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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招生就业处

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须知
WE  ARE  H IRING

尊敬的用人单位：

衷心感谢贵单位历年来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支持与关爱。我校共有 2024 届本科、

硕士、博士毕业生 8000 余人。我们诚挚地邀请贵单位到校开展毕业生招聘活动，我们

将全力配合做好服务工作。为方便贵单位的招聘活动，现将招聘工作流程介绍如下：

用人单位招聘我校毕业生，流程如下：

■  首先，用人单位须在就业系统注册

■  然后，用人单位可以在系统中选择以下几种方式：

1、请贵单位登录“西南民族大学就业信息网”（http://jy.swun.edu.cn/）。

2、点击“登录 / 注册”-“注册”进入用人单位注册界面，按照要求如实、

      完整填写注册信息。

3、注册信息提交到系统后，我们将按照流程审核，并向贵单位反馈审核意见。

> >

1、登录“西南民族大学就业信息网”，点击“登录 / 注册”-“登录”，输入

      通过审核的用户名、密码后登录就业 管理系统。

2、点击“系统菜单”栏下的“网络招聘管理”-“网络招聘信息发布”，填写“网

        络招聘基本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发布”。如需发布多条招聘信息，请

      重复以上步骤即可。

3、招聘信息提交后，我们将按照流程审核，审核通过后该信息将自动发布到“西

      南民族大学就业信息网”首页。

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

1、登录“西南民族大学就业信息网”，点击“登录 / 注册”“登录”，输入通

      过审核的用户名、密码后登录就业管理系统。

2、点击“系统菜单”栏下的“专场招聘会管理”-“专场招聘信息发布”，填写“职

      位信息”“招聘基本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发布”。

3、招聘信息提交到系统后，我们将按照流程审核，审核通过后该信息将自动发

      布到“西南民族大学就业信息网”首页。

申请举办校园专场招聘会

1、登录“西南民族大学就业信息网”，点击“登录 / 注册”-“登录”，输入

      通过审核的用户名、密码后登录就业管理系统。

2、点击“系统菜单”栏下的“大型招聘会管理”，可根据需要，点击“招聘会

      状态”为正在报名的大型招聘名称，进入报名。

3、招聘信息提交后，我们将按照流程审核，审核意见将通过电子邮件反馈给贵

      单位。

申请大中型校园招聘会

学校地址

SCHOOL
ADDRESS

热忱欢迎各用人单位

到我校参观指导、

选录我校毕业生！

电话

航空港校区：028-85708476

武 侯 校 区：028-85522798

就业网址：jy.swun.edu.cn

电子邮箱：mdbys@swun.edu.cn

西南民族大学招生就业处（武侯校区）

武侯校区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四段 16 号
邮编：610041

航空港校区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开发区
大件路文星段 168 号
邮编：610225

太平园校区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园路 1 号
邮编：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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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届毕业生分学院分专业人数统计表（硕士、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
马克思主义理论 8

学科教学 ( 思政 ) 23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8

民族学 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3

哲学学院 *

伦理学 2

逻辑学 2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美学 4

外国哲学 2

哲学 29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 4

中国哲学 3

宗教学 12

经济学院

保险 11

金融 69

理论经济学 12

民族学 13*

应用经济学 22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8 3*

法学院 *

法律 ( 法学 ) 30

法律 ( 非法学 ) 40

法律史 5

法学理论 4

国际法学 1

民商法学 10

诉讼法学 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

刑法学 4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南民族研究院 *

藏学 14

民俗学 17

民族学 10 20

彝学 7

中国少数民族史 4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

教育管理 24

教育经济与管理 5

应用心理 3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4

汉语言文字学 6

文艺学 4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5

中国古代文学 6

中国古典文献学 5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 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25

中国现当代文学 5

中国语言文学 3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

翻译 1

日语笔译 8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6

印度语言文学 3

英语笔译 26

英语口译 8

英语语言文学 7

新闻传播学院 民族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4

商学院 *

会计 54

会计学 4

企业管理 3

工商管理 71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

考古学 3

旅游管理 4

中国史 31

公共管理学院 *

公共管理 44

行政管理 20

农村发展 39

社会保障 5

社区管理 8

土地资源管理 7

化学与环境学院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13

物理化学 8

有机化学 15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6

电子信息（仪器仪表、控制工程） 28

人工智能 6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9

电子信息 2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44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18

软件工程 23

建筑学院
建筑学 13

民族地区城镇规划与管理 11

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
畜产品加工与安全 4

食品加工与安全 31

畜牧兽医学院 *

畜牧 22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14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9

基础兽医学 10

临床兽医学 9

预防兽医学 15

药学院 中药学 29

艺术学院

美术 47

美术学 13

民族学 1

舞蹈 7

艺术设计 14

音乐 16

音乐与舞蹈学 10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4

草地资源学院

草学 10

农艺与种业 21

生态学 10

生物学 12

    学院                                                                  专业                               硕士    博士（标 *学院在武侯校区，其余在航空港校区）     学院                                                                  专业                               硕士    博士（标 *学院在武侯校区，其余在航空港校区）     学院                                                                  专业                               硕士    博士（标 *学院在武侯校区，其余在航空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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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岁月流金。西南民族大学坐落于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

是国家民委直属综合性普通高校，国家民委、教育部、四川省、成都市共建高校。学校前身为西南

民族学院，创建于 1950 年 7 月，于 1951 年 6 月 1 日正式成立，2003 年 4 月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

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怀下，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民族高校之一。

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为学校题词。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委主任王维舟为首任院长。

2003 年学校在首轮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2013 年入选“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 50 强高校”；2017 年入选“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2017 年、2020 年连续两届

荣膺“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薪火相传，接力奋斗。学校弘扬“和合偕习、自信自强”的校训精神，在探索中发展，在追求中前行。

目前，学校占地面积近 3000 亩，有“三校区一基地”（成都市有武侯校区、航空港校区、太平园

校区三个校区，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建有“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科

技研究示范基地”），校舍建筑面积 117.1 万平方米；有 56 个民族的全日制博士、硕士、本科、预

科等各类学生 3 万余人，教职员工近 3000 人，其中博、硕士生导师 842 人。学校在岗教师中有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8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国家“万人计划”、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人才项目人选 7 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人选 5 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8 人；入选国家民委突贡专家、荣誉称号、人才项目等

70 人次，入选四川省突贡专家荣誉称号、人才项目等 142 人次；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团队 12 个。

励精图治，笃行致远。学校现有 26 个学院，有 4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 个博士后流动

站、1 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5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有涵盖

12 个学科门类的本科招生专业 75 个，省（部）级重点（建设）学科 9 个，四川省高等学校“双一流”

建设贡嘎计划建设（培育）学科 10 个，工程学、化学学科进入 ESI 学科排名全球前 1%，13 个专

业获批省级及以上“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含 4 个国家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 个、四川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1 个，国家级本科特色专业 6 个、省级

本科特色专业 10 个，5 个省级本科人才培养基地，3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省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11 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达 1100 余万册（含电子文献）。学

校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全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高校民族预科教

育基地”“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中央部属高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民

委双语人才培养基地”，连续十次被评为“四川省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四川省大学生就业

创业服务先进单位”。

铸造品牌，彰显特色。学校立足“四个服务”，坚持“四个面向”，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近

五年来，学校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391 项，其中重大重点项目 39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近 700 项；

发表 CSSCI 期刊论文近 1000 篇、SCI 论文 800 多篇；出版学术著作 300 余部；获省部级及以上

科研成果奖 156 项。学校现有 2 个国家级平台“四川若尔盖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和“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1个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青藏高原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49 个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协同创新分中心、省部级智库等省（部）级设立或委托建设的科研平台、

培训基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民族学刊》连续多次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 AMI 核心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开放办学，多元融合。学校是四川省对外开放的重点单位。近年来，与包括四川、云南、贵州

等 8 个省区市在内的 30 多个州、县建立校地战略合作关系，与多家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建立产学

研合作关系；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对口帮扶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县、凉山州盐源县，荣获四川省

脱贫攻坚“记功集体”。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余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来校学术交流，与

50 余所国（境）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校际合作与交流关系，累计招收 70 多个国家的 7600 余人

次留学生。

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学校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大力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推进“三全育人”，多项成果分获全国、

四川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特等奖、一等奖，推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校以来，

24 万多名各族学子从学校踏入社会建功立业。其中，涌现出“改革先锋”——全面从严治党中纪检

监察干部的优秀代表、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涌现出不少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大批各级

领导干部，他们积极投身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为民族地区“回得去、留得下、

用得上、靠得住、干得好”的“永久牌”人才。

逐梦前行，再创辉煌。当前，全校师生员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教育和

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学校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高水平现代化综合大学事业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2024 届各学院就业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  西南民族大学 2024 届毕业生生源地人数统计表 ■  2024 届毕业生分学院分专业人数统计表（本科）

                            学院名称                                          姓名                     联系方式           省区              本科生毕业          博士生毕业          硕士生毕业              总计  

安徽 89 1 24 114

北京 14 1 15

福建 66 7 73

甘肃 237 5 48 290

广东 103 1 18 122

广西 474 36 510

贵州 497 4 63 564

海南 210 10 220

河北 287 2 39 328

河南 263 5 74 342

黑龙江 158 19 177

湖北 351 3 42 396

湖南 385 2 45 432

吉林 137 4 11 152

江苏 34 1 20 55

江西 107 17 124

辽宁 149 18 167

内蒙古 325 1 35 361

宁夏 241 13 254

青海 230 9 16 255

山东 142 6 37 185

山西 123 4 40 167

陕西 50 11 61

上海 14 14

四川 961 49 601 1611

天津 13 13

西藏 271 1 5 277

新疆 356 1 16 373

云南 433 4 42 479

浙江 30 2 8 40

重庆 312 3 57 3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    林 028-85522045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肖    灵 028-85797080

哲学学院 席    琪 028-85522044

经济学院 包海龙 028-85928099

法学院 冯一然 028-85708056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南民族研究院
阿依加马

力·艾孜孜
028-85522390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 卢立文 028-85928335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洁莹 028-85928032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胡赛尼 028-85522080

新闻传播学院 代    鑫 028-86058360

商学院 曹天舒 028-85770339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潘雪丽 028-85528535

公共管理学院 顿    艺 028-85104551

数学学院 谭映月 028-85522317

化学与环境学院 陈    希 028-85928130

电子信息学院 周家乐 028-85007169

电气工程学院 陈    萍 028-8592818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文博 028-85700736

建筑学院 袁    玥 028-85928199

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彩惠 028-85928409

畜牧兽医学院 张    岩 028-85709991

药学院 景晓艳 028-85753477

艺术学院 黄志勇 028-85707790

体育学院 邱    平 028-85708076

草地资源学院 泽丹卓玛 028-85522552

哲学学院 * 哲学 29

经济学院

财政学 52

国际经济与贸易 58

金融工程 39

金融学 322

经济学 47

投资学 62

法学院 *
法学 407

法学 ( 彝汉双语 ) 3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南民族研究院 *

民族学 81

社会工作 51

社会学 85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
学前教育 34

应用心理学 64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73

汉语言文学 24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 藏语言文学 ) 128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 彝语言文学 ) 127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

朝鲜语 48

法语 81

日语 84

英语 214

新闻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93

新闻学 114

商学院

财务管理 106

工商管理 43

会计学 139

人力资源管理 105

市场营销 90

物流管理 38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

历史学 54

旅游管理 188

文化产业管理 126

文物与博物馆学 54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28

行政管理 177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51

信息与计算科学 48

化学与环境学院

材料化学 28

化学 31

化学工程与工艺 48

环境工程 76

环境科学 35

应用化学 88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8

人工智能 90

通信工程 142

应用物理学 3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5

自动化 11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6

软件工程 144

网络工程 78

物联网工程 75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7

建筑学院

产品设计 38

城乡规划 30

风景园林 24

环境设计 122

建筑学 52

食品科学与技术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51

食品质量与安全 35

畜牧兽医学院 *

动物科学 83

动物药学 37

动物医学 176

生物技术 82

药学院

藏药学 36

药物制剂 23

药学 79

制药工程 92

中药学 43

中药学 ( 彝药 ) 35

艺术学院

表演 30

雕塑 26

动画 51

服装与服饰设计 21

绘画 79

美术学 19

摄影 31

视觉传达设计 83

舞蹈编导 27

舞蹈表演 55

音乐表演 73

音乐学 53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81

    学院                                                                        专业                                 人数（标 *学院在武侯校区，其余在航空港校区）     学院                                                                        专业                                 人数（标 *学院在武侯校区，其余在航空港校区）     学院                                                                        专业                                 人数（标 *学院在武侯校区，其余在航空港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