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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山区海岛县女大学生返乡就业高质量支持体系
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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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研究以浙江省山区海岛县生源的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就业求职中的性别影响因素、地方人才政策、学生主观就业意向

等方面展开调研，基于主客观角度剖析浙江省山区海岛县女性大学生返乡就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从就业难易度、意向职业选择与其

他因素三方面阐析并提出解决路径，旨在通过高质量支持体系研究，促进浙江省山区海岛县女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而推动浙

江省的高质量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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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解决高校女大学生就业难题的

双重背景下，山区海岛县女大学生返乡就业对浙江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自 2015 年以来，浙江省返乡就业大学生人数

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女大学生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对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本研究抽样

统计浙江省近三年共计 3293 名女性大学毕业生返乡就业情况并抽

样调研浙江省内 1734 名在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向，探究影响女

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原因、挑战和机遇，提出切实可行的促进山区

海岛县女大学生返乡就业的举措，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

力量。

一、女大学生返乡就业现状

（一）浙江省山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返乡就业情况

浙江省委、省政府自 2015 年相继出台一系列鼓励大学生返

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文件。女大学生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群体，鼓

励女大学生返乡就业，对助力家乡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为厘清浙江省高校女大学生返乡就业情况，本研究抽样

调查近三届 1577 名浙江省山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返乡情况。

调研数据显示，近三年山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平均返乡比例为

40.71%，总体呈上升趋势。调研的 495 名 2021 届毕业生中有 190

人返乡就业，占比 38.38%；调研的 535 名 2022 届毕业生中，返

乡就业 236 人，占比 44.11%；调研的 547 名 2023 届毕业生中，

返乡就业 216 人，占比 39.49%。可见当下山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

生返乡就业意愿在不断增强。

（二）浙江省非山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返乡就业情况

为更好参照，抽样近三年 1716 名来自浙江省内十个非山区海

岛县生源地的女大学生进行返乡就业情况分析。调研数据显示：

调研的 551 名 2021 届毕业生中，264 人返乡就业，占比 47.91%；

调研的 540 名 2022 届毕业生中，287 人返乡就业，占比 53.15%；

调研的 625 名 2023 届毕业生中，293 人返乡就业，占比 46.88%。

可见，浙江省内非山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总体返乡比例高于山

区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平均每年返乡就业比例为 49.18%。

二、女大学生返乡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为精准了解影响女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原因，本研究面向全省

高校在读大学生发放调研问卷。问卷以结构化模块为主要形式，

设计调研题目 20 个，涵盖基本信息、就业意向、政策了解、影响

因素、发展前景等 5 个方面。问卷主要通过网络调查平台发放，

共计收回有效问卷 1734 份，其中女生 1392 份，男生 342 份。

（一）固有性别观念的影响

在求职过程中是否受性别因素影响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调

查对象表示“受到性别因素影响”，其中认为受到性别因素影响

的女性人数明显多于男性。传统固有观念影响下，女性往往被赋

予更多的家庭责任，而返乡工作则被认为更加能够方便照顾家人。

从情感因素角度来看，仅有 20% 左右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家乡外就

业有助于促进婚姻的发展。

表 2.1 女大学生到家乡外地区就业过程中对情感因素影响情况的

主观判断

选项 人数（人） 性别中占比

会造成有利影响 282 20.26%

会造成不利影响 480 34.48%

不影响 630 45.26%

（二）主观乡土情结的影响

在意向就业地选择上，接近三成的女大学生选择了“浙江省

内均可”，而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省内家乡（地级）市

范围内”和“省内家乡县（区、县级市）范围内”，仅有 1.5% 的

人选择“省外其他地区”。长久以来，浙江省一直走在创新创业

的前沿，积极建设家乡成为浙江人民心中的共同信念。45% 的受

访者强调了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地方文化的认同，认为这是促

使他们回乡就业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结合地缘情感与个人诉

求等主观因素后，来自山区的女大学生往往更倾向于返回熟悉的

家乡发展，并渴望在当地运用所学知识做出贡献。

表 2.2 女大学生对家乡外地区就业与生活质量提升关系的主观判

断

选项 人数（人） 性别中占比

会造成有利影响 288 20.69%

会造成不利影响 615 44.18%

不影响 489 35.13%

（三）客观支持政策的影响

在共同富裕、浙江先行的战略背景下，浙江省通过推动乡村

振兴和地方产业升级，创设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出台

了系列返乡就业创业优惠政策。人才政策是女大学生积极归巢、

返乡就业的定心丸和保障机制。从调研情况看，1734 名调查对象

中，对家乡招聘和引才政策“做过一点了解”的有 1185 人，占比

68.34%；表示对家乡招聘和引才政策“做过充分了解”的有 219 人，

占比 12.63%。超八成的调查对象愿意基于家乡招聘和引才政策回

乡就业，可见支持政策对吸引人才回流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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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大学生对家乡招聘和引才政策的了解情况

选项 人数（人） 占比

未做过了解 330 19.03%

做过一点了解 1185 68.34%

做过充分了解 219 12.63%

三、山区海岛县女大学生返乡就业的挑战与机遇

从数据分析可以认识到，浙江省内生源女大学生均有较强的

返乡就业意愿。然而，返乡就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乡村与

城市两者在就业环境、岗位供需以及文化认知上的显著差异，大

学生返乡就业面临诸多挑战。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

探讨浙江省山区女性大学生返乡就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行业选择相对较为狭隘

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与应用，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

为女性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灵活的就业选择。然而调查结果

得出，意愿到家乡端起“铁饭碗”的人数比例较高。数据显示，

1393 名调查对象中意向“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有 930 人，占

比 66.81%；意向“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有 186 人，占比 13.36%；

意向“在民营企业工作”的有 105 人，占比 7.54%；意向“自由职业、

自主创业与其他灵活就业”的人数占比较低，合计为 12.29%。可见，

绝大部分女大学生选择返乡路径是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考

试。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许多位于山区的乡镇，其产业结

构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旅游业等传统领域。相比于城市

中多样化的产业布局，这些乡村地区缺乏高薪的高端服务业及现

代制造业岗位。鉴于此，结合女性在职业选择上倾向于追求稳定

性和安全感的心理特征，女大学生在返乡就业时可选行业相对有

限。

（二）职业发展活力释放缓慢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诸如网店店长、带货主播、社区团购

团长、自媒体博主等新兴职业形态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特色农产

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等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为女大学生提

供了更多跨界合作的机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等教育

赋予了女大学生一定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但在实际回归乡村就业

创业时，往往面临着专业知识与就业岗位要求不匹配问题。以“大

学生农创客”为例，许多人在大学期间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市场营

销或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训练，这导致在创业初期遇到诸多挑战，

业务推进速度受限。此外，加上乡村旅游和农创客领域日益激烈

的竞争环境，使得市场趋于饱和，同质化现象严重，这无疑增加

了个体在职业道路上前行的难度。

（三）就业环境日渐丰富多元

随着人们对乡村生活和生态旅游的兴趣日益浓厚，相关从业

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强，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现今，沟通力、洞

察力和体验力等软技能在职场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特质往往

与女性群体的细腻敏感、共情能力强以及善于沟通的特点相契合。

女大学生通常具备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展示美的能力，因此她们在

摄影、写作或社交媒体运营等技能上更具优势，这些技能在生态

旅游和户外活动等行业中尤为宝贵。随着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发展，乡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向加工制造、休闲

旅游、健康养老等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为女性创造了更多元的就

业选择。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和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正在兴起。

四、山区海岛县女大学生返乡就业高质量支持体系构建策略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人才资源作为核心驱动力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女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力量，选择返

回家乡就业，无疑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来

自山区海岛县生源的女大学生表现出了强烈的“燕归巢”意愿，

如何确保她们的返乡就业得到高质量的支持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

为更好地促进山区海岛县女性大学生实现返乡后的高质量充分就

业，本研究旨在探索构建女大学生返乡就业的高质量支持体系。

（一）加强就业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作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的起点，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就

业教育中的关键引导作用，把毕业生就业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环

节和“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将就业教育、就业引导全面纳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推动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

深度融合，构建就业育人工作大格局。

（二）加强监督宣传，消除性别障碍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

示，近年来，尽管女性职场地位有所提高，但仍有近八成女性认

为还未实现“男女平等”。女性在求职面试阶段易遭受“被问婚

恋或生育情况”等职场歧视，表明隐性就业歧视现象一定范围内

仍然存在。进一步优化引才环境，减少性别因素阻力是提升山区

海岛县生源女大学生返乡就业的重要突破口。

（三）加强协同合作，推动供需适配

浙江省山区海岛县拥有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后发优势，念好新

时代的“山海经”，加快推动山区海岛县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

浙江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挖掘潜

在资源、释放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为此，必须建立高校、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三方协同合作机制，联合社会组织、行业

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支持体系。政

府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校企人才供需合作提供平台和政策支

持。企业要积极参与高校的就业指导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为毕业生提供职业发展建议。

（四）创设良好环境，提供基础保障

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风险兜底和支

持措施，包括创业启动资金、税收减免、提供住房补贴等优惠政策。

要加强基础硬件设施建设，建立山区创业孵化园，为青年大学生

返乡就业创造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要做好大学生就业创业指

导和服务，提供技能培训、融资对接等服务。

浙江省为推动山区海岛县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财政支持、土

地政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创业支持、环境保护、

市场监督与服务等诸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山区海岛县蕴藏着巨

大的发展空间与无限的潜力。人才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高素质

的人才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新的增

长点。女大学生是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构建女大学

生高质量支持体系能促进女大学生返乡就业，进而推动地方经济

的多元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打造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增添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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