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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22-2023 学年）

1.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2022-2023 学年）

本科生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8958 15830 56.59%

2.教师数量及结构（2022-2023 学年）

项目
专任教师 外聘教师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总计 1758 / 112 /

职称

正高级 472 26.85 19 16.96

其中：教授 241 13.71 9 8.04

副高级 629 35.78 17 15.18

其中：副教授 217 12.34 2 1.79

中级 599 34.07 72 64.29

其中：讲师 168 9.56 0 0.00

初级 41 2.33 4 3.57

其中：助教 2 0.11 0 0.00

未评级 17 0.97 0 0.00

最高学

位

博士 976 55.52 5 4.46

硕士 535 30.43 30 26.79

学士 198 11.26 49 43.75

无学位 49 2.79 28 25.00

年龄

35 岁及以下 273 15.53 16 14.29

36-45 岁 817 46.47 58 51.79

46-55 岁 486 27.65 24 21.43

56 岁及以上 182 10.35 14 12.50

3.专业建设情况（全校本科专业总数、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以及当年新

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2022-2023 学年）

全校本科专业总数：本科专业 17 个



2

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本科招生专业 16 个

当年新增专业：0 个

当年停招专业名单：0 个

4.生师比(2022-2023 学年)

折合教师数=专任教师+外聘教师*0.5=1758+112*0.5=1855.5

折合在校生数：

普通本科生数 8958

其中：与国（境）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学生数 0

普通高职(含专科)生数 0

硕士研究生数
全日制 4594

非全日制 5

博士研究生数
全日制 1772

非全日制 32

留学生数

总数 480

其中：本科生数 336

硕士研究生数 102

博士研究生人数 42

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数（人） 2

普通预科生数 26

进修生数 0

成人脱产学生数 0

夜大（业余）学生数 0

函授学生数 0

网络学生数 15774

自考学生数 0

中职在校生数（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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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在校生数=21640.9

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折合教师数=21640.9/1855.5=11.66

5.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40986 元（2022-2023 学年）

生均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

值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万元）
折合在校生数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

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折合在

校学生数

92145.4723 21640.9 42579.32

6.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14821.9775 万元（2022-2023 学年）

7.生均图书（2022-2023 学年）

生均图书 图书总数（册） 折合在校生数
生均图书=图书总数/折合在校生

数

1431860 21640.9 66.17

8.电子图书 171.79 万册

电子期刊种数：22.41 万种

9.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2022-2023 学年）

生均教学

行政用房

（其中生

均实验室

面积）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行政

办公用房

全日制在

校生数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教学科研及辅助

用房面积+行政办公

用房面积）/全日制

在校生数

生均实验室=

其中实验室面

积/全日制在

校生数

总面积（㎡）
其中实验室面

积（㎡） 15830 15.11 2.06

239131.02 41190

10.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6218.97 元（人数按折合在校生数 21640.9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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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自然年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共 13,458.41 万元。

11.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共 10,927.43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专项教学经费 2022 年

1 合计 10927.43

2 教学改革支出 2605.44

3 专业建设支出 3628.1

4 实践教学支出 1976.93

5 其中：实验经费支出 724.5

6 实习经费支出 458.62

7 其他教学专项 2062.41

8 学生活动经费支出 468.26

9 教师培训进修专项经费支出 186.29

12.生均本科实验经费：808.77 元 （自然年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科实验经费共 724.5 万元。

13.生均本科实习经费：511.97 元 （自然年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科实习经费共 458.62 万元。

14.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929 门（2022-2023 学年）

1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专业）（2022-2023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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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实践学分

集中性实践环

节
实验教学 课外科技活动 实践环节占比

法学 48.0 6.0 6.0 25.71

英语 33.33 18.5 4.0 33.23

生物工程 38.0 23.1 6.0 34.33

中医学 66.46 32.06 5.33 39.8

针灸推拿学 66.0 33.9 4.0 42.2

中医骨伤科学 76.0 32.0 8.0 39.42

中西医临床医学 79.0 65.0 8.0 47.92

药学 51.5 34.4 6.0 38.96

药事管理 47.0 18.7 6.0 33.52

中药学 40.38 34.38 4.5 38.31

中药制药 52.5 35.6 6.0 38.73

康复治疗学 58.0 36.9 6.0 40.64

护理学 50.0 23.8 6.0 38.2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7.0 18.1 6.0 32.47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47.0 20.4 6.0 34.48

工商管理 47.0 23.5 6.0 35.25

公共事业管理 23.5 17.15 3.0 31.51

全校平均 53.58 28.92 5.28 38.22

16.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可按学科门类、专业）

（2022-2023 学年）

专业名称

学分数

总数
其中

必修课占比（%） 选修课占比（%）

公共事业管理 129.00 68.60 10.85

工商管理 200.00 58.50 15.00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95.50 55.75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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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学分数

总数
其中

必修课占比（%） 选修课占比（%）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0.50 60.60 14.96

护理学 192.75 61.09 8.82

康复治疗学 233.50 59.74 12.85

中药制药 227.50 63.74 10.55

中药学 195.13 68.42 9.22

药事管理 196.00 55.61 17.35

药学 220.50 63.04 10.88

中西医临床医学 300.50 62.73 8.32

中医骨伤科学 274.00 58.76 10.58

针灸推拿学 236.75 60.72 9.71

中医学 247.50 63.35 10.40

生物工程 178.00 63.48 12.92

英语 156.00 89.74 9.40

法学 210.00 87.14 12.86

全校平均 215.88 65.12 10.82

17.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全校及分专业）

（2022-2023 学年）

全校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96.58%。

序号 专业名称 教授数量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

占教授总数的比例

1 法学 3 100.00

2 英语 1 100.00

3 生物工程 5 100.00

4 中医学 130 99.00

5 针灸推拿学 23 100.00

6 中医骨伤科学 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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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西医临床医学 8 100.00

8 药学 5 100.00

9 药事管理 0 --

10 中药学 21 100.00

11 中药制药 10 100.00

12 康复治疗学 1 100.00

13 护理学 8 100.00

1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 --

15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3 100.00

16 工商管理 2 100.00

17 公共事业管理 7 100.00

18.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22.92%（一门课程的全部课

时均由教授授课，计为 1，由多名教师共同承担的，按教授实际承担学时

比例计算）（2022-2023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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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分专业）（2022-2023 学年）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实践教学基地一览表

序

号
基地名称 所在地 挂牌名称 基地性质 面向专业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3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4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

（房山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5 枣庄市中医医院 山东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枣庄医院 直属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6 深圳市龙岗区中医院 深圳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直属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7 铜川市中医医院 陕西 北京中医药大学孙思邈医院 直属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8 厦门市中医院 福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 直属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9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安门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西苑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2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望京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临床医学院 非直属临床医学院 全校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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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护国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 全校各专业

15 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 山西省中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6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 重庆市中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

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8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19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0 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1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2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3 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4 北京博仁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5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基地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6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7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8 北京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29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30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教学医院 全校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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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河北中医学院药学院

实验实训中心
河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教学实习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32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33 北京仟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34 平山映山红农业专业合作社 河北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35 北京四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基地 全校各专业

北京中医药大学院级实践教学基地一览表（2022-2023 学年）

序号 依托学院 基地名称 所在地 面向专业

1 中医学院 平心堂中医门诊部 北京 中医学专业

2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东直门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3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4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中医学专业

6

中药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护理学专业

8 北京市肛肠医院（北京市二龙路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10 北京华海田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中药学院各专业

11

管理学院

朝阳区卫计委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2 朝阳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3 天健源达公司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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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城区卫计委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5 北京市疾控中心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6 西城区德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7 北京市药品审评中心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8 北京同仁堂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19 北京燕化医院 北京 管理学院各专业

20

护理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1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2 解放军 302 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3 安贞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6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7 积水潭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28 北京医院 北京 护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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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应届本科生毕业率：99.03% （见下表）（2022-2023 学年）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班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1 法学 35 35 100.00

2 英语 61 61 100.00

3 中医学 788 785 99.62

4 针灸推拿学 119 115 96.64

5 药学 59 58 98.31

6 药事管理 25 24 96.00

7 中药学 203 199 98.03

8 中药制药 76 76 100.00

9 康复治疗学 53 52 98.11

10 护理学 335 332 99.10

1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2 32 100.00

12 工商管理 22 22 100.00

13 公共事业管理 44 43 97.73

全校整体 1852 1834 99.03

21.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99.73% （见下表）（2022-2023 学年）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获得学位人数 学位授予率（%）

1 法学 35 35 100.00

2 英语 61 58 95.08

3 中医学 785 785 100.00

4 针灸推拿学 115 115 100.00

5 药学 58 58 100.00

6 药事管理 24 24 100.00

7 中药学 199 198 99.50

8 中药制药 76 76 100.00

9 康复治疗学 52 52 100.00

10 护理学 332 331 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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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获得学位人数 学位授予率（%）

1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2 32 100.00

12 工商管理 22 22 100.00

13 公共事业管理 43 43 100.00

全校整体 1834 1829 99.73

22.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2022-2023 学年）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人数 去向落实人数 去向落实率

1 法学 35 28 80.00

2 英语 61 47 77.05

3 中医学 785 755 96.18

4 针灸推拿学 115 77 66.96

5 药学 58 45 77.59

6 药事管理 24 17 70.83

7 中药学 199 140 70.35

8 中药制药 76 62 81.58

9 康复治疗学 52 28 53.85

10 护理学 332 314 94.58

1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2 18 56.25

12 工商管理 22 13 59.09

13 公共事业管理 43 37 86.05

全校整体 1834 1581 86.21

23.体质测试达标率（全校及分专业）（2022-2023 学年）

序号 专业名称 参与测试人数 测试合格人数 合格率（%）

1 法学 179 168 93.85

2 英语 234 218 93.16

3 生物工程 87 83 95.40

4 中医学 2724 2587 94.97

5 针灸推拿学 719 671 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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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名称 参与测试人数 测试合格人数 合格率（%）

6 中医骨伤科学 32 27 84.38

7 中西医临床医学 98 93 94.90

8 药学 146 135 92.47

9 药事管理 109 100 91.74

10 中药学 795 752 94.59

11 中药制药 301 287 95.35

12 康复治疗学 133 130 97.74

13 护理学 1301 1214 93.31

1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0 26 86.67

15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43 130 90.91

16 工商管理 85 73 85.88

17 公共事业管理 214 203 94.86

全校整体 7333 6900 94.10

24.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2022-2023 学年）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校本科生对学校、专业整体教学情况以及学校设施

的满意度情况，2023 年 11 月，学工部、团委以我校在校本科生为调查对

象，通过问卷调研，测评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为我校进一步提高教学质

量提供参考依据。

（1）调查对象与量表设计

①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对象是从我校本科生中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共 3131 人参与

调查，其中大一 1213 人，占样本总量 39%；大二 688 人，占 22%；大三 593

人，占 19%；毕业年级 637 人，占 20%。在专业方面，中医学长学制 856 人，

占样本总量 28%，医学五年制（含中医五、针灸五）1131 人，占 36%，药



15

学类 334 人，占 11%，管理类 1人，护理学类 405 人，占 13%，人文类 170

人，占 5%，其他专业 234 人，占 7%。男生 954 人，占样本总量 30%，女生

2177 人，占 70%。政治面貌情况：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105 人，占样

本总量 3%，共青团员 2448 人，占 78%，群众 576 人，占 18%，民主党派 2

人。学生家庭来源情况：来自直辖市 563 人，占样本总量 18%，来自省会

城市 468 人，占 15%，来自地级市 752 人，占 24%，来自县城 688 人，占

22%，来自农村 660 人，占 21%。其中，担任学生干部（包括班、院、校各

级干部）1316 人，占样本总量的 42%。

②量表编制方法

本研究所用问卷内容主要涉及规章制度、日常管理和学业辅导等。调

查表共设置 60个条目，前 59道题为封闭式问题，最后一题为简答题。前

8道题目为个人基本信息调查，主干问题一共有 49道，主要条目平均设有

5 个等级答案，主要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逐渐递进的有序

等级备选项。

（2）调查分析

①规章制度

对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满意度：68%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

意；28%的学生表示一般；4%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②日常管理

对学校当前课程考核方式满意度：63%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33%

的学生表示一般；4%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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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大学生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开展满意度：66%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

或满意；28%的学生表示一般；6%的学生选择了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③学业辅导

对学校提供的课外学业辅导工作：6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

34%的学生表示一般；5%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对学业辅导员开展学业辅导的效果：6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

29%的学生表示一般；6%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去哪里寻找帮助：66%的学生表示非常清楚

或者清楚；26%的学生表示一般；8%不清楚或非常清楚。

④学习条件和氛围

对学校教室等自习场所：5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29%的学

生表示一般；16%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对学校提供的学习硬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49%的学生表示

非常满意或者满意；33%的学生表示一般；18%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对于学校的学习文化氛围：78%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20%的

学生表示一般；2%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优秀专业教师定期进驻学生社区有利于激发学习热情：80%的学生表示

非常符合或者符合；17%的学生表示一般；3%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

在学业发展中，构建了良好的师生关系：81%的学生表示非常符合或者

符合；18%的学生表示一般；1%不符合或非常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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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在课堂上的积极性和活跃性：6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满意；

34%的学生表示一般；5%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对学校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跟诊、医院实习等）：71%的学生表示非

常满意或者满意；24%的学生表示一般；5%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⑤教学效果

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在学习力及处理各种事物的技巧的提升方面：

80%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即认为自己可以将所学知识大部分或部分

综合运用到学习力及处理各种事物中；19%学生表示一般，认为学习与实践

之间有一定的隔阂；仅有 1%表示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即无法较好运用所

学知识。

立足于职业规划与将来自身的发展，觉得自己未来自己会从事与专业

相关的工作：84%表示非常符合或符合；13%表示这种帮助程度一般；3%表

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即所学知识无法对未来职业发展有所规划。

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对自己学业发展的满意度：67%的学生表示非常

满意或满意；28%的学生表示这种提升程度一般；5%的学生表示不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

（3）研究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本专业教师教学方法评价的满意度高，为 82%；

对于学校在学生社区开辟学生学术交流空间和学习文化氛围满意度也较高，

分别为 83%为 78%；良好的教学评价和学习氛围对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

生活及个人成长能够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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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学校提供的学习硬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满

意度一般，为 49%，可见学校在学生学习硬件方面的相关措施和服务有待

改进和提升；加快学校在推进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等整体硬件设施的

建设进程，提高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的整体满意度是接下来的重点工作之

一。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在将课堂上所学知识综合运用到实际生活和

所学到的知识满意度、在学习力及处理各种事物的技巧提升的满意度以及

立足于职业规划与将来自身的发展对所学到知识的满意度较 2022 年有所

提升。说明我校学生对自己专业课程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提高方面的需

求进一步提升，对我校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理论教学服务、实践教学服

务、实习实践活动以及职业规划指导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5.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2022-2023 学年）

（1）用人单位调查对象与方法

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9-2022 年毕业生主要流向确定用人单位数据

源，选取 2021 年 9 月-2022 年 8 月校园招聘高峰期在校园内举办招聘会的

用人单位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委托第三方机构——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指导中心进行，调查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3 日至 10 月 7日，调查单位

173 家，回收有效问卷 16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95%。采用 Excel 建

立数据库并用 SPSS20.0 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

（2）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

①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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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意度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2 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99.43%，对所招聘的我校 2022 届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满意度为

99.42%。所有用人单位均认为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表现积极。

②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评价

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最看重毕业生的前三项职业能力为：专业

性知识与技能、沟通与表达能力、学习能力。

③对毕业生职业素养的评价

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时最看重的前三项职业素养为：爱岗敬业、责任

担当、政治思想觉悟。

④有益于职业发展的学校经历

用人单位认为对毕业生职业发展最有益的前三项学校经历依次为：实

习实践活动、担任学生干部、课堂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⑤高校在人才培养和教学中需加强的方面

用人单位认为，高校在人才培养和教学中应进一步“增加实习实践环

节，加强应用能力培养”“加强专业知识培养”以及“加强人际沟通、协

调组织能力培养”。

（3）用人单位招聘我校毕业生情况

①招聘人数情况

参与调查的用人单位面向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共实际招聘 664 人，平均

每家单位实际招聘 4 人。从计划招聘 2023 届毕业生情况看，平均每家单位

计划招聘 9人，较实际招聘 2022 届毕业生人数有所增加。总体来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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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就业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但用人单位

对招聘市场和我校毕业生仍持乐观、肯定态度，预期用人需求有所增加。

从具体招聘人数来看，41.72%的用人单位招聘我校毕业生数量在 5 人

及以下；从招聘总人数来看，招聘毕业生数量在 16 人及以上的单位占

14.88%左右，实际招聘了超五成的 2022 届毕业生。

18.67%的用人单位表示未来三年对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增加，

52.41%表示与目前持平，1.81%表示会减少。

②招聘学历情况

参与调查的用人单位面向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平均实际招聘本科生 1

人，硕士生 2 人，博士生 1 人。

③招聘专业情况

用人单位对我校 2022 届毕业生的“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针灸推拿学（研究生）”5个专业的招聘需求量较大。

④招聘岗位情况

用人单位实际招聘我校 2022 届毕业生时，需求度最高的岗位是专业技

术人员（74.59%），平均每家单位招聘 4人；其次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6.56%），平均每家单位招聘 3 人。

26.其他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2022-2023 学年）

2022-2023 学年共立项校级教育科研课题 138 项，其中重点课题 11项，

一般课题 127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