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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社会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加之在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影响下，青年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考编大军”队伍。本文通过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高校

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收到140份有效问卷并对数据进行统计，随后，通过stata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个人的月消费水平以及父母对于考编的支持程度与个人考编的意愿强

度存在一定的关系。最后，基于访谈内容，提出五点建议：1) 个人转变观念，找准自我定位；2) 家庭

及时关心，给予适当支持；3) 高校调整课设，做好教育帮扶；4) 政府灵活调整，完善相关制度；5) 社
会加大宣传，做好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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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form has been changing constantly,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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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events, the employment concept of young people has changed greatly, and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have joined the “examination team”. In this paper, the students in 
Shanghai universities were investigated by combin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nd 140 va-
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The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rough stata.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tudent cadres, personal monthly consumption level and the degree of 
parents’ support for the exam and the strength of personal willingness to take the exam. Finally, 
based on the interview content, fiv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Individuals should change 
their ideas and find their own positioning; 2) The family should give timely care and appropriate 
support; 3)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just the curriculum and do a good job of education 
and assistance; 4) The government should adjust flexibly and improve relevant systems; 5) The 
society should increase publicity and do a good job in education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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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2022 年 11 月 3 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截止。据统计，本次国考总报名人数已突破 250 万，

相比去年增长了 50 万人，同比增长 25%，资格过审最大竞争比超 5800:1。据悉，此次国考的报名人数刷

新了纪录，达到了近十年之最，过审平均竞争比为 60.5:1 [1]。其实，不仅国考报名人数近些年逐年增长，

各省公务员、事业单位、军队文职、三支一扶等编制类考试报考也呈现火热态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

向于体制内的工作，想通过考试的形式，顺利上岸，成为“国家队”或是“省队”的一员。“考编热”

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其背后的形成因素究竟为何？其内在的影响机制为何？探讨“考编热”

现象形成因素的研究对于剖析年轻人就业观、价值观以及提升其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

义。 
在现有的研究中，何海清认为在社会话语的渲染、家庭空间的牵引、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下，青年

对体制内工作内容、时空特性的预设与其对个体对自由和生活意义的想象不谋而合，并将“考编”作为

抵御社会结构性困境和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决策[2]。张廷君认为大学生基层考编的就业意愿受到了家庭

与学校资源稀缺的“推力”与优惠政策的“拉力”所形成的“推拉效应”的影响[3]。可见，青年的“考

编”意愿离不开个人、家庭与社会方面的影响。 

2. 研究方法设计 

2.1. 建立测量指标 

1) 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个人的干部经历包含其在校期间的所有学生干部工作经历，不仅指班长、

团支部书记等班内主要任职，也包含学生会、学社联等校内主副任职。 
2) 个人的月消费水平：个人月消费水平是指个人平均每月的消费水平，包含其生活费，电话费等在

内的所有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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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母对于个人考编的支持程度：父母的支持程度是指父母对于子女在考编上的支持，既包含物质

支持，也包含精神支持。 

2.2. 收集资料的方法 

1)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教育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它是依托于“问卷”的形式来进行实施调

查的研究方法[4]。本文为了更好地研究“考编热”现象形成的因素，选择作者就读高校所在地的上海，

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了解考生的之所以加入“考编大军”的具体原因。 
2) 访谈法。访谈法是指研究者遵循一定的研究目的、规则和流程，通过口头交谈的方式来收集第一

手资料的定性研究方法，常用于收集特定人群对特定事件的理念、经验等[5]。本文为了进一步了解考生

考编的真实意愿，选择了部分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收集相关数据，问卷见表 1。问卷第 1 题为筛选题，用来剔除非本次调研的

群体，从而保障数据的有效性；问卷第 2 题为此次调研的应变量，采用 1~5 进行赋分，意向程度强弱与

数字大小成正比。此次调研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所处阶段、高校类别；3 项决定性指标分别

为个人的干部经历、个人月消费水平和父母的支持程度。其中，第 7 题“您是否有过学生工作经历？”，

设置选项 0. 否、1. 是；第 8 题“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设置选项 1. 2999 元以下、2. 3000~5999 元、

3. 6000 元以上；第 9 题“父母对您考编的支持程度？”，设置选项 1. 非常支持、2. 支持、3. 不支持。 
 
Table 1.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 

1、您好，此次调研对象为最高学历在上海就读且有考编

倾向的所有学生。请问您是否为此次调研的对象？ 
1. 是 
2. 否 

2、您目前考编的意向程度？ 1~5 

3、您的年龄? 

1. 18~23 岁 
2. 24~29 岁 
3. 30~35 岁 
4. 36 岁以上 

4、您的性别？ 1. 男 
2. 女 

5、您目前所处阶段？ 

1. 本科应届 
2. 本科非应届 
3. 研究生应届 
4. 研究生非应届 

6、您最高学历所在的高校属于？ 

1. 重点高校(985 高校、211 高校、双一流高校) 
2. 普通高校 
3. 大专院校 
4. 其他 

7、您是否有过学生工作经历？ 0. 否 
1. 是 

8、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 
1. 2999 元以下 
2. 3000~5999 元 
3. 6000 元以上 

9、父母对您考编的支持程度？ 
1. 非常支持 
2. 支持 
3.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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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资料的方法 

描述性统计是指运用制表和分类、图形以及计算概括性数据来描述数据特征的各项活动，是社会科

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6]。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

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文通过对上海高校

学生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分析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对包

括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在内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通过 stata 运用 OLS 的估计方法对个人学生干部经历、月消费水平以及父母对个人考编的支持

程度与考编意愿之间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目前所处阶段和所属高校类别。

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1ControWill lsn
iiβ γ ε
=

+ += + +∑  

3. 结果分析 

3.1.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记录法，其中发出问卷 164 份，有效问卷 140 份，有

效率为 85.37%，另采访 4 位人员，采访时间为每人 30 分钟左右。 

3.1.1. 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 2 所示。其中，“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的选项设置仅有 0 代

表“无学生工作经历”，1 代表“有学生工作经历”这两项，而平均值为 0.8，表明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

对于考编有较大影响；“个人的月消费水平”的选项设置有 1 代表“2999 元以下”，2 代表“3000~5999
元”，3 代表“6000 元以上”这三项，而平均值为 1.243，表明个人的月消费水平对于考编有较大影响；

“父母对于子女的考编支持程度”的选项设置有 1 代表“非常支持”，2 代表“支持”，3 代表“不支持”

这三项，而平均值为 1.586，表明父母对于个人考编的支持程度对于考编有较大影响。因而，笔者认为“个

人的干部经历”、“个人月消费水平”、“父母的支持程度”这三项因素对于“考编热”有重要影响。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考编意愿 140 3.750 1.074 1 5 

年龄 140 1.493 0.530 1 3 

性别 140 1.607 0.490 1 2 

所处阶段 140 3.164 0.853 1 4 

高校类别 140 1.929 0.372 1 4 

个人的干部经历 140 0.800 0.401 0 1 

个人月消费水平 140 1.243 0.586 1 3 

父母的支持程度 140 1.586 0.657 1 3 

3.1.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 OLS 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个人的月消费水平以及父母对于子女的考编

支持程度与个人的考编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目前所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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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高校类别。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415，整体结果显著。个人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回归系

数(1.388)在 1%水平上显著，个人的月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0.290)在 1%水平上显著，父母对于子女的考

编支持程度的回归系数(−0.288)在 5%水平上显著。 
其中个人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这一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其对于个人考编意愿程度有正向的强

化作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这一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其对于个人考编意愿程度有反向作用，也就

是月消费水平越高，个人考编意愿越低；父母对于子女考编的支持程度这一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由于

在选项设置时，1 表示“父母支持”，2 表示“父母无所谓”，3 表示“父母不支持”，说明父母越支持，

个人考编意愿越强。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 on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amination 
表 3. 各自变量对于考编意愿程度的影响 

变量名称 显著系数 

个人的干部经历 1.388*** 

 (5.20) 

个人月消费水平 −0.290*** 

 (−3.30) 

父母的支持程度 −0.288** 

 (−2.24) 

年龄 0.237 

 (1.18) 

性别 −0.112 

 (−0.59) 

目前所处阶段 0.027 

 (0.22) 

所属高校类别 −0.181 

 (−0.63) 

样本数量 140 

模型拟合优度 0.415 

注：***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标准误经过异方差调整；省略了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3.2. 影响个人考编意愿程度的因素分析 

3.2.1. 个人的学生干部经历 
考编是所有想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年轻人选择的最普遍的方式，而进入体制内只是成为“体制人”最

基本的一步。由于现阶段大部分高校均开设了大学生职业规划类课程，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基

本的介绍，因而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也会提前了解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编制工作，简单来说就是

由国家及相关单位给予待遇保障。与此同时，国家及相关单位也会挑选培养人才，继而更好地为人民服

务。这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领导干部的培养。 
2020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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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7]。个人在学校的学生干部经历，无形之中所锤炼的就是总书记对于领

导干部提出的七种能力。学生在了解过编制内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之后，对比自身所具有的能力，进而会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考编”便成为了其最适合的工作之一。 

3.2.2. 个人的月消费水平 
编制工作的待遇，以公务员为例。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工资是指纳入国家行政编

制的公务员通过履行国家公职所获得的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货币性收入[8]。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相较于一些如 IT、金融、销售行业来说，编制的工资待遇处于相抵劣势水平。如果个人想要

追求像上述行业的高薪待遇，那编制内的工作便不是其最优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科

学树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好干部标准，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必须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9]。
“清正廉洁”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所应该坚守的底线原则，任何人不得逾越，一旦逾越，便触碰了党

纪国法的雷区，严重者会受到法律的审判。正如近些年的反腐记录片，如今年的《永远在吹冲锋号》里

的大老虎、小狐狸、小苍蝇，这些党员干部正是因为对于金钱没有清醒的认知，导致其逐步迷失在金钱

的诱惑中，最终沦陷在金钱的陷阱里。 
个人的消费欲望，消费水平所代表的是个人的消费观，背后折射的则是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消费水平过高所表明的是个人的极度的消费欲望，这与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编制工作

理念背道而驰。消费水平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个人正确的金钱观念，简朴的生活态度，在这样的价值

观念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扎根岗位，做好工作，服务群众。 

3.2.3. 父母对于考编的支持程度 
总书记不止一次指出，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形式风云变幻。尤其是近些年社会

形势不断变化，就业环境不断改变，对于高校学生而言，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虽有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建议：大学生不要满脑子都是央国政[10]。但现实情况确是“考编热”有增无减。

正是因为报考人数逐年增加，导致竞争压力越来越来，考生越来越卷，备考的周期也越来越长。笔者读

研前，曾在两家大型上市公考机构工作，就曾遇到过 18 岁便准备考编的大一新生，也曾遇到过 34 岁依

旧在为了上岸而不懈奋斗的大哥大姐。 
现在的考编，注定是一场漫长的征程，短则半年，长则数年，这就需要考生做足充分的准备，需要

有个稳定备考环境。家庭的态度，尤其是父母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备考的考生大部分依旧是应

届生，毕业后待业的考生，而这部分群体的主要经济来源仍要依靠父母的支持。父母支持程度的强弱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考生是否考编，并且也影响着考生的心态。因为父母的支持不仅仅是金钱的帮扶，也

包括情感的维系。像在考生备考遭遇瓶颈时，父母可以及时地给予暖心的鼓励，也包括考生在取得阶段

性成功时的，父母可以给出衷心的表扬，这些对于长期处于高压备考状态的考生来说至关重要。 

4. 研究结果 

4.1. 个人转变观念，找准自我定位 

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该要有清晰的认知。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时，个人要有清醒的头脑，

不要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加入“考编大军”。同时，个人要加强沟通，主动与家人、老师、

企业联系，通过交流明确自身优点，更要知晓自身不足。另外，更应该勇于实践，力所能及地投身各种

实习，在实践中查漏补缺，从而根据自身能力，自身喜好匹配相应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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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及时关心，给予适当支持 

人是社会人，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个体，家庭承载着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教育。良好的教育

应该告知子女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告知其最基本的是非对错，礼义廉耻，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成长过程中，子女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遭遇多种多样的挫折，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单

元，家庭理应告知子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尤其面对一些重大的人生选择时。父母的经验其实就是子女

的宝贵财富，父母要能察觉子女的变化，了解其学习，关心其生活。在就业择业的过程中，无论子女是

否选择考编，父母都应该多给予一些理解与支持，既要保障物质生活，也要满足精神需求。 

4.3. 高校调整课设，做好教育帮扶 

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的重要职责。无论学生选择何种职业，归根结底都

是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服务。一个社会能否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根本在于个人能否找到喜欢且适合的

工作。 
高校的课程设置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市场的需要，学生的需求进行及时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就

业指导课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提高其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加强对这门课程的考核工作，提升该课程教

师的教学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11]，同时，增加实践规划类课程，高校可以通过与企业搭建平台，建立产

学研合作基地，给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高校内部也可以借由部门合作的形式，加强资源共享，信息

公开，给学生提供诸如实习就业信息，场地等方面的帮扶，也可以组织相关技能培训，讲授诸如面试，

软件操作等方面的课程。 

4.4. 政府灵活调整，完善相关制度 

政府作为社会的掌舵者，把控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政策的制定极其精细且需要时间，但面对一

些特殊情况，政府理应快速反应，找到解决之法。在当下高校毕业生破千万的背景下，稳就业，促增长

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难题之一。 
因而，政府要主动作为，准确破解就业难题。政府可以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12]。教育部门

可以联合各大高校通过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进而制定有关政策；人力资源部

门可以根据现实情况，给予学生诸如合理降低就业门槛等帮扶举措；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地财政情况，

因时因人，发放相应补贴。 

4.5. 社会加大宣传，做好教育引导 

社会主流媒体应该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承担社会责任。主流媒体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人

尤其是那些正处于三观形成时期的学生，因而媒体报道的内容就显得尤其重要。虽然当下的就业形势稍

显严峻，但媒体不应该过度渲染，更不应该为了流量，制造噱头，刻意放大难题，制造焦虑。要知道一

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一个社会的欣欣向荣，也一定是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考编一定是某些人的最优解，

但一定不是所有人的最佳选择。 
社会媒体领域也要积极加入帮助毕业生就业的队列中，用媒体的方式宣传优秀毕业生的创业先例和

成功事例，激起毕业生的创业热情，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科学而正确的就业观念[13]。一方面，高校要深

入挖掘典型人物，及时报道成功案例的经历、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应该向同学

宣传务实的就业导向，介绍普通学生的成功就业经历，告知学生要脚踏实地，选择自己适合且喜欢的工

作才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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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当下就业话题，着眼年轻人偏爱的编制工作展开了相应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是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并利用回归分析建立了相应模型，得出了个人的学生工作经历、个人的月消费

水平以及父母对于考编的支持程度与个人的考编意向存在一定的关系。二是采用了深度访谈法，在与有

考编意向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其考编的真实意向以及在考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而针对性提出

相应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只选取了上海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对象并不能涵盖其他省份。二是本文的样本量不够充分，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下一阶段，

在扩大样本量的同时，需要涵盖更多省份的数据，从而保障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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