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八年专业就业情况良好
1．2014-2022 年我校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就业率、专业对口率稳步提高

2014-2022 年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服装专业历年就业率一览表

2．社会评价高

（1）2016年校友会中国大学排 651名



（2）2022年校友会中国大学排 389名

（3）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流学科排名



（4）广西壮族自治区艺术学一流专业排名



3．毕业生调查满意度高

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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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介绍

1. 数据采集过程

向毕业后的 2019 届毕业生发放答题邀请函、问卷客户端链接，答卷人回答问卷。系统会自

动记录每个答题样本的情况并做相应的判断。同时，麦可思公司在设计问卷时，也充分考虑了

问题的逻辑关系、答题路径及答题意愿，从而确保数据的质量。

2. 样本代表性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 2019 届毕业生总数 262 人，麦可思共回收问卷 121 份，学院的样本比

例为 46.2%（样本比例=回收问卷数/毕业生总数），共覆盖了 5 个专业。各专业实际毕业生人数

及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所示。

i.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实际毕业生人数及样本构成情况

专业名称
实际毕业生

人数（人）

回收问卷数

（份）

实际毕业生

分布（%）

样本数分

布（%）

样本比例

（%）

总计 262 121 - - 46.2

产品设计 71 38 27.1 31.4 53.5

视觉传达设计 50 21 19.1 17.4 42.0

动画 48 26 18.3 21.5 54.2

服装与服饰设计 47 20 17.9 16.5 42.6

环境设计 46 16 17.6 13.2 34.8

注：表中实际毕业生分布、样本数分布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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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主要指标的样本表

单位：个

专业名称 就业率 月收入
工作与专业

相关度

就业现

状满意

度

离职率
教学满

意度

产品设计 38 27 30 23 27 29

动画 26 18 23 12 16 18

视觉传达设计 21 10 18 5 9 9

服装与服饰设计 20 16 18 12 12 15

环境设计 16 11 11 8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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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质量

（一）就业情况
（一） 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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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全职工作人员、受雇半职工作人员1、自主创业就业人员、毕业后

入伍人员、毕业后读研和留学的人员。

1-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就业率

1 受雇全职工作：平均每周工作 32 小时或更多。

受雇半职工作：平均每周工作 20 小时到 3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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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去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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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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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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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收入1

1-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月收入

1 月收入：是指毕业生实际每月工作收入的平均值。月收入包括工资、奖金、业绩提成、现金福利补贴等所有

的月度现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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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17

（三）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1

1-6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1-7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选择专业无关工作的原因

1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毕业生是知识的使用者，他们能够判断自己的工作是否用到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因此问

卷中是由毕业生回答自己的受雇全职工作是否与所学专业相关。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受雇全职

工作并且与专业相关的毕业生人数，分母是受雇全职工作（包括与专业相关及无关）的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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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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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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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现状满意度1

1-9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就业现状满意度

1-10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对就业现状不满意的原因（多选）

1 就业现状满意度：是由工作的毕业生对自己目前的就业现状进行评价，选项有“很满意”、“满意”、“不

满意”、“很不满意”、“无法评估”共五项。其中，选择“满意”或“很满意”的人属于对就业现状满意，

选择“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人属于对就业现状不满意。就业现状满意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对自己目前就

业现状满意的人数，分母是对自己目前就业现状满意和不满意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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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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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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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职业期待吻合度1

1-1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职业期待吻合度

1-1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认为工作不符合职业期待的原因

1 职业期待吻合度：是由工作的毕业生评价目前从事的工作是否符合自身职业期待。职业期待吻合度计算公式

的分子是认为目前从事的工作符合自身职业期待的人数，分母是认为目前从事的工作符合和不符合自身职业期

待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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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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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离职分析

1-15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到现在的离职率1

1-16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离职类型分布

1 离职率：从毕业到现在，有过工作经历的毕业生中多大百分比发生过离职。

离职类型：分为只有主动离职、只有被解雇、两者均有三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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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主动离职的原因（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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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离职率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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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需求
（一） 职业

1
特色

1-19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主要职业类需求

职业类名称 2019 届（%）

美术/设计/创意 46.8

媒体/出版 13.0

建筑工程 6.5

中小学教育 6.5

1-20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主要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专业名称 本学院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师

1 主要职业：是指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职业是指从业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例如，毕业生在一个门户网站

公司做文员，其职业应选“文员”；毕业生在一家百货公司维护电脑系统，其职业应选“计算机技术支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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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
1
特色

1-2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主要行业类需求

行业类名称 2019 届（%）

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 16.4

纺织、服装、皮革制造业 13.7

零售业 12.3

教育业 11.0

建筑业 8.2

1-2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主要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专业名称 本学院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行业

产品设计 珠宝、行李和皮革制品零售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 裁剪和服装制造业

1 主要行业：是指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行业是指用人单位的主要产品和服务的内容。例如，毕业生在一

个门户网站公司做文员，其用人单位所在行业是“互联网运营与网络搜索引擎业”；毕业生在一家百货公司维护

电脑系统，其用人单位所在行业是“百货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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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人单位特色

1-2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

1-2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在不同类型用人单位就业的月收入

注：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中外合资/外资/独资、国有企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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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1-26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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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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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区域贡献度

1-28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在本地/外地就业的比例

1-29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

城市名称 2019 届（%）

深圳 24.1

广州 16.9

南宁 8.4

杭州 8.4

梧州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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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学培养过程反馈

一 教学对人才培养的支撑情况
（一） 教学建设效果评价

2-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学满意度1

1 教学满意度：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评价分为“很满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无

法评估”共五项。其中“满意”、“很满意”属于满意的范围，“很不满意”、“不满意”属于不满意的范围。教学

满意度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百分比，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分母是回答满意范围和不满意

范围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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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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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心课程建设效果评价

2-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核心课程重要度1

2-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核心课程培养效果2

1 课程的重要度：由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的毕业生判定课程在自己的工作中是否重要。毕业生认为课程对工作的

重要度评价分为“不重要”、“有些重要”、“重要”、“非常重要”、“极其重要”、“无法评估”，其中“有些重要”、

“重要”、“非常重要”、“极其重要”属于重要的范围。

2 课程的满足度：回答了课程“有些重要”到“极其重要”的毕业生会被要求回答课程训练是否满足工作要求，

满足度指标是回答某课程能满足工作的百分比。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回答“满足”的人数，分母是回答“满足”

和“不满足”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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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主要专业核心课程有效性综合评价表

专业名称 重要度（%） 满足度（%）

动画 76 56

产品设计 64 50

2-6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主要专业的核心课程重要程度和培养效果评价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课程重要度（%） 课程满足度（%）

产品设计 设计表现技法 100 47

产品设计 图形创意设计 73 45

产品设计 珠宝首饰设计基础 53 57

产品设计 首饰制作工艺学 53 43

产品设计
首饰模型制作（雕

蜡）
40 67

动画 动画图像处理（PS） 100 67

动画 后期合成（AE） 87 62

动画 3dsmax游戏制作 87 54

动画 动画概论 60 33

动画
二 维 动 画 设 计

（flash）
47 57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饰配件艺术 100 100

服装与服饰设计 电脑服装设计 100 83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设计与表现 100 75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专题设计 100 71

服装与服饰设计 立体裁剪 89 100

环境设计 人体工程学 100 71

环境设计 室内空间设计 100 71

环境设计
建筑装饰材料与施

工工艺
86 67

环境设计 建筑装饰工程造价 86 67

环境设计 景观设计 71 80

视觉传达设计 标志设计 100 83

视觉传达设计 字体设计 83 100

视觉传达设计 商业插画 83 80

视觉传达设计 广告学 71 60

视觉传达设计 书籍装帧设计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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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改进需求

2-7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学各方面改进需求（多选）

2-8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艺术类专业实习和实践环节改进需求（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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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毕业前实习背景



38

2-10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毕业前实习背景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四） 师生互动

2-1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与任课教师课下交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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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与任课教师课下交流程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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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力/知识/素养培养达成情况
（一） 素养1培养达成情况

2-1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艺术类专业毕业生大学期间的素养培养效果（多选）

1 素养提升：是指大学帮助毕业生在素养方面的提升。毕业生回答大学帮助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明显提升，一

个毕业生可以选择多项，也可以回答“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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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工作能力1培养达成情况

2-1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基本工作能力培养效果2

1 基本工作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的 35 项基本工作能力。不同的职业要求的基本工作能力不同。麦可思参考

美国 SCANS 标准，对基本工作能力进行划分，不仅包括毕业生从事对应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也包

括毕业生职业迁移所需要的通识能力。

2 基本工作能力的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满足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比，100%

为完全满足。满足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毕业时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水平。

基本工作能力的重要度：用于定义毕业后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 35 项基本工作能力在其岗位工作

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不重要”、“有些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和“极其重要”5 个层次，数据处理时把

重要性处理为百分比，0 代表“不重要”、25%代表“有些重要”、50%代表“重要”、75%代表“非常重要”、100%

代表“极其重要”。

基本工作能力的工作要求水平：用于定义毕业后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工作对 35 项基本工作能力

的要求级别，从低到高分为一级到七级，一级代表该能力的最低水平取值 1/7，七级代表该能力的最高水平取值

1，最高水平是初级和中级职业人员达不到的。为了帮助答题人自评级别，问卷在一到七级中分别举了三个例子，

以帮助答题人理解能力差别。这些举例是国外研究能力级别时积累多年经验而设计的。其中数值处于[0，42%]

为低等水平，处于（42%，71%]为中等水平，处于（71%，100%]为高等水平。

基本工作能力的毕业时掌握水平：用于定义毕业后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 35 项基本工作能力在刚毕

业时实际掌握的级别，从低到高分为一级到七级。取值同上面的工作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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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基本工作能力满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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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心知识1培养达成情况

2-16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核心知识培养效果2

1 核心知识：是指本校毕业生工作中较重要的知识。麦可思参考美国 SCANS 标准，对核心知识进行划分，不仅

包括毕业生从事对应岗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包括毕业生职业迁移所需要的通识知识。

2 核心知识的满足度：毕业时掌握的核心知识水平满足社会初始岗位的工作要求水平的百分比，100%为完全满

足。满足度计算公式的分子是毕业时掌握的核心知识水平，分母是工作要求的水平。

核心知识的重要度：用于定义毕业后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各项知识在其岗位工作中的重要程度，

分为“不重要”、“有些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和“极其重要”5 个层次，数据处理时把重要性处理为百

分比，0代表“不重要”、25%代表“有些重要”、50%代表“重要”、75%代表“非常重要”、100%代表“极其重

要”。

核心知识的工作要求水平：用于定义毕业后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工作对各项知识的要求级别，从

低到高分为一级到七级，一级代表该知识的最低水平取值 1/7，七级代表该知识的最高水平取值 1，最高水平是

初级和中级职业人员达不到的。为了帮助答题人自评级别，问卷在一到七级中分别举了三个例子，以帮助答题

人理解知识水平差别。这些举例是国外研究知识级别时积累多年经验而设计的。其中数值处于[0，42%]为低等

水平，处于（42%，71%]为中等水平，处于（71%，100%]为高等水平。

核心知识的毕业时掌握水平：用于定义毕业后正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理解的各项知识在刚毕业时实际掌握

的级别，从低到高分为一级到七级。取值同上面的工作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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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核心知识满足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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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读研分析

一 读研比例
（一） 国内读研

3-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国内读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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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国内读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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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生服务落实情况

一 毕业生对学校的整体满意度
4-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应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1

4-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1 校友推荐度：在同等分数同类型学校条件下，毕业生是否愿意推荐母校给亲戚朋友去就读。推荐度计算公式

的分子是回答“愿意推荐”的人数，分母是回答“愿意推荐”、“不愿意推荐”、“不确定”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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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应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1

4-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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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友满意度：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分为“很满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无

法评估”，共五项。其中“满意”、“很满意”属于满意的范围，“很不满意”、“不满意”属于不满意的范围。校

友满意度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百分比，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分母是回答满意范围和不满

意范围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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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生工作落实情况
4-5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工作满意度1

4-6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工作改进需求（多选）

1 学生工作满意度：毕业生对母校的学生工作满意度评价分为“很满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

意”、“无法评估”共五项。其中“满意”、“很满意”属于满意的范围，“很不满意”、“不满意”属于不满意的

范围。学生工作满意度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百分比，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分母是回答满

意范围和不满意范围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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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团活动1参与度和满意度
4-7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参加社团活动的比例（多选）

4-8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社团活动满意度

注：个别社团活动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1 社团活动：是指毕业生大学期间参加过哪些类社团活动，一个毕业生可以选择多类社团活动，也可以回答“没

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包括：“学术科技类（如：统计协会、哲学社、英语角等）”、“社会实践类（如：

创业协会等）”、“公益类（如：志愿者协会等）”、“社交联谊类”、“文化艺术类（如：文学社、书画协会等）”、

“表演艺术类（如：演讲与口才、歌舞戏剧、声乐器乐协会等）”、“体育户外类”。

社团活动满意度：毕业生选择了某类社团活动后，会被要求评价对该类社团活动是否满意。社团活动满意度

=参加过该类社团活动并表示满意的人数/参加过该类社团活动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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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业指导服务落实情况
4-9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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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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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求职服务1的比例（多选）

4-12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毕业生对母校求职服务的有效性评价

注：个别选项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1 求职服务：是指毕业生接受过母校提供的哪些求职服务，一个毕业生可以选择多项求职服务，也可以回答“没

有接受任何求职辅导服务”。

求职服务有效性：毕业生选择了某项求职服务后，会被要求评价该项求职服务是否有效。求职服务有效性=

接受过该项求职服务并认为有效的人数/接受过该项求职服务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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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活服务评价

4-13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生活服务满意度2

4-14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生活服务改进需求（多选）

2 生活服务满意度：毕业生对母校的生活服务满意度评价分为“很满意”、“满意”、“不满意”、“很

不满意”、“无法评估”共五项。其中“满意”、“很满意”属于满意的范围，“很不满意”、“不满意”属于

不满意的范围。生活服务满意度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百分比，计算公式的分子是回答满意范围的人数，

分母是回答满意范围和不满意范围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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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连续 5 年获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

（1）我校荣获“2020 年度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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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校荣获“2019 年度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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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校荣获“2017 年度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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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校荣获“2016 年度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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