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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对于高学历人

才以及实用性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以至于本科生乃

至研究生人数激增[1]。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有

许多问题浮现出来，比如教育资源在发达地区和较不

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师资力量的不平衡，以及欠发达

地区学生的就业压力等。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医

学教育发展与卫生人才的需求不平衡更加明显，这对

于基层医学人才和基础医疗体系的建立无疑是一个不

小的阻碍[2]。有研究表明，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

大于博士研究生，且年龄越小其对就业压力感知越大
[3]。自2019年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导致经济下滑的同

时也使得求职者的数量达历史新高，高校毕业生将面

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承受更大的就业压力[4]。除了

大环境的原因外，研究生的就业观念、职业规划、个人

能力、就业积极性等也是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来源

之一[5]。为了了解欠发达地区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现

状和来源，我们采取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的形式，采访

了来自右江民族医学院的若干硕士研究生，旨在总结

和分析欠发达地区硕士研究生的普遍就业现状，为制

定相应的改善策略提供科学的参考。

1对象、方法和内容

1.1对象与方法

在右江民族医学院进行抽样调查，随机选取在校

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涵盖各专业，发放《研究生调查

问卷》280份，收回240份；以及采访研究生、主要从事就

业工作并经常和研究生接触的领导和教师。并运用

SPSS11.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方

法包括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数据统计法、个案研

究法。参考文献[6]设计了调查问卷。

1.2内容

调查以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在校少数民族研究生展

开，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该方法根据样本资料推论总

体时，可用概率的方式客观地测量推论值的可靠程度，

通过他们，对学校的育才方法、培养目标、岗前培训、毕

业生的择业观念、择业信心、能力培养、就业自我评定、

了解与分析就业形势能力、了解就业市场等进行全面

把握研究生的就业态度。然后将获取的信息联系起来

分析，能够了解欠发达地区的就业观及影响他们就业

的主要问题，并从硕士毕业生的视角来把握硕士就业

前的能力和培养缺陷，以及为提出提高少数民族研究

生就业质量的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2结果与分析

通过表1可以知，基本上所有的硕士毕业生都存在

一定的就业压力。研究生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

个方面，社会就业环境、用人单位要求、专业限制、个人

竞争能力、个人就业期望值、亲朋好友的支持等。以下

是对此的具体分析：

超过37%的研究生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就业环境有

较大压力，91%的研究生认为社会环境太复杂，以及

93%的研究生认为在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中的知名

企业或待遇较好的单位工作难度较大。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大幅增高，加上最近几年因为疫

情而扩招的研究生数量的上升，使得更多的高学历就

业者涌入人才市场。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研究生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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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如99%的研究生比较

担忧就业岗位过饱和，以及同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就业

竞争。这表明，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国家对于人才

培养和就业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研究生不再像以前精

细化的培养，而社会对于研究生的要求却越来越高。知

名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倾向于博士等高层次的人

才或薪资相对于较低的本科毕业生，这对于欠发达地

区的研究生来说无疑一种挑战。

对于用人单位对就业者的素质要求，34%的研究

生认为是较小压力和无压力的。这表明大部分研究生

能够清晰的认识到个人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聘

用条件之间的差距，说明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得

表1 就业压力调查问卷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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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个人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要求。比如

仅有23%的研究生表明他们对于人才消费高，大材小

用，担心要从低层做起等是有较大压力的甚至是很大

压力的。在目前研究生就业中，大部分还是属于应届硕

士毕业生，对于没有工作经验和经验不足，已经是用人

单位比较了解的情况，是可以被接受的。另外，用人单

位也更愿意接受应届毕业生，所以对于经验这一点，仅

有8%的研究生是有很大压力的。

当参考上一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时，有73%

的研究生认为会给自己产生中等压力及以上压力。而

关于自身的所学专业，分别仅有3%和8%的研究生表明

对于市场需求和就业前景无压力。有91%的研究生认

为自己的专业是冷门专业，对自己专业的就业率偏低

表示担忧。

至于个人技能，大部分研究生对于自己能掌握的

职业技能以及相关的科研能力存在一定的担忧。如有

74%的硕士研究生对于科研能力有中等及以上压力，

93%的研究生觉得自己专业水平有待提高，以及71%的

研究生表明自己语言组织能力较差，在面试中会处于

弱势地位。而40%的研究生认为团体能力可能会对自

己造成较大压力。对于自己没有经验和经验不足，仅有

27%的研究生认为会有较大压力。关于没有考取某些

重要的资格证书(例如:大学英语四级)，有51%的研究

生认为是有较小或无压力的。结合右江民族医学院的

实际情况，了解到因为是处于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和

发达地区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

大部分研究生在找工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心理压

力，对于是否能胜任工作内心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如

有90%的研究生表示他们会畏惧找工作的过程中要应

付的各类招聘考试和选拔考试，而87%的研究生对于

工作难度大自己不能胜任有着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仅

有30%的研究生表明家人对自己期待过高，对他们造

成较大压力，这也是表中所显示无压力人数最多的压

力源。关于就业规划方面，有51%的研究生表明对此有

较小或无压力。但是，有一小部分研究生没有切实的职

业规划，头脑里一片混乱，如7%的研究生认为自己没

有进行职业规划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这些都可能

增加研究生的就业压力。

对于工作本身来说，仅有21%的研究生比较关心

工作的枯燥程度，和25%的研究生关心工作的福利待

遇和发展前景，对两者都有较大压力或很大压力。这说

明研究生们比起工作的内容更加注重未来工作的发展

潜力和薪资待遇。至于就业合同，劳动合同法，就业流

程，以及就业信息的渠道等，仅有6%的研究生表明对

其无压力，而有85%的研究生担心户口和档案的问题

难解决。这说明虽然我们是处于互联网信息大爆炸的

时代，但对于在如此庞大的信息库中提取针对自己就

业的相关信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对于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自身权利的维护还有所欠缺。对于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社会关系和找工作时的花费，有26%的研究生表

明他们对此也有较大或很大的压力。当社会关系越匮

乏以及找工作花费开销越大时，研究生的就业压力也

会随之变大。

3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过对比很大压力和无压力选

项，可以总结出右江民族医学院少数民族研究生的就业

压力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来自本科生、博士生的竞

争；②毕业生人数增多，但就业岗位有限；③想在大城市

或经济发达地区工作，但难度很大；④没有或较少发表

论文和科研成果；⑤所学专业上一届的就业情况不理

想；⑥所学专业市场需求量减小，人才供过于求等。

总之，造成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生就业压力

来源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会

对硕士研究生的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这就需要国家、社

会、用人单位、学校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不断提

高研究生的个人能力、综合素质、职业技能以及改善社

会就业大环境等，使硕士毕业生成为“以不变应万变”

的高层次、全方位发展的就业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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