2023届毕业生生源地区结构表

生源地区
本科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博士毕业生 总体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华北地区 504 20.64% 1376 28.60% 311 31.10% 2191 26.55%

华东地区 539 22.07% 1200 24.94% 268 26.80% 2007 24.32%

华中地区 353 14.46% 702 14.59% 180 18.00% 1235 14.96%

西南地区 474 19.41% 461 9.58% 64 6.40% 999 12.10%

东北地区 217 8.89% 374 7.77% 87 8.70% 678 8.22%

西北地区 203 8.31% 327 6.80% 67 6.70% 597 7.23%

华南地区 152 6.22% 371 7.71% 23 2.30% 546 6.62%

合计 2442 4811 1000 8253



（三）公费师范生生源结构

2023届本科毕业生中，公费师范生 378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

的 15.48%），其他本科生 2064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的 84.52%）。

从公费师范生生源地区分布来看，来源于 27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人数占比位居前三的生源地分别为内

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具体生源地分布详见表 2。
表 2 2023届公费师范生生源地分布

序号 生源地 人数 占比 序号 生源地 人数 占比

1 内蒙古自治区 61 16.14% 15 福建省 6 1.59%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6 14.81% 16 宁夏回族自治区 6 1.59%

3 山西省 46 12.17%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1.32%

4 贵州省 26 6.88% 18 山东省 3 0.79%

5 云南省 25 6.61% 19 河北省 3 0.79%

6 湖南省 23 6.08% 20 陕西省 2 0.53%

7 河南省 23 6.08% 21 海南省 2 0.53%

8 西藏自治区 21 5.56% 22 浙江省 2 0.53%

9 四川省 16 4.23% 23 湖北省 1 0.26%

10 重庆市 13 3.44% 24 吉林省 1 0.26%

11 安徽省 11 2.91% 25 广东省 1 0.26%

12 甘肃省 9 2.38% 26 辽宁省 1 0.26%

13 江西省 8 2.12% 27 青海省 1 0.26%

14 黑龙江省 6 1.59% - - - -

从公费师范生专业分布来看，涉及化学、地理科学、生物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体育教育、学前教育等 12个专业。具体分布详见

图 2。

图 2 2023届公费师范生各专业人数分布（单位：人）



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2023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71%。

其中，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4.64%，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

实率为 94.30%，博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8.60%。

2023届毕业生主要流向单位类型为中初教育单位（39.76%）、高

等教育单位（14.05%）和机关（12.09%），其次是国有企业（11.48%）、

民营企业（10.33%）和其他事业单位（5.34%）等。

分层次来看，本科毕业生主要前往中初教育单位就业，占签约就

业本科毕业生的 81.75%；硕士毕业生签约单位集中于中初教育单位和

机关，占签约就业硕士研究生的 54.78%，博士毕业生主要赴高等教育

单位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占签约就业博士研究生的 66.99%。具体情

况见表 8。

表 8 2023届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流向分布

单位性质
本科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博士毕业生 总体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事业单位

中初教育单位 524 81.75% 1272 39.37% 29 4.04% 1825 39.76%

高等教育单位 3 0.47% 161 4.98% 481 66.99% 645 14.05%

其他事业单位 10 1.56% 182 5.63% 53 7.38% 245 5.34%

科研设计单位 1 0.16% 33 1.02% 65 9.05% 99 2.16%

医疗卫生单位 - - 17 0.53% 7 0.97% 24 0.52%

事业单位小计 538 83.93% 1665 51.53% 635 88.44% 2838 61.83%

机关 28 4.37% 498 15.41% 29 4.04% 555 12.09%

企业单位

国有企业 18 2.81% 476 14.73% 33 4.60% 527 11.48%

民营企业 42 6.55% 419 12.97% 13 1.81% 474 10.33%

三资企业 2 0.31% 71 2.20% 3 0.42% 76 1.66%

企业单位小计 62 9.67% 966 29.90% 49 6.82% 1077 23.46%

部队 2 0.31% 3 0.09% 1 0.14% 6 0.13%

城镇社区 - - 2 0.06% - - 2 0.04%

其他 11 1.72% 97 3.00% 4 0.56% 112 2.44%

合计 641 3231 718 4590

三、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举措

（一）以精准化、特色化为引领，加强就业教育和观念引导

学校持续推进和实施“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做好基层就业、



政策性岗位就业引领护航工作。开展《我在基层任教》、“领航有我”、

“蓄师启航”、“我在选调基层等你”、“叮咚行动”等就业育人10余类、200

余场、覆盖京珠两地2万余人次的引领宣传活动。同时，以价值引领为

抓手，成功举办2023届毕业生启航计划和西部基层就业出征仪式，营

造浓厚的基层就业氛围，为400余名毕业生在基层建功立业送上衷心祝

福与殷切期盼。出征仪式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圆满承办北

京市“永远跟党走，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先进典型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通过杰出毕业生

在基层就业创业故事的动人事迹宣讲，引导毕业生在基层挥洒青春汗

水、实现人生理想，活动得到多家媒体报道，积极引领毕业生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二）以专业化、职业化为导向，强化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

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活动是链接学生的学涯、职涯和生涯的

重要纽带。在第一课堂面向本科生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就业模块课

程，邀请优秀校友开设《就业创业—优秀校友的理论与实践》，在《

大学心理》必修课中嵌入生涯教学模块；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与规划》选修课，学生总体评价课程满意度较高；结合专业特色，面

向研究生新增《研究生专业实践与职业发展》选修课程。同时，在第

二课堂组织校内外师资开展“一对一”咨询，解决学生生涯规划和求

职就业中遇到的个性化问题；组建校友导师团、行业导师团，常态化

开展简历修改、面试指导、说课指导等团辅活动；开展首届全国大学

生职业规划大赛北京师范大学校内选拔赛，共计1300余名同学参与到

比赛中，营造了浓厚的生涯探索、职业规划校园氛围。

（三）以系统化、长效化为指引，拓展就业市场和岗位

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多渠道挖潜和拓展就业岗位供给。其中，就

业中心官网年度发布招聘信息4339条，累积提供就业岗位182238个；“

京师就业”公众号共发布推送招聘信息729条，累积提供就业岗位63423

个；2023届毕业生联络群共发布招聘信息653条，累积提供就业岗位

62035个。针对2023届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488场，其中线下宣讲



会382场，线上宣讲会106场，提供就业岗位16778个，为毕业生提供充

足的招聘信息和岗位供给。与此同时，积极协同基教部、校友会、强

师办、继教院等校内单位提供更多元的就业岗位供给，基础教育、基

层选调、重点领域的工作岗位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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