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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5-2020年西部地区学术型博士毕业生数据的视角,分析其去向及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西部地区学术型博士毕业生就业率较高,待业率较低。就业单位性质以“学术型”市场为主,主要为高等

学校和科研设计单位。就业地区具有明显地域聚集效应,即学位授予单位所在地区。就业工作性质7成以上

选择教学与(或)科研;不同院校类型、不同学科门类、不同论文研究类型的学术型博士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和工作性质选择差异显著。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知,户口所在地区、院校类型、学位类别、学习方式、

毕业年份、论文类型、论文选题来源以及按照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等因素对就业有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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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因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其发展对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深远的

政治影响。西部大开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握西部

地区实际情况提出的国家层次的重大战略,对于开

发西部和协调全国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响应新时代新要求,适应新发展和新格局,2020
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1],指出要积极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支持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
智力密集型项目倾斜、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工资、绩
效分配自主权等措施有效留住西部和吸引高层次人

才扎根西部,参与西部全面建设。2021年6月,李
克强总理在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指

出,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西部大开

发迈上新台阶[2]。高层次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

战略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十

分关键的地位。博士毕业生作为科技工作者和高学

历代表,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建设者。
然而,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研究生教

育一直备受关注,其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去向已

经成为了社会的热门话题。
不少学者对西部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就业基于不



同的视角进行了探究。罗洪川[3]等人基于2015-
2020年全国博士毕业生数据的分析,指出选择中西

部地区就业的博士毕业生较少。许丹东等人[4]基于

2017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探索了西部地区

博士毕业生区域流动的影响因素,认为西部地区博

士毕业生就业地点具有明显的地缘效应,同时还受

到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教育、医疗以及社会氛围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MDCintio等人[5]考察了两组与

国际流动相关的意大利博士毕业生的工资表现,发
现劳动力流动与更高的工资有关。李永刚[6]以教育

部直属高校为例,分析了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

择与流动趋势,指出了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区域选择

上,呈现出以属地为圆心向周边地区递减的格局和

态势。Paula等人[7]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

展的一项关于博士到企业就业的地区流动调查数据

分析,结果发现美国中西部大量博士毕业生流向了

太平洋和东北地区等其他地区。CJFWaaijer[8]开
展了对荷兰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来源地区以及其当前

工作地点的研究,发现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领域与国

籍密切相关。同时,博士毕业生更倾向于在博士大

学所在地区就业。渠东玲[9]从大学生西部就业的心

理学分析出发,强调在引导和鼓励应届大学生去西

部就业的过程中应当利用一些积极的社会心理效应

从而帮助大学生理性就业。卿石松等人[10]基于

2017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指出从地区流

向看,博士就业具有属地化和向北上广等东部地区

集聚的特征。孙百才等人[11]从区域流动视角指出

西部地区属于人才净流出区域,西部地区与东部发

达地区的人才绝对数差距逐年拉大。西部高校的大

部分毕业生愿意留在西部工作。然而,运用学位授

予信息结构化数据分析西部地区博士毕业生就业的

研究很少,西部地区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去向、就业

特征及就业因素如何? 这些都是极具探讨价值的问

题。研究西部地区博士研究生的毕业去向及影响因

素有助于教育管理部门对西部地区进行定制化政策

制定、更好的帮助西部地区解决教育扶贫问题和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界定

研究生教育西部地区:我国地区划分的依据一

是根据地理位置[12],二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13],将

西部地区划分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
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本文结合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将海南纳入研究生

教育西部地区。因此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教育西部地

区(以下简称“西部地区”)系上述十三个省、市、自治

区(以下简称“各省级”)。
西部地区学术型博士毕业生(以下简称学博毕

业生):学位授予单位(高校、科研机构等)所在地区

隶属西部地区培养的博士毕业生。
(二)数据总体情况

本研究使用2015/2016-2019/2020学年度我

国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学位授予信息的就业数据进

行分析研究,数据不包含党校、军队院校、军事学以

及部分博士毕业生就业信息为空的数据。有效数据

共计36908条,其中2015/2016学年6397条,2016/

2017学年6920条,2017/2018学年7440条,2018/

2019学年8020条,2019/2020学年8131条;地区分

布上,内蒙古自治区1025条,广西壮族自治区1046
条,海南省197条,重庆市5114条,四川省10088
条,贵州省428条,云南省1823条,西藏自治区47
条,陕西省12939条,甘肃省3055条,青海省83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159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04条;
性别分布上,男性占62.66%,女性占37.34%;院校

类型分布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占51.53%,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占28.79%,普通高校占18.51%,科研

机构 占1.20%;论 文 类 型 分 布 上,基 础 研 究 占

63.19%,应用研究占2.64%,综合研究占9.26%,
其它占1.14%;学习方式分布上,脱产占89.39%,
半脱产占8.65%,业余占1.96%。

(三)特征指标建立

研究生就业是研究生教育的出口,是对研究生

自身工作能力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质量的双重检

验。通过对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进而了解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及就业质量。
根据学位授予信息年报数据结构及代码手册

(2020版)(以下简称“手册2020版”)对学历教育博

士毕业生去向的定义,结合本研究实际分析需求,将
博士毕业生去向分为就业、继续求学、入博士后流动

站、出国出境、待业和其他6种类型。其中,就业仅

指的是学位信息年报数据采集中去向字段中为“就
业”的数据。入博士后流动站的人数仅包括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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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当年应届学博毕业生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人数。
研究生就业与诸多因素有关,本研究基于学位

信息授予数据的视角,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特征指

标级说明。
表1 特征指标建立及指标域

特征 性质 指标域

学科门类 定类
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十

二种类型

性别 定类 包括男性、女性两类

院校类型 定类 包括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普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四种类型

是否按一级

学科授予学位
定位 包括是和否两种类型

学位论文类型 定类 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和其他四类

学习方式 定类 包括脱产、半脱产和业余三种类型

学位论文选题来源 定类

包括“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央、国家各部门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项目,国际合

作项目,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学校自选项目,国防项目,非立项,其他共计十二种类型

去向 定类 包括就业、继续求学、入博士后流动站、出国出境、其他、待业六种类型

工作单位性质 定类
包括行政单位、科研设计单位、高等学校、其它教学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其它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其它企业、部队、其它十二种类型

工作性质 定类 包括教学与(或)科研、管理、其他三种类型

  (四)研究方法

结合全面性与系统性,本文首先采取描述性分

析对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去向整体情况进行描述分

析,然后使用卡方检验对不同省级、院校类型、学科

门类、学习方式、学位论文类型、学位论文选题来源

对就业单位性质和就业工作性质等就业特征差异进

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最后使用二元Logistic回

归分析对就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去向总体情况

通过西部地区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毕业去向整体

分布情况趋势(图1),可以得知:
1.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率较高,待业率较

低。数据分析显示,2015/2016-2019/2020学年度

西部 地 区 学 博 毕 业 生 就 业 人 数 33808,就 业 率

91.6%,待业人数3100人,待业率8.4%。其中就

业率最高为2015/2016学年,就业率为92.98%,就
业率最低为2019/2020学年,就业率为88.65%。
因此,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良好。
2.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趋势逐渐下降,待

业率逐渐上升。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

业率逐年下降,就业率从92.98%降低到88.65%,
待业率从7.02%上升到11.35%。
3.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入博士后流动站上升趋

势明显。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入博士后流动站人数

逐年 增 加,从 2015/2016 学 年 度 307 人 增 加 到

2019/2020学年度764人,增加了1.49倍。

图1 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去向及趋势示意图

4.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出国出境人数较少且相

对稳定。数据分析可知,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2015
-2020年度共计607人(注:此处数据为通过学位

授予信息报送系统报送的数据,为博士毕业生最初

的就业状态,与国家留学服务中心的实际出国出境

人数数据略有差异),占总体比例仅为1.6%。例如

西安交通大学2019年发布的就业质量分析报告中,
博士毕业生仅33人(5.37%)出国。这是因为博士

毕业生就业倾向于选择“属地原则”[3],主要为学位

授予单位所在地和户籍所在地。这也反映了博士毕

业生对亲属、生活环境的部分依赖有关系。
5.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去向为其他的应引起教

育管理部门关注。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

去向为其他的人数为4914人,超过了待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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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人,占比8.4%),占整个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

人数的13.3%。

三、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特征

(一)西部地区各省级学博毕业生就业特征

1.西部地区各省级学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差

异显著。为考察西部地区各省级博士毕业生选择就

业单位性质的差异,本研究对西部地区各省级学博

毕业生及就业单位性质选择数据进行卡方检验(限于

篇幅原因,仅列出单位性质为高等学校、科研设计单

位、企业、行政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其余单位性质均

归结于其他类型)。结果显示,x2=2423.437,p<
0.001,表明差异性显著。通过Posthoctesting检验,
根据调整后的标准化残差(见表2)可看出,高等学校

是西部地区各省级培养的博士毕业生主要选择对象,

选择高等学校占比最低的是青海省,比例为52.1%,
最高的为内蒙古自治区,比例为74.2%,整个西部地

区选择高等学校就业的比例为62.5%。除高等学校

就业外,选择企业就业比例位居第二,比例为13.4%,
科研设计单位第三,比例为9.0%。

尽管高等学校是西部地区各省级博士毕业生的

主要选择,各省级博士毕业生对就业单位性质的选

择偏好差异性显著。通过调整后的标准化残差可

知,高等学校的选择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贵州省、
陕西省、甘肃省学博毕业生,科研设计单位的选择主

要是海南省、陕西省学博毕业生,企业的选择主要是

四川省、西藏自治区的学博毕业生,行政单位的选择

主要是重庆市、西藏自治区的学博毕业生,医疗卫生

单位的选择主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

省、云南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学博毕业生。
表2 西部地区各省级就业单位性质选择差异

就业单位性质

高等

学校

科研设

计单位
其他 企业

行政

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总计

地
区

内蒙古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计数 525 53 37 51 21 21
调整后残差 6.5 -1.4 1.8 -4.9 0.3 -5.3

708

计数 467 51 23 61 21 235
调整后残差 -5.0 -3.2 -1.9 -5.5 -0.6 20.3

858

计数 90 26 6 12 4 0
调整后残差 0.7 4.0 0.3 -1.6 0.1 -3.6

138

计数 2221 153 176 396 215 588
调整后残差 -4.5 -11.4 2.7 -5.4 12.1 17.3

3749

计数 4302 696 342 1453 203 620
调整后残差 -13.0 0.4 3.1 17.6 -0.6 -1.1

7616

计数 271 21 4 22 1 49
调整后残差 4.4 -2.2 -2.8 -4.2 -2.9 3.4

368

计数 889 80 59 140 42 250
调整后残差 -1.3 -4.9 0.3 -4.4 0.3 12.3

1460

计数 23 3 2 9 4 0
调整后残差 -0.9 -0.4 0.3 1.6 2.7 -1.9

41

计数 5056 932 228 1002 139 97
调整后残差 11.3 12.5 -4.5 0.3 -5.6 -26.4

7454

计数 1427 186 85 159 23 84
调整后残差 9.7 0.7 1.0 -7.1 -4.5 -6.9

1964

计数 37 5 1 5 1 22
调整后残差 -1.8 -0.6 -1.1 -1.6 -0.7 6.8 71

计数 80 5 3 7 5 22
调整后残差 0.7 -1.9 -0.8 -2.5 0.9 3.8

122

计数 415 69 22 59 18 144
调整后残差 -3.1 0.4 -1.2 -4.2 -0.5 11.2

727

总计 计数 15803 2280 988 3376 697 2132 2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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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工作性质差异显

著。本研究对西部地区各省级博士毕业生的工作性

质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x2=939.912,p<
0.001,表明差异性显著。通过Posthoctesting检

验,根据调整后的标准化残差可知,从事教学与(或)
科研的占绝对优势,比例为77.8%,从事管理工作

的比例最低,为7.4%。内蒙古自治区(残差4.8)、
海南省(残差2.4)、贵州省(残差3.6)、陕西省(残差

18.2)、甘肃省(残差11.1)选择教学和(或)科研,广
西壮族自治区(残差14.1)、重庆市(残差15.3)、云
南省(残差3.1)、青海省(残差2.8)、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残差4.0)倾向于选择其他,四川省倾向于选

择管理。

3.西部地区各省级学博毕业生选择就业地区具

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效应。通过表3数据可知,西部

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人数25276人,本省级就业人

数达到15714人,占比62.17%。其中比例最高的

是贵州省,本省学博毕业生就业人数368人,其中在

贵州省就业人数为339人,占比92.12%。比例最

低的为重庆市,重庆市学博毕业生就业人数3749
人,其中,在重庆市的就业人数为1998人,占比

53.29%。除此以外,表3数据还可以得知,尽管西

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地区选择上具有聚集效应,
但是同时也为其他省级输送人才。涉及就业地区数

较多的是重庆市(31个)、四川省(31个)、内蒙古自

治区(29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7个)、云南省(26
个)。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学位授予单位同时承载着

为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教育使命。
表3 西部地区不同省级就业地区选择差异

省级名称 本省级就业人数 本省级博士毕业总人数 本省级就业比例 本省级涉及就业地区数

内蒙古 595 708 84.04% 29
广西 667 858 77.74% 25
海南 100 138 72.46% 17
重庆 1998 3749 53.29% 31
四川 4732 7616 62.13% 31
贵州 339 368 92.12% 17
云南 1167 1460 79.93% 26
西藏 29 41 70.73% 11
陕西 4168 7454 55.92% 31
甘肃 1183 1964 60.23% 31
青海 61 71 85.92% 9
宁夏 99 122 81.15% 18
新疆 576 727 79.23% 27

  (二)西部地区不同学科门类学博毕业生就业

特征

为考察西部地区不同学科门类学博毕业生的就

业特征,以下从选择就业单位性质和工作性质两个

方面分析,数据显示,不同学科门类选择不同性质的

就业单位差异性显著。除医学外,教育学等11个学

科门类六成以上的该门类博士毕业生均选择了高等

学校就业,比例较高的主要有艺术学(95.79%)、文
学(89.86%)、教育学(88.89%)等。除此以外,科研

设计单位是农学(16.68%)、工学(13.32%)、理学

(9.08%)等门类博士毕业生的主要选择,医疗卫生

单位主要是医学(72.8%)门类博士毕业生的主要选

择,企业主要是工学(18.98%)、经济学(17.83%)、
农学(14.01%)、理学(11.73%)、管理学(10.76%)
等门类博士毕业生的主要选择,行政单位主要是法

学(14.26%)、经济学(11.71%)等门类博士毕业生

主要选择。
工作性质是指用人单位根据不同角度和标准对

工作进行分类,体现了博士毕业生所学知识与工作

内容的关联程度。由于学科门类的差异,博士毕业

生的就业工作性质表现出了偏好性行为方式与特

征。为考察学科门类是否对工作性质选择有关,分
别对西部地区学术型不同学科门类学博毕业生从事

不同工作性质的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知:
在教学与(或)科研、管理和其他工作性质上,大

部分学科门类的学博毕业生倾向于从事教学与(或)
科研工作,最高比例的是教育学学科门类,比例为

93.27%,最低的是医学学科门类,比例为42.67%,
平均比例为77.79%;从事管理比例较高的依次是

经济 学,比 例 为 22.76%,其 次 为 法 学,比 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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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然后为管理学,比例为16.68%。值得关

注的是医学学科门类,尽管其从事其他工作性质的

比例高达55.32%,结合上述就业工作单位性质可

知,五成以上医学学科门类博士毕业生在医疗卫生

单位或高等学校从事着医疗相关的工作(图2)。

图2 西部地区学术型不同学科门类博士

毕业生就业工作性质选择差异

(三)西部地区不同院校类型学博毕业生就业

特征

立足于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的院校类型

肩负着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使命。以

下将从不同院校类型的就业单位性质以及工作性质

考察西部地区不同类型院校的就业特征。

1.西部地区不同院校类型学博毕业生就业单位

性质差异显著。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总体情况

中,一流大学学博毕业生占比45.89%,一流学科占

比31.34%,普通高校占比21.66%,科研机构占比

1.11%。就业单位性质选择上,排前三名的依次是

高等学校、企业和科研设计单位。其中,高等学校占

绝 对 优 势,是 一 流 大 学 (62.47%)、一 流 学 科

(67.31%)和普通高校(58.16%)的主要选择对象,
占比62.52%;其次是企业(一流大学占比14.27%,
一流学科占比16.66%),占比13.36%;然后是科研

设计单位(科研机构占比62.86%),占比9.02%。

2.西部地区不同院校类型学博毕业生工作性质

差异显著。数据分析可知,从事教学与(或)科研工

作 比 例 最 高 的 是 一 流 大 学 学 博 毕 业 生,占 比

47.32%,其 次 是 一 流 学 科 学 博 毕 业 生,占 比

32.47%;从事管理工作比例最高的是一流学科学博

毕业生,占比41.56%,其次是一流大学学博毕业

生,占比38.78%;从事其他工作性质比例最高的是

一流大学学博毕业生,占比41.97%,其次是普通高

校学博毕业生,占比35.65%。科研机构从事不同

工作性质的比例相当,从0.27%到2.05%不等。

(四)西部地区不同学位论文类型学博毕业生就

业特征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
研究生教育通过学位论文工作培养研究生从事科研

和独立工作的能力[14]。根据学位授予信息年报数

据结构手册,我国学位授予数据中博士学位论文的

研究类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和其

他。为考察不同学位论文类型的学博毕业生选择就

业单位性质和工作性质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对不

同学位论文类型的学博毕业生选择不同工作单位性

质和工作性质数据分别进行了卡方检验:
工作单位性质的检验结果显示,x2=665.756,

p<0.001,表明差异性显著。通过Posthoctesting
检验,根据调整后的标准化残差可知,从事基础研究

的学博 毕 业 生 倾 向 于 选 择 医 疗 卫 生 单 位(残 差

16.9)和高等学校(残差8.5)就业,从事应用研究的

学博毕业生倾向于选择企业(残差13.3)和科研设

计单位(残差9.9)就业,从事综合研究的学博毕业

生倾向于选择行政单位(残差5.1)和企业(残差

4.5)就业。
工作性质的检验结果显示,x2=313.503,p<

0.001,表明差异性显著。通过Posthoctesting检

验,根据调整后的标准化残差可知,基础研究的学博

毕业生倾向于从事其他(残差6.3)工作和教学与

(或)科研(残差4.9)工作;应用研究的学博毕业生

倾向于从事管理(残差13.7)工作;论文类型为其他

的学博毕业生倾向于从事工作性质为其他(残差

3.1)的工作。

四、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学博毕业生就业具有复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

主要从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毕业信息的视角考察西

部地区学博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因素。基于西部地区

2015-2020年学博毕业生数据,使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根据本文建立特征指标(表1),本研究候

选自变量有学科门类、性别、院校类型、是否按一级

学科授予学位、学位论文类型、学习方式、学位论文

选题来源。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性别(x2=4.59,

p=0.03)、民族(x2=3.44,p=0.06)对是否就业无

显著相关性(p>0.01),因此剔除这两项因素。二

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模型系数 Omnibus的

x2=1844.553,p<0.001,即本研究的回归模型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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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的p>0.05(本研究中

p 值为0.095),表明回归模型已充分提取本研究数据

信息;预测模型能正确分类84.9%的就业信息。

表4 西部地区不同院校类型学博毕业生工作性质差异

预测变量:是否就业 B S.E. Exp(B)
户口所在地区

(参照组为“东部”)
中部 0.148* 0.06 1.159
西部 0.239*** 0.048 1.27

院校类型

(参照组为“普通高校”)

一流大学 -0.663*** 0.056 0.516
一流学科 -0.303*** 0.06 0.739
科研机构 1.893*** 0.456 6.641

学位类别

(参照组为“哲学”)

经济学 0.464 0.245 1.59
法学 1.115*** 0.246 3.049

教育学 0.333 0.271 1.396
文学 0.607* 0.248 1.835

历史学 0.895** 0.267 2.447
理学 0.169 0.228 1.184
工学 0.403 0.227 1.497
农学 -0.1 0.231 0.905
医学 0.692** 0.235 1.998

管理学 1.005*** 0.245 2.733
艺术学 2.15*** 0.56 8.582

学习方式

(参照组为“业余”)
脱产 -1.562*** 0.203 0.21

半脱产 0.094 0.228 1.099

毕业年份

(参照组为“2015/2016”)

2016/2017 -0.018 0.053 0.982
2017/2018 0.086 0.054 1.09
2018/2019 0.527*** 0.058 1.693
2019/2020 0.12* 0.054 1.127

论文类型

(参照组为“其他”)

基础研究 0.114 0.185 1.121
应用研究 0.077 0.187 1.08
综合研究 0.382* 0.193 1.465

论文选题来源

(参照组为“非立项”)

973、863项目 -0.254* 0.1 0.776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0.144 0.134 1.15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0.135 0.259 1.1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0.062 0.084 0.94
中央、国家各部门项目 0.063 0.112 1.065

省(自治区、直辖市)项目 0.259* 0.115 1.295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0.312 0.183 0.732

与港、澳、台合作研究项目 -0.168 1.143 0.845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0.155 0.13 0.857

外资项目 0.435 0.636 1.545
学校自选项目 0.229* 0.1 1.257

国防项目 0.901*** 0.205 2.461
其他 0.029 0.085 1.03

一级学科授予学位(参照组为“否”) -0.625*** 0.039 0.535
常量 2.944*** 0.364 18.992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

  结合表4数据可知,户口所在地区、院校类型、
学位类别、学习方式、毕业年份、论文类型、论文选题

来源以及按照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等因素对就业有显

著性影响。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中,户口所在地区

为西部的学博毕业生就业概率显著高于户口所在地

区为东部的学博毕业生(1.27倍);这与户口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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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根据地区聚集效

应[3],户口所在地区为东部的学博毕业生毕业后主

要往北京、江苏、上海、广东等热门地区聚集,其次为

户口所在地寻求工作,这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就业

竞争大于了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因其教育发展

相对滞后,其培养的东部地区户籍学术型博士研究

生在热门就业地区和户口所在地就业竞争力不足而

导致就业率不高。科研机构的学博毕业生就业概率

显著高于普通高校学博毕业生(6.641倍),这是因

为科研机构相对于普通高校有着更加明确的研究任

务,针对特定的专业领域或者专项计划开展研究,其
培养的学博毕业生更倾向于到对应领域的科研设计

单位工作,因此科研机构的学博毕业生就业概率显

著高于普通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博士毕业生

就业概率显著低于普通高校博士毕业生;这种现象

与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意向选择和社会认可度有密切

关联,“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在就业

时企业的社会认可度较高,因此,这类博士毕业生手

握多个企业的“入场券”时仍力求更好的职位,因此

学位授予信息报送时,“双一流”博士毕业生填写了

待业。法学、文学、历史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博

士毕业生就业概率显著高于哲学博士毕业生(分别

为3.049倍、1.835倍、2.447倍、1.998倍、2.733
倍、8.582倍);学习方式为“脱产”的博士毕业生就

业概率显著低于“业余”博士毕业生(因为学习方式

为“业余”的学博毕业生在学习同时均在从事多样化

的就业);2018/2019、2019/2020学年度学博毕业生

比2015/2016学年度学博毕业生更容易就业(1.693
倍、1.127倍);论文类型为综合研究的学博毕业生

就业概率显著高于“其他”学博毕业生(1.465倍);
论文选题来源为国防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项
目、学校自选项目的学博毕业生比“非立项”学博毕

业生更容易就业(分别为2.461倍、1.295倍、1.257
倍),但973、863项目学博毕业生就业概率低于非立

项学博毕业生;按照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的学博毕业生

就业概率显著低于不按照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的学博

毕业生,这与企业倾向于选择按照二级学科(方向)授
予学位的学博毕业生到本单位就业的现象一致。

五、结论与分析

通过对我国2015/2016学年度至2019/2020学

年度学博毕业生去向数据总体情况以及就业特征分

析,可以得出:

1.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较高,待业

率较低,但待业率呈上升趋势。通过2015/2016-
2019/2020学年度就业数据,就业率最低为88.65%
(2019/2020学年),平均就业率为91.6%。因此,西
部地区学博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良好,这与我国博

士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较高的研究结论一致[3]。但就

业率逐年下降,一方面,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势面临巨大的挑

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企业产业结

构化调整与产业升级,企业对学博毕业生综合能力

要求日益提高,学博毕业生需同时掌握获得学位专

业知识和就业岗位综合知识。加之西部地区的研究

生教育发展相对滞缓,因此,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及教

育管理部门应及时了解社会需求,建立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和体系。针对就业市场

复合型人才需求,调整优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类型结

构,进一步完善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以进一步

促进本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
2.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以“学术

型”市场为主,“非学术型”市场为辅。数据显示,西
部地区学博毕业生依然是学术劳动力的主要来

源[6]。在高等学校和科研设计单位就业比例高达7
成(占比71.5%),而到“非学术”市场就业(企业

13.4%;医疗卫生单位8.4%;行政单位2.8%;其他

3.9%)整体比例较低,这与沈文钦等的研究“哪些博

士毕业生在企业就业?”结论一致[15]。尽管我国学

术型博士研究生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学术和科研

型人才,但是企业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之

一,当前,博士学历尤其是学术型博士比例较低是企

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应关注到企

业就业的学博毕业生比例,积极对接行业产业优秀

企业,签订战略合同并积极引导企业进校招聘;同时

企业也应加大对学博毕业生就业的待遇和安置等保

障力度,吸引、引导学博毕业生将学习的隐性知识迁

移到企业和实际应用中[16]。

3.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选择就业地区具有明显

的地域聚集效应。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地区偏

好学位授予单位所在地区,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学博

毕业生选择学位授予单位地区就业占比62.17%,
比例最高的是贵州省,比例高达92.12%。已有研

究表明,这与学博毕业生学习期间已经适应该地区

生活习惯、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紧密联系。除此以

外,本西部地区培养的学博毕业生还具有跨区域网

格式就业路径特征。研究统计了西部地区各省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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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毕业生跨省级就业情况。涉及最多的是陕西省、
甘肃省、重庆市和四川省,上述四个地区培养的学博

毕业生就业地覆盖了全国省级(31个省级行政区)
范围。这也反映了部分西部地区正在为其他省级输

送人才,西部地区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和质量得到了

提升。
4.学科门类对就业单位性质、工作性质的选择

具有 显 著 性 差 异。教 育 学 (88.89%)、艺 术 学

(95.79%)、文学(89.86%)学博毕业生倾向于选择

高等学校就业,医学类学博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医疗

卫生单位就业(72.8%),工学(18.98%)、经济学

(17.83%)、农学(14.01%)、理学(11.73%)、管理学

(10.76%)学 博 毕 业 生 选 择 企 业 就 业。教 育 学

(93.27%)、哲学(91.23%)、文学(90.23%)等学博

毕业生 选 择 从 事 教 学 与(或)科 研 工 作,经 济 学

(22.76%)、法学(17.17%)、管理学(16.68%)选择

从事管理工作,医学(55.32%)选择从事其他(结合

工作单位性质看,主要是医疗卫生相关)工作。值得

关注 的 是,工 学 学 科 门 类 到 企 业 就 业 比 例 仅 为

18.98%。当前,我国企业产业中还存在着的芯片、
发动机、材料、现代交通、先进制造、新能源、航空航

天、深空深地深海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问题,这无

疑是具有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尤其是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的创新人才不足所致。科技创新,人才是关

键,2018年7月,教育部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基础研

究珠峰计划》,进一步推动高等学校加强基础研究,
培养高层次基础研究型人才,实现创新引领[17]。因

此,企业与高校应建立产教深度融合机制,加强基础

学科研究人才培养,提升工学等基础学科研究生人

才原创能力,并积极引导工学等基础学科学博毕业

生到高新科技企业就业。

5.院校类型对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具有显著性

差异。高等学校作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阵

地,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关键领域人才培养和输出的

重大使命。数据显示,一流大学(62.47%)、一流学

科(67.31%)、普通高校(58.16%)毕业的学博毕业

生倾向于选择高等学校就业,科研机构(62.86%)倾
向于选择科研设计单位就业。因此,这与“高等学校

也需不断吸引高层次人才,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服
务国家需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提供有力支撑”的目标定位匹配[18]。

6.学位论文类型对就业单位性质、工作性质的

选择具有显著性差异。从事基础研究的学博毕业生

倾向于选择医疗卫生单位和高等学校就业,从事应

用研究的学博毕业生倾向于选择企业和科研设计单

位就业,从事综合研究的学博毕业生倾向于选择行

政单位和企业就业。基础研究的学博毕业生倾向于

从事其他工作和教学与(或)科研工作;应用研究的

学博毕业生倾向于从事管理工作。
7.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众

所周知,影响学博毕业生的就业影响因素十分复杂,
不但包括学博毕业生本身的专业知识技能,就业地

区的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待遇保障,
还包含学博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意识。本

文基于学位授予信息数据的视角,首先从学博毕业

生户口所在地区进行考察对就业的影响。一个城市

的地理位置通常反映了该地区经济条件,也反映了

该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待遇保障,通过分析户口所在

地区对就业是否有影响得知,户口所在地区为西部

的学博毕业生就业显著高于户口所在地区为东部但

是在西部地区培养的学博毕业生;这与许丹东[4]等

人“西部地区博士毕业生去哪儿就业”若博士高校所

在地与户籍地或前置学位高校所在地一致,那么博

士毕业生更可能在本地就业结论一致。尽管西部地

区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导致了其待遇保障和文化

教育与东部地区还有显著差距,但是根据地区聚集

效应[3],户口所在地区为东部的学博毕业生在西部

地区毕业后主要往北上广等热门地区聚集和户口所

在地聚集寻求工作,这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就业竞

争大于了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因其教育发展相

对滞后,其培养的东部地区户籍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在热门就业地区和户口所在地就业竞争力不足而导

致就业率不高。
其次,从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专业知识技能获

取路径和条件方面考察是否对就业有影响。分析得

知,院校类型、学位类别、学习方式、毕业年份、论文

类型、论文选题来源以及按照一级学科授位等因素

对是否就业有显著性影响。科研机构的学博毕业生

就业概率显著高于普通高校学博毕业生,这是因为

科研机构主要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应用型高层次人

才,具有较强的培养目标和路径,更容易“定向”就
业。法学、文学、历史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学博

毕业生就业概率显著高于哲学学博毕业生;理工科

学博毕业生与哲学学博毕业生在就业可能性上无显

著差异。教育管理部门应密切关注理工科等涉及基

础学科门类的学博毕业生去向及其就业情况,建立

就业反馈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应对“卡脖子”基础研

究问题。学习方式为“脱产”的学博毕业生就业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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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低于“业余”学博毕业生;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

教育和科技工作者为了提升学历或职级晋升需要,
在工作的业余时间攻读博士学位,因此,“业余”学习

方式的学博毕业生比“脱产”学博毕业生更容易就

业。2018/2019、2019/2020学年度学博毕业生比

2015/2016学年度学博毕业生更容易就业;论文类

型为综合研究的学博毕业生就业概率显著高于“其
他”学博毕业生;显而易见,不管高校、行政机构还是

社会企业对学博毕业生的综合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从事综合研究的学博毕业生往往更能获得他们的青

睐。论文选题来源为国防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
项目、学校自选项目的学博毕业生比“非立项”学博

毕业生更容易就业;按照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的学博

毕业生就业概率显著低于不按照一级学科授予学位

的学博毕业生。
8.教育管理部门应关注到去向为其他的学博毕

业生就业情况。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学博毕业生去

向为其他的人数(比例13.3%)超过了待业人数比

例(8%)。政府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及学位授予单位

应共同建立就业创业动态反馈机制,跟踪学博毕业

生的就业情况,并及时调整博士研究生相关培养、就
业政策。

西部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性和经济社会发展

相对滞后性,当前教育事业发展与我国东中部的教

育发展仍有一定差距,优质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

众高质量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西部地区

除了自身培养的优秀学博毕业生在本地就业外,教
育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还要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以外

的学博毕业生到西部偏远地区就业扶贫,同时加大

对民营企业、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企业的政策

与资源支持力度,提高毕业生待遇,保障就业条件,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促进经济发展均衡,为实现

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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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Learning:ANewConcepttoPostgraduates’TeachingPractice:
BasedontheInsightsintotheService-LearningTheoryandPracticeinAmericanUniversities

XUEGuofeng,GAOLihua

(CollegeofEducation,HebeiUniversity,Baoding,Hebei071002,China)

Abstract:Practicalteachingisoneoftheimportantwaystocultivateprofessionalsatthestage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
China.Atpresent,theattentionwepaytopracticalteachingofpostgraduatesinChinaisstillnotenough.Thetendencyof
attachingmoreimportancetotheoreticallearningthanpracticalexperienceandtoon-campuslearningthanoff-campustraining
leadstolowpracticalteachingeffectfarfromthegoalexpected.Asaninnovativeteachingmethodthatlinksacademiclearning
withcommunityservice,servicelearningintheUnitedStateshasguidingsignificanceforpostgraduatepracticalteachingin
termsofteachingobjectives,teachingmodesandteachingprocess.The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intheUnitedStatespay
attentiontopromotingtheapplicationofservicelearninginthetrainingofpostgraduatesbyarrangingspecialcourses,carrying
out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settingupspecialprojectsandestablishingprofessionalorganizations.Atthesametime,they
attachimportancetotheroleofthekeypracticeplatformswhichhighlightsretrospectionandstrengthensthefunctionsof
communitiesinthewholeprocess,andtothecreationofensuringconditionstoattractmoreteacherstojoinintheguidanceto
servicelearning.Therefore,theauthorssuggestthatwecanlearnfromtheAmericanexperiencewhenwefurtherstudythe
newconceptofservicelearninginpracticalteaching,andweshouldestablishanewsystemofservicelearninginpractical
teachingandpoolresultantenergiesforservicelearninginpracticalteaching,soastoimprovetheoverallpostgraduate
educationeffectinpracticalteachinginthenewera.
Keywords:servicelearning;practicalteaching;post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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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WorkFieldsandEmploymentInfluencingFactorsof

AcademicDoctoralGraduatesinWesternRegionofChina: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theDataofDoctoralStudentsGraduated2015—2020

LUOHongchuan1a,GAOYujian2,XIANGTiyan2,SHIXiaojun1a,ZHANGXuemin1b

(1.a.GraduateSchool;b.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
InSouthwestChina,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InformationDivision,China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DevelopmentCenter,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ataofacademicdoctoralgraduatesinthewesternregionofChinafrom2015to2020,thisstudy
analyzeswhereaboutsofthemandemploymentinfluencingfactorsonthem.Theresearchfindsthat,fortheacademicdoctoral
graduates,theemploymentrateisrelativelyhighwhiletheunemploymentrateisrelativelylow.Thenatureofemployingunits
is"academic",mainly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andresearchanddesigninstitutes.Theareasappealingtodoctoralgraduates
showobviouslyregionalagglomerationeffect,thatis,theareawherethedegreeawardingunitislocated.Over70percentof
thedoctoralgraduatespreferteachingand/orresearchwork.However,academicdoctoralgraduatesfromdifferenttypesof
universities,differentdisciplinesanddifferentresearchfieldsoftheirdissertationschoosedifferentemployersanddifferentjob
posts–thedifferencesareeasilynoticeable.Throughbinary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thisstudyfindsthatthefactorslisted
infollowingallhavesignificantinfluenceonemployment:hukoulocation(registeredpermanentresidence),typeofuniversity,

degreecategory,learningmode,yearofgraduation,typeofthesis,thesistopicsource,andifthedegreeisgrantedfroma
first-classdiscipline.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academicPhDgraduates;employmentcharacteristics;employment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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