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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校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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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学斌 蒲清平 高 微 唐 亮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重庆 400045) 

【摘 要】: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党员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优势群体,在政治素质、社会适应能力、专

业素质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就业竞争力。文章基于重庆高校党员学生与非党员学生的就业对比,研究了党

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主要表现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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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特别是如何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问

题,已经成为一个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以往就业的统计分析来看,重庆高校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非党员

学生,因此研究重庆高校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重庆高校党员学生与非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现状分析 

(一)总体趋势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曾指出,毕业生就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调查统计的结果按照影响程度从重到轻的排列顺序(包括

16种主要影响因素),与 2003 年相比,工作经历、党员干部等因素的排名都上升了 4位,其他因素的排名变化不大。 

根据我们对重庆部分高校的党员学生与非党员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的统计,其结果详见表 1,早在 2006 年和 2007 年,重庆高

校应届党员学生的总体就业率就明显高于非党员学生。 

 

另外,从表 2统计的 2008年和 2009年(统计到 8月)重庆高校学生就业情况可以发现,重庆高校党员学生的就业率较 

                                                        
1收稿日期:2009-09-28 

作者简介:田雯(1964-),女,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副处级职员,主要从事党务和行政管理 

研究,(E-mail)tianwen@cqu.edu.cn。 



 

2 

高,而且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下的 2009年,党员学生的就业率仍在持续增加。 

 

(二)对比分析 

表 3 主要列举了重庆部分高校的党员学生与非党员学生的就业去向情况。从表上的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党员学生比非党员

学生更容易选择到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等单位就业。 

 

近年来随着科技下乡的需要,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村官越来越受到高校毕业生的追捧。表 4 分析了重庆高校学

生报名参加村官考试的具体情况。 

 

从表 4可以发现:近两年来,由于重庆施行了村官工作两年可转国家公务员的政策,重庆各高校甚至社会各界参加村官选拔考

试的人数陡增[1]。而根据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的文件,在村官选聘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条件就是:高校毕业生应为中共党员,非

中共党员的要求为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而党员是优先录取。 

综上所述,在人才济济的当今社会里,党员学生已经成为用人单位,尤其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首选对象。随着社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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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不断增强,党员学生全面的综合素质、超强的适应能力以及踏实的工作态度已经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比起非党员

学生,用人单位,特别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更愿意接纳思想上进、责任心强、有能力的党员学生。 

二、重庆高校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特征 

为探讨重庆高校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特征,现选取重庆 4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中的党员学生做研究,分析其在思想、能力、

专业素质等各方面的特点。为了有力说明党员学生自身所具备的特点,我们还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对不同专业的党员学生和非党

员学生的基本情况做了对比分析。 

(一)政治素质好,思想觉悟高于非党员学生 

政治素质主要表现为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远见和洞察力,以及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性,对国家宏观政策的预测把握

能力等。而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学生,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开始,就要接受党组织理想信念的考察培养,以

及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强化教育[2]。因此,用人单位在选拔人才时把政治素质作为第一素质,甚至有的单位把党员

作为录用的条件之一。党员学生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二)开拓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强 

开拓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是 21世纪新型人才必备的重要素质。年轻就是生产力。“2009中国大学生创业富豪榜”显示,80

后青年已成为创业成功队伍的主力军。但是也有部分大学生一时很难融入到集体中去,影响了其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除了要

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外,大学生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3]。党员学生在保证学习成绩的前提下,担任社

会工作、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机会远远大于非党员学生,他们通过参与班级、社团、学校等一系列的活动锻炼,学会了协调

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学会了与社会打交道,更具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亲和力,这些也正是用人单位所欢迎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使他

们有了组织管理经验和社会工作实践经历,所以他们走上工作岗位角色转变很快,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并融入新的社会环境。 

(三)综合素质突出 

当代党员学生,除了在政治素质、开拓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比非党员学生优秀以外,在团队精神、决策能力、组

织管理能力、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 

现代社会讲求工作效率,强调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80后”“90后”大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非常强烈,而欠缺

协同合作的意识。而党员学生,作为各项活动的主要组织管理者或参与人,他们带领一个集体或领导一个团队,组织协调团队成员

之间的合作,完成各项任务,培养了他们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 

自我决策能力,是一个人独立思考、果断决策的能力。决策正确与否往往关系到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企业的盈利和亏损[4]。而

作为党员学生,他们在担任学生干部的时候,是处在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上,所以他们在校园的社会工作中无形地培养了自己的决

策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是指为了实现目标,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把各种力量合理地组织和有效地协调起来的能力。现代社会是一个

庞大的、错综复杂的系统,绝大多数工作需要多个人的协作来完成。近几年来之所以党员学生成为人才市场的香饽饽,其重要原

因就是因为单位看重的是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5]。党员学生充分利用高校里的各种舞台,通过担任各种学生职务,让自己的组织管

理能力得到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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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头、文字表达方面,党员学生的能力也是突出的。表达能力在毕业生求职择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用人单位

在招聘毕业生时,都会以自我介绍、回答问题、撰写文章等方式进行考核。用人单位青睐综合素质高、表达能力强的大学毕业生。

而党员学生作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充分利用学校的社会活动平台,在与教师、学生的沟通中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了党员学生所具备的优秀特质,这些特质也正是用人单位所欣赏和需要的。因此,党员学生具备更强的社会就

业竞争力。 

三、全面提高重庆高校党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建议 

目前,由于外部就业环境的不断变化,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能力需求在不断攀升,这对于高等教育事业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此,高校在进行学生党建工作时,不仅要解决学生思想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学生党建任务和学生就业任务之间的关系

问题[6]。针对就业难对学生党建工作的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

施。 

(一)在党建理论课堂中引入同就业相关的指导思想 

学生党建工作要将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党员教育同就业教育相结合。在党建的理论课堂中引入就业的指导,对学生

的就业起到推动作用。首先,要加强人生观教育与就业观教育。人生观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对党员学生来说,人生观同就业

观密切相关,学生就业只有把自己的择业方向与服务社会相联系,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7]。 

因此,学生党建工作要把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同就业观、择业观相结合,使学生把个人的理想融入社会大环境中,这

样才能体现党员的价值。 

其次,要加强动机教育与服务意识教育。随着就业压力增大,学生容易在客观上造成入党动机功利化的倾向。党员学生要树

立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支援西部建设、下基层就业、去偏远地区就业等就是不错的锻炼选择。重庆南开中学首届宏志班学生庹蓝

兰以优异成绩从中国农大毕业,响应开发西部、建设新农村的号召[8],放弃北京的高薪工作回到全国贫困县重庆丰都当一名支教教

师,给全国大学毕业生做出了榜样。 

再时,要加强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在校学生同社会接触较少,社会实践经验不足。但随着就业形势的严峻,对学生社会经验

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因此,学生党建工作要在加强党的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实践活动, 

(二)发挥毕业党员学生的榜样和媒介作用 

毕业党员学生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具有积极的表率作用,同时他们也是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纽带,扮演着“上情下达,下情

上达”的角色。毕业党员学生的表率作用能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带来非常好的效果。现在高校中普遍推行的“朋辈辅导”,也同

样适合于就业和党建的结合。毕业党员学生向晚辈传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进行沟通、交流和探讨,可以在学生中形成良好的就

业氛围[9]。另外,学生中一些建议和思想也能及时反馈给就业工作人员,使其能更加完善就业和服务工作,从而最终达到就业的全

员化效应。 

(三)促进党建和就业工作人员的互相沟通和合作 

许多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人员和就业工作人员是两支不同的工作队伍,平时工作上的交接点也比较少,这样将不利于对学生

的教育[10]。建议党建工作人员和就业工作人员可以运用座谈、共同组织学生活动、论文交流等形式,促进党建工作人员和就业工

作人员的相互沟通和合作,便于各自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提升自己工作领域的发展和创新,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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