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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藏族大学生就业意向问卷调查报告 

本调查由《雪子》杂志社组织，刊载于《雪子》第十期 

 

    问卷概况 

    2014 年 10 月，《雪子》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关于藏族大学生就业意向的网络问

卷调查，旨在分析当前藏族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及就业影响因素。本次问卷调查样本容量为 1014

人。需要指出的是，本调查因采取社交网络传播的形式，填写该问卷的学生大多来自西藏自治区，

且大多数学生都是内地重点大学的学生。其他四省藏区的学生，西藏本地大学生和专科院校大学

生占极少数，因此样本选择仍欠科学性，这也是造成这份问卷有一定局限性的原因。 

    该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藏族大学生的择业意向，对自身就业前景的态度，对就业地点的选择等

一系列问题，期望通过多个角度整体分析当前藏族大学生对就业问题的基本看法。 

    调查对象概况 

    问卷调查对象包括来自西藏、四川藏区、青海藏区、云南藏区、甘肃藏区的藏族学生共计

1014 人，其中 94.78%来自西藏自治区。调查对象中 68.93%是内地西藏班毕业生，在重点大学就

读的学生占 74.85%，普通大学学生占 21.01%，专科院校学生占 4.14%。 在 1014 位受访者中，

共有研究生 27 人，其中硕士 20 人，博士 7 人。在专业方面，59.37%的调查对象学习法学类、经

济学类、管理学类和工学类这四个专业，各专业具体所占比重请参考（图 1）。有 8.78%的人表示

对目前所学专业不满意，对专业的满意程度一般的学生占 28.73%，而 62.48%的学生表示对目前

专业满意。 

 

（图 1） 

    主体部分 

    1、对自身的就业问题的考虑 

    中，54.64%的学生表示经常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43.98%的学生表示偶尔会考虑就业，仅

1.38%的学生表示从未考虑自己的就业问题。不难发现，大多数人对自己未来的就业比较关注。

就业是大学生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有较早的思考和准备对真正踏入社会必然有所帮

助。 

 2、对自己就业前景的态度 

    如图 2 所示，接受本次调查的藏族学生中，58.19%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乐观的态度。随着高

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多见（图 3），就业形势也愈发严峻，藏族大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了激

烈的竞争中。专业是影响学生对自己就业前景评估的因素之一，相对农林学类和工学类的学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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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专业为法学类、医药学类和人文类的学生表示对就业前景更加乐观。

 

（图 2） 

 

 

   （图 3）本图片来源：http://www.hujiang.com/dxsjy_s/p590025/ 

 

3、对藏区整体就业形势的看法 

    调查显示 10.55%的学生认为目前藏区就业形势不太乐观，而 46.54%则认为就业形势良好。

以西藏为例，据中国西藏网报道，2013 年西藏新增就业 2.8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5％

以内。13243 名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业率达到 99％，实现了“西藏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全就业、往

届毕业生基本就业”的目标。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就业创业奖励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下，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定。未来几年也有维持目前状况的态势。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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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就业地点选择 

    作为离开家乡在异地求学的很多藏族大学生来说，回到家乡工作看起来是共同的“情理之中”

的选择，这次调查也显示基本如此。调查显示想在藏区工作的大学生占 93.49%，有 5.62%的学生

想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其他东部省市就业，其余 0.89%则选择在其它地方工作。对于就业地

点的选择，如（图 4）所示，68.86%的学生认为就业地点的选择应该因人而异，10.36%认为藏族

大学生不该在内地就业，在其它观点中有一部分表示应该先在内地工作锻炼几年，之后再回西藏

工作。 

5、就业单位类型 

    就业单位的选择不仅会影响未来的发展，也是学生本人、家长及亲友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次调查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公务员热。（图 5）显示，想要在政府机

关和事业单位就业的学生占 52.66%，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意愿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工作。要

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一般都要通过公务员考试，为此我们也调查了学生们对公务员考试

的看法。结果显示 30.47%的学生表示不想参加公务员考试，而 22.88%的学生表示一定要参加公

务员考试，想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则占 32.05%。随着就业形势的多样化以及就业观念的不断改变，

预计未来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比重会略微下降。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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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从专业角度看，法学类、农林学类和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想在政府机关就业的比例最大，分

别占 50.9%、45.2%和 43.0%。 

    此外，对问卷结果进行交叉分析发现，被调查藏族学生的家庭收入越高，愿意在政府机关工

作的比例越小。如（图 6）所示，家庭月收入超过 7000 元的学生中只有 27.50%的学生愿意在政

府机关工作，而愿意去企业（国企或私企）工作的比例更大。 

 6、对创业的看法 

    据我们观察讨论，越来越多的藏族大学生开始有自己的创业梦想，有些甚至已经开始崭露头

角。一部分在大学期间就开始自发组织从事民族特色产业、民族潮流服装、文化产业等工作的学

生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创业并非易事，创业者不仅要有热情，也需要有充足的准备、丰富的

经验以及足够的资源等条件。调查显示，想要创业的学生占 57.50%，创业意愿极强烈（一定要

创业）的占 8.58%，另外 23.96%和 9.96%的学生分别表示未考虑和不想创业。是否选择创业也与

性别有一定关联，数据显示男生创业意愿明显比女生强烈，男生创业意愿极强烈的占 14.7%，较

强烈的占 60.6%；而女生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 4.0%和 55.2%。 

 7、就业考虑因素 

    大学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不同的因素的影响程度多大？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调查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结果如（图 7）所示，可见最主要的三个影响因素分别为

收入及待遇、个人发展空间和个人兴趣爱好。 

 

（图 7） 

                                         

（图 8） 

8、工作后对待遇的期望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藏族学生中对就业后前三年的月薪期望值处在 3000—5000 人民币的

占 47.04%，在 5000—7000 人民币的占 36.39%，超过 7000 元的占 12.13。以西藏自治区为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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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藏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 1150 元，月均工资维持在 3600 元左右。所以这一期望值浮动

范围是可以接受的，随着藏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工资收入水平也有逐渐上涨的趋

势。 

 9、父母的建议对就业的影响 

    子女的就业和发展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的心，子女面临就业时父母往往会提出很多建议。

那么这些建议对子女的影响程度如何呢？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父母的建议对自己的选择影响很大

的占 16.17%，认为较大的占 48.13%，认为影响很小和较小的总共占 8.68%，还有 27.02%的学生

表示父母的建议对自己的影响一般。可见父母的建议对子女就业有较大的影响，结合我们的自身

经验不难发现，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择业上，也表现在就业观念上。如（图 10）所示，对问

卷结果做交叉分析发现，受父母建议影响很大的学生选择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比例最大，占

45.12%，较大的占 33.20%；与之相对，受父母建议的影响很小的学生想在国企和央企工作的比

例最大，占 36.59%。这也侧面反映了目前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建议是在政府机关工作。从性别

角度看，女生受到父母建议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男生，男生认为父母的建议影响很大、较大的共占

58.70%，而这一比例在女生中占 68.50%。 

 

（图 9） 

 

（图 10） 

    总结 

    由于样本容量有限，调查范围不广以及受其他因素影响，本问卷调查的结果仅具有参考意义，

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藏区产业结构的逐渐调整，大学生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等原因，就业竞

争将愈发激烈，藏族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会渐渐发生着变化。单从本次调研来看，所有人都一边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6 

倒地从事公务员工作的状况将有所改变，就业结构也将变得更加多元。当然，每个人的就业观念

都是受其家庭、教育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而不一样的，这在本次调研结果中也有所反映。 

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意愿，也要考虑父母的期望、社会的需求等多种因素。

为此在择业时应当充分获取信息，熟悉就业、创业相关政策，积极主动与父母、长辈交流，了解

社会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做出较为明智的选择。还未面临就业的大学生则需要在大学期间扩充

知识、锻炼能力，为自己日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问卷中的问题： 

1. 工作类型选择的态度及影响因素：（1）学校，（2）专业，（3）户口 

2. 公务员意向及影响因素 

3. 创业态度及影响因素：（1）户口，（2）地区，（3）学校 

4. 工作地区的选择影响因素 

5. 户口类型与大学入学率（西藏 18%：81%） 

就业考虑：类别、地区、工资 

影响因素：户口、父母观念、专业、学校、地区、性别、专业观念、内地西藏班经历 

 

 

【书  序】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 

          ——李健《西藏的唐卡艺人》序言 
 

马  戎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

藏北海拔 4500 米以上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 50 年代初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 1 个

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

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

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

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当时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

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繁。自 1792

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西藏地区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开始与内地建立了制

度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人员交往。辛亥革命后西藏一度出现“驱汉”和追求独立的倾向。

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1965 年正

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尽管近几十年里西藏与内地的人员交流、经济关系日益加强，但是不同的生态体系和不同文

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仍然十分明显。这也使得西藏研究和藏族文化研究成为国内民族社会学

的重点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