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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基层就业意向

彭 丹　雷 莎 *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昆明　650201

摘　要：本文基于云南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数据，探讨其基层就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及政策优化路径。研

究发现，基层就业吸引力不足、专业适配性差、政策认知度低是制约少数民族学生选择基层岗位的主要原因。本文从政策

优化、教育适配、就业支持等角度提出建议，为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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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层就业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

途径。然而，尽管国家推出“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

层就业项目，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参与意愿仍普遍较低。

云南省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层就业问

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揭示影响少数民族学

生基层就业意向的核心因素，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基层就业项目旨在为欠发达地区输送人才，然而在执

行过程中，存在福利待遇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问题（Zhou, 

2019）。少数民族学生因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及政策认知不

足，面临独特的就业挑战（Chen & Zhang, 2022）。专业背

景对就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理工科学生因技能需求广泛，

就业选择更灵活（Zhao, 2021）。家庭经济条件显著影响就

业选择，低收入家庭学生更倾向选择稳定但低薪的基层岗位

（Wang et al., 2017）。政策认知度低是制约学生参与基层就

业的重要因素（Zhang, 2023）。

2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云南省高校 220 名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意向数据，涵盖民族、年级、专业、

家庭背景、基层就业意向等变量。

分析方法：运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及多

元回归分析，提取关键影响因素。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基层就业意向分布

仅有 28.5% 的学生明确表示愿意参与基层就业，多数

学生持“看条件，可以考虑”态度。

基层就业的主要担忧包括“专业不匹配”（45.6%）、“就

业岗位少”（38.2%）和“福利待遇较差”（32.7%）。

3.2 影响因素分析

①专业背景：理工科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显著低于文科

生（p<0.05），主因其技能需求广泛，更倾向选择高薪岗位。

②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收入依赖“经营收入”的学生

基层就业意愿较强（p<0.1），可能与家庭支持创业相关。

③政策认知：了解基层就业政策的学生参与意愿更高

（p<0.05），但仅 35.4% 的学生表示“基本了解”相关政策。

④民族身份：傈僳族、哈尼族学生因感知就业歧视，

对基层就业的接受度较低（p<0.01）。

3.3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专业背景与基层就业意向

回归结果显示，理工科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显著低于

文科生（β=-0.32，p<0.01），表明专业适配性对基层就业

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模型 2：家庭经济状况与基层就业意向

家庭收入依赖“经营收入”的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较强

（β=0.18，p<0.05），可能与家庭支持创业相关。

模型 3：政策认知与基层就业意向

了解基层就业政策的学生参与意愿更高（β=0.25，

p<0.01），表明政策认知显著影响基层就业选择。

4 讨论

4.1 基层就业吸引力不足的根源与影响

基层就业岗位吸引力不足是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选择

基层就业的核心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基层岗位的预期薪酬

集中于 3500-5000 元，显著低于城市岗位的均值（均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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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元，p<0.01）。这一差距不仅反映在薪酬水平上，还

体现在职业发展空间、福利保障及工作环境等多个维度。例

如，一名受访的彝族学生提到：“基层岗位的晋升渠道模糊，

工作三年后仍看不到明确的职业路径，这让我选择放弃。”

进一步分析发现，基层岗位的吸引力不足与区域经济结

构密切相关。云南省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基层岗位

多集中于乡镇教育、农业技术推广等领域，这些岗位对高学

历人才的专业技能需求有限，导致学生难以实现职业价值。

例如，理工科学生（如计算机、机械专业）在基层岗位中普

遍面临“技能闲置”问题，而文科生（如管理学、文学专业）

则因岗位内容单一而感到职业倦怠（Li et al., 2020）。此外，

基层工作环境艰苦（如交通不便、医疗资源匮乏）进一步削

弱了学生的参与意愿。

4.2 专业适配性问题的结构性矛盾

专业背景与基层岗位需求之间的错配是另一个关键障

碍。调查显示，45.6% 的学生因“专业不匹配”拒绝基层就

业，其中理工科学生的排斥率显著高于文科生（p<0.05）。

这一现象与云南省基层岗位的产业特性密切相关。例如，基

层农业技术站多需农学、畜牧专业人才，而云南省高校的理

工科专业（如计算机、电子信息）培养方向更偏向城市高新

技术产业，导致学生技能与基层需求脱节。

高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了这

一矛盾。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云南省虽是旅游大省，但基

层旅游岗位（如乡村导游、文化宣传员）的薪资水平低、职

业认可度不足，导致学生更倾向选择城市高端旅游企业（Li 

& Ma, 2021）。与此同时，部分高校为追求学科排名，盲目

开设热门专业（如金融、人工智能），忽视本地基层实际需求，

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与结构性失业风险。

解决专业适配性问题需要多维策略。一方面，高校应

建立“需求导向”的专业调整机制。例如，云南某高校通过

调研基层农业部门需求，增设“智慧农业技术”专业，并与

地方政府合作开设定向培养班，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基层

农技站就业，就业率提升至 92%（案例引自 2023 年云南省

教育厅报告）。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

鼓励企业参与高校课程设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4.3 政策认知不足与信息传递失效

政策认知度低是制约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基层就业的隐

形障碍。数据显示，仅 35.4% 的学生“基本了解”基层就

业政策，而 64.6% 的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或“有一点了解”。

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学生无法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例如，“三

支一扶”计划为服务期满学生提供考研加分、公务员定向招

录等优惠，但多数学生因不了解具体细则而错失机会。

信息传递失效的根源在于政策宣传渠道与少数民族学生

特点不匹配。云南省少数民族学生多来自农村地区，家庭网

络覆盖率低，依赖传统信息渠道（如村委会通知、校园宣讲）。

然而，当前政策宣传过度依赖线上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政

府网站），导致信息覆盖不全。一名哈尼族学生表示：“我

们村里网络信号差，根本看不到这些政策推送。”此外，政

策文本语言晦涩、缺乏双语版本，进一步降低了学生的理解度。

4.4 民族身份与文化差异的双重影响

民族身份既是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优势资源，也可能

成为隐性歧视的源头。调查显示，傈僳族、哈尼族学生因语

言障碍或文化差异，在私营企业招聘中感知到更高的歧视风

险（p<0.01）。例如，一名傈僳族学生应聘某企业行政岗位

时，因普通话不标准被面试官质疑“沟通能力不足”。这种

刻板印象削弱了学生对市场化岗位的信心，迫使其更倾向选

择稳定性高但竞争激烈的“体制内”岗位。

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对就业选择的影响不容忽视。

部分少数民族家庭存在“体制内工作至上”的观念，认为公

务员、事业单位是“铁饭碗”，而私营企业就业是“不稳定

的选择”。这种观念通过家庭决策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偏好。

例如，一名傣族学生原计划创业，但因父母强烈反对，最终

选择报考乡镇公务员。

为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就业障碍，需构建“民族文化 -

职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例如，政府可扶持民族手工艺、

非遗传承等特色产业，为学生提供“文化赋能型”就业岗位。

云南某县通过成立“彝族刺绣合作社”，吸纳 20 余名大学

生返乡创业，既保留传统文化，又实现年收入超百万元（案

例引自 2023 年云南省文旅厅报告）。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影响云南省高校少数民族

大学生基层就业意向的四大核心因素：基层岗位吸引力不

足、专业适配性矛盾、政策认知度低及民族文化差异。具体

结论如下：

①基层就业吸引力受限于薪酬待遇与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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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岗位的薪酬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岗位，且晋升渠道

模糊，导致高学历人才流失。

②专业设置与基层需求脱节加剧结构性失业

高校专业盲目追求热门领域，忽视基层实际需求，造

成教育资源浪费与就业错配。

③政策宣传失效导致学生未能享受政策红利

信息传递渠道单一、语言障碍等问题削弱了政策执行

效果。

④民族文化差异既是优势也是挑战

民族身份可能引发隐性歧视，但传统文化资源可转化

为特色就业机会。

5.2 建议

①系统性提升基层岗位吸引力

薪酬与福利改革：建立基层岗位薪酬动态调整机制，

确保其不低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落实住房补贴、医疗

保险全覆盖，探索“基层服务积分制”，积分可用于兑换购

房优惠或子女教育优先权。

职业发展支持：设计“基层 - 城市”职业流动通道，

允许基层工作者通过考核进入上级部门任职。联合高校开设

基层管理干部培训班，提升在职人员的专业技能与领导力。

②推动专业设置与基层需求精准对接

需求导向的专业调整：建立“基层产业 - 高校专业”

联动数据库，每年发布基层岗位需求白皮书，指导高校优化

专业结构。对开设基层紧缺专业（如乡村医疗、农业技术）

的高校，提供生均经费上浮奖励。

校企合作深化：鼓励企业与基层政府共建“订单式培

养班”，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合作单位就业。设立“基层实

习专项基金”，资助学生赴乡镇实习并给予生活补贴。

③构建多层次政策宣传与服务体系

精准化宣传策略：制作双语（汉语 + 少数民族语言）

政策解读手册与短视频，通过村广播站、民族节日活动等渠

道传播。在高校开设“基层就业政策必修课”，纳入学分考

核体系。

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开发“云南基层就业 APP”，整

合政策查询、岗位推荐、在线咨询等功能，支持多语言切换。

在县级人社局设立“基层就业服务站”，提供合同签订、

社保办理等全程代办服务。

④民族文化的赋能与就业歧视治理

民族文化经济开发：设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基金”，

支持学生利用非遗技艺创业，如彝绣、傣族慢轮制陶等。推

动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开发“民族村寨研学导师”“非遗

传承体验官”等新型岗位。

反就业歧视机制完善：建立企业招聘行为监督平台，

鼓励学生匿名举报歧视案例，查实后对企业处以罚款或取消

税收优惠。开展“民族平等就业宣传周”，邀请企业 HR 参

与反歧视培训，提升多元文化包容性。

6 展望

本研究聚焦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向，

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多民族省份的比较分析，或深入探

讨不同民族群体（如藏族、苗族）的就业选择差异。此外，

如何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就业优势，仍需更多实

践探索与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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