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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大学生选择公益组织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史梦宇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是全国第一家旨在培养四年制公共事业管
理（公益慈善管理方向）的本科院校，本课题拟以第一届 93 名公益慈善
管理方向的大四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公益组织毕业实习情况进行
为期六个月（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的跟踪调研，了解影响学生
选择公益组织就业的关键因素，以期对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也
为公益组织留住人才提供可以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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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 2016 年《慈善法》的出台，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截止 2018 年年底，已经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超过 80 万家。在这
一背景下，第三部门对于专业人才的需要显得尤为迫切，南京工
业大学浦江学院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进行了公益慈善管理专业
四年制本科教学的尝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并重，
加大了学生专业实践和实习的学分比例，积极对接行业资源，分
别与国内基金会、社团以及社会服务机构进行了实习基地的签
约。把学校作为平台，为学生疏通实习就业渠道，同时为慈善行
业输送人才。但是，在对第一届毕业生（共 93 人）进行毕业去
向的梳理中发现：部分学生依然存在着专业认同感不强、不愿意
去公益领域就业等问题。基于这一现实，了解学生去公益组织就
业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问卷调研与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以第一届毕业生共 93 名学生为调研对象，截

至目前，这 93 名同学都已经正式就业。调查问卷共分为五个部
分，分别是：个人基本信息、实习信息、就业能力、就业心理和
就业指导，从这五个维度了解影响学生是否愿意去公益组织就业
的关键因素。发放问卷 93 份，有效回收 93 份，问卷回收率达
100%。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现，公益慈善管理专业的学生女生占
比较大，占到学生总人数的 67%。其中，以工薪家庭为主，68%
的家庭年收入在 15 万元以下。在学生大四上进行了就业意向的
初步摸底，39.78%的学生想去公益组织就业；20.43%的学生想去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机构工作；30.11%的学生想去企业工作；剩
下的 9.68%的学生有自主创业的想法。而学生毕业后，经过统计
的就业数据显示：60%的学生共 56 名学生最终选择了公益组织
就业，剩下的除了升学分别流向了企业、政府机关等各个行业。
不难发现，最后的就业统计数据比最初的摸底调研的数据要高出
了 20%的点，在这期间，学院统一为学生对接了公益行业资源，
为每个学生安排了为期六个月的毕业实习，并安排了专业课老师
全程跟踪了学生的实习情况。 

通过前期对学生的了解，调研问卷提取了学生选择就业的影
响因素。通过图 1，我们发现：影响学生就业程度前三的因素分
别是工作单位性质和前景、发展机会以及工作地点。就公益行业
而言，学生更愿意去一些大型基金会、社团或者民非，而对于那
些不是很成熟的草根机构，学生的就业意向不是很明确。其次是
发展机会，学生普遍的就业心理是“不想打杂”、不想被边缘化，
想做项目或者筹资等核心领域的工作，以此快速提升自己的业务
水平，增强自己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图 1  各个影响因素对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 
    此外就是工作地点了，公益慈善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于江
苏省内，所以在选择就业单位时，“不想出省”就成了普遍的就
业心理，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便成了学生首选的热门城市，
而对于北上广深这样公益行业发展更成熟的一线城市，反而让学

生自动屏蔽了。而薪酬待遇的影响分值是 3.75，排在了第四。 
除去工作本身，学校的课程内容与学生是否去公益组织就业

也有直接的关系。当前，公益慈善管理专业的课程主要包括三大
类：理论学习、课程设计以及校外实习。通过调研，学生认为校
外实习（社会实践、实习）对就业影响程度最高，平均分值可达
3.86。其次是课程设计，最后才是理论学习。 

 
 
 
 

图 2  课程内容对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 
为了更好的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学院成立了就业小组为其

提供各种就业指导。提供实习就业信息排在了此项调查影响程度
的第一位，平均分值达到了 3.85 分。其次是公益从业人员分享，
简历设计和面试礼仪与技巧并列排在了影响程度的第三位，品均
分值都是 3.31 分。 

 
 
 
 
 
 

图 3  就业指导内容对学生就业帮助的程度 
三、建议与对策 
从学院而言，要为学生尽可能多的对接行业资源，提供实习

岗位和就业讯息，通过实习带动就业。从现实结果来说，很多学
生因为实习表现好被实习单位转正留用，这确实可以成为学院与
学生携手努力、共同打造的一条就业路径。其次，要对学生的课
程内容进一步改革，在符合专业要求的同时，加大校外实践比例，
争取做到四年本科学习实践不断线。通过校外实践增强学生的专
业认同、加强学生与行业的联系，为其最后的就业做好铺垫。最
后，要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学生的就业心态在大四一整个学年都
会发生波动，周围的环境会对其就业心理产生影响，专业课老师
要随时了解学生的就业心理，排除影响学生就业的干扰因素，做
好疏导工作。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在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方
面的培训。 

就公益组织而言，首先要加强组织自身的建设，使其发展专
业化、规范化，增强对于公益慈善专业学生的吸引力。另外，要
给予大学生锻炼的机会，除了事务性的工作，也可以适当安排一
些专业性的工作，甚至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培训学习的机会，让
学生从专业上认同机构、认同行业，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未来
发展的可期待性。最后，公益组织在物质上也要保障学生的基本
需要，为其提供可以在单位所在城市生活的薪酬待遇，以解决学
生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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