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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困境及帮扶路径 

——以成都工业学院为例 

张旭 刘畅 雷清清 阿子依古 何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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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0） 

【摘 要】：为吸引大学生返乡就业，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短缺问题，以成都工业学院为例，探究少

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面临着行业同质化严重、产业层次较低、大学生

偏好公职岗位等困境。对此，应从多方面帮扶大学生返乡就业。政府方面应该加强扶持力度，缩小省内各地发展差

距；学校方面应该加强教育融合，设计针对性课程；大学生自身应提升综合能力，适应时代观念。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 返乡就业 巩固脱贫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甘孜”“阿坝”“凉山”(以下简称三州)是四川省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由于其大部分区域位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

经济基础薄弱，虽然总体已经脱贫，但返贫风险高，文章基于以上背景，探寻促进三州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的途径，

从而实现巩固当地的脱贫成果的目的。 

1 研究背景 

四川少数民族以藏、彝、羌为主，分别分布在凉山、阿坝、甘孜州(以下简称三州地区)。至 2020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1733.15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35169 元，阿坝州地区生产总值 411.8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43531 元，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

410.61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34246 元，三州人均生产总值均低于四川省人均生产总值(58028 元)。经过多年以来的脱贫攻坚工

作，截止到 2020年，三州地区的群众虽然已经总体脱贫，但是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仍然不强，大部分的脱贫县仍旧处于巩固脱

贫的过渡期。因此，必须继续聚焦四川省民族地区，巩固发展成果，防止地区返贫。引导人才回流，促进乡村振兴。 

2 研究综述 

何维芳(2020)研究发现四川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存在着跟风盲从、规划意识弱、就业意向保守求稳、就

业地点略显单一等消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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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菲(2019)研究发现四川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就业方面呈现出从政取向突出、就业地点倾向于生源地的特点。 

陈婷婷(2016)研究发现四川省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就业格局不均衡，就业需求不足，少数民族毕业生发展空

间较小，学科及专业成为就业限制因素。 

朱艳等(2016)对新疆温宿县返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及意愿进行分析，发现学生存在着择业观念单一，自主创业

意识较弱等问题。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存在当地经济、文化落后，择业观念单一等困境，文章通过结合以上

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的调研，发现当地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岗位流动性差、就业认知偏差等困境，从而找出解决这些困

境的有效路径。 

3 研究设计 

3.1研究对象 

成都工业学院一直致力于帮助三州偏远地区高校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内涵发展，助力三州地

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役，早在 2019 年就举行了成都工业学院-阿坝职业学院帮扶协议签订仪式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座谈

会。 

因此选择成都工业学院三州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同时项目组成员中有两位来自于三州地区的少数民族

同学，其中有一名同学曾担任“民族协会会长”，数据获取更加方便可靠。 

3.2实证分析 

3.2.1描述性统计。 

本项目共向成都工业学院的在校学生及继续学习深造的已毕业学生发放 1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54份，有效回收率 96%，

以下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通过表 1可以看出，参与调查的同学共 154名，其中，有 42.86%的被调查者是彝族人，28.57%是羌族人，25.97%是藏族人，

还有 2.6%是其他民族的同学。35.06%的同学为本科在读，22.73%的同学本科毕业，26.62%的同学为专科学历，仅有 10.39%的同

学达到了研究生学历，5.19%的同学达到博士学历。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可以达到本科水平，极少数可以达到更高教

育水平。在专业分布上，理工类占比 20.78%，经管类占比 37.01%，人文类占比 20.13%，其他类专业占比 22.08%，由此看出大

部分被调查者属于经管类偏文专业。对家庭年收入的调查显示，44.81%的家庭年收入在 5万元以下，27.92%的家庭年收入为 5～

10 万元，21.43%的家庭年收入为 10～15 万元，仅有 5.84%的家庭年收入在 15 万以上。有 90.91%的同学都选择愿意在毕业后返

乡就业，9.09%的同学选择不愿意，说明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热情普遍很高。 

表 1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特征 样本数(人) 比例(%) 

民族 彝族 66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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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 40 25.97 

羌族 44 28.57 

其他 4 2.60 

学历 

本科在读 54 35.06 

本科毕业 35 22.73 

专科学历 41 26.62 

研究生学历 16 10.39 

博士学历 8 5.19 

专业 

理工类 32 20.87 

经管类 57 37.01 

人文类 31 20.13 

医学类 27 17.53 

其他 7 4.55 

家庭年收入 

5万元以下 69 44.81 

5～10万元 43 27.92 

10～15万元 33 21.43 

15万元以上 9 5.84 

 

3.2.2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困境。 

根据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四川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返乡就业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返乡就业的行业同质化严重。根据

图 1 可以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当地热门行业认知存在误差，认为旅游业、观光农业、养殖业等是当地发展较好的行

业，是他们返乡就业的首要选择，于是在实际就业中，造成了就业行业同质化严重的问题，这与当地就业信息更新落后，政府

未能及时将最新的就业信息传入大学生的信息网络中存在着密切关系。 

(2)当地产业层次较低，与毕业生专业方向存在差异。通过表 2可以发现四川省三州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与毕业生的专

业或者就业层次存在着差距。重点发展的产业多为传统资源型和能源化工型产业，容易造成就业的结构性失衡。同时，根据调

查问卷显示，有 55.19%的同学认为家乡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就业难度较大；9.0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产业升级发展的速度较

慢，薪资水平较低，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16.1%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产业缺少竞争力。 

(3)入职者偏向于公职岗位、民营企业少。从图 2可知大多数被调查者更倾向于政府及事业单位等公职岗位，高达 34.42%，

远高于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深层次分析，是因为大学生自身择业观念保守，认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职岗位才能体

现其价值，但是当地的公职岗位门槛高，流动较小，提供给毕业生的岗位数量较为有限，常常会出现体制内岗位供不应求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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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给三州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造成一定的困难。 

 

图 1被调查者认为家乡发展较好行业 

表 2四川省三州地区重点发展产业领域 

地区 重点发展产业 

阿坝 

能源化工：水电、光电、风电 

食品饮料：农产品精加工、矿泉水、中藏药 

民族工艺品 

甘孜 

能源化工：水电、光电、风电 

食品饮料：农产品精加工、矿泉水、中藏药 

民族工艺品 

凉山 

能源化工：水电、风电 

先进材料：巩钛钢铁材料、稀土材料、有色金属材料 

食品饮料：农产品精加工、医药制剂 

 

 

图 2受访者返乡后最想从事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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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州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路径探究 

综合以上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困境发现，四川省三州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虽然返乡就业的意愿强烈，但是由于产业层次不高、

择业观念落后等造成了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困难，对于四川省三州地区的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造成了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从政府、高校、大学生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4.1搭建就业扶持平台，加强扶持力度，吸引企业流入 

地方政府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搭建稳定先进的就业扶持政策平台，继续加强对少数民族返乡就业大学生的扶持力度。一

是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就业的真正需求，与高校合作建立校县合作体系，一方面为三州地区提供定向就业人才，另一方面

宣传当地的就业信息和当地政府的就业扶持政策。二是加强三州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政策，为中小企业

融资提供便利，以吸引外部企业投资入驻三州地区。 

4.2加强教育融合，重视针对性课程设计，提高返乡意愿 

高校要针对四川省三州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素质特点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通过加强三州地

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思政教育、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课程设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学习，对其返乡就业意识形态进行引导，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返乡的责任感、使命感，提升其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完善对

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转变其传统择业观念，推动其择业的多元化。 

4.3统筹协调，缩小省内各地发展差距 

各级政府要推动四川省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协同发展，国内发达地区可以对三州地区进行一定的产业援助，推动本地的

部分发达产业向三州地区转移，而对于来三州地区投资的企业，三州政府要完善贷款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优化行政程序，吸

引高端产业的主动入驻。对于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完善就业补贴制度，加大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返乡吸引力。 

4.4提升综合能力，适应时代观念 

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钻研专业知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提升实践能力、拓展人脉资源，提高个

人综合素质，从而拓宽自己就业选择面，并主动适应社会的新观念，不拘泥于事业单位，公务员等，转变自身思维，可以先返

乡尝试就业，如果确实感觉家乡的工作岗位不适合自己，再做其他选择，不要一昧地把目光投向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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