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学院 2017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总结 

 

一、2017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2017届毕业生共 1197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1051人，占毕业生

总人数的 87.80%；硕士毕业生 14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2.20%。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2017届 1197名毕业生，就业人数 1089人，

就业率为 90.98%。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4.77%，硕士毕业生

就业率为 63.70%。详细就业情况统计如下： 

 

 2017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情况 

单位：人数（人）、比例（%） 

毕业去向 
本科毕业生 硕士毕业生 总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501 47.67 29 19.86 530 44.28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84 17.51 45 30.82 229 19.13 

自由职业 124 11.80 18 12.33 142 11.86 

待就业 52 4.95 53 36.30 105 8.77 

升学 99 9.42  0.00 99 8.27 

出国、出境 48 4.57  0.00 48 4.01 

自主创业 34 3.24 1 0.68 35 2.92 

不就业拟升学 3 0.29  0.00 3 0.25 

地方基层项目 3 0.29  0.00 3 0.25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2 0.19  0.00 2 0.17 

应征义务兵 1 0.10  0.00 1 0.08 

总计 1051 100.00 146 100.00 1197 100.00 

 

二、就业工作重点举措 

1、线上线下开展求职招聘服务，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2017年组织举办专场招聘宣讲会近 35场，提供工作岗位 400余

个，近 800人次毕业生参加了专场宣讲会。2017年 12月，我院 2018

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会即将在学院体育馆举行，来自京津冀 、上

海 、广东、深圳、杭州等多地的 122家用人单位到我院招聘，为应

届毕业生提供了近 2400个就业岗位，招聘企业数量及岗位数量创历

史新高。其中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舒朗、

天津苏宁云商等多家知名企业到校招聘。充分利用天美就业创业服务

平台、微信、QQ群等平台发布就业信息，强化信息服务在毕业生就

业中的作用，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推动与优质企业建立稳定的就业实习基地 

调动校友资源等资源开拓就业市场，逐渐增加稳定的实习实训就

业基地数量。2017年就业指导中心促成与长城汽车、北京小豆豆艺

术馆签署了实习实训就业基地协议。组织学生前往长城汽车总部、欧

派、六层广告等企业参观体验，了解职场环境，为就业实习打下良好

基础。 

3、持续打造品牌活动“职场嘉年华”系列活动 

    职场嘉年华活动活动由学院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办，各二级学

院、研究生部协办，上下齐动，举办了一系列围绕就业创业的校园文

化活动，发挥企业、校友资源，例如从职场求职、就业角度谈成功人

士职场之路、心得体会，邀请《大圣归来》动画总监陈征等优秀校友

回校演讲等，加大力度多角度开展对在校生的就业指导。 

4、 强化精准就业创业指导，提升服务水平 



依托于天津美术学院“十三五”综合投资项目，引进就业创业服

务平台系统，平台实现精准发布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使每一位毕业生

都能接收到招聘信息，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同时为我院大学生提供就

业创业教育学习、创业训练平台、项目服务与管理、创业训练、素质

培养、成果展示、分析与评估六大需求。 

完成 2017年度就业困难学生排查工作，贯彻落实了我市求职就

业补贴毕业生就业帮扶政策。尤其针对困难生中就业困难的学生，建

立困难毕业生档案和台帐，建立就业导师制度，采取“一对一”的方

式进行重点指导、重点服务、重点培训和重点推荐，切实帮助他们解

决经济上、心理上、求职技巧上的实际困难。 

修订并印发《天津美术学院 2017年就业指南》，增加了毕业生

创业常见问题问答，分发到每名毕业生手中，为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

有效指导。 

继续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 2017届毕业生年度质量报告的数

据采集和撰写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7年的毕业生专招工作中，我校 3名毕业

生经过层层考核和选拔，被录用为西藏昌都地区乡镇公务员。 

三、创新创业教育取得新突破 

1、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推动创新创业实训实践 

   成功举办天津美术学院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共有 50支创新创业

团队参赛，带动全院范围的创业实践，大赛遴选出优秀创意、创业项

目共 22个，分获一等奖 2个、二等奖 4个、三等奖 6个、优胜奖 10



个，开展创业训练营，邀请校内外创业导师精心辅导打磨优秀创业项

目，深入挖掘学生创业潜能，提高学生创业能力，促使更多创业项目

落地，实现投产转化。 

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定期举办创业沙龙，举办“十二年，大

鱼游过，海棠花开”，邀请大鱼海棠导演梁旋先生分享了题为“电影

创作与创业之路”的专题创业讲座，分享嘉宾创业故事，创业经验，

解答创业代表的创业难题。组织举办儿童绘本创作实训课程，在著名

作家、画家、儿童美术教育专家李芳妃老师的带领下，创业团队学会

了如何设计一门完整的绘本课程、如何捕捉小朋友的心理变化、如何

对课程进行及时总结与反馈等方法，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美术教

育从业人员，增强了天美学子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组织我校优秀创业团队参加天津市第二届创新创业人才与成果

展洽会、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高校生态文明、创业嘉年

华”、天津市女性创业沙龙、等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展

示、交流和对接的平台。注册并运行天津美术学院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微信服务号，通过“天津美术学院创业联盟”等微信群不定期发布创

业资讯。 

组织举办天津美术学院 EET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班，来自各二

级学院的副书记、辅导员及创业指导教师共 25人参加了集中培训，  

进一步促进了我校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提升了参训老师对创业教育

与指导的信心和能力,有效提高了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水平。 



组织参加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天津艺术实践工作坊专场

活动，我校“一版一染 重温传统手工艺之美”工作坊代表队受到了

专家评委的充分肯定及现场观众的热切关注，并在评比中取得入天津

赛区前四的好成绩，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教育部的评选。 

2、深入挖掘创新创业工作内涵发展，探索建立特色品牌 

   推动校内创新空间内涵建设，组织立项申请创业能力提升项目，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通过互动共生－摄影专业创新实践项目，

创立了大学生摄影实践基地，与企业或商户合作，主要从 3D产品拍

摄入手，与企业共同研发如何优化线上产品展示图像；通过从技术与

艺术融合的角度探索“VR”在创新空间的多种实践项目，组建了多个

VR实验小组，分为影像拍摄、包括航拍、3D建模、后期程序融合等

创作流程使观众能通过 VR技术，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搭建一个体

验的平台。通过把创新创业项目引入课程教学中，激发师生联合创新、

持续创新。 

   2017年，天美的创业者们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屡获佳绩。 8月

11日，由国家教育部主办的 2017年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在北京

落下帷幕，天津美术学院“红色星球”创业团队凭借“半自动化传统

扎染装置”项目，历时 4个多月在 6000余名中美青年创客中突出重

围，在参加决赛的 70支中美团队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 2017年中美

青年创客大赛桂冠，同时也为天津赛区争得历史最佳赛绩；9月，受

邀参加美国纽约大学人文交流，并代表中国青年创客发表演讲并参加

了中美青年创客的项目展示，受到国务院刘延东副总理的亲切接见，



并鼓励她继续把珍贵的手工传统传承下去。其他 3支团队分获“2017

年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天津赛区优胜奖”。 

   我校优秀创业代表孙文孟同学经过重重选拔严格培训脱颖而出，

成为 TED的 Speaker登上 2017年度”LANGUAGE”主题大会的演讲舞

台，展现出我院当代大学生的风采。推选单思琪、邹天馨两位同学参

评由团中央举办的“寻访 2017年大学生创业英雄活动”。按照《天

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的规定和程序，评选出沈茂、

顾炎焰两位同学为 2017年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候选人。 

四、下一阶段工作思路及举措 

结合教育部网络视频会议精神，我校 2018年在就业创业工作将

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继续挖掘就业渠道、拓宽用人市场。着重邀请重点企业到校举办

专场招聘，提高大型招聘会参会企业的整体质量。充分发挥优秀校友

和院系专业教师的作用，广泛收集用人信息。结合校友会的建设，积

极推行“校友推荐计划”，鼓励优秀校友为毕业生推荐就业岗位。重

点推进与优质企业建立稳定的就业实习基地，并组织学生前往优秀企

业参观，了解职场环境为就业奠定基础。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

加强和京津冀优质用人单位的联系，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向用人单位推

荐生源，争取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二、继续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将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纳入到思政教育工作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基层就业典型，认



真落实好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就业项目的招聘工

作，继续做好大学生的征兵工作。 

三、继续强化精准服务，提高就业创业指导水平。充分利用十三五引

进的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系统，精准发布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实现人岗

精准对接。加强分类指导，促进就业指导工作精细化。加强就业工作

队伍建设，鼓励指导教师参加相关就业创业培训，结合我校学生就业

特点更新职业生涯规划课授课内容，提高就业指导课程的时效性。关

注就业困难学生，尤其困难生中就业困难的学生，建立困难毕业生档

案和台帐，建立就业导师制度，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重点指导、

重点服务、重点培训和重点推荐，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经济上、心理上、

求职技巧上的实际困难。 

 

 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2017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