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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吉林财经大学是吉林省重点大学，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建设的学校。

学校起步于 1946 年 7 月东北银行总行举办的银行干部训练班，经历了东北银行干部学

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中国人民银行长春银行学校、吉林财贸学院、吉林省财贸学校等几个

历史时期，1978年 5 月恢复吉林财贸学院；1992年 5 月更名为长春税务学院；1992 年—2000

年隶属国家税务总局直属管理；2004 年入选十所“吉林省重点大学”；2010 年 3 月更名为吉

林财经大学。学校是我党在东北创办的红色金融教育基地，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金融高等学

校，是国家较早成立的普通本科财经院校之一，是国家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税务本科大学。

2005年，学校整体搬迁至被誉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的净月潭畔，校园占地面积 108

万平方米。收藏纸质图书 173 万册，电子图书 141 万册，外文原版期刊 83 种，中外文数据库

63个。自然、典雅、厚重、博大的校园环境和宽敞、明亮、向阳、舒适的学生公寓，为莘莘学

子成长成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学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 高素质财经人才为目

标，着力推进普通本科、研究生教育与继续教育协调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78年来，坚守“为党和国家、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财经英才”，培养

输送了 10 万多名奋战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上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在金融、财税等重要领

域涌现出一大批业界精英、行业翘楚，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吉林振兴发展需要，作出了积极

贡献；有第一个会计学女博士、第一批金融学博士等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

学、厦门大学等 985和 211高校的专家学者，他们传承血脉，继续为国家培育更多优秀的财经

人才。学校学子在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电子商务设计竞赛、管理决策模拟大赛等高水平学科竞赛中，屡获殊荣。学校被教

育部授予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在传授专业知识

的同时，学校着力搭建起“思想充实、为人诚实、作风朴实、基础扎实、工作务实”的德育教

育平台，涌现出一批致力社会爱心事业的公益典型：连续 24 年照顾孤寡老人“爱的接力”团

队、“妈妈老师”吕金华、全国“十佳孝贤”之首张尚昀、连续 25 年的“代理妈妈”、“感

动吉林”十大人物张爽……书写了吉林财经大学学子爱心奉献的感人佳话。多年来，学校一直

保持着生源和就业优势，毕业生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质量，麦可思就业质量评价调查显示，用

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一直保持在 97%以上，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口碑，被誉为“银

行家的摇篮”“税务系统的黄埔军校”。学校 2023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受到省委省政府致信表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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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毕业去向分析

（一）毕业生基本情况

1.毕业生人数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 3717 人，其中，本科生 2855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76.81%，研究生

86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3.19%。

2.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生源来自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省内生源人数为 1870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0.31%，省外生源为 1847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49.69%。

（二）毕业去向落实情况

1.毕业去向落实率

截至 2024 年 8 月 27日，学校 2024 届毕业生 3717人，已落实毕业去向 3233人，整体毕

业去向落实率为 86.98%；本科生 2855 人，已落实毕业去向 2473 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6.62%；研究生 862人，已落实毕业去向 760人，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8.17%。

图 1-1 整体毕业去向落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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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图 1-3 研究生毕业去向落实率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2.升学情况

学校 2024 届本科生考取国内研究生 373 人，占本科生人数的 13.06%，其中考取“双一

流”高校 135人，占本科生考取国内研究生总人数的 36.19%。

图 1-4 本科生读研院校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学校 2024 届本科生境外留学 106 人，占毕业生人数的 3.71%，其中 66 人入选 QS 世界大

学排名前 100的高校，占本科生境外留学总人数的 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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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本科生赴境外留学的高校类型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3.行业流向

毕业生就业行业特色凸显，以金融业为主。2024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以金融业（22.09%）

为主，同时其他主要就业行业还包括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8.94%）等。

4.用人单位流向

学校 2024届就业的毕业生中，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占比为 24.56%，其中，机

关占比 16.80%，事业单位占比 7.76%；到企业就业毕业生占比为 75.44%，其中，国有企业占

比 28.26%，外商投资企业占比 1.23%，其他企业占比 45.95%。

5.就业地区流向

学校积极引导毕业生服务一带一路、东三省、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面向重点区域

就业，为国家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人才支持。学校 2024 届本科生中，在一带一路、

东三省、长江经济带就业的占比分别为 85.44%、63.39%、13.68%。学校 2024届研究生中，在

一带一路、东三省、长江经济带就业的占比分别为 72.16%、58.11%、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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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本科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比例

图 1-7 研究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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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总体满意度

毕业生对母校整体满意度较高。校友满意度反映了毕业生对母校的整体认可程度。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8.04%，本科、硕士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分别为

97.66%、99.08%，体现了毕业生对母校教育教学培养和服务效果的认可程度高。

图 2-1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吉林财经大学 2024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人才培养满意度

毕业生对母校教学工作认可度较高。人才培养满意度是毕业生对在校期间教师的教学内

容、教学效果、教学方法、教师能力素质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

的人才培养满意度为 97.98%，本科、硕士毕业生对母校的人才培养满意度分别为 97.78%、

98.53%。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工作给予较高评价，体现出学校良好的教学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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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毕业生对母校的人才培养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吉林财经大学 2024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总体满意度

就业指导服务工作获得毕业生好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满意度反映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效

果。学校 2024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 97.05%，本科、硕士毕业生对就

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分别为 96.45%、98.70%，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开展成效较好。

图 2-3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吉林财经大学 2024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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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人单位评价

（一）用人单位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高度认可。用人单位满意度是衡量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工作表现的重要指

标。用人单位对学校 2024 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为 100.00%，其中很满意的比例为 66.00%，

毕业生综合表现得到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

图 3-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吉林财经大学 2024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二）未来聘用意愿

用人单位继续招聘学校毕业生的意愿较强。未来聘用意愿指用人单位未来愿意继续聘用毕

业生的比例。聘用过学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中，有 96.08%表示未来愿意继续招聘学校毕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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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用人单位愿意继续招聘学校毕业生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吉林财经大学 2024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三）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高度认可。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反映了学校在就业

指导服务方面的效果。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指导的满意度为 98.31%，体现了学校在促进毕业

生就业方面的显著成效。

图 3-3 用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吉林财经大学 2024年用人单位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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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财经大学

明德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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