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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返乡就业

实现双赢格局

《中国新闻网》报道，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调查

报告显示，当下“95后”“00 后”大学毕业生就业观

更为理性务实，曾经“北上广深”是不少大学毕业生的向往之地，如

今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回乡就业，非一线城市、基层就业成了他们

的新选择。此前，麦可思研究院 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

本科毕业生在“北上广深”就业的比例从 2014 届的 25%下降到了 2018

届的 21%，而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 2014 届的 22%上升到了

2018 届的 26%。

回顾近十年的毕业生就业选择，呈现出追求一线城市——追求新

一线城市——返乡就业的趋势，体现出日渐明显的“雁归效应”。有

网友指出，大学生的择业观念贴合城市发展的正常规律，“经济发展

初期，城市优先，人员大量聚集在大城市中心城市，随着中小城市的

发展，大城市生活成本逐渐提升，部分人员流向中小城市”；有网友

指出返乡就业的统计指标应当完善，“是否真的返乡，建议在毕业 3

年后再统计。很多大学生毕业时返乡，呆不了多久还是会回流到一二

线城市的”；也有网友认为，大学生返乡就业的根本原因是大城市过

据

麦可思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回乡就业。为什么
更多的大学生开始选择返校就业？如何引导学生、社会对于当下大学生返乡
就业形势的正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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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饱和而家乡的经济建设能够为个人日后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这与

报告中提到的“家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越大，生活环境越好，对大学毕业生的返乡就业吸引力也就越大”观

点不谋而合。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投票显示（如图 1），

仍然有不少网民选择留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打拼，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对于毕业生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毕业生的择业观处于一个动

态的平衡过程，“北上广不香了”或“一定留在北上广”等绝对化的

观点均有失偏颇。

图 1 @新手指南创建的新浪微博投票（图源：新浪微博）

返乡就业是两种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出现体现出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是超一线城

市外溢效应的推力与中小城市人才吸引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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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新趋势相对缓解了大学生的求职压力，能够进一步促进人才流

动、赋能全国发展。

目前，超一线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与强竞争压力是“劝退”大学生

的主要因素。在生活方面，大城市的薪资待遇固然好，但高薪资却难

以弥补高房价带来的生活难题。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北京、上海、深圳新建住宅价格的单位售价已达 4万以上，广州的房

价也在百城房价中位列第五。同时，北上广深的住宅租赁价格也远高

于其他城市（见表 1、表 2）。虽然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均超过了 7 万元的关口，但与房价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

使得毕业生不得不面对难以在大城市扎根的现实问题。在工作方面，

超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同样拥有更多的人才资源，这在

无形中增加了毕业生的求职难度。除了要“卷”过其他人以获得工作

外，如何平衡好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不少人要思考的问题。

表 1 2023 年 6 月十大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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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 年 6 月 50 城住宅租赁价格分类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与超一线城市的强竞争压力不同，不少中小城市出台返乡就业政

策，为返乡人员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例如，河南省 2022 年印发《关

于推动豫商豫才返乡创业的通知》明确提到，毕业 5年内大学生返乡

创办企业且正常经营 1 年以上，当年新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毕业年度或离校 1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且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新招用员

工数给予每人 1000 元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安徽省人社厅于 2023

年 6月印发《实施稳就业提质扩量服务“家门口”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提出，开展“接您回家”活动，通过“接高校毕业生回家”增加高层

次人才供给等。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区域协调

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一直在战略高度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人才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中小城市需要优质人才的建设。

大学生返乡就业，能够促进人才供给与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相适应，进



5

一步缩小中小城市与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距离，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

同时，相对高的就业满意度是毕业生愿意留在家乡稳定发展的原

因。据麦可思报告显示，2022 届返乡就业本科毕业生的月收入（5525

元）虽低于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 465 元，但就业满意度（78%）

略高于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77%）。返乡大学生就业满意度较

高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密不可分。随

着城市物流、交通基础建设的进一步成熟，之前只能在一线城市享受

的便捷与高质量商品，现在也可以通过网购等形式，在二三线、三四

线城市，甚至是县城乡村体验。在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仍然

能够享受优质的服务业水准，对于正年轻的毕业生而言无疑具有较大

的吸引力。中小城市的城市基建、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十五分

钟便民圈”“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项目进一步提高了中小城市的生

活舒适度，中小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发展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一方面，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赋予大学生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大学生能够将所见所学转换为建设家乡的

内在动力，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真正在发展之

中，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促进区域协调建设。

哪里就业“香”因人而异

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返乡就业可以为富有创造力的学生提供广阔

的发展空间，返乡就业当然“香”。但是，“北上广深”也因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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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薪资待遇好占据着就业好去处的标签，称“北上广深”岗位“不

香”的说法也过于绝对。对于“香与不香”的就业问题因人而异，合

适才是硬道理。当下，有关各方需要在引导毕业生正确认识返乡就业

的基础上，促进毕业生理性选择就业去向。

首先，中小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出台返乡就业政策、组织社会实践

等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大学生返乡就业。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学

院院长周剑平建议，各地政府应利用假期组织当地大学生了解本地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大学生返乡创业创造良好环境。同时，高校作为

学生与社会的桥梁，需要为学生开设实用的就业指导课程，纾解学生

就业压力、形塑学生就业观。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中央委员、山西

工商学院校长牛三平指出，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引导学

生认识城乡差距必然逐步缩小的趋势，鼓励大学生生源地就业。此外，

各大招聘平台可以开设中小城市的招聘专场，一边向大学生宣传家乡

的人才引进政策，一边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岗位信息，积极传递一线

城市就业与返乡就业同等重要的理念。

在全面认识就业去向的得与失后，大学生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

性选择，避免因外界观念为自己设限。其中，了解自身情况的关键步

骤就是实习实践，因而大学生可以利用假期申请一线城市和自身家乡

的实习岗位。一方面，不同城市的实习经验可以帮助大学生体验各岗

位的工作氛围，以明确自身的职业追求。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在实

习期间感受各地的生活环境与风土人情，以选择理想的城市扎根。

在就业环境紧张的背景下，一线城市就业与返乡就业都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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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不分优劣，去哪里都是一段经历、一份成长。

（作者雷萱琦 巴毅然：中国传媒大学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舆情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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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

为了落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要求，结合我国互

联网发展的实际，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全力支持下，中国传媒大学高教

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正式

成立。中心使命是：“以舆情监测研判高教问题、以传播力量撬动高

教变革”。中心愿景是：“成为最具公信力的高教智库”。

中心自主研发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技术系统，包括高教舆情

监测数据库系统和高教舆情监测专题系统，全天候 24小时全自动实

时监测舆情信息，监测范围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监测

主题涉及质量评估、体制改革、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等 14 个方面。

同时针对职业教育和大学生就业设计了专门监测系统进行更为广泛

的舆情与信息抓取，旨在进行全方位、有重点的高教信息与舆情监测，

为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心定期编发《高教舆情参考》简报，开通了微博、微信传播平

台，积极传播高教信息及中心的各项研究成果。2015 年 5 月 29 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签署协议，在中心的基

础上共建“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研究基地”，为我国的高等教

育教学评估开展传播工作,打造高等教育质量传播高水平研究平台。

中心 2016 年承担中央网信办网评局舆情监测课题，2017 年获批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招标课题《互联网背景下教育舆情研究》，

2019 年承担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司舆情课题，2020 年以来连续

承担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舆情监测课题。与此同时，我们致力于

为政府部门和高校提供舆情监测服务，发挥“智库”作用。

中国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网地址：

https://gaojiao.cuc.edu.cn

微信公众号：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实验室

微博：@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实验室

邮箱：gjyqjc@126.com

电话：（010）65783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