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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就业差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杨 静　胡小龙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本文基于 2017-2021 年 Z 民族类高校 J 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了性别、民族、政治面貌、专业、困难情

况五项特征与就业单位性质的相关性，重点探讨民族、专业、困难情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毕业生倾向机关和国企，

深造意愿低；家庭困难毕业生倾向体制内单位，少选境外深造；专业方面，国际贸易倾向其他企业，金融学倾向境外深造，

财政学倾向机关，经济学倾向境外深造和国企。研究建议优化就业指导，建立个性化信息推荐机制，并通过“课程 - 实践 -

就业”模式、校企合作及精准化服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生培养，增强民族认同，提升就业质量，促进民族团

结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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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前，高校毕业生面临多重就业压力。一方面，随着

高等教育普及，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2023 届全国高校毕

业生预计达 1158 万人，同比增加 82 万人，规模再创新高。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逐步从高速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岗位供给减少，毕业生就

业竞争加剧。同时，受经济下行影响，线下招聘会减少、实

习实践机会缩减，进一步限制了毕业生求职空间。

在此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既对学

生提出更高要求，也对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提出挑战。高校需

更加重视毕业生就业效率与质量，深入分析毕业生个人特征

与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识别影响就业效果的关键因素，为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就业服务水平提供数据支撑，进而促进

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此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在高校就业指导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培育，有助于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增强社会

责任感与民族认同感，推动毕业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相

结合。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 Z 民族类高校 J 学院 2017-2021 共五年已落

实就业（截至当时数据统计时间节点）的本科毕业生基本信

息以及就业数据，选取毕业生性别、民族、政治面貌、专业、

困难情况五项个人特征为影响因素，探究五种因素和毕业生

选择的就业单位性质间的相关性。同时，结合民族高校实际，

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就业指导中的融入路径，旨在为

高校就业服务与民族团结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3. 结果和讨论

3.1 列联表频数及卡方检验结果分析

表 1 展示了各就业单位性质中不同毕业生类别的人数

和百分比分布情况以及卡方检验结果。

表 1  各单位性质中不同毕业生类别人数和百分比列联表

类别
单位性质 (%)

χ2 p
境内深造 境外深造 机关 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性别
男 25.07 26.15 33.63 33.83 27.80

5.934 0.204
女 74.93 73.85 66.37 66.17 72.20

民族
汉族 63.23 61.93 29.20 35.34 52.51

64.421 0.000**
少数民族 36.77 38.07 70.80 64.66 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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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95 0.46 1.77 0.75 0.39

21.413 0.045*
预备党员 3.62 2.75 1.77 0.00 0.77

共青团员 93.59 93.12 95.58 96.24 96.14

群众 0.84 3.67 0.88 3.01 2.70

专业

国际贸易 24.23 25.23 19.47 18.80 37.07

90.108 0.000**
经济学 16.43 21.10 10.62 21.05 10.81

财政学 16.43 6.88 41.59 19.55 15.44

金融学 42.90 46.79 28.32 40.60 36.68

困难生类别

家庭困难 26.74 5.50 46.02 37.59 28.96

83.326 0.000**就业困难 2.51 5.50 2.65 3.76 2.70

非困难生 70.75 89.00 51.33 58.65 68.34

注：*p<0.05 **p<0.01

由表 1 卡方检验结果可知，毕业生性别与不同单位性

质间并没有展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5.934, p=0.204>0.05)，

意味着毕业生性别的不同对于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影响并

不明显。另外毕业生的民族、政治面貌、专业以及困难情

况四项特征对于单位性质的选择呈现出显著性 (p<0.05)，意

味着民族、政治面貌、专业、困难情况对于不同单位性质

选择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民族对于单位性质呈现

出 0.01 水平显著性 (=64.421, p=0.000<0.01)，政治面貌对于

单位性质呈现出 0.05 水平显著性 (=21.413, p=0.045<0.05)，

专 业 对 于 单 位 性 质 呈 现 出 0.01 水 平 显 著 性 (=90.108, 

p=0.000<0.01)，困难情况对于单位性质呈现出 0.01 水平显

著性 (=83.326,p=0.000<0.01)。因此可知，毕业生个人特征中

的民族、政治面貌、专业、困难情况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单位

性质选择的主要因素，而其中民族、专业、困难情况的影响

最为显著。

3.2 毕业生民族对就业单位性质选择的影响分析

由表 1 可知，毕业生民族与就业单位性质显著相关。

总体毕业生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占比分别为 46.58% 和

53.42%。在选择机关和国企的毕业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占

比分别为 70.80% 和 64.66%，均远高于总体平均，显示其更

倾向于选择机关和国企。相比之下，在境内深造和境外深造

的毕业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比明显低于平均，反映出其对

深造的较低意愿。而选择其他企业的毕业生中，少数民族学

生占比与总体相比变化不大（差值 <1%），表明对此选择

无明显倾向。由于少数民族学生更倾向于机关和国企并较少

选择深造，汉族学生在境内及境外深造中占多数，而在机关

和国企中占少数。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毕业生更倾向于机关

和国企，对深造的意愿较低。

3.3 毕业生困难情况对就业单位性质选择的影响分析

由表 1 可知，毕业生困难情况与就业单位性质显著相关。

总体毕业生中，家庭困难、就业困难和非困难生的占比分别

为 26.34%、3.33% 和 70.33%。家庭困难生在境外深造中占

比仅 5.50%，远低于总体水平，显示其较少选择此项；而其

在机关和国企中的占比分别为 46.02% 和 37.59%，远超总体

平均，表明更倾向于选择稳定工作。相反，境外深造的毕业

生中非困难生占多数，而机关及国企中非困难生占比相对较

低。就业困难生则更优先选择境外深造。境内深造和其他企

业选择的毕业生中，各类别学生占比与总体相比变化不大，

说明困难情况对这两项选择影响较小。总体来看，家庭困难

生更少选择境外深造，而在机关和国企中占比较高。

3.4 毕业生专业对就业单位性质选择的影响分析

由表 1 可知，毕业生专业与就业单位性质显著相关。

总体毕业生中，国际贸易、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专业学

生占比分别为 26.34%、15.99%、17.28%、40.39%。境内深

造中，各专业占比与总体相近，显示无明显倾向。境外深造

中，金融学和经济学占比高于平均，财政学仅 6.88%，远低

于平均 17.28%，表明其倾向最低。机关中，财政学占比高

达 41.59%，远超平均，显示强烈倾向。国企中，经济学和

财政学略高于平均，国际贸易低于平均。其他企业中，国际

贸易占比 37.07%，高于平均近 11 个百分点，显示较强意愿，

而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均低于平均，经济学尤为明显。

总体而言，国际贸易倾向其他企业，金融学倾向境外深造，

财政学倾向机关而非境外深造，经济学倾向境外深造和国

企，对机关和其他企业意愿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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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4.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其对就业选择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核心

在于引导各民族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理念。在民族类院校中，培育这一意识既是落实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要求，也是提升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

数据分析显示，少数民族学生在机关、国企等公共部门就业

比例显著高于汉族学生（70.80% vs 29.20%），反映了民族

院校人才培养定位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契合。此外，家庭困难

学生选择体制内单位比例（46.02%）是非困难学生的 1.7 倍，

凸显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对稳定就业的需求。这些就业特征

体现了各民族学生对国家发展模式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基础。若在就业指导中融入共同体意

识教育，可引导学生将职业规划与国家战略结合，增强跨区

域、跨民族就业意愿，拓宽就业选择范围，优化就业结构。

例如，鼓励毕业生投身乡村振兴、边疆建设等国家战略领域，

既服务社会需求，又提升就业质量。

4.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化路径

一是构建“课程 - 实践 - 就业”三位一体教育模式。

在课程中嵌入民族团结案例，如通过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分

析“一带一路”民族协作案例；在实践环节设立跨民族团队

项目，如联合多民族学生开展乡村振兴调研；在就业引导中

增设“国家战略与职业选择”专题，邀请赴边疆、基层就业

校友分享经验，激发学生服务国家大局的使命感。二是强化

校企合作中的共同体价值传递。与国企、事业单位共建实习

基地，设计包含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岗位实践，鼓励企业将民

族团结纳入企业文化，为毕业生提供包容性职业发展环境。

三是建立精准化就业服务与意识培育联动机制。利用大数据

分析学生特征，推送匹配国家政策与共同体实践案例的就业

信息，如向财政学学生推荐民族地区财税岗位并附注其促进

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针对家庭困难学生，引导其通过参与

共同体建设项目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统一。

4.3 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就业质量提升的双向互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高质量就业存在深刻互动

逻辑。共同体意识通过强化国家认同与责任感，促使学生在

职业选择中优先考量社会价值，如财政学毕业生在机关工作

中注重资源分配公平性，金融学人才在跨境合作中推动民族

经济融合。这种价值导向拓宽了就业视野，提升了学生在公

共服务、跨文化协作领域的竞争力。反过来，就业实践深化

共同体意识——学生通过职业参与感受到国家制度优势与

民族团结成果时，其共同体认同进一步内化为稳定价值观。

因此，民族类院校需将共同体意识培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通过课程、实践、就业的闭环设计，使共同体意识成为

驱动学生职业成长与社会贡献的核心动力。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17—2021 年 Z 高校 J 学院本科毕业生就

业数据，分析性别、民族、政治面貌、专业、困难情况与就

业单位性质的相关性，重点探讨民族、专业、困难情况的影

响。结果显示，民族、政治面貌、专业、困难情况与就业单

位性质显著相关。少数民族毕业生更倾向机关、国企，家庭

困难学生较少选择境外深造，国际贸易专业倾向其他企业，

金融学与经济学专业偏好境外深造，财政学专业倾向机关。

研究建议高校优化就业信息供给，建立个性化推荐机制，提

升资源匹配效率，缓解求职焦虑。同时提出通过“课程—实

践—就业”一体化路径、校企合作及精准服务联动机制，培

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认同与就业竞争力，促进

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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