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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业压力是多维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回乡就业在一

定程度上可缓解区域就业压力。本文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四力”模型，发现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

业是推力、拉力、阻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出了完善县域政策配套、多举措加大培训和人才培养、

完善基础保障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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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3 月全国城镇平均

失业率为 5.3%，青年失业率达到 19.6%，今年高校

毕业生再破历史新高，达 1158 万，解决就业问题已

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2020 年 7 月国务院

常务会议指出，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

创业就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也就毕业

生就业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当前，大学生回乡就

业创业的意愿不高，实际回乡就业的更少，城市就

业压力严峻。

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主要受到三个维度的影

响。就业观念（个人认知）、政策（社会支持力度）、

乡村资源（基础环境）。孙翔（2023）认为趋利性

的就业观念、乡村资源缺乏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等问题是大学生回乡的重要阻碍。刘敏娜（2022）

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对大学生返乡支持的后劲不

足。张颖（2020）认为就业形式单一等问题也是关

键。沈国琪（2019）研究指出，乡村就业环境、家庭、

就业教育等因素存在显著影响。

综上，国内学者主要从多维度影响因素进行了

相关研究，但依据推拉理论从大学生角度去研究其

所受到的推力、拉力、阻力、压力方面不够。因此，

本文通过构建“四力”模型，探究农村籍大学生回

乡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高层次农村人才

开发的研究，以期为推进区域人力资源整合、全面

乡村振兴的实施提供一定借鉴。

一、推拉理论

推 - 拉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与迁出地的推力

和迁入地的拉力都有关，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人口

迁移的原因。博格（1959）认为人们会选择生活条

件更好的地方去生存，优越的环境条件是人口迁入

地的拉力，较差的生活条件是人口迁出地的推力。“推

力”和“拉力”的人口迁移影响是 E.S.Lee（1960）

首次提出，还提出了其他中间影响因素。

从推 - 拉理论角度分析，城市的拉力以及乡村

的推力，促成了大学生批量扎根城市的结果，另外

“返乡潮”是家乡拉力和城市推力的共同作用的结

果。如今，大学生面临城市就业难、就业卷、消费高、

教育费用高、房价高等推力的影响，被迫回乡将成

为部分农村籍大学生的未来选择趋势。本文的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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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指从一、二线城市回到县域（乡镇或乡村），

扎根家乡从事生产生活的行为。

二、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四力”模型

本研究认为“推力”“拉力”“压力”“阻力”

共同作用，作为农村籍大学生选择回乡就业的影响

因素。城市就业竞争大、消费较高、住房（租房）

价格较高构成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推力”；

家乡就业政策倾斜、家乡消费低压力小、家乡社会

关系更丰富构成“拉力”；专业不匹配就业面窄、

个人综合能力不足构成“阻力”；亲朋好友的传统

偏见、城市子女教育内卷严重构成“压力”。农村

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四力”共同作用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四力”模型

（一）推力因素

“推力”是指不利于农村籍大学生在迁出地生

活的排斥因素。依据“推－拉”理论，农村籍大学

生选择回乡就业是为了寻求更适合自身的发展和生

活的方式。是否愿意回乡就业，其“推力”因素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城市就业竞争大

城市就业竞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

市化进程的快速扩张，大量人才引进政策力度不断

加大，高质量人才汇集导致高薪就业的竞争不断加

大；二是高校往往伴随城市而扎堆，大批大学生毕

业后多数情况会选择留在上学地就业，区域人力资

源溢出，再度增加就业竞争；三是国家经济重心正

在向第三产业过渡，产教融合匹配度不高，一些专

业人才过剩问题突出，高学历、名校学生退而求其

次，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部分专业性不强的工作，

而农村籍大学生能够上到名校的相对较少，再次增

加就业难度。从全国几年的毕业生和考研数据看，

近几年的就业压力仍会持续存在。就业竞争的“推力”

迫使农村籍大学生将就业地选择为就业压力相对较

低的家乡。

2. 城市消费较高

消费高往往是基于收入低而言。大多数刚毕

业的大学生，还处于实习期，且大多数毕业生只

能进入民营企业工作，待遇往往入不敷出，除去

租房和基本生活成本，甚至还需要家里提供支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5237 元，但绝大多数毕业生

在毕业后两至三年都很难达到这个标准；数据显

示，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 0.1%，各大板块的价格均有所上涨，但工资

涨幅与 CPI 涨幅基本不匹配，低收入和高消费的

局面同时存在。物价的快速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家庭条件相对不好的农村大学生在城市扎根

的想法。低收入和高消费的“推力”将推动农村

籍大学生走向家乡。

3. 城市住房（租房）价格较高

刚需是多数农村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国人对于

家的概念是刻在骨子里的，有房子才算家的理念是

根深蒂固的。数据显示，尽管今年 4 月份多数城市

的房价有所下降，但总体价格依然较高，对于绝大

多数农村籍家庭而言依然是望尘莫及，租房价格从

几百元到千元不等，对于想要扎根城市发展的农村

籍大学生而言在城市购房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每月

的工资，除了房租和基本生活所剩无几，久而久之，

这种“推力”将成为阻碍农村籍大学生扎根城市的

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以上几种因素共同构成“推力”，这

股力量使得农村籍大学生难以在城市扎根立足，被

迫选择回乡就业是当前许多农村籍大学生的无奈之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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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力因素

迁入地的优势，成为吸引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

业的“拉力”。农村籍大学生是否愿意回乡就业，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迁入地的优势是否对

他们构成足够的吸引力。“拉力”主要表现在 3 个

方面：一是政策的倾斜；二是家乡消费较低；三是

家乡社会关系资源更丰富。

1. 家乡就业政策倾斜

十九大、二十大都指出了重点加强乡村振兴建

设，针对农民工、大学生回乡就业的政策也一直在

不断完善，其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发改委、教

育部等多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出台了“引人”“育人”“留人”

的政策措施，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了加强乡

村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培养本土急需紧缺人才。国

家政策的倾斜为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创业就业提供了

一定的支持，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乡村振兴

大有可为。政策的“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返乡就业创业人才提供孵化基地，提供贷款

支持，减免税收，同时不断加大贴息力度；二是为

返乡就业创业人才提供免费培训，提供更多创业就

业机会与帮扶。

2. 家乡消费较低压力小

经济是影响农村籍大学生是否回乡就业的重要

因素。相比于大城市而言，家乡的整体消费水平，

住房价格、教育、医疗等费用的开支要低得多，经

济压力给农村籍大学生带来的影响是绝对的，现有

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家乡没有大城

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更多的是在“生活”，而大

城市更多的是在“工作”，家乡的“慢节奏”的生

活是吸引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重要源泉。并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教育

医疗条件不断改善，“扎根家乡”或将是未来大多

数农村籍大学生的选择。

3. 家乡社会关系更丰富

大多数农村籍家庭的主要社会关系依旧在家

乡，丰富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大学生

们提供工作、生活上的帮助，这是在远离家乡的

大城市所不具备的。家乡有熟人、亲朋好友，在

就业创业中或多或少都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持，这

对于刚毕业、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而言，正好

弥补了不足。丰富的社会关系及家庭在资金、资源、

信息、人脉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对于刚起步的大

学生是必需品，这些资源将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并且有家庭作为后盾，大学生的创造力会更强，

更敢拼、更敢闯。

综上，以上三个因素构成家乡的“拉力”。此外，

子女回到家乡后，离父母也更近了，也有更多的时

间陪伴父母，在社会层面也形成了高层次的劳动力

回流，对家乡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阻力因素

阻碍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因素称为“阻

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所学专业

在回乡就业方面的匹配度不高，导致就业面窄；

二是大学生自身综合能力有限，存在胜任力不足

等问题。

1. 专业不匹配就业面窄

许多农村籍大学生在考大学志愿填报时，缺乏

长远的计划与打算，主要考虑的因素一是学校，二

是学费，对专业就业前景等缺乏了解。甚至许多同

学所学专业在自己家乡缺少相应的企业和公司，导

致所学专业在家乡找不到合适就业岗位的尴尬局面。

尽管返乡人才政策中有免费提供培训，但仍存在相

关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乡村振兴前景明朗，但目前

相关的知识型、技能型的对口人才还没有培育出来。

专业不匹配成为阻碍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发展的因素

之一。

2. 个人的综合能力不足

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实践经验不足，尤其缺

乏社会知识的支撑，在综合能力方面还不够成熟，

成为阻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又一因素。学校和社会

往往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别，学校相对单纯，而社会

各方面因素较多，相对要复杂。刚毕业的大学生尽

管认知和专业知识有一定的储备，但缺乏社会经验

的支撑，缺乏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全局站位意识

和高度不够，临场应变能力不足等问题，使得刚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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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生在刚步入社会中处处碰壁。且许多大学生

对社会知识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自身综合能力训练

不足。

（四）压力因素

压力来是自双向的。一是家乡亲朋好友的传统

认知带来的面子上的压力，二是城市子女教育内卷

带来的经济压力。

1. 亲朋好友的传统偏见

大学生回乡发展被视为没有出息、没面子的

传统认知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籍大学生及家庭带

来一定的影响，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会影响农村籍大

学生选择回到家乡的意愿。大多数农村家庭的认知

是上大学“走出大山”“远离落后的家乡”，认为

只有到大城市才算是成功。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

进，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不断

加快，更需要高层次的智慧型人才回乡参与乡村振

兴建设。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不是要人们远离和逃避

落后的面貌，而是要用知识和智慧去改变她落后的

面貌。

2. 城市子女教育内卷

子女教育是每个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赢在“起

跑线”是关键，甚至有的家庭“赢在了终点线”，

城市子女教育“内卷”现象越来越严重。各式各样

的早教班、兴趣班、课后辅导班应接不暇，一些培

训机构贩卖升学焦虑，尽管“双减”政策出台了，

但对于优越的家庭而言，可以通过请私教等方式赢

在“终点线”，这是普通家庭所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

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才是问题的根源。

（五）“四力”比较

基于以上研究，通过问卷调研了 245 名农村籍

大学生，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218 份，问

卷有效率88.98%。1到5表示其影响强度由低到高。

数据显示，各维度影响程度大小不一，推力因素主

要表现在就业竞争和住房（租房）方面；拉力因素

的政策倾斜显得不够，但家乡社会关系的拉力比较

突出；阻力方面更多的是个人综合能力不足；压力

主要表现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根据“四力”影响因

素的对比，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表 1　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四力”因素强度对比

5 4 3 2 1

推力

城市就业竞争大 23 146 41 8 0

城市消费较高 12 78 123 5 0

城市住房（租房）价格较高 98 101 17 2 0

拉力

家乡政策倾斜力度大 10 45 51 108 4

家乡消费较低压力小 20 52 108 37 1

家乡社会关系更丰富 69 105 35 9 0

阻力
专业不匹配就业面窄 10 47 120 39 2

个人综合能力不足 60 129 22 7 0

压力
亲朋好友的传统偏见 5 22 106 50 35

城市子女教育内卷 39 134 42 3 0

三、对策建议

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是城市推力和家乡的拉

力以及阻力和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应优化

大学生回乡就业政策，完善地方政策配套；多渠道

开展就业培训与人才培养；不断完善基础保障和提

高公共服务质量。

（一）完善县域政策配套加大宣传力度

政策调控是助推有意愿回乡就业的农村籍大学

生的重要方式。当前，支持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

创业的政策力度不够，其政策拉力优势不够显著，

县域政府缺乏相应政策配套。对此，县域政府应进

一步完善针对大学生回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提高政

策的支持力度，完善对应的政策配套。以县域主导

产业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确保政策优势与产业优

势并举。可以给吸收农村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企业

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补贴。通过现在数

字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实施政策宣传进高校、进课堂，

真正做到把人才吸引回乡，培养好、用得顺，留得住。

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为农村籍大学生营造良好的

回乡就业氛围，推动典型案例的树立，鼓励更多的

大学生参与家乡经济建设。

（二）多举措加大就业培训与人才培养

充分利用大学生学习能力、创造力强这一优势，

开展免费培训和培养服务，解决好专业不匹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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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综合能力不足的问题。有效实施“传帮带”制度，

通过“老”带“新”，将经验、技术技能进行传授。

培训和培养过程注重“因材施教”，一是素质和能

力的培训，二是协调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的培训，

充分挖掘大学生的特质和优势。构建多渠道、多方

式培养路径，指导农村籍大学生树立职业目标，培

育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三）完善基础保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质量需要上一个

新台阶。大城市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其公共服务

质量相对较高，生活相对便利。为此，县域政府应

在以下领域不断完善，吸引更多优质人才返乡参与

经济建设。一是大力发展优质教育、精英教育，将

优质教育资源充分整合；二是提高医疗水平和公共

养老服务质量，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彻底解决

好；三是解决好基本住房建设用地问题，合理规划

城乡建设用地，为返乡就业的优质人才提供经济适

用房等措施。只有基础保障和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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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才能够吸引到优秀的人才返乡。

四、结语

城市就业压力大与乡村人才缺乏的矛盾是多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籍大学生参与家乡经

济建设对于缓解区域人力资源分布不均，降低就业

压力，全面提升乡村高层次人才开发有着积极意义，

需要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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