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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百万大学生留汉影响因素研究 

李寒 柯贤良 吴霞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到要将人才视作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源。武汉市拥有丰富的大学生资源,留汉

政策相继出台,可人才流失问题一直是武汉市发展的痛点。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出政策、城市属性、情感、生活环

境等四个影响公因子,对影响公因子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以期为武汉市政府后期制定更加完善的留汉政策提供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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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才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武汉市作为教育大市,具有丰富的大学生资源。近年来一些政

策陆续出台,如“大学生留汉工程”(2013)、“黄鹤英才计划”(2016)等。但人才流失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因此研究人才流失背

后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国外方面,JV Winters(2009)研究了目前美国各大州大学生迁徙就业的现状,并提出这种现状对人才发展较为有利;Mirian和

Pilar(2014)重点研究了政府政策对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所产生的影响;Serrano和 L lamazeres(2015)研究了欧洲大学生的教育背

景对其就业前景的影响;国内方面,王志玲(2010)在研究政策时指出:政府政策的制定要与人才发展特点相结合,加强监督与保障

机制;余西妮(2016)指出很多大学生在面临毕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就业城市,并会对各大城市之间的优劣进行综合分析;王娜和叶

春明(2017)则研究房价对大学生城市选择意愿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结合武汉市人才现状,着重研究武汉市百万大学生留汉影

响因素。 

2 武汉市大学生留汉现状分析 

本次抽样调查对象涉及武汉市 89 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覆盖了 985、211、普通本科、以及专科三类院校。通过对调查数

据进行深入分析,客观有效地反映了武汉市大学生留汉现状。 

2.1武汉市大学生近五年留汉现状 

由图 1可知,自 2013年武汉市启动“大学生留汉工程”以来。近五年间,留汉人数有所增加,留汉增长率也呈上升趋势。2017

年留汉人数相对于 2016年来讲,总体翻了一番,且 2017年留汉增长率为百分之百,但实际落户武汉的仅有 13.2万人。由此可见,

各种留汉政策的出台实施受到了大学生的认可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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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武汉市大学生近五年留汉现状 

数据来源:楚天都市报。 

2.2武汉市大学生留汉结构现状 

对武汉市大学生留汉结构现状进行分析。据统计,区域上:留汉大学生中本省占 71.9%,外省占 28.1%;院校类型上:本科院校

及专科院校占比较高,985、211院校占比较低,仅占 14%;学历上:本科生和专科生留汉比例较高,专科占 31%,本科占 56%。硕士和

博士的留汉比例较低,各占 11%。就业单位上:民营企业占比 58.6%,事业单位占比 21.4%,其余单位类型占比 20%,可见民营企业比

较受毕业大学生的欢迎。 

2.3武汉市大学生留汉意愿现状 

总体来看,半数以上的大学生对于留汉持保留态度。从性别、学历、毕业院校、专业各方面展开分析。性别上:男性愿意留

在武汉的比例略高于女性 2.5个百分点;学历上:专科生确定留汉的占比 39.8%,本科生确定留汉的占比 26.1%,可见专科生和本科

生的留汉意愿较强,这可能与其自身的素质和技能以及对未来个人发展空间和薪资待遇的心理预期有很大影响;硕士生和博士生

的意愿相对较弱,他们更倾向于去薪资待遇和福利水平较高的城市发展,这些城市更容易受到高学历大学生的青睐;毕业院校上:

我们可以看出,985和 211高校大学生明确留汉的占比仅为 14.9%,普通本科大学生确定留汉占比 37.3%,专科院校大学生确定留汉

占比为 36%,由此可以看出 985、211 高校的学生更愿意去往武汉以外的一线大城市发展。专业方面,留汉差异并不明显。由此可

见,在留汉政策频繁出台的背景下,大学生留汉意愿现状不容乐观。 

表 1不同性别、学历、毕业院校大学生留汉现状差异分析表 

变量名称 类别 

占比(%) 

Pearson卡方 P 

确定留 想要留 犹豫中 不留 

性别 男 9.9 7.4 39.5 14.5 8.736 0.003 

 
女 36.0 34.1 46.5 12.0 

  

学历 专科 39.8 23.0 27.4 9.8 
  

 
本科 26.1 38.1 22.3 13.5 9.435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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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22.0 19.3 39 19.7 

  

 
博士 11.1 33.3 33.3 22.3 

  

毕业院校 985、211 14.9 31.3 38.8 15 
  

 
普通本科 37.4 27.4 21.5 13.7 14.281 0.036 

 
专科院校 36.0 29.0 24.0 11.0 

  

 

3 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大学生留汉分析结果,为了深入挖掘该现状的深层次原因,透过现象看本质,本研究通过整理文献和访谈记录归纳出政

策、城市属性、情感、生活环境等四个影响因素。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因子,逐个深入分析。 

3.1政策因素分析 

为促进更多的大学生留汉,武汉市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政策的传播渠道和宣传方式较为丰富,但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

不了解政策,54%的学生对当前的留汉政策满意度为一般。政策涉及的范围较广,可力度不足。比如武汉在吸引博士生落户时,给

出的安家费平均在 8万元左右,然而沿海地区博士生的安家费通常都在 20万左右。从政府官方统计数据了解到西安市、宁波市、

青岛等城市给予博士的安家费均为 15万,普遍高于武汉;政策落实效果不明显,以人才安居保障政策为例。每年毕业生数量庞大,

不同学历的大学生都想申请安居保障房,可保障房数量有限,很多学生无法真正申请到保障房。可见政策的宣传效果、实施力度、

政策的落实效果影响大学生留汉。 

3.2城市属性因素分析 

城市属性主要包括出行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美誉度。武汉市出行的交通方式很多,如:常规公交、BRT公交、无轨电车、

有轨电车、地铁等。可交通仍然较为拥堵。武汉市目前很多交通基础设施处于在建过程当中,如光谷综合体建设、地铁 2号线南

延线、地铁 5 号线等。由于武汉在建基础设施较多,拥堵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武汉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武汉市线路运营总长 288Km,而北京 554Km,上海则达到 617Km,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城市美誉度也

会影响大学生留汉,就目前而言,武汉市的城市美誉度与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差甚远。 

3.3情感因素分析 

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情感因子 P值为 0.000,小于 0.005,可见情感因素会对大学生留汉产生显著性影响。情感因素表现

为家人态度、母校情怀和归属感。家人的态度会对大学生留汉产生影响。比如很多父母不希望子女离家太远。相比于武汉而言,

家长们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工作;大学生对于母校的情感越浓,其留汉的意愿就会越强,反之亦然;大学生对武

汉市的归属感也会影响其留汉,这种归属感受武汉市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城市的发展前景和幸福指数的影响。 

3.4生活环境因素分析 

生活环境因素包括城市环境和生活压力两个方面。随着武汉市的快速发展,很多基础设施都在建设过程当中,布局存在不合

理之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空气质量不佳;生活压力体现在薪酬和住房两个方面。武汉市的平均薪资较低,难以满足

大学生的心里预期。而薪资低是导致住房难的关键性因素。租房贵,买房更贵,巨大的住房压力会影响到大学生留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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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年部分城市平均房价和平均月薪 

数据来源:安居客房价网、58英才招聘研究院。 

综上所述,影响大学生留汉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上四个方面。本研究通过发掘影响大学生留汉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具体因素

具体分析,为武汉市政府日后制定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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