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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要想解决我国区域人力资源失衡、缩小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人才是根本。“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作为未来高层次人才后备军，对于提升人才队伍质量，

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2019年112所“双一流”东、西部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

的相关数据发现：西部地区对本地“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缺乏足够吸引力，对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

毕业生的吸引力明显更差。由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西部地区代表城市重庆市“双一流”高校

学生为例，发现西部生源更可能留在西部就业。愿意留西部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个人情感需要和地区生

活成本是吸引他们留在西部就业的重要原因；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更看重经济水平和单位软

环境、自我发展空间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关注西部生源、充分考虑个人需要和单位软环境、

分群体制定差异化、精准化人才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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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east-
ern region is still lar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human resources and narrow 
the gap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alents are the fundamental. “Double First-Class” col-
lege graduates, as the reserve force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the futu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eam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employment reports of 112 “Double First-Class” eastern and 
western college graduates in 2019, it is found that the western region lacks sufficient attraction to 
local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and the attraction to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
duat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worse.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take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a representative c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as an example, and finds that the western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stay in the 
western region for employment. For college graduates who ar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west for em-
ployment, their personal emotional needs and regional living costs are important reasons that at-
tract them to stay in the west for employment; college graduates who are unwilling to stay for em-
ployment in the we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level, unit soft environment, 
self-development space and so on.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focus-
ing on the source of students in the west, giving full consideration to individual needs and unit soft 
environment, and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and accurate talent policies b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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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

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1]。
要想解决我国区域人力资源失衡、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人才是根本。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

崛起的东部地区，靠着良好的工作环境、丰厚的收入等吸引了大批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和其它各类人才，

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只能发出“孔雀东南飞”的感叹[2]。由于长期人才的外流，东、西部人才差距进

一步拉大，使得西部地区的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各省市发展的一

个重要因素。 
自 2017 年 9 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以来，毕业于“双一流”高校

已悄然成为多地参与人才竞争的新标准，作为未来高层次人才后备军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将会对

一个地区的发展起到强劲的推动作用，也因此日渐成为地区人才引进和争夺的主要对象。李健、李亚员

(2018)对 126 所“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和就业行为的研究发现，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

业地域分布过于集中在东部一线城市。目前东部地区的浙江省杭州市、广州市天河区等多地都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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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人才吸引政策[3]。与此同时加之东部地区长久积累的良好

人才基础，使得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人才争夺中更加处于不利地位。鉴于此，

本研究通过 2019 年“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分析了目前西部地区对东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

生的吸引力。然后以西部地区的代表城市重庆市为例，将重庆市的两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分析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是否有意愿留西部就业的群体特征

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具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以促进西部地区各省市的高层次人才聚集与发展。 

2. 西部对“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分析 

2015 年 11 月，全国两会政协刘仲奎委员在调研“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东部地区高校对人

才的吸引力非常大，东部高校培养的学生去西部工作的意愿不强，而在东部地区上大学的西部生源的学

生，返回西部工作的意愿也很小[4]。但是马莉萍，潘昆峰(2009)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和教育特征的情况下，

仍然发现高校毕业生在哪里就学也会增加其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5]。孙百才，徐宁(2018)研究发现，

西部高校的大部分毕业生愿意留在西部工作，且在西部就学的毕业生更可能选择留西部就业[6]。那么，

目前在西部地区就读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现实情况如何？西部地区对于在东部地

区就读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如何？探究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利于了解目前西部地区对于“双

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帮助西部地区把握未来人才吸引工作的方向与重点，从而推动西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 

2.1. 西部对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名单，“双一流”高校共有 137 所，包括 42 所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和 9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7]，其中西部地区有 9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 19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共计 28 所，东部地区有 2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 61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计 83 所。本次调研以东

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双一流”高校公布的 2019 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为研究样本，计算就业报告中

高校毕业生留就读地的就业比例、留西部地区的就业比例，留东部地区的就业比例，其中某些“双一流”

院校就业报告分为了本科生报告和研究生报告，均使用本科生报告的数据来代替。在剔除了就业区域受

到相关限制的特殊类高校比如“农林类”、“矿业类”、“军事类”、“民族类”院校后，其中包含有

本研究所需要数据的东部高校有 51 所，占所有东部“双一流”高校的 61.45%；西部高校有 18 所，占所

有西部“双一流”高校的 64.29%。运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其结果如表 1 所示，西部

“双一流”高校平均留本地就业比例为 45.76%，东部“双一流”高校平均留本地就业比例为 56.49%，说

明在 p < 0.01 范围内，二者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对于本地区“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吸引力不够，留不住本地“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to local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in 
2019  
表 1. 2019 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对本地“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人才吸引力比较 

高校类型 本地区就业平均比例 个案数 最高比例 最低比例 标准偏差 显著性 
(p) 

西部“双一流”高校 59.58% 15 82.95% 42.74% 7.19% 
0.001 

东部“双一流”高校 84.88% 28 96.97% 66.64% 13.01% 

注：相关院校就业报告中有部分缺失值，未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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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部对东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 

过去长久以来，东部地区吸引了很多来自西部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那么对于“双一流”高校毕

业生是否也同样如此。西部地区对于在东部地区就读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吸引力如何？通过收集西

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去东部就业比例、东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去西部就业比例，将二者进行对

比发现(见表 2)，2019 年东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去西部就业的平均比例仅为 9.47%，而西部地区“双

一流”高校毕业生去东部地区就业的平均比例为 27.15%，，说明在 p < 0.01 范围内，二者具有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相比于东部地区，更缺乏对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吸引力，引不来东部地

区“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regional mobile employment ratio of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in 2019 
表 2. 2019 年“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区域流动就业比例比较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流向 就业平均比例 个案数 最高比例 最低比例 标准偏差 显著性 
(p)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去东

部就业 
27.99% 14 46.30% 5.76% 11.36% 

0.000 
东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去西

部就业 
9.47% 43 30.55% 1.67% 5.82% 

注：相关院校就业报告中有部分缺失值，未做统计。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与假设：西部地区对本地双一流高效毕业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对东

部双一流高效毕业学生吸引力明显更差。同时西部地区要想吸引东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不具备优

势，且难度较大。东部与西部的区域因素似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究竟

什么因素在“双一流”高校学生就业选择中影响最大？ 

3.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留西部就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3.1. 调查工具编制及信效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区域选择明显受到外部拉力和个体自身因素影响。在外部因素中，区域环境、产业

特征、企业内部环境，个体因素中，个人需要、职业选择偏好等因素明显影响着就业的区域选择[8]。在

文献分析基础上，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补充(如表 3)，形成了包括个人因素(9)、区域因素(6)、企业因素(7)、
政府因素(6)共计 28 个条目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西部就业影响因素问卷。 

在确立的就业区域选择影响因素维度后，结合对研究的需要，邀请多名专家对问卷进行标准化编制。

经过试测并进行了信度效度分析，本研究将正式测试中全部被试数据输入 SPSS25.0 进行相关检验。第一，

信度检验。主要采用同质性信度，检验每个表是否测量的单一概念，一般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检验。

检验结果个体和家庭因素为 0.600、区域因素为 0.849、产业因素为 0.873、企业因素为 0.839、总体影响

因素为 0.923。由此可知调查问卷的信度较好。第二，效度检验。问卷的各个项目来自开放式问卷和文献

梳理，并在题项整理阶段获得了公共管理和心理学专家的认可，使问卷的内容效度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其次，根据因素分析理论，各个因素之间呈现中等强度的相关则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根据分析结果，

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均显著，为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各个因素内涵一致但是有差别，不可相互替代；同

时，各因素与问卷总分为中高程度的相关，表明各因素与总体概念一致。因此，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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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ructu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ment areas 
表 3. 就业区域选择影响因素结构表 

构成维度 具体指标 

个体因素 薪酬待遇高、工作福利好、工作稳定、工作地点离家近、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工作强度能接

受、工作岗位是自己感兴趣的、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对口。 

区域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未来发展潜力强、区域教育和医疗等条件良好、区域生活成本低、区

域生活文化特色。 

企业因素 企业提供好的发展机会、企业发展前景好、企业有规范的管理制度、企业有较高的知名度、企业

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能够提供住房优惠、企业有优秀的研发团队。 

政府因素 想从事的行业有政府政策倾斜及补贴等、工作地区对“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有政策优惠。 

3.2. 调研样本 

重庆市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肩负着振兴西部地区，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向纵深方向发展的

历史使命。随着 2020 年，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提出与大力推进，明确了重庆市在西部地区吸引人才工作中

的示范、关键作用[9]。对于重庆市来说，理工科类型人才是其重点产业发展的制胜关键，重庆聚焦高质

量、供给侧、智能化三个关键词，大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在未

来对于“双一流”理工科类型的人才需求必定呈现爆炸式增长。由此本研究以重庆地区作为西部的代表

城市，以重庆大学、西南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在读学生为研究样本。主要面向这两所学校理科、工

科专业在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 1224 份调研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07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99%。

样本分布见表 4：从性别来看，重庆市“双一流”高校学生中，女性占比 51.6%，男性占比 48.4%；从生

源地来看，东部省(市)占比 9.9%，中部省(市)占比 15.10%，西部省(市)占比 74.90%；从学历来看，本科

占比 76.76%，硕博研究生占比 23.24%；从是否优秀学生来看，优秀学生占比 23.86%不是优秀学生占比

76.14%；从专业来看，理工科类占比 94.99%； 
 
Table 4. Sample structure of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表 4. 重庆市“双一流”高校学生样本结构 

变量 类别 N 百分比 

性别 
男 483 48.40% 

女 514 51.60% 

生源地 

东部省(市) 99 9.90% 

中部省(市) 151 15.10% 

西部省(市) 747 74.90% 

学历 
本科 819 76.76% 

硕博研究生 249 23.24% 

是否优秀学生 
是 257 23.86% 

否 820 76.14% 

3.3. 调研结果 

为深入揭示重庆市高校毕业生的特征，课题组在调研中特意对 25 名“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男性

占 70.5%，女性占 29.5%；本科生占 4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 55%)，进行深入访谈，以期更好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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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特点和规律。 

3.3.1. 是否留西部就业的主要特征比较 
为了研究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和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特征，通过在

各类型变量上的百分比例，对这两类群体特征进行比较，利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处理，如表 5 所示。

本文的“优秀学生”是指同时满足“来自 985/211 高校”、“成绩排名前 25%”、“担任学生干部”三

个条件的学生。多篇文献中研究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中学生干部经历、学习成绩是学生能力的筛选

信号，985/211 重点高校毕业生也更受青睐。 
表 5 显示，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中生源地主要为西部省份，其所占的比例较高，占 73.70%；而不

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中略超过一半的是东部省份、中部省份生源，二者共占 51.9%，西部地区省份的

生源也有近一半的比例，占 48.10%。从其他变量特征学历层次、是否优秀学生、专业类别来看，愿意西

部就业群体和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几乎没有差异。可以得出愿意留西部地区就业的大部分还是西部生

源，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中，西部生源仍然占比近一半。因此属于西部省份生源地的“双一流”高

校毕业生成为西部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才后备群体。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in western China who ar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western region for employment 
表 5. 是否有意愿留西部地区就业的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特征比较 

变量 类别 
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 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生源地 

东部地区 54 9.70% 127 25.80% 

中部地区 93 16.80% 128 26.10% 

西部地区 411 73.70% 236 48.10% 

学历 
本科 396 69.23% 384 76.04% 

研究生及以上 176 30.77% 121 23.96% 

是否优秀学生 
是 134 23.40% 123 24.40% 

否 438 76.60% 382 75.60% 

专业 理工科类 478 86.90% 417 86.50% 

3.3.2. 是否留西部就业的影响因素比较 
1) 总体的影响因素对比 
结合西部地区的人才需求、发展规划，西部地区未来发展需要更多高学历的、优秀的、的“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为了研究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和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就业影响

因素。用比较均值法对这两类型群体在一级维度和二级影响因素上进行比较分析，利用 SPSS25.0 对数据

进行处理。 
如表 6 显示，从一级维度上分析，说明在 p < 0.05 范围内，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和不愿意留西部就

业群体企业因素上具有显著差异。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相比于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更看重企业因

素中就业单位软环境因素，如表 7，从二级影响因素上分析可知就业单位软环境因素(就业单位发展前景

好、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发展机会)。西部地区企业在数量、质量上与东部相比存在劣势，这是

西部地区人才吸引力的劣势所在，也是西部地区引才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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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级影响因素上分析，如表 7 显示，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更看重的是个体因素(工作地点离家近)
这背后说明了愿意留西部的学生更在乎个人情感需要，这个因素是西部地区的学生选择西部就业最看重

的因素。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更看重企业因素(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

发展机会)、个体因素(薪酬待遇高、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工作岗位是自己感兴趣的)和区域因素(工作

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作所在区域未来发展潜力强)。这背后说明了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更在

乎自己未来工作生活的发展需要。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imary dimension of whether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in western China ar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western region 
表 6.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是否愿意留西部地区就业的一级维度影响因素比较 

一级维度 愿意留西部就业学生  
(M ± SD) 

不愿意留西部就业学生 
(M ± SD) 

显著性水平 
(p) 

企业因素 4.00 ± 0.54 4.07 ± 0.53 0.028 

个体因素 3.92 ± 0.49 3.93 ± 0.49 0.672 

区域因素 3.85 ± 0.61 3.86 ± 0.61 0.758 

政府因素 3.75 ± 0.73 3.77 ± 0.76 0.664 

注：p < 0.01、p < 0.05 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Table 7. Comparison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whether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in western China are will-
ing to stay in the western region 
表 7.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是否愿意留西部地区就业的影响因素比较 

一级维度 二级影响因素 愿意留西部就业学生 
(M ± SD) 

不愿意留西部就业学生 
(M ± SD) 

显著性水平 
(p) 

企业因素 

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 4.29 ± 0.69 4.39 ± 0.64  0.019 

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发展

机会 
4.23 ± 0.69 4.35 ± 0.66  0.030 

个体因素 

薪酬待遇高 4.27 ± 0.67 4.34 ± 0.66  0.040 

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 4.06 ± 0.78  4.21 ± 0.75 0.002 

工作岗位是自己感兴趣的 3.87 ± 0.85 4.00 ± 0.82  0.013  

工作地点离家近 3.38 ± 1.02 3.08 ± 1.04  0.000  

区域因素 
工作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 3.78 ± 0.79  3.88 ± 0.82  0.044 

工作所在区域未来发展潜力强 4.08 ± 0.71  4.17 ± 0.71  0.044 

注：p < 0.01、p < 0.05 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2) 不同群体因素对比 
根据前文研究可知西部生源更易留西部地区就业。根据表 8 显示，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西部生源群

体更看重的是个体因素中的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企业因素中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发展机会。

这背后反映出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生源学生更关注平台机会与才能发挥。愿意留西部就业的西部生源群体

更看重个体因素中工作地点离家近。这背后说明了西部地区目前吸引人才最有利的因素就是西部生源的

个体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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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omparison of the employment impact factors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stay 
in western China 
表 8.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西部生源学生是否愿意留西部的就业影响因素比较 

一级维度 二级影响因素 

西部生源学生 
显著性水平 

(p) 有意愿留西部就业 
(M ± SD) 

没有意愿留西部就业 
(M ± SD) 

个体因素 
工作地点离家近 3.45 ± 0.99 2.94 ± 0.94 0.000 

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 4.02 ± 0.81 4.17 ± 0.72 0.020 

企业因素 
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

的发展机会 
4.17 ± 0.72 4.34 ± 0.63 0.002 

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 4.24 ± 0.71 4.39 ± 0.63 0.006 

注：p < 0.01、p < 0.05 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 9 显示，可以看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就业影响因素存在着很多差异，不愿意留西

部就业的群体除了普遍更关注个体因素中薪酬待遇、发挥自己的才能特长外，还更看重企业因素中的就

业单位发展前景好，就业单位能够提供住房优惠、就业单位有好的科研团队以及就业单位管理规范科学。

这背后反映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群体已经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中深造多年并且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更希望找到和自己专业相匹配的工作，并渴望不断提升自我价值，在事业上有更高追求，所以也更看重

中就业单位有好的科研团队，帮助他们进行更好进行科研。同时这类群体毕业时已处在成家立业的年龄

阶段，他们对于未来城市的选择更偏向于定居生活考虑，所以更看重一个城市的住房成本，对住房优惠

政策更加青睐。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唯一更关注的就是个体因素中工作地点离家近。 
 
Table 9. Comparison of the employment impact factors of whether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or above are 
willing to stay in the west 
表 9.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是否愿意留西部的就业影响因素比较 

一级维度 二级影响因素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生 
显著性水平 

(p) 愿意留西部就业学生 
(M ± SD) 

不愿意留西部就业学生 
(M ± SD) 

企业因素 

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

发展机会 
4.28 ± 0.74 4.49 ± 0.67 0.014 

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 4.33 ± 0.72 4.48 ± 0.64 0.048 

就业单位管理规范科学 4.15 ± 0.74 4.33 ± 0.62 0.032 

就业单位能够提供住房优惠 3.66 ± 0.91 3.88 ± 0.85 0.038 

就业单位有好的科研团队 3.65 ± 1.02 3.88 ± 0.91 0.042 

个体因素 

薪酬待遇高 4.26 ± 0.70 4.41 ± 0.61 0.045  

工作地点离家近 3.51 ± 1.01 3.26 ± 1.12 0.043 

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 4.11 ± 0.79 4.33 ± 0.71 0.017 

工作岗位是自己感兴趣的 3.93 ± 0.83 4.12 ± 0.80 0.042 

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对口 3.43 ± 0.96 3.68 ± 0.92 0.025 

注：p < 0.01、p < 0.05 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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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0 显示，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优秀学生除了对个人因素(薪酬待遇高、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

长、就业单位能提供住房优惠)和企业因素(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发展机会、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
要求更高外。更强调地区经济水平(工作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背后反映出优秀学生更希望到经济发

达的地方就业，也很看重就业单位的住房优惠。可见当下毕业生尤为关注住房问题，也可以成为西部引

才留才的重点优势。 
 
Table 10.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 factors affecting whether outstanding “Double First-Class” college graduates are 
willing to stay in western China 
表 10. 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优秀学生是否愿意留西部的就业影响因素比较 

一级维度 二级影响因素 

优秀学生 
显著性水平 

(p) 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 
(M ± SD) 

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群体 
(M ± SD) 

个体因素 

薪酬待遇高 4.32 ± 0.62 4.49 ± 0.56 0.025 

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 4.07 ± 0.78 4.27 ± 0.7 0.031 

工作岗位是自己感兴趣的 3.81 ± 0.82 4.09 ± 0.69 0.004  

企业因素 

就业单位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发

展机会 
4.22 ± 0.77 4.43 ± 0.59 0.017 

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 4.25 ± 0.74 4.47 ± 0.61 0.011  

就业单位能够提供住房优惠 3.6 ± 0.88 3.94 ± 0.87 0.002  

就业单位有好的科研团队 3.72 ± 0.94 4.12 ± 0.8 0.000 

区域因素 工作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 3.75 ± 0.86 4.02 ± 0.79 0.010 

注：p < 0.01、p < 0.05 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 

4. 政策建议 

通过调研问卷和请问数据研究，我们可知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愿意留西部地区就业的主要是

以西部省份生源为主，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更看重个体因素中离家近的情感因素和地区生活成本。不

愿意留在西部地区就业群体更看重区域因素中地区经济水平和企业因素中就业单位发展前景好、管理规

范科学等因素，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优秀学生群体更加关注就业单位提供的住房优惠。基于以上结

论，故提出以下方面的政策建议： 

4.1. 重点关注西部生源的人才后备群体，是吸引人才的重点 

西部生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是愿意留西部就业的主力军。由于毕业院校所在地对毕业生的就业

地区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绝大多数学生毕业时选择留在院校所在地就业。在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

中“工作地点离家近”成为他们选择留西部就业的重要因素，作为来自西部地区省份的“双一流”高校

毕业生，他们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情感依恋，也成为了西部引才留才的重点对象。同时近年来“逃离北上

广”的社会现象开始涌现，在北上广打拼的青年因为房价、物价与自身收入的不匹配，过快的生活节奏

和巨大的工作压力，选择转移到其他城市生活与工作，而愿意留西部就业的毕业生也尤为看重地区生活

成本因素[10]。着力打好“感情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在西部就读的西部生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留在

西部本地就业。① 通过加强学生家乡所在地的政府就业与保障中心对于本地生源的回归家乡就业的宣

传，鼓励他们为家乡做贡献，为他们提供更加完善的人才服务和配套人才政策。② 西部各省市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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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调控力度，控制城市物价、房价等生活成本水平，与一线发达城市比较形成明显优势，增强高校学

生在西部生活的区域幸福感。③ 西部“双一流”高校就业中心应该通过举办宣讲会或讲座等方式，宣传

西部地区，提供西部地区就业人才介绍与服务等。 

4.2. 充分考虑个人需要和企业因素，是吸引人才的关键 

对于不愿意留西部就业的群体都对个人需要和企业因素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这也是西部地区目

前在人才吸引力上的弱势。个人需要里面的薪酬待遇高、能得到重点培养、能发挥自己才能或特长等因

素以及企业因素中的提供好的发展机会、单位发展前景好、单位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等等这些都成为了他

们更为看重的影响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各省市在引进人才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个人需要和企业因素，给

予这些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才能真正地引到人才。① 保证西部人才良好

的职业发展晋升通道与职业培训，提供广阔的未来发展平台，注重对高校毕业生的培养与企业未来发展

结合起来，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相匹配。② 给予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

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才的个人需求。③ 就业单位要对西部“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给予重点的培养与

关注，通过企业培训、导师制等，不断提升毕业生的能力素质，满足他们对于自我提升的要求[11]。 

4.3. 分群体制定差异化、精准化人才政策，是留住人才的核心 

对于不同群体研究生学历群体、优秀学生群体所关注的要素都有所差别，同时对于高学历“双一流”

高校毕业生，毕业后需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其中生活成本(房价、物价等)也渐渐成为了他们重点考虑

的因素；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出具有差异化、针对性的措施。① 从住房优惠、人才补贴、安家

费、就业创业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各方面展现出西部的诚意，制定出更加符合毕业生实际

情况的人才政策，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② 设立“青年人才驿站”。通过“青年人才驿站”，为来西

部地区就业创业的毕业生提供住宿以及政策宣传、就业、交流等服务。③ 针对企业的人才需要，将引进

的人才条件锁定，并按照人才具体的类别和重点需求入手，为人才量体裁衣制定个性化、差异化政策，

才能精准引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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