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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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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地区发展集中的社会背景下，中小型城市急缺人才资源。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在校大学生的返乡意愿

进行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于返乡就业的意愿，分析影响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影响因素，为当代大学生选择返乡就业和各

地政府吸引高新技术人才提供支持。

【关键词】大学生；返乡就业；政策

【基金项目】本项目系湖北文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X202310519107）。

近年来，由于大学生集中在发达城市就业，中小型城

市出现了人才稀缺的现象，吸引人才返乡就业成为了各

地政府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

名：2022》显示，中小型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远低于发达

城市，经济、政治、文创、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人才呈集

中趋势。高新人才密集的城市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形，

而人才稀缺的城市经济却显示增长缓慢的情况。教育部发

布相关信息显示，2019年就业大学生规模再创新高，2017

年为795万人，2018年为820万人，而2019年则达到834万

人。据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2019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1352人，2019年全国有834万高校毕业生，在新增就业人群

中占据了将近62%。[1]

部分城市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大学生前往当地就业的政

策，在优势政策的扶持下，相较于前往陌生城市发展，大

学生更倾向于前往家乡发展，因此返乡就业成了当前多数

大学生的就业方向之一。[2]

以襄阳市为例：襄阳市实行“引进人才一事包办到底、

服务一条龙”，并提供最高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支持、最

高50万元的购房补贴、最高50万元的安家费等奖励措施。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的发展需人才资源的不断

注入，各个城市相继开出吸引人才的政策，望更多的高新

人才在该城市落户发展。大学生作为刚步入社会的高新人

才，具有可塑性和创造性，也是最有活力的人群，而让大

学生返乡就业是人才引进的最佳方式之一。人才资源是一

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发

展更需要大量的人才。国家近几年通过制定政策不断鼓励

和支持大学毕业生去基层和贫困地区，帮助经济欠发达地

区早日实现经济富足，实现全体小康。[3]

1  研究设计

1.1调查目的

通过本次的调查和研究，了解湖北省地方高校大学生对

返乡就业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吸引大学生的政策既具体

措施，为大学生选择返乡就业和地方政府吸引家乡人才提

供数据支持。

1.2调查方法

本研究主要利用问卷星平台制作了《大学生选择返乡就

业意愿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微信、QQ等社交软件

进行问卷的发放。《大学生选择返乡就业意愿调查》整体

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毕

业后的期望；第三部分为返乡就业的关注点。第三部分的

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记分，对每一题目均给出表示

态度积极程度等级的“非常同意”、“同意”、“一般”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选项，并用1-5分别对

应五种答案的记分。

1.3调查对象

本研究主要从湖北省本科高校随机发放调查问卷，有效

问卷194份，男性83人，占42.78%，女性111人，占57.22%，

居住地在一、二线城市的占比14.43%，三线及三线以下城

市的占比85.57%，表明此次调查高校大学生主要来自三线

及三线以下的城市。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现状

  表 1受访者选择返乡就业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项目 回归系数 t值 p值 VIF

常数 2.35 6.93 0 -

是否是独生子女 -0.02 -0.13     0.898 1.07

家乡是几线城市 -0.17 -1.83 0.069 1.10

你毕业时会选择考研 0.09 1.16 0.249 1.11

你毕业时会选择考编 0.07 0.83 0.407 1.15

你毕业后会选择创业 0.31 5.16 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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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194

R ² 0.148

调整R ² 0.125

F F(5,188)=6.509,p=0.000

* p<0.05 ** p<0.01

表 1以受访者选择返乡就业为因变量，是否是独生子

女、家乡城市等级、毕业时选择考研等五个问题为自变量

显示出回归分析的各项数据。数据显示出调查者选择创业

的回归系数最高，家乡城市等级对于调查者选择返乡就业

的影响最小。

 表 2地方高校大学生自身发展意愿描述统计

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城市文化 3.53 1.52

城市政策 3.61 1.77

城市等级 3.36 1.51

熟悉程度 2.11 1.22

表 2根据四个方面：城市文化、城市政策、城市等级、

对城市的熟悉程度显示出高校大学生对于城市的关注侧重

点。此表显示高校大学生重点关注对城市的熟悉程度，前

往熟悉的城市发展可以快速适应当地的生活，提高工作和

生活质量。对于城市文化、城市政策以及城市等级三个方

面，受访者的关注度略低。

图 1影响返乡就业因素分析

图1显示出受访者对于城市的配套设施、经济发展速

度、落户政策、社会环境、就业机会的关注度，受访者对

于配套设施、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环境以及就业机会这四

个方面关注程度超百分之八十，对于落户政策关注度低。

图2显示选择乡镇的受访者占比百分之二十三高于选择

前往一、二线城市发展的比例，大部分受访者相较于前往

一、二线城市发展更愿意前往乡镇发展。

2.2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分析

现如今的大学生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拥有兄弟姐

妹的占比较低，即使二胎政策的颁布，也没有过多影响到

独生子女的比例。由表 1得出非独生子女更愿意选择返乡

就业，询问调查者可得知选择返乡就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

源，另一个重要的愿意是能与父母增加更多的相处时间。

调查表也显示出受访者大多数赞同选择返乡创业。返乡创

业受到的阻力相较于异乡创业更小，家乡的人脉关系能够

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创业前期的发展，选择返乡是极大

增加了生存机率。选择考研和考编，这两种选择对于地域

的限制相对较小，此方面对于大学生是否选择返乡的影响

程度可忽略不计。

城市的文化、政策、等级、熟悉程度这四个方面很大

程度上反应了城市的优势和特点，从这四个方面出发选择

适合自身发展的城市对日后的工作、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受访者重点关注的方面是对城市的熟悉程度，熟悉程

度越高，适应当地生活的速度越快，投身于自身发展的速

度亦越快。熟悉程度也侧面反应出与对应城市的契合度，

提前对目标城市进行一定的了解对于毕业后的发展相对应

会提供一定的帮助。

受访者对于城市配套设施、经济发展速度、政策等城市

的基本情况非常重视，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未来的生活，

城市的发展侧重点不同，所营造出的就业市场和社会环境

亦不相同，根据自身的情况抉择出适应的城市发展。

乡镇和城市有各自的优缺点，处于乡镇发展的竞争压

力小，人才稀缺，人才重视程度高、门槛低，但相对应的

处于乡镇的社会资源较少，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薄弱；处

于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发展机遇多但相对应处

于城市发展的竞争压力大，人才过剩，城市的资源分配不

均。图 2显示现如今大学生相较于选择一、二线发达城市

发展更愿意前往乡镇发展，与受访者交谈得知，现如今社

会压力日益增大，负担愈发沉重，大学生因本能驱使，选

择前往压力、负担相对较小的乡镇发展。

3  对策建议

3.1个人层面

自身需建立起对未来的人生规划，拟好毕业后的计划，

选择是否返乡就业。若不选择返乡就业，了解自己的竞争

能力，进而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城市，上网调查当地的基

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利用假期前往当地进行短期的调研，

感受当地的城市氛围和生活节奏，进一步判断自己是否能

适应在该地工作和生活。若选择返乡就业需上网或向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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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网查看近期的人才招聘，看看当地是否有专业对口

的公司，并与父母进行交谈，阐明自己的想法，一起协商

未来的规划，抽出时间前往本专业在家乡发展势头较好的

公司进行调研和观测。积极了解本专业在全国具有良好发

展前景的城市，判断自己前往的可能性，与选择返乡就业

的想法进行分析，对比两者的优势和不足，作为自己的未

来规划的一个判断因素。城市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大型的招

聘活动能很好的展现出当地对人才的需求，可以直观的显

示当地的优势性产业。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整合家乡现有资

源,实现自身创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家

乡建设，促使家乡经济不断发展。[4]

大学生对于创业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创业除了能

带来实现获得财富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相对于的风险，大

学生进入社会时，缺乏一定的社会能力和人际关系，抗挫

折的能力较差。大学生对于创业方法的想法需要进行多次

的模拟在进行实际操作，减少对家庭方面施加的压力。[5] 

政策是一个影响能力巨大的社会基本条件，政策的变

动往往会牵动多个行业，影响数以万计在城市生活的劳动

者，对于政策的理解和运用，往往是一个在社会工作的劳

动者需要掌握的能力。但根据调查显示，大学生并不重视

城市中的政策，进而也导致对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自十九

大以来，国家及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大学生息息相关

的政策，但由于学生对政策解读不敏感，导致“政策无人

用”的局面。[6] 大学生需加大对政策的理解能力，提高对

于自身发展有关的政策的关注。

3.2政府层面

当地政府可以加大城市文化、城市政策、城市规划等城

市的基本发展信息的宣传，吸引愿意返乡就业的人才回乡

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高新人才的生活和发展。

进行产业升级和复合型发展，扩大城市的竞争力。建设高

校、研究生院校来进一步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还需要

优化当地就业市场，给城市添加更多的新鲜血液，资源缺

失的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需重点关注这方面问题，针对此

类问题制定系列解决方案。

4   结语

对于个人而言需要对自己的未来发展进行系统性的规

划，了解家乡以及各地的发展政策进行优势和不足对比，

避免因为自己的一腔热血而做出后悔的决定，根据多方因

素分析，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返乡就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地方发展，大学生利用学校、人力资源局等多个平台认清

当前的就业市场，及时调整自身就业观念;[7]对于政府而

言，了解大学生心中的顾虑，制定更能吸引大学生在当

地就业的政策，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增加就业岗位降低

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城

市的优势进行全方面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做到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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