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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药科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2021 届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 

（一）学历结构 

我校 2021届毕业生总数为 4358人，其中博士生 227人（占比 5.21%），硕

士生 1167 人（占比 26.78%），本科生 2770 人（占比 63.56%），专科生 194 人

（占比 4.45%）。 

 

图 1-1  2021届毕业生学历层次分布 

注：因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各分项占比之和可能存在±0.01%的误差，下同。 

（二）性别及民族结构 

2021 届毕业生中，男生 1546 人，女生 2812 人，男女性别比约为 1:1.82；

汉族毕业生占总人数的 91.72%，少数民族毕业生占总人数的 8.28%。 

         

   图 1-2  2021 届毕业生性别结构              图 1-3  2021届毕业生民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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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源地区分布 

我校 2021 届毕业生以中东部地区生源为主，其中江苏省生源最多。此外，

博士生与硕士生在安徽、山东、河南三省的生源占比也较高。不同学历毕业生具

体生源区域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1-1  2021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单位：% 

生源地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江苏 25.55 22.71 19.86 38.66 

山东 10.57 8.14 4.84 17.01 

河南 9.25 8.31 4.98 -  

河北 3.52 4.20 3.72 -  

内蒙古 3.52 1.63 2.67 -  

江西 3.52 4.03 3.07 0.52 

陕西 3.52 1.20 2.49 9.28 

山西 3.08 3.86 2.71 -  

湖北 3.08 3.86 2.78 -  

黑龙江 2.64 1.97 2.38 -  

北京 2.20 0.25 0.90 -  

浙江 2.20 4.20 3.47 12.37 

辽宁 1.76 2.57 2.24 - 

新疆 1.76 1.20 4.69 - 

吉林 1.32 0.86 2.20 - 

湖南 1.32 3.34 3.07 - 

重庆 1.32 1.46 2.09 - 

贵州 1.32 1.37 3.14 - 

甘肃 1.32 1.46 3 - 

安徽 1.23 12.77 4.91 21.13 

天津 0.88 0.68 1.84 -  

四川 0.88 3.00 3.43 0.52 

云南 0.88 0.77 2.78 - 

上海 0.44 0.09 0.65 - 

福建 0.44 1.97 1.95 0.52 

广西 0.44 0.86 3.21 - 

海南 0.44 0.43 0.83 - 

青海 0.44 0.26 2.02 - 

广东 -  2.14 1.01 - 

西藏 -  - 1.01 - 

宁夏 - 0.43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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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去向 

（一）毕业生流向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我校 2021届毕业生年终就业去向落实率为 93.16%。

毕业生主要去向为协议就业（占比 50.67%）、国内深造（占比 30.59%），出国

（出境）深造（占比 4.34%），去向待定（占比 6.81%）。 

     

图 1-4  2021届毕业生总体流向 

（二）国内深造情况 

2021届毕业生共有 1335人在国内继续深造，其中硕士生 121人，本科生 1117

人，专科生 97人。 

升学院校：读研毕业生在“双一流”院校的比例为 86.41%。其中，多数毕

业生选择在本校读研，此外还有部分毕业生流向社会科研院所及其他高校。 

 

图 1-5  2021届毕业生读研单位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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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1届硕士生升学单位分布 

院校名称 人数 院校名称 人数 

中国药科大学 58 北京大学 1 

南京大学 9 北京师范大学 1 

四川大学 6 广州中医药大学 1 

复旦大学 5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 1 

西湖大学 4 华东师范大学 1 

北京协和医学院 3 江南大学 1 

山东大学 3 军事科学院 1 

上海交通大学 3 南京师范大学 1 

同济大学 3 南京医科大学 1 

东南大学 2 南开大学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2 南通大学 1 

厦门大学 2 上海中医药大学 1 

苏州大学 2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1 

中山大学 2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1 

 
表 1-3  2021届本科生升学单位分布 

院校   
类型 

院校名称 人数 院校名称 人数 

“双一

流”院

校 

中国药科大学 640 清华大学 2 

北京协和医学院 34 山东大学 2 

复旦大学 23 陕西师范大学 2 

四川大学 23 上海中医药大学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21 天津大学 2 

南京大学 17 武汉大学 2 

中山大学 17 中国政法大学 2 

浙江大学 1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上海交通大学 15 安徽大学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12 北京师范大学 1 

西安交通大学 9 广西大学 1 

北京大学 8 海南大学 1 

厦门大学 7 河海大学 1 

苏州大学 7 湖南大学 1 

福州大学 6 华东理工大学 1 

南开大学 6 华南理工大学 1 

上海大学 6 华中科技大学 1 

中南大学 6 吉林大学 1 

兰州大学 5 南京理工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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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类型 

院校名称 人数 院校名称 人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青海大学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3 上海财经大学 1 

大连理工大学 3 石河子大学 1 

东南大学 3 太原理工大学 1 

华东师范大学 3 武汉理工大学 1 

同济大学 3 西北大学 1 

西南大学 3 西北工业大学 1 

郑州大学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 

中国传媒大学 3 西南财经大学 1 

电子科技大学 2 延边大学 1 

贵州大学 2 云南大学 1 

暨南大学 2 中国农业大学 1 

江南大学 2 中国人民大学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 - - 

非“双

一流”

院校 

上海科技大学 16 哈尔滨商业大学 1 

哈尔滨医科大学 4 杭州师范大学 1 

南京医科大学 4 河北大学 1 

华东政法大学 3 陆军军医大学 1 

温州医科大学 3 南方医科大学 1 

西交利物浦大学 3 宁夏医科大学 1 

新疆医科大学 3 上海戏剧学院 1 

西湖大学 3 深圳大学 1 

南方科技大学 2 沈阳药科大学 1 

南京工业大学 2 首都医科大学 1 

中国医科大学 2 天津财经大学 1 

江西财经大学 2 海军军医大学 1 

福建医科大学 1 西南政法大学 1 

甘肃政法大学 1 云南师范大学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 浙江理工大学 1 

广西医科大学 1 浙江师范大学 1 

 

 

 

 

 

 

社会科

研院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16 昆明植物研究所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 
6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1 

军事科学院 5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 

1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 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1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3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卓越创新中心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 3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 1 



 

6 
 

院校   
类型 

院校名称 人数 院校名称 人数 

 

 

 

 

 

 

社会科

研院所 

 

 

  

术研究所 研究所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 

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

究院 
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 
2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

究所 
1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2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1 

北京协和医院 1 中国艺术研究院 1 

 

升学原因及升学专业一致性：针对升学比例较大的本科生调研显示，毕业生

选择升学的主要原因是在想在本专业继续深造（37.97%）及提高学历层次

（37.12%），其次是增加择业资本（19.66%）、换个专业或学校（4.28%）等。

读研的本科生中，93.41%的人在原专业或相关专业继续深造，深造延续性相对较

强。毕业生升学选择专业的最主要原因是更感兴趣（62.96%），其次是更有利于

就业（27.78%）。 

 

图 1-6  2021届本科生升学原因分布         图 1-7  2021届本科生升学一致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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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国(出境)深造情况 

2021 届毕业生中共有 187 人选择出国（出境）留学；其中博士生 3 人，硕

士生 18 人，本专科生 166 人，毕业生在美国、英国留学的比例相对较高。受新

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我校 2021 届毕业生出国（出境）学生人数，较 2020

届同比减少约 13.02%。 

 

（四）就业分布 

1.就业单位分布 

    单位性质：2021 届毕业生到国家机关就业 53 人，占比 2.09%；到高等及中

初教育单位就业 100 人，占比 3.94%；到医疗卫生、科研院所及其他事业单位就

业 183人，占比 7.22%；参加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 20人，占比 0.79%；博士后等

形式的科研助理 57 人，占比 2.25%，以上累加为 16.29%。毕业生到国有企业就

业 162人，占比 6.39%；到三资企业就业 492 人，占比 19.40%；到其他知名企业

单位就业 1131人，占比 44.60%。 

         

图 1-8   2021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总体） 

 

表 1-4  2021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分学历） 

单位：% 

单位性质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机关 2.77 2.63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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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单位 11.52 6.82 0.92 1.05 

其他事业单位 4.61 4.58 1.59 - 

国有企业 0.46 8.68 5.93 1.05 

三资企业 8.29 26.02 15.11 27.37 

其他知名企业 14.29 44.64 48.90  58.95 

基层项目 - 0.59 1.17 - 

科研助理 24.42 0.19 0.17 - 

其他类型就业 7.37 2.05 24.21 11.58 

    单位规模：2021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1001 人及以上规模的大型用人单位，

其次是 301-1000 人中等规模用人单位，可见在选择就业单位过程中，中等以上

规模单位是各学历层次毕业生的首选。与往届相比去中小规模用人单位就业的毕

业生比例有所增加。 

表 1-5  2021届毕业生不同就业单位规模分布 

单位：% 

单位规模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50人及以下 4.46 4.77 8.01 12.00 

51-300人 9.82 16.60 26.52 25.33 

301-1000人 15.18 19.92 21.55 17.34 

1001人及以上 70.54 58.71 43.92 45.33 

2.就业地区分布 

    全国分布：2021 届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

澳大湾区等沿海、沿江医药产业集聚区，在江苏省内就业的比例整体较高。从学

历层次来看，学生总体在江苏就业居多，其中博士生占 53.92%、硕士生占 40.35%、

本科生占 43.07%、专科生占 56.84%，其他的以上海、浙江、北京居多。 

     本校 2021 届毕业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情况如下表。 

表 1-6  2021届毕业生在重点区域就业的情况 

单位：% 

区域名称 
占毕业生的

比例 

占博士生的

比例 

占硕士生的

比例 

占本科生

的比例 

占专科生

的比例 

京津冀地区 7.18 7.37 6.92 7.43 6.32 

长三角地区 60.02 66.36 64.72 53.76 73.68 

粤港澳大湾区 4.65 1.84 5.85 4.42 1.05 

西南地区 5.64 2.76 4.39 7.68 - 

本校 2021 届毕业生在全国各地区就业的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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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21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就业比例） 

单位：% 

就业地区 总体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江苏 43.41 53.92 40.35 43.07 56.84 

上海 14.67 8.29 22.91 8.76 14.74 

浙江 7.26 7.37 7.61 7.01 6.32 

北京 5.05 5.99 4.48 5.34 5.26 

广东 4.85 1.38 6.04 4.75 1.05 

山东 3.39 2.77 3.99 2.84 5.26 

重庆 1.85 -  1.85 2.34 - 

四川 1.81 1.38 1.85 2.01 -  

安徽 1.78 4.15 1.66 1.34 3.16 

河北 1.26 0.92 1.17 1.34 2.11 

湖北 1.26 0.92 1.36 1.25 1.05 

天津 1.18 0.46 1.66 1.01 -  

江西 1.11 1.84 0.29 1.75 -  

其他地区 11.12 10.61 4.78 17.19 4.21 

省内分布：2021届毕业生在江苏省内就业的在南京、苏州、连云港、无锡、

常州的比例整体较高。分学历层次来看，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超过八成毕业生

（81.20%）在南京就业，在苏州就业的比例为 6.85%；就业的硕士与本科毕业生

中，分别有 58.21%、50.78%在南京就业，在苏州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17.87%、14.53%。

毕业生就业地区主要是医药产业聚集地区。 

     表 1-8   2021届毕业生在省内各地区分布（就业比例） 

                                                       单位：% 

就业地区 总体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南京 56.77 81.2 58.21 50.78 50.00 

苏州 15.08 6.85 17.87 14.53 16.67 

连云港 9.72 0.85 7.25 13.18 14.81 

无锡 3.63 1.71 4.11 4.07 - 

常州 2.99 0.85 3.62 3.29 -  

泰州 2.82 -  0.48 5.43 1.85 

徐州 2.0 3.42 0.24 2.52 7.41 

南通 1.82 0.85 2.42 1.36 3.71 

淮安 1.63 0.85 2.66 1.16 -  

镇江 1.36 0.85 1.21 1.74 -  

扬州 1.09 2.57 0.48 1.16 1.85 

盐城 0.64 -  0.48 0.78 1.85 

宿迁 0.45 -  0.97 -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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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业行业分布 

2021 届毕业生主要从事的行业为制造业（主要为医药制造业），占比达

37.99%；其次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2.73%）、教育行业（6.42%）、卫生

和社会工作（5.73%）。分不同学历层次来看，博士生主要流向教育行业(50.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8.40%)等；硕士生主要流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9.69%）、制造业（36.35%）；本科生主要流向制造业（42.97%）、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30.27%）;专科生主要流向制造业（56.67%）、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17.78%）。 

表 1-9  2021届毕业生各学历层次就业行业 

                                                                         单位：% 

行业名称 总分布 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 

制造业 37.99 11.79 36.35 42.97 56.6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2.73 18.4 39.69 30.27 17.78 

教育 6.42 50.47 3.54 1.17 -  

卫生和社会工作 5.73 14.63 7.56 2.62 2.22 

批发和零售业 5.68 0.47 2.95 8.65 12.2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99 3.3 4.62 3.88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64 0.47 2.75 2.79 5.5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1.77 -  1.47 2.43 1.11 

金融业 0.66 0.47 0.29 0.99 1.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1 -  -  0.72 2.22 

房地产业 0.33 -  0.19 0.54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33 -  -  0.72 -  

建筑业 0.29 -  0.19 0.45 -  

农、林、牧、渔业 0.29 -  0.1 0.45 1.1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25 -  0.1 0.45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0.21 -  0.1 0.36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12 -  -  0.27 -  

住宿和餐饮业 0.12 -  0.1 0.18 -  

采矿业 0.04 -  -  0.09 -  

4、主要流向单位 

2021届毕业生协议就业主要流向各级医药监管机构、药检系统、科研院所、

医疗卫生单位、高等教育单位、全球医药 50 强和国内制药工业 100 强企业。毕

业生到国家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国内知名创新型单位、医药行业单领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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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异单位等高质量单位就业的比率达到 39.90%，到全球医药 50强和国内制药工

业 100强企业就业的比例为 35.57%，两者累加 75.47%。代表单位如下表所示。 

 

表 1-10  毕业生就业主要流向单位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机关、事业单

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评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北京市海淀区医疗保

障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上海市医事团

体联合管理发展中心、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安徽省药品审评认证

中心、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查验中心、

江苏省公安厅毒品检测化验中心、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西藏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广东省药品检验所、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贵州省

红十字基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南京市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昌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长沙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连云港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等 

医疗卫生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特色医学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

安中医脑病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天津市北辰医院、太原市中心医院、苏州

市立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上

海市皮肤病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山西省肿瘤医、南京市胸科医院、南

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第二医

院、南京鼓楼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佛山

妇幼保健院、常州市中医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等 

高等教育单位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澳门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郑州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成都中医

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山西医科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

药科大学等 

跨国医药企业 辉瑞、诺华、罗氏、默沙东、赛诺菲、强生、阿斯利康、卫材等 

国内医药企业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济民可

信集团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鲁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先声药业有限公司、烟台绿叶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信达生物

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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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圣和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药

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等 

 

表 1-11  毕业生就业人数排前 50名单位（初次派遣） 

序号 单位名称 总人数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1 51 21 5 

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1 1 20 38 2 

3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6 3 24 20 9 

4 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35 1 29 5 0 

5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2 2 17 10 3 

6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7 0 26 1 0 

7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26 0 14 12 0 

8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26 0 20 6 0 

9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6 0 5 21 0 

10 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3 0 6 17 0 

11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22 0 15 4 3 

12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22 3 17 2 0 

13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 1 10 10 0 

14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20 3 16 1 0 

15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 0 7 8 5 

16 百济神州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7 2 13 1 1 

17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0 4 11 2 

18 艾昆纬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6 0 10 6 0 

19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16 0 6 9 1 

20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6 0 9 7 0 

21 苏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15 1 14 0 0 

22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0 8 6 0 

23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13 0 12 1 0 

24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13 1 7 2 3 

25 无锡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13 1 10 2 0 

26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2 2 8 0 

27 南京希麦迪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2 0 5 7 0 

28 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12 0 10 2 0 

29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0 9 3 0 

3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0 4 7 0 

31 南京海融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0 4 7 0 

32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1 0 6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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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总人数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专科生 

33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10 1 4 5 0 

34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0 1 9 0 

35 青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 1 3 6 0 

36 上海百利佳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 0 7 3 0 

37 福建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9 0 4 5 0 

38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9 0 1 8 0 

39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9 0 5 3 1 

40 南京科利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 0 2 6 1 

41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 0 6 3 0 

42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9 1 1 7 0 

43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8 0 5 2 1 

44 互动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8 0 0 8 0 

45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8 0 5 3 0 

46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0 0 8 0 

47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0 3 3 2 

48 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 7 0 0 6 1 

49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0 3 4 0 

50 
凯莱英生命科学技术（天津）有限公

司 
7 0 2 5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