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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华东政法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按上

级各项工作要求，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不断提高站位，把毕业生

就业工作作为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继续构建“人人关心就业、人人

支持就业”的“大就业”工作格局，汇聚各方资源，提振队伍士气，

改进工作方法，探索总结一系列有效的工作做法。截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以上海市高校就业综合服务和管理平台为准，我校 2021 届毕

业生总体毕业去向初次落实率为 92.61%，14 个学院的毕业生初次去

向落实率也全部突破 90%，实现了既定工作目标和历史突破。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包括 2021 届

毕业生生源基本情况、毕业去向落实情况、毕业去向总体分布、就业

去向分布、就业对比五部分。本报告数据来源上海市高校就业综合服

务和管理平台，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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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届毕业生生源基本情况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届毕业生为 4508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2845

人，硕士毕业生 1575 人，博士毕业生 88人，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

63.11%、34.94%、1.95%。

表 1 我校毕业生基本情况表

图 1 我校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图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男生 1509 人，女生 2999 人，分别占毕

业生总数的 33.47%、66.53%，各学历层次的男女生百分比如图 2 所

① 按照上海市统计标准，困难生分为七种类别：家庭困难；就业困难；残疾；就业困难和家庭困难；就业

困难和残疾；家庭困难和残疾；就业困难、家庭困难和残疾。

学历层次 毕业生总数 男生 女生 少数民族 困难生
①

本科毕业生 2845 966 1879 313 117

硕士毕业生 1575 487 1088 48 102

博士毕业生 88 56 32 3 0

合计 4508 1509 2999 36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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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2 我校毕业生不同性别人数占比分布图

2021 届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共有 364 人，其中本科少数民族毕

业生为 313 人，硕士少数民族毕业生为 48人,博士少数民族毕业生

为 3人，分别占少数民族毕业生总数的 85.99%、13.19%、0.82%。

图 3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图

2021届我校困难毕业生共有219人，其中本科困难毕业生为117

人，硕士困难毕业生为 102 人，分别占困难毕业生总数的 53.42%、

46.58%，博士无困难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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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校困难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图

2021 届困难毕业生 219 人共分为六类：就业困难 43人；家庭困

难 84人；就业困难和家庭困难 86人；残疾 2人；就业困难和残疾 2

人；家庭困难和残疾 2人。各类困难生人数占比如下图所示：

图 5 我校困难毕业生困难类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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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 月 7日，我校 2021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去向落实

率为 93.19%，其中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2.69%，硕士毕业

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97%，博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5.45%。

表 2 我校毕业生各学历层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布表

学历层次 毕业去向落实率

本科毕业生 92.69%

硕士毕业生 93.97%

博士毕业生 95.45%

合计 93.19%

（一）本科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我校 2021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2.69%。37 个本科专

业（方向）中，4 个专业（方向）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100%，19 个

专业（方向）毕业去向落实率高于全校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详见表 3。

表 3 我校本科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表

序号 专业类别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法学（民商法方向） 94.47%

2 法学（刑事法律方向） 91.74%

3 法学（本硕贯通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 100.00%

4 法学（专升本） 90.00%

5 法学（ 经济法方向） 91.74%

6 法学（涉外卓越商事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 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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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毕业去向落实率

7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91.70%

8 法学（沪港交流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 80.49%

9 法学（涉外卓越国际金融法律人才培养实验班） 88.79%

10 法学（卓越律师实务人才培养实验班） 90.24%

11 侦查学（经济侦查方向） 93.06%

12 侦查学（刑事侦查方向） 91.67%

13 边防管理 81.82%

14 治安学 88.57%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3.18%

16 经济学 91.30%

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86.90%

18 金融学 86.30%

19 金融学（数量金融） 91.67%

20 会计学（司法会计方向） 97.78%

21 工商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方向） 94.00%

22 英语（涉外法商方向） 95.88%

23 日语（涉外法商方向） 100.00%

24 翻译（涉外法商方向） 100.00%

25 德语（涉外法商方向） 96.43%

26 劳动与社会保障 95.05%

27 行政管理 94.94%

28 公共事业管理 95.65%

29 政治学与行政学 91.49%

30 社会学 97.14%

31 社会学（社会管理方向） 95.00%

32 社会工作 91.67%

33 新闻学（法制新闻方向） 90.57%

34 新闻学（卓越新闻人才培养实验班）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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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毕业去向落实率

35 汉语言文学（法商文秘方向） 96.88%

36 文化产业管理 96.12%

37 知识产权专业（卓越人才实验班） 93.27%

（二）硕士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我校 2021 届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3.97%。40 个硕士专

业中，16 个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100%，22 个专业毕业去向落实

率高于全校硕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详见

表 4。

表 4 我校硕士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表

序号 专业类别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法学理论 91.18%

2 法律史 84.00%

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95.12%

4 民商法学 92.38%

5 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方向） 100.00%

6 经济法学 96.23%

7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76.92%

8 社会法学 88.89%

9 法律与金融 100.00%

10 国际法学 100.00%

11 军事法学 100.00%

12 公安法学 83.33%

13 司法鉴定 83.33%

14 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方向） 89.66%

15 刑法学 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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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毕业去向落实率

16 知识产权 92.31%

17 产业经济学 77.78%

18 国际贸易学 100.00%

19 金融学 92.86%

20 区域经济学 100.00%

21 金融专硕 95.24%

22 会计专硕 94.74%

2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00.00%

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0.00%

25 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与传播研究 100.00%

26 思想政治教育 85.71%

27 比较政治 100.00%

28 公共安全管理 100.00%

29 教育经济与管理 100.00%

30 社会保障 86.67%

31 行政管理 92.86%

32 政治学理论 100.00%

33 公共管理硕士（MPA） 100.00%

34 传媒法制 88.89%

35 文化产业管理 94.44%

36 新闻与传播专硕 92.00%

37 社会管理 100.00%

38 社会工作专硕 100.00%

39 法律（非法学） 90.95%

40 法律（法学） 94.32%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1）

9

（三）博士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我校 2021 届博士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5.45%，14 个博士专

业中，10 个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 100%。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

详见表 5。

表 5 我校博士毕业生各专业毕业去向落实率统计表

序号 专业类别 毕业去向落实率

1 法学理论 100.00%

2 法律史 100.00%

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80.00%

4 民商法学 100.00%

5 法律方法论 50.00%

6 经济法学 100.00%

7 国际法学 88.89%

8 公安法学 100.00%

9 司法鉴定 100.00%

10 诉讼法学 100.00%

11 刑法学 100.00%

12 知识产权 100.00%

13 法政治学 50.00%

14 公共管理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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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去向总体分布

（一）本科毕业生

我校 2021 届本科毕业生 2845 人中，已落实就业 2637 人，未就

业 208 人。已落实就业的毕业生中，直接就业 1773 人，升学 599 人，

出国（境）留学 265 人，分别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 62.32%、21.05%、

9.31。

表 6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表

毕业去向 人数 占比

直接就业 1773 62.32%

升学 599 21.05%

出国（境）留学 265 9.31%

未就业 208 7.31%

图 6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图

（二）硕士毕业生

我校 2021 届硕士毕业生 1575 人中，已落实就业 1480 人，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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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95 人。已落实就业的毕业生中，直接就业 1415 人，升学 53 人，

出国（境）留学 12 人，分别占硕士毕业生总数的 89.84%、3.37%、

0.76%。

表 7 我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表

毕业去向 人数 占比

直接就业 1415 89.84%

升学 53 3.37%

出国（境）留学 12 0.76%

未就业 95 6.03%

图 7 我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图

（三）博士毕业生

我校 2021 届博士毕业生 88 人中，已落实就业 84人，全部为直

接就业，未就业 4人，分别占博士毕业生总数的 95.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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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表

毕业去向 人数 占比

直接就业 84 95.45%

未就业 4 4.55%

图 8 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图

（四）未就业学生情况汇总

截止 2021 年 12 月 7 日，我校 2021 届未就业毕业生总数为 307

人，未就业率为 6.81%。按照类型划分，未就业情况分为待就业和暂

不就业
②
两种，其中，待就业人数为 205 人，暂不就业人数为 102 人，

两者占比分别为 66.78%、33.22%，待就业率和暂不就业率
③
分别为

4.55%、2.26%。

② 按照教育部统计标准，待就业是指有就业意愿未就业的情况；暂不就业是指无就业意愿的情况。

③ 待就业率=（待就业人数/毕业总人数）*100%；暂不就业率=（暂不就业人数/毕业总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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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我校毕业生未就业率分布图

按照上海市对未就业情况的分类标准，将 307 名未就业毕业生情

况分为七种类型：求职中、单位签约中、准备创业、“二战”升学、

“二战”考公务员、准备出国（境）、无任何就业意向，人数分别为

99人、29 人、1 人、84 人、74 人、9 人、11 人，分别占未就业总人

数的 32.25%、9.45%、0.33%、27.36%、24.10%、2.93%、3.58%。

图 10 我校未就业毕业生情况分布图

以上七种情况中，求职中、单位签约中、准备创业属于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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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合占未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42.02%。“二战”升学、“二战”考

公务员、准备出国（境）、无任何就业意向都属于暂不就业，四者合

占未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57.98%。其中求职中的人数占比最高，占未

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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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去向分布

（一）直接就业
④
去向分布

1、就业去向单位性质分布

我校2021届本科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
⑤
的总人数为816人。

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72人，占比为 8.82%；到事业单位就业 57人，

占比为 6.99%；到部队
⑥
就业 15 人，占比为 1.84%；到律师事务所就

业 164 人,占比为 20.10%；到国有企业就业 115 人，占比为 14.09%；

到三资企业就业 82人，占比为 10.05%；到其他企业（律所除外）就

业 298 人，占比为 36.52%；参加国家地方项目 13人，占比为 1.59%。

表 9 我校本科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72 8.82%

2 事业单位 57 6.99%

3 部队 15 1.84%

4 律师事务所 164 20.10%

5 国有企业 115 14.09%

6 三资企业 82 10.05%

7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298 36.52%

8 国家地方项目 13 1.59%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④ 直接就业包括派遣、合同就业、灵活就业、国家地方项目、定向委培等去向类别。

⑤ 明确去向单位包括派遣、合同就业、国家地方项目、定向委培等去向类别。

⑥ 部队包括部队就业、应征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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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我校本科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我校2021届硕士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的总人数为1328人。

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335 人，占比为 25.23%；到事业单位就业 125

人，占比为 9.41%；到部队就业 1 人，占比为 0.08%；到律师事务所

就业 476 人,占比为 35.84%；到国有企业就业 138 人，占比为 10.39%；

到三资企业就业 66 人，占比为 4.97%；到其他企业（律所除外）就

业 186 人，占比为 14.01%；参加国家地方项目 1 人，占比为 0.08%。

表 10 我校硕士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335 25.23%

2 事业单位 125 9.41%

3 部队 1 0.08%

4 律师事务所 476 35.84%

5 国有企业 138 10.39%

6 三资企业 66 4.97%

7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186 14.01%

8 国家地方项目 1 0.08%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1）

17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12 我校硕士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我校 2021 届博士毕业生中，有明确去向单位的总人数为 84人。

其中，到党政机关就业 26人，占比为 30.95%；到高等教育单位就业

38 人，占比为 45.24%；到其他事业单位就业 7 人，占比为 8.33%；

到部队就业 1 人，占比为 1.19%；到律师事务所就业 5 人,占比为

5.95%；到国有企业就业 2 人，占比为 2.38%；到三资企业就业 3人，

占比均为 3.57%；到其他企业（律所除外）就业 2 人，占比为 2.38%。

表 11 我校博士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表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1 党政机关 26 30.95%

2 高等教育单位 38 45.24%

3 其他事业单位 7 8.33%

4 部队 1 1.19%

4 律师事务所 5 5.95%

5 国有企业 2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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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资企业 3 3.57%

7 其他企业（律所除外） 2 2.38%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图 13 我校博士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性质分布图

2、就业职位类别分布

按照上海市的统计标准，就业工作职位类别分为 18类，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职位类别涵盖其中的 16 个类别。按照就业人数统

计，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就业人数前三位的工作职位类别依次为法律

专业人员、公务员、金融/经济业务人员，三者人数分别为 971 人、

433 人、198 人，占比分别为 43.58%、19.43%、8.89%。

表 12 我校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别人数分布表

职位类别名称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人数

法律专业人员 302 658 11 971

公务员 72 335 26 433

金融/经济业务人员 111 85 2 198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89 46 0 135

教学人员 42 53 3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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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 66 57 2 125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5 35 0 80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44 29 5 78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11 7 0 18

军人 15 1 1 17

工程技术人员 10 6 0 16

科学研究人员 1 6 7 14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7 3 0 1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0 6 0 6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1 0 0 1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0 1 0 1

总计 816 1328 84 2228

图 14 我校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别人数占比分布图

从学历层次来看，本科毕业生就业人数前三位的工作职位类别依

次为法律专业人员、金融/经济业务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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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分别为 302 人、111 人、89 人，分别占本科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

的 37.01%、13.60%、10.91%。各种职位类别人数占比如图 15所示。

图 15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别人数占比分布图

硕士毕业生就业人数前三位的工作职位类别依次为法律专业人

员、公务员、金融/经济业务人员，三者人数分别为 658 人、335 人、

85 人，分别占硕士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49.55%、25.23%、

6.40%。各种职位类别人数占比如图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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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我校硕士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别人数占比分布图

博士毕业生就业人数前三位的工作职位类别分别为教学人员、公

务员、法律专业人员，三者人数分别为 30人、26 人、11 人，分别占

博士毕业生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35.71%、30.95%、13.10%。如图

17 所示。

图 17 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职位类别人数占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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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去向地域分布

我校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涵盖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

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81.25%；到华南地区就业的占 5.76%；到西南地

区就业的占 4.53%；到华北地区就业的占 3.68%；到西北地区就业的

占 2.33%；到华中地区就业的占 1.96%；到东北地区就业的占 0.49%。

表 13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西南 华北 西北 华中 东北

人数 663 47 37 30 19 16 4

比例 81.25% 5.76% 4.53% 3.68% 2.33% 1.96% 0.49%

图 18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从具体省份来说，我校 2021 届本科毕业生以上海为主要就业地，

选择留在上海就业的为 582 人，占本科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71.32%。超过 8人就业的省份为 12个，按照就业人数排列，依次是

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北京、贵州、广西、安徽、福建、四川、

湖南、江西，各省就业人数及占比如图 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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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我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省份分布图

我校 2021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区涵盖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

2021 届硕士毕业生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89.76%；到华南地区就业的

占 3.84%；到华北地区就业的占 2.64%；到华中地区就业的占 1.51%；

到西南地区就业的占 1.36%；到西北地区就业的占 0.53%；到东北地

区就业的占 0.38%。

表 14 我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华中 西南 西北 东北

人数 1192 51 35 20 18 7 5

比例 89.76% 3.84% 2.64% 1.51% 1.36% 0.53%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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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我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从具体省份来说，我校 2021 届硕士毕业生在上海就业的人数为

757 人，占硕士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57.00%。超过 8人就业的省份

为 11 个，按照就业人数排列，依次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

东、北京、安徽、福建、湖北、河南、江西，各省就业人数及占比如

图 21所示。

图 21 我校硕士毕业生就业省份分布图

我校 2021 届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区涵盖全国 14个省、市、自治区。

2021 届博士毕业生到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84.52%；到华南地区就业的

人各占 5.95%；到华北地区就业的占 3.57%；到东北、华中地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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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占 2.38%；到西北地区就业的占 1.19%。

表 15 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表

就业地区 华东 华南 华北 东北 华中 西北

人数 71 5 3 2 2 1

比例 84.52% 5.95% 3.57% 2.38% 2.38% 1.19%

图 22 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图

从具体省份来说，我校 2021 届博士毕业生选择在上海就业的人

数最多，为 53人，占博士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63.10%。浙江、广

东、江苏、福建、辽宁、北京、河北、山西、江西、山东、河南、湖

南、宁夏各省市均有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各省就业人数及占比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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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我校博士毕业生就业省份分布图

长期以来，我校就业工作重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鼓励毕业生到

国家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就业。2021 届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到长三

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一带

一路”沿线省份就业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为 1826 人、60 人、76 人、1919

人、1834 人，五者分别占明确去向单位毕业生总人数的 81.96%、

2.69%、3.41%、86.13%、82.32%。

图 24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重点区域就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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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就业质量分析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到党政机关就业人数为 433 人，其中，

本科生为 72人，硕士生为 335 人，博士生为 26 人，三者合占明确去

向单位总人数的 19.43%。

2021 届毕业生就业的党政机关主要为上海市及其他长三角省份

的公检法税系统单位。就业人数 2 人及以上的党政机关有 50 家单位

共 163 人，占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7.32%，占党政机关就业人数的

37.64%；就业人数 3 人及以上的党政机关有 24 家单位共 111 人，占

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4.98%，占党政机关就业人数的 25.64%；就业

人数 4 人及以上的党政机关有 11家单位共 72 人，占明确去向单位总

人数的 3.23%，占党政机关就业人数的 16.63%。如图 25 所示。

图 25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党政机关分布图

2021 届毕业生中，有 1 名毕业生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组织部就

业，1 名毕业生到外交部就业，1 名毕业生到公安部就业。按照就业

人数从多到少排列，就业人数 4 人及以上的 11 家单位依次为上海国

泰信息安全研究所 24 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7 人、中共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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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组织部 7 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6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4人、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4 人、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4人、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4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4人、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4 人、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 4 人。

表 16 我校毕业生就业部分党政机关人数分布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就业人数

1 上海国泰信息安全研究所 24

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7

3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7

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6

5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4

6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4

7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4

8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4

9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4

10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4

11 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 4

12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3

13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3

14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3

15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3

16 上海市公安局 3

17 上海市静安区司法局 3

18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3

19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3

20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3

21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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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3

23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 3

24 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 3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到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业人数为

892 人，其中，本科生为 495 人，硕士生为 390 人，博士生为 7人，

三者合占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40.04%。

从企业的质量来看，2021 届毕业生共有 255 人到国有企业就业，

涉及全国 118 家国有企业。其中，就业人数 2 人及以上的单位有 28

家共 165 人，占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7.41%，占各类型企业（律所

除外）就业人数的 18.50%；就业人数 3 人及以上的单位有 24 家共 157

人，占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7.05%，占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

业人数的 17.60%；就业人数 5 人及以上的单位有 14 家共 125 人，占

明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5.61%，占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业人数

的 14.01%。如图 26 所示。

图 26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就业企业（律所除外）分布图

就业人数 5人及以上的国有企业单位有 14家，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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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我校毕业生就业部分国有企业人数分布图

2021 届毕业生就业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29 家，就业人数为 129

人，占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业人数的 14.46%。其中，就业 2

人及以上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18 家单位共 118 人，占比为 13.23%；

就业 3人及以上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15 家共 112 人，占比为 12.56%。

15 家企业名单如图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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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我校毕业生就业部分世界 500 强企业人数分布图

2021 届毕业生就业的中国 500 强企业有 42 家单位，就业人数为

167 人，占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业人数的 18.72%。其中，就业

2 人及以上的中国 500 强企业有 26 家单位共 151 人，占各类型企业

（律所除外）就业人数的 16.93%；就业 3 人及以上的中国 500 强企

业有 21 家单位共 141 人，占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业人数的

15.81%；就业 5 人及以上的中国 500 强企业有 13 家单位共 116 人，

占各类型企业（律所除外）就业人数的 13.00%。13 家企业名单如图

29 所示。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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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我校毕业生就业部分中国 500 强企业人数分布图

作为政法类院校，律师事务所历来是我校毕业生就业去向集中的

单位。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到律师事务所就业人数为 645 人，其

中，本科生为 164 人，硕士生为 476 人，博士生为 5 人，三者合占明

确去向单位总人数的 28.95%。按照就业人数划分，就业 3 人及以上

的律师事务所有54家，共320人，占律师事务所就业总人数的49.61%；

就业 5 人及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有 24 家，共 218 人，占律师事务所就

业总人数的 33.80%。

从律所的质量来看，如表 17、图 30 所示，2021 届毕业生就业的

红圈律所有 18 家，就业人数为 57 人，占律师事务所就业总人数的

8.84%；规模所有 106 家，就业人数为 265 人，占律师事务所就业总

人数的 41.09%。两者就业人数共 322 人，合占律师事务所就业总人

数的 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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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我校毕业生就业律师事务所人数分布表

律所类型 单位数 就业人数 占比

红圈所 18 57 8.84%

规模所 106 265 41.09%

区域所 210 322 49.92%

外资所 1 1 0.16%

合计 335 645 100.00%

图 30 我校毕业生就业律师事务所人数占比分布图

表 18 我校毕业生就业律师事务所人数分布表（红圈所）

序号 单位名称 就业人数 律所类型

1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 红圈所

2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3 红圈所

4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11 红圈所

5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6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7 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8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9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1 红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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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京市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 2 红圈所

11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5 红圈所

12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13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7 红圈所

14 北京市通商（杭州）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15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13 红圈所

16 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17 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1 红圈所

18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4 红圈所

（二）升学去向分布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升学人数为 652 人，其中考取硕博研究

生 472 人，考取第二学士学位 180 人，总体升学率
⑦
为 14.46%。其中

本科升学人数为 599 人，升学率为 21.05%；研究生升学人数为 53人，

升学率为 3.19%。

表 19 我校毕业生升学率统计表

学历层次 毕业人数 升学人数 升学率

本科生 2845 599 21.05%

研究生 1663 53 3.19%

合计 4508 652 14.46%

1、升学学校分布

我校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升入国内 73 所高校或科研机构继续深

⑦ 按照市教委统计标准，升学率=升学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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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其中，升入本校 403 人，占本科升学总人数的 67.28%；升入外

校 196 人，占本科升学总人数的 32.72%。

图 31 我校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分布图

就升学具体学校来看，除本校外，按照升学的人数从多到少排列，

排名前 13 位的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 22 人、复旦大学 17 人、中国人

民大学 13人、上海交通大学 13人、上海财经大学 9人、浙江大学 7

人、同济大学 7 人、武汉大学 4 人、四川大学 4人、上海公安学院 4

人、清华大学 4人、南京大学 4人、东南大学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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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我校本科毕业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图

我校 2021 届毕业研究生升入国内 19 所高校或科研机构继续深

造。其中，升入本校 19人，占毕业研究生升学总人数的 35.85%；升

入外校 34人，占毕业研究生升学总人数的 64.15%。

图 33 我校毕业研究生升学去向分布图

就升学具体学校来看，除本校外，按照升学的人数排列，分别为

中国人民大学 6人、中国政法大学 4 人、清华大学 4人、南京大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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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浙江大学 2人、武汉大学 2人、厦门大学 2 人、同济大学 1人、

苏州大学 1人、上海交通大学 1 人、上海财经大学 1人、南开大学 1

人、南京师范大学 1 人、华中科技大学 1 人、华南理工大学 1 人、华

东师范大学 1 人、复旦大学 1人、东南大学 1人。

图 34 我校毕业研究生升学去向学校分布图

2、升学质量分析

从升学学校的质量看，我校 2021 届毕业生有 194 人升入全国 50

所“双一流”高校。其中，升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7 所共 130 人，

占外校升学总人数的 56.52%；升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3所共 64 人，

占外校升学总人数的 27.83%，两者合占外校升学总人数的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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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我校毕业生升学人数占比分布图

表 20 我校毕业生升入“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数分布表

序号 升学学校 升学人数 类型

1 中国政法大学 26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 中国人民大学 19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 复旦大学 18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 上海交通大学 1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5 上海财经大学 10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6 浙江大学 9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7 清华大学 8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8 同济大学 8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9 南京大学 7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0 武汉大学 6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1 东南大学 5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2 华东师范大学 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3 厦门大学 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4 四川大学 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5 北京大学 3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6 华东理工大学 3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17 中山大学 3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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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理工大学 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19 北京师范大学 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0 大连海事大学 2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1 合肥工业大学 2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2 华中科技大学 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3 南开大学 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4 上海大学 2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5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6 中央财经大学 2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7 重庆大学 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8 北京外国语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9 北京邮电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0 广西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1 贵州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2 河海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3 湖南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4 华南理工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5 吉林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6 江南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7 兰州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38 南京师范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39 上海体育学院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1 上海音乐学院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2 苏州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4 西南财经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5 云南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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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传媒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47 中国海洋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9 中国科学院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5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三）出国（境）留学去向分布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出国（境）留学人数为 277 人，总体出

国（境）留学率
⑧
为 6.14%。其中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 265 人，

出国（境）留学率为 9.31%；毕业研究生出国（境）留学 12 人，出

国（境）留学率为 0.72%。

表 21 我校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率统计表

学历层次 毕业人数 出国（境）留学人数 出国（境）留学率

本科生 2845 265 9.31%

研究生 1663 12 0.72%

合计 4508 277 6.14%

1、出国（境）留学国家（地区）分布

我校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出国（境）去向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欧洲、

亚洲、北美洲。从去向国家（地区）来看，留学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

（地区）为英国、美国、中国香港，留学人数分别占本科生出国总人

数的 43.40%、22.64%、12.08%。除此之外，本科毕业生留学的国家

（地区）还有新加坡、荷兰、日本、澳大利亚、中国澳门、加拿大、

⑧ 按照市教委统计标准，出国（境）率=出国（境）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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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国等。

表 22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国家（地区）人数分布表

序号 国家（地区） 留学人数 百分比

1 英国 115 43.40%

2 美国 60 22.64%

3 中国香港 32 12.08%

4 新加坡 22 8.30%

5 荷兰 11 4.15%

6 日本 8 3.02%

7 澳大利亚 6 2.26%

8 中国澳门 5 1.89%

9 加拿大 2 0.75%

10 德国 2 0.75%

11 法国 2 0.75%

图 36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国家（地区）人数分布图

我校 2021 届毕业研究生出国（境）去向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北美

洲、欧洲、亚洲。从去向国家（地区）来看，留学人数最多的是美国、

德国和中国香港，留学人数分别占毕业研究生出国总人数的 41.67%、

16.67%、16.67%；除此之外，毕业研究生留学的国家（地区）还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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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荷兰、日本，都为 1人。

表 23 我校毕业研究生出国（境）去向国家（地区）人数分布表

序号 国家（地区） 留学人数 百分比

1 美国 5 41.67%

2 德国 2 16.67%

3 中国香港 2 16.67%

4 澳大利亚 1 8.33%

5 荷兰 1 8.33%

6 日本 1 8.33%

图 37 我校毕业研究生出国（境）去向国家（地区）人数占比分布图

2、出国（境）留学学校分布

从出国（境）留学去向学校来看，录取 2021 届本科毕业生较多

的是英国的利兹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分别为 24人和 23 人。按照留

学人数统计，排名前 10位的学校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 22人、格拉斯

哥大学 16人、爱丁堡大学 12人、康奈尔大学 12人、香港大学 11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0 人、乔治城大学 10人、香港中文大学 10 人，

各大学留学人数详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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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学校人数分布表（排名前 10 位）

序号 学校 所在国家（地区） 留学人数

1 利兹大学 英国 24

2 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 23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2

4 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 16

5 爱丁堡大学 英国 12

6 康奈尔大学 美国 12

7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11

8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 10

9 乔治城大学 美国 10

10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10

图 38 我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学校人数分布图（排名前 10 位）

从出国（境）留学去向学校来看，2021 届毕业研究生共有 12人

出国（境）留学，留学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和纽约大学都是 2 人，其他

各所大学的留学人数都是 1 人，详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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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我校毕业研究生出国（境）留学学校人数分布表

序号 学校 所在国家（地区） 留学人数

1 南加州大学 美国 2

2 纽约大学 美国 2

3 法兰克福大学 德国 1

4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美国 1

5 莱顿大学 荷兰 1

6 图宾根大学 德国 1

7 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香港 1

8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1

9 新南威尔士大学 澳大利亚 1

10 早稻田大学 日本 1

3、出国（境）留学质量分析

从出国（境）留学学校的质量看，2021 届毕业生留学升入

2021-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⑨
前 500 名的高校包括 53所共 251 人，

占出国（境）总人数的 90.61%。其中，留学升入 2021-2022 年 QS 世

界大学排名前 20名的高校包括 6所共 47 人，占出国（境）总人数的

16.97%；留学升入 2021-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50名的高校包括

20 所共 119 人，占出国（境）总人数的 42.96%；留学升入 2021-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包括 33所共 204 人，占出国（境）

总人数的 73.65%；留学升入 2021-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200 名

的高校包括 42所共 231 人，占出国（境）总人数的 83.39%。

⑨ 世界大学排名是指评选机构根据各方面数据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大学所进行的排名。其中，QS 世界大

学排名是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四大大学排名之一，它是由教育组织 Quacquarelli Symonds（QS）所发表的年

度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包括主要的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及学科排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AD%A6/55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QS%E4%B8%96%E7%95%8C%E5%A4%A7%E5%AD%A6%E6%8E%92%E5%90%8D/32925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QS%E4%B8%96%E7%95%8C%E5%A4%A7%E5%AD%A6%E6%8E%92%E5%90%8D/329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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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我校毕业生出国（境）留学人数占比分布图（QS 世界大学排名高校）

表 26 我校毕业生出国（境）留学人数分布表（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50 名高校）

序号 学校 留学人数 QS世界大学排名

1 剑桥大学 1 3

2 伦敦大学学院 3 8

3 新加坡国立大学 22 11

4 宾夕法尼亚大学 8 13

5 爱丁堡大学 12 16

6 哥伦比亚大学 1 19

7 康奈尔大学 12 21

8 香港大学 11 22

9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1 23

10 曼彻斯特大学 4 27

11 西北大学 1 30

12 香港科技大学 1 34

13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7 35

14 悉尼大学 4 38

15 香港中文大学 11 39

1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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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纽约大学 5 42

18 新南威尔士大学 2 43

19 昆士兰大学 1 47

20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0 49

（四）基层项目就业情况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中，有 14人选择基层就业项目，到国家艰苦

行业、各省市地方基层就业。其中，“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录

用 10 人；“三支一扶”计划录用 3 人；“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1

人。

表 27 近五年来我校基层就业项目人数汇总表

基层就业项目类别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6 10 6 11 10 43

“三支一扶”计划 9 4 6 4 3 26

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 3 3 0 1 1 8

新疆、西藏基层就业 4 3 4 1 0 12

合计 22 20 16 17 1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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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近五年来我校基层就业项目人数汇总图

从学历层次来看，2021 年基层项目就业的毕业生中，本科生为

13人，研究生为 1人，分别占就业总人数的 92.8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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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对比

（一）按生源地分类

本科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834 人，就业人数为 768 人，

就业率为92.09%；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2011人，就业人数为1869

人，就业率为 92.94%。

硕士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138 人，就业人数为 135 人，

就业率 97.83%；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1437 人，就业人数为 1345

人，就业率为 93.60%。

博士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24人，就业人数为 24人，就

业率为 100%；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为 64人，就业人数为 60人，

就业率为 93.75%。

图 41 我校毕业生就业率不同生源地对比图

（二）按性别分类

本科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966 人，就业人数为 883 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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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91.41%；女生毕业生人数为 1879 人，就业人数为 1754 人，就

业率为 93.35%。

硕士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487 人，就业人数为 469 人，就业

率为 96.30%；女生毕业生人数为 1088 人，就业人数为 1011 人，就

业率为 92.92%。

博士生中，男生毕业生人数为 56人，就业人数为 55人，就业率

为 98.21%；女生毕业生人数为 32人，就业人数为 29人，就业率为

90.63%。

图 42 我校毕业生就业率不同性别对比图

（三）按民族分类

本科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313 人，就业人数为 290 人，

就业率为 92.65%。

硕士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48人，就业人数为 44人，就

业率为 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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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中，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为 3 人，就业人数为 3 人，就业

率为 100%。

图 43 我校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与总体就业率对比图

（四）按困难生类别分类

本科生中，困难毕业生人数 117 人，就业人数为 113 人，就业率

为 96.58%。

硕士生中，困难毕业生人数 102 人，就业人数为 96人，就业率

为 94.12%。

博士生中无困难毕业生。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1）

51

图 44 我校困难毕业生就业率与总体就业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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