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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作为三大就业难群体的高校毕业生，在各方面的压力与吸引下，一部分大学生选择

了基层就业，另一部分依然对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不太感兴趣，选择了在各个领域自主择业。本文主要

将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分为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官”

计划以及“特岗教师”计划。从一项政策的生命周期来看，各个阶段都会对政策的效用产生巨大的作用，

但本文认为一项政策的执行环节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四川省“西部计划”政策的执行过程为研

究对象，着眼于找出该政策在四川省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产生原因，最后根据研究资料掌握的情况

以及实际现状，提出几点相关建议，以期能发挥一定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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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biggest livelihood issue. As the three difficult employment groups of college 
graduates, under the pressure and attraction from all aspects, some college students choose gras-
sroots employment, others are still not interested in the grassroots employment project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choose jobs in various fields independently. This article mainly divides the un-
dergraduate grassroots employment project into four parts. They are respectively: “Western Plan”, 
“Three Supports and One Support” plan,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 plan and “Special Post 
Teacher”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fe cycle of a policy, each stage will have a huge effe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among which,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olicy has special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Western 
Plan” policy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s on finding out the problems exist-
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nformation, the situatio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or-
der to play a certain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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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一) 乡村振兴战略 
每年国家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相关的。2018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做《政

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该战略一共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目

标。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

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 
(二)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指的是各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的相关文件，该文件不仅包括中央文件还包括地

方文件。在本研究看来，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主要包括：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部计划”)、农村

义务教育教师(“特岗教师”)、大学生支医、支教、支农和扶贫工作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村

官”计划以及选调生计划。本研究将与这五个项目相关的中央、地方文件称之为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

而本文的重点将放在西部计划这一政策上面。 
要想了解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就得清楚的知道大学生、基层就业范围、公共政策和基层就业政策这

四个重要的专业词汇。首先，大学生。在学术界和实际生活中，大家对大学生的定义莫衷一是。有的学

者从广义上定义这一名词，他们认为大学生泛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学生，包括专科、成人自考等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大学生。但本研究所认为的大学生仅指专科及以上全日制学生。其次，基层就业范围。

中央相关文件曾对基层就业范围进行统一规定。本研究所认为基层就业范围与该文件保持一致，但更加

强调偏远山区、农村等地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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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部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简称是“西部计划”。该计划在 20 世纪由少数几个省份率先试点，于

2003 年，中央正式出台《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此，西部计划政策正式落地。 

2. 西部计划 

1) 政策提出背景 
高等教育的扩招。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读书的益处，因此，每年参加高考的

学生也就越来越多。在参考学生越来越多，高校招生人数却偏少，再加之新中国正处于强调人才强国战

略之际等因素，高校于 1999 年在扩招不降质的标准下，正式扩大招生规模。彼时，大学生入学率得到了

提高。2003 年，正是第一批扩招大学生的毕业季及就业季。一时之间，劳动市场将会涌现数以百万计的

大学生。其间，有不少大学生心怀一腔抱负，纷纷想走出家乡、走出校园，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他

们将心仪就业地定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大学生除了自身原因再加之家人的期望

等因素，一心渴望留在东部沿海大城市。有目标愿景自然是好事，但一个地区工作岗位的需求是有限的，

容纳度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如此供大于求的情形之下，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显得尤为重要。 
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存在比较大发展差异的原因与两地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众所周知，西部地区为亚洲内陆，其地形地势以高原为主，海拔相对较高、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然

而，反观之，东部沿海地区，交通发达，地势平坦，与外界沟通联系极为方便。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更是起到了大力促进东部沿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就此，东部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着，

而西部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较慢发展，由此，东西部差距逐渐增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东西两部分

化情况比较明显。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SARS))的突如其来。非典为一种由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这种病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它主要通过近距离飞沫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而传播。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致使没有太多经验的我

们有些许慌张。该种传染病在全球众多国家传播，从某种层度上来说，不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还

影响了世界整体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受影响，市场需求减少，就业岗位也随之减少。就业率降低，对国

家、千千万万家庭以及各劳动力无疑施加了压力。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促进。西部大开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把东部沿海

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2000 年 1 月，国务

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

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 2000 年 3 月正式开始运作。其中，西

部大开发中的西部指的是西南五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

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一共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是单纯的地理上的西部地区[3]。 
2) 西部计划政策内容 
西部计划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支教、支医、支农三个大的板块，其中支农又具体含有区域化推进农

村共青团工作、基层检察院志愿服务行动、基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基层人民法院志愿服务行动、

开发性金融志愿服务行动、农村平安建设志愿服务行动这几项。 

3. 四川省西部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四川省西部计划执行中现存问题 
1) 政策执行主体的问题。四川省的西部计划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涉及主体众多。政策执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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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可以分为地方各级相关部门、各高校以及大学生基层就业地单位。西部计划由共青团中央、教育

部、财政部、人社部多个部门联合实施的。在团中央等几个部门下发了西部计划政策之后，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的工作细则，再下发到所属的市、县、区等所统辖地

区相关单位。而作为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之一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当然与第二个政策执行主体各

大高校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基层就业地作为大学生志愿者的主要服务地单位，其在与大学生就业者日

常工作中有着直接关系。然而，从一项政策出台到一项政策执行这个环节，中间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主体，相应市、县、区有关单位；第三主体：大学生所处各高

校以及第四主体：大学生基层就业者所在工作地。以上四个政策执行主体，均在西部计划这一政策执行

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4]。 
政策执行主体未完全认真解读上级政策，呈现以政策回答政策的局面。共青团中央四部门根据国内

总体情况联合发文下发下一级政策执行主体。各省、组织区、直辖市存在对本辖区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

不了解、基层就业情况未统计等情况便启动政策制定过程。尽管可能是出于想让西部计划加快脚步，尽

快出台实施以缓解西部急需人才地区的紧张局面，但相对加快进度进行政策解读，难免致使局部政策缺

乏针对性。 
高校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宣讲人员态度存在提升空间。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与政策具体执行者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政策执行者的工作态度亦影响着西部计划政策的宣传、鼓动情况。一些高校工作

者在收到本年度西部计划招考计划时，考虑到自己已在岗接手岗位工作已轻车熟路，便存在因太过于了

解而一不小心忽略了政策文本中的变动地方等情况。目前，大多数高校均采用了一定的宣传手段进行宣

传。有的专门寻找一个时间来开展西部计划宣讲会。会上，有介绍西部计划政策的宣传小册子以及政策

解读小册子，另外除了这些，宣讲会由一位主要宣讲人向大家讲解政策来源、政策针对对象、工作地、

工作年限等基本情况。甚至，除了这些方法，一些高校采取物质激励法来吸引在校即将毕业大学生的眼

球，例如，赠送抱枕、小配饰等小礼物。一阵看似很成功的宣讲会现场，其实收获不大。当大学生想要

了解哪些地区指的是西部？哪些地方属于基层就业的范围？在基层组织入党名额会有所倾向吗？地方财

政会按照怎样的标准来对基层就业者进行生活补贴呢？基层就业期满，就业地能否提供编制呢？等更加

具体、毕业生更加关心的问题的时候，一些高校西部计划宣讲者却又无法给出比较明确或者令毕业生比

较满意的答复。其后，在校内显眼的地方做几张大大的宣传牌，让它们在风吹雨打里默默发声。因此，

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政策重要的执行者——省内高校、高校宣讲员素质的提高，对待工作态度

的更加端正对于该政策圆满结束具有实质性的推进作用。 
2) 政策目标群体的问题。西部计划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即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们。首先，基层就

业意愿较低。高校毕业生普遍具有不愿意进基层特别是不愿意甚至抗拒去到生活条件艰苦、离家距离远、

地理条件不太优越的地方工作。其次，生活补贴较少。大多数大学生想通过就业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甚至

家庭经济条件。然而，通常情况下来说，西部计划所对应的基层就业地区相对比较偏远，经济发达程度

有待持续提高，所以，尽管该项政策在四川省内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大学生基层就业者每个月

到手的生活补贴也不算很充裕。然后，大学生就业者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存在部分汉族不太懂

当地方言的大学生就业者来到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情况，这一部分的汉族大

学生基层就业者语言不通，沟通交流成为巨大障碍。从而慢慢的由语言障碍到心里障碍，最终选择调离

工作地或者直接终止就业服务合同的情况。最后，大学生基层就业者在所在地无太多用武之地，难以充

分展现自身能力与专业技能。西部计划可以分为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方面的志愿服务。这几个方

面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具备相应专业学科知识储备的大学生、研究生才能进

行专业性的、具有较高说服力、权威性的指导。然而，在西部计划招募过程中，其应征对象几乎都是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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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校所有学科范围的，在这些基层就业大学生中有的就暂时不具备条件。来到就业地就容易出现难以

体现自身价值、难以展现自己专业的甚至感兴趣范围内的才能。久而久之，这一部分大学生基层就业者

就抱着一种期满就走，熬过即可的心态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 
(二) 四川省西部计划执行中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1) 政策执行前期的选拔机制不完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严格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

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进行选拔西部计划大学毕业生。按照这一标准进行人员选拔，能够做到在最大范

围内公平公开透明，但是，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去到艰苦边远地区开展工作。目前大致上呈现一种

需要服务地的大学生不愿回乡发展，外地大学生愿意去基层服务但语言障碍问题大，更有甚者从来不曾

了解过西部计划，且直接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基层地区就业，一心只想往大城市冲。大家有这种想法都很

正常，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人才流向趋同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共政策越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选聘对象

专业来看，不加以区分，导致后期分配时，就业者无用武之地。在选拔期间，对于主动前来咨询的同学

可能来自各个专业。有的专业可能不是西部计划服务地区目前所需要提升的，但相关工作人员选择性地

忽略了这一点。其次，从选拔的内容来看，更加倾向于报名者的政治思想，相对忽略被选拔者的专业技

术能力。来到基层开展工作，除了在思想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遵守相关纪律规定，还应该

在广大的基层地区真正展现自身能力素养，争取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担子。最后，一个人的能力高

低不是一张或几张试卷就能轻松而简单评定的。在目前看来，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选聘仍然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一张试卷能反映的能力水平高低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发展期间留心观察，

用大地做考卷，以问题真实的解决程度作为考分，争取找到更加完善更加完美的选聘方法。 
2) 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博弈。人类几乎都是一种具有趋利避害本性的生物。各层级相关组织工作人

员都有自己的“公共精神”与自我利益取向。通过与一部分基层干部访谈了解到，在目前一些农村基层

地区存在当地官员排斥大学生就业者。一部分当地干部因自身学历比不上刚刚到村到岗的大学生基层就

业者。当地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这一部分大学生文化素质高、身体素质好、学习能力强，如果他们愿意在

当地长久待下去，会对当地原本的领导班子造成威胁，影响他们政治仕途、削弱他们的优势。于是，在

某些基层，一些情况差不多的当地干部便形成了一个圈子，新到岗的大学生就业者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忽略、排斥。 
3) 政策执行整个阶段内监督机制失衡。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督作用难以体现。在

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不管是执行机构内部的监督，还是外部的监督对一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

把握方向、适时引导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人大的监督作用

和社会的监督作用暂时体现的不太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具有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

监督权。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大的监督权在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无实质性的权利，因此，在对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没有太多体现。同时，社会监督方面也不容小觑。但目前，人

民群众监督意识薄弱，更有甚者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不关心国家整体运行情况且文化程度不高，

对于应该监督什么，应该怎样监督……更是无从所知。 

4. 促进四川省西部计划执行情况的对策 

(一) 认真做实政策解读、宣传工作 
1) 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综合素质，增强政策认同感。首先，对于省、直辖市、自治区等下发文件之后，

接到政策文件需要进行政策前期执行任务的干部来说。坚持贯彻“终身学习”的理念，认真准确解读上

级指示，并准确传达文件精神非常重要。每月可开展网上统一学习、季度学习情况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的

学习活动，使政策执行者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切身体会基层的刚需，找准基层发展着力点，促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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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完美实施，为祖国建设大业建言献策。 
然后，对于西部计划志愿者来说。一个政治素养高、专业技能扎实、综合素质过硬的大学生基层就

业者对于所在地区政治、经济特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几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西部计划当

中的基础教育专项。该教育主要指的是在县乡中小学从事教学及教学管理的相关工作。本研究认为该项

工作最好选择一些学历层次较高、所毕业院校口碑较好的学校。通常情况下，西部计划所对应的地区属

于经济、教育资源稍微欠缺一点的地方。良好的师资环境，不单单可以提升当今眼下这一代祖国的花朵

的知识储备，还能开阔他们的视野。一代传一代，思想深度、眼界格局也就慢慢增强、变宽了。当西部

地区培育出越来越多从本土走出来又回去扎根、建设自己家乡的人才时，假以时日，祖国遍地皆是繁华

璀璨。 
2) 采取多渠道、多层级宣传策略，提高政策宣传力度。现在很多地区宣传政策仍然采取发放宣传单、

大喇叭播放政策核心内容等比较传统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直接消失，但它的

作用已不像往年那么有效了。发放小册子，一是许多人会直接拒绝，不想拿在手。二是就算勉为其难，

象征性、礼貌性地接受了宣传册，有的会考虑随意翻看几页，有的甚至直接扔进垃圾桶。可见，发放宣

传册可能并非最好的方式。在当今电子政务、网络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政策执行者可以根据当地情况

开展西部计划网络直播宣讲会并提前收集、了解毕业生的最关心以及具有疑惑的地方，在直播间一一解

答。除了在全域范围开展这种宣讲会，各大高校也应该将宣传工作做的更加细致、具体、到位。根据与

几位大学生毕业者访谈了解到他们所在的高校每年也会有一定的西部计划宣讲会，但因为不是强制性要

求参与或者宣讲会时间与他们的上课时间相冲突便未参与其中，等到事后有空想要了解了却又发现错过

了。在这种情况下，本研究认为若要提高宣传度，可以将相关咨询通知到各个学院、各个班级，为了便

于宣讲工作的到位，可以多安排一两场并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进行政策宣传，以达到更好的宣

传效果。 
(二) 多措并举、落实政策吸引条件 
1) 完善选聘任用人才的机制。建立多维度、全方位考察的综合选聘任用人才体系。首先，在西部计

划大学生基层就业者选拔过程中坚持公平公开透明选拔，既要在宏观上考察思想政治觉悟，又要注重报

名者的就业服务意向项目和适配项目的素质，不可盲目为了硬凑指标而不顾人才质量。然后，各个基层

单位认真考察本单位急需人才要求，立足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争取做到人地配合度完美适配。 
2) 完善激励机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根据每个基层就业者的就业地与学历层次来分配生活补

贴。但有时候大学生就业者由于各个方面的压力会期望平时的激励可以增多一些。在这一方面，本研究

认为不仅应该增加物质方面的激励，还应该将精神激励同步提升。在一些考核机制稍微注重一点的地方

都会安排单位工作人员按时进行工作打卡、考勤。对于每月全勤的大学生基层就业者也可以设立一项倾

斜于他们的表彰，进行每月的精神激励，并在当地财政的支持下，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物质与精神双

管齐下，进一步给予大学生就业者更多支持，让他们能够尽快地融入当地环境，甚至慢慢的在基层扎根。 
(三) 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促进政策圆满开展 
1) 建立健全全方位、多主体的监督体制。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根据监督的不同作用的划分，可以分

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根据不同的监督主体划分，行政监督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但

在各主体监督的情况下，存在职能相交的情形。在西部计划实施过程当中，各当地基层组织可以根据需

要以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成立西部计划监督小组，对该政策工作的具体开展过程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进行网上监督[5]。 
2) 加强舆论监督的作用。西部计划各服务地的开发、建设工作需要大学生基层就业者在其工作岗位

上的发光发热。当地居民或村民是社会监督的主要部分，他们对大学生基层就业者保质保量完成上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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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任务具有很强的外在推动力。同样，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尽管有促进政策实施的正面作用，一旦

社会舆论过多、过于膨胀，从而导致大学生基层就业者压力过大也容易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反面影响。

公众可通过到相关部门进行意见反应、随时关注当地部门工作动态等方式监督单位干部的工作情况，也

可通过投递匿名信、拨打匿名电话等方式参与行政监督。 

5. 结论与展望 

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一共可以分为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和“特岗教师”

计划四个大项目。本研究主要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西部计划这一项目的执行上，同时以四川省为研究地

的立足点进行研究工作。从 2003 年西部计划开始实施到现在已有 19 年之久了。每年派数以万计的大学

生基层就业者来到西部需要服务的地方。在该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当然也少不了需

要提高的地方。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本研究发现西部计划这一政策在四川省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在政策执行主体方面，存在未完全认真解读上级政策，呈现以政策回答政策的局面；高校宣传力

度有待加强、宣讲人员态度存在提升空间等问题。在政策目标群体方面，存在大学生基层就业者服务意

愿不高，对生活补贴不满意；在所在地无太多用武之地，难以充分展现自身能力与专业技能三个问题。

通过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政策执行前期的选拔机制不完善、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博弈、政策

执行整个阶段内监督机制失衡。鉴于此，本文提出认真做实政策解读、宣传工作；多措并举、落实政策

吸引条件以及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促进政策圆满开展几条建议，以期能够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更加完美落实。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阅读法和访谈法开展研究工作，未能与时俱进将功能强大、科学可靠的数理分析

方法运用在本文的研究过程当中，因此，本文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之后学者的研究中

能够更多的体现量化的分析方法，以数据说话，用更加客观的事实进行政策执行问题剖析，得出更加直

观的论据，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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