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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在校研究生兼职现象，采取问卷形式，对１９３名有兼职经历的在校硕士研究

生进行了调查，并从兼职目的、导师态度、兼职效果、来源及专业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由分析结

果可知，目前在校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和经济压力较大，研究生所在高校的综合实力以及城

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研究生兼职从不同角度进行影响。提出了研究生教育中应该重视的

问题：多渠道创造就业实习机会，尽早解决高等教育地区不均衡以及性别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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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和社会中各

种诱惑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很难专注于

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他们中很多人或多或少都

有兼职的经历，很多学 者 对 该 现 象 进 行 探 讨［１－４］。
研究生自身情况与兼职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导

师自身情况对这一现象有何影响？研究生兼职效

果如何？兼职现象给目前的研究生教育提出什么

问题？通过对兼职现象的调研，对上述问题进行

分析。

一、调查数据汇总

根据问卷设计原则［５］，本 文 设 计 的 问 卷 共 有

９题，分别为 性 别、来 源、专 业、每 周 兼 职 时 间、兼

职收获、兼职目的、导师态度、导师项目数量、导师

发放补助情况。除“兼职目的”以外都是单选题。
本文分别选取北京市和石家庄市各一所高校

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调研对象，因为北京市作为首

都，拥有高等教育的优秀资源，石家庄市作为中等

发达省会城市，在教育资源的拥有上也处于中等

地位，两城市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且两所高校的

专业相近，综合实力有一定差距，调研结果具有代

表性和普遍性。

２０１１年６月（北 京 高 校 硕 士 毕 业 时 间）和４
月（石家庄高校硕士毕业时间），分别对北京高校

和石家庄高校两所高校有兼职经历的硕士研究生

进 行 问 卷 调 查，其 中 北 京 高 校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为

１００份，石家庄高校为９３份。具体数据见表１。

二、调查数据分析

根据表１的 数 据，本 文 从 兼 职 目 的、导 师 情

况、兼职效果、来源、专业和性别对兼职现象进行

综合分析。

（一）兼职目的分析

从表１数据中可知，北京高校研究生 的 兼 职

目的以“接触社会”和“毕业后留在兼职单位”为最

多，而石家庄高校研究生的兼职目的基本是“缓解

经济压力”、“接触社会”和“打发课余时间”。从每

名研究生的问卷来看，兼职目的具有以下特征。

１．部分兼职目的具有排斥性

在所给出的５个目的中，“希望毕业后留在兼

职单位”这一目的和其它目的具有明显排斥性，选
择这一目的的同学没有选择“缓解经济压力”、“接
触社会”和“打发课余时间”，只有北京高校的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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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问卷调查数据汇总表

选择内容 北京高校 石家庄高校

性别
男 ６２　 ５４

女 ３８　 ３９

来源

地级市以上 ２６　 ２７

县城和乡镇 ２５　 ３０

农村 ４９　 ３６

专业

理工 ６５　 ７５

经管 ２８　 １５

人文 ５　 ３

其它 ２　 ０

每周兼

职时间

小于１０ｈ　 ３２　 ６１

１０～２０　ｈ　 １７　 １８

２１～３０　ｈ　 １６　 ９

３０　ｈ以上 ３５　 ５

兼职

收获

没有收获 ２０　 ５

收获小 ３２　 ４

收获大 ３５　 ６

收获很大 １３　 ７８

兼职

目的

缓解经济压力 ４１　 ８３

接触社会 ４９　 ７９

留在兼职单位 ４５　 ３

打发课余时间 ２２　 ６５

其它 ３　 ０

导师

态度

导师支持且推荐单位 ２０　 ３

导师鼓励但不推荐单位 ３８　 ４７

导师不明确反对 ３７　 ３５

导师明确反对 ５　 ８

导师项

目数量

很多 ３２　 １２

多 ４４　 ２８

一般 ２４　 ４９

没有 ０　 ４

导师发放

补助情况

７００元以上 ６　 ２

４００～７００元 ６８　 ２８

４００元以下 ２２　 ３５

不发放 ４　 ２８

同学选择了“其它”。
可以分析，学生若为留在兼职单位而 选 择 兼

职，则不会在乎兼职期间的薪水，且并不认为此种

兼职是“接 触 社 会”和“打 发 课 余 时 间”的 最 好 选

择。经过深入走访，北京高校还有选择３名同学

选择“其它”，是因为导师研究方向与自己的兴趣

或打算的就业方向不相符，便在课程结束后选择

去单位兼职，希望发展兴趣和就业能够同时实现。
选择“留在兼职单位”的比例只有２４．９％，这

表明以就业为目的兼职的比例非常低，更多同学

在兼职时很难照顾到就业。北京高校这一比例是

石家庄高校１５倍，说明两所学校所处城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对学生以就业为目的的兼职有很大

影响。北京与石家庄相比，聚集了数量更多的企

业、事业单位，能为硕士研究生兼职提供更多的兼

职机会和就业机会。
另外，造成这一比例过大的原因还有 可 能 是

两所高校的就业理念不同，尽管两校都比较注重

校园招聘，但是学生对此的依赖程度不同。石家

庄高校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依靠校园招聘来被动的

选择就业单位，很多研究生并没有这种通过去单

位实习从而最终留在该单位的想法，或者即使有

也由于缺乏信息或所在城市很难提供这样机会而

无法付诸实施，结果是这些研究生很少想到主动

出击，寻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单位。而北京高校则

不同，研究生在就业选择时更多加入了主观选择，
使得选择余地相对较大。这更说明两校所处城市

本身发展状况对研究生就业理念有一定影响。

２．部分兼职目的具有共存性

在所给出 的５个 原 因 中，“缓 解 经 济 压 力”、
“接触社 会”和“打 发 课 余 时 间”具 有 较 强 的 共 存

性，尤其是前两者，说明很多同学在兼职时，往往

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从客观上看，兼职的确可以

同时实现“缓解经济压力”、“接触社会”和“打发课

余时间”的目的。但北京高校与石家庄高校选择

这三个目的的 学 生 比 例 有 所 不 同，分 别 为１∶２，

１∶１．５和１∶３。
比例最为接近的是“接触社会”，表明两所学

校学生在选择兼职时，都想通过这一经历来对社

会有所了解，为日后进入社会进行经历和经验积

累。相差最大的是“打发课余时间”，从表面来看，
石家庄高校硕士生的课余时间要比北京高校多，
但通过培养计划可以看出，石家庄高校的上课时

间比北京高校还要多。原因可能是石家庄高校硕

士除了上课之外，其它时间基本没有安排，都称之

为“课余时 间”，而 北 京 高 校 则 不 同，除 了 上 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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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要参与导师课题研究，或参加“三助”岗位，
真正“课余时间”较少；这一点也可以从“缓解经济

压力”选项得到验证，其比例小于１∶３，表明在经

济压力方面，北京高校的研究生较石家庄高校的

研究生要小，可能是通过参与导师课题研究或“三
助”岗位可以获得部分劳务费，来缓解经济压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接触课题研究方面，北京

高校的研究生要比石家庄高校研究生具有先天优

势。

（二）导师情况分析

本文设计问卷中有３题涉及到导师 情 况，包

括对兼职态度、项目数量、发放补助情况。从表１
数据可知，北京高校导师项目数量和发放补助情

况要好于石家庄高校，但在导师态度方面，除了是

否推荐兼职单位以外，两所高校硕士生导师并未

有很大差别。北 京 高 校 导 师 中 有２０％给 学 生 推

荐兼职单位，而石家庄高校只有３．２％；并非石家

庄高校导师不愿意推荐学生，而是由于自身掌握

资源和所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对人才需求较少导

致；另外，导师对待学生就业的态度不同。
两校均有少量导师明确反对学生兼职。北京

高校５份选择此项的问卷中有３份选择导师项目

数量“很多”（该３份问卷同时选择兼职目的为“其
它”），有２份选择“多”，４份选择发放补助情况为

“４００～７００元”，１份 选 择“７００元 以 上”。分 析 原

因可能是导师认为学生参与自己课题，既能获取

补助来缓解经济压力，又能有助于研究生培养，故
明确反对兼职，但研究生认为由于研究方向不同

或其它原因，自己很难接受这一现实；这也从一个

方面说明学生入学时和导师在进行双向选择需要

慎重，否则对研究生培养会产生影响。石家庄高

校８份选择此项的问卷中有２份选择导师项目数

量“多”，５份选择“一般”，１份选择“没有”，５分选

择发放补助情况为“４００元以下”，３分选择“不发

放”；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项目数量“一般”和补助

“不发放”的导师反对兼职的原因也许是认为研究

生还是学生，学生的当前任务是学习，不应该从事

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这表明有一些导师在当前

形势下还在坚持自己的一些工作原则。
两校均有比例很高的导师（北京高校７５．０％，

石家庄高校 为８８．２％）鼓 励 和 不 明 确 反 对 兼 职，
表明导师也认可兼职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种正常

现象，可以缓解甚至解决就业、经济、了解社会、充

实生活等中的一个或多个问题。但“鼓励但不推

荐单位”的选项中，石家庄高校比北京高校多出９
份，表明石家庄高校导师比较与北京高校导师更

认可兼职，但由于自身和所处城市原因很难做到

为学生推荐兼职单位。

（三）兼职效果分析

从表１数据可知，研究生兼职时间普遍较少，
一般都在１０　ｈ以下，但石家庄高校这一选项的比

例为６５．６％，是 北 京 高 校 的２倍（３２．０％），这 表

明石家庄高校研究生的兼职可能是一种时间短、
次数少的零散经历，很难签署兼职协议或合同，还
是一种无秩序的非正规操作。

北京 高 校 的 问 卷 中 有３５份 选 择“３０　ｈ以

上”，其中３２份 选 择“留 在 兼 职 单 位”，１７份 选 择

“导师支持且推荐单位”，表明为了留在兼职单位，
研究生需要像单位正常职工一样进行工作。石家

庄高校的５份均选择了“缓解经济压力”，表明此

时高劳动强度仅仅为了更大的缓解经济压力。
而对 于“兼 职 收 获”的 选 择，北 京 高 校 有

２０．０％认为“没有收获”，石家庄高校仅有５．４％。
但选择“收获很大”的选项中，石家庄高校比例为

８３．９％，北京高校仅为１３．０％，两者相差极大，分

析其原因可能是 “留 在 兼 职 单 位”的 愿 望 落 空 使

一向看重结果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基本没有收获，
恰好选 择 这 一 项 的２０份 问 卷 中 有１０份 选 择 了

“留在兼职单位”。而石家庄高校的研究生则认为

能够部分实现“缓解经济压力”、“接触社会”和“打
发课余时间”的目的就是“收获很大”。

上述分析也表明，从整体兼职质量来看，北京

高校要好于石家庄高校，这也说明两高校拥有的

教育不同和所处城市不同，对最终研究生培养也

会产生不同影响。

（四）来源影响分析

从调查结果可知，研究生来源对兼职 有 一 定

影响。北京高校４１份选择“缓解经济压力”的研

究生中，来源为“地级市以上”的为６份，“县城和

乡镇”为３份，“农村”为３２份；石家庄高校的这三

个数字分别为２６、２１和３６。相比较与其它来源，
“农村”研究生的经济压力最大，最想通过兼职来

缓解经济压力，与石家庄高校１００％相比，北京高

校比例只 有６５．３％，分 析 原 因，剩 余 比 例 的“农

村”研究生应该是通过导师发放的补助来缓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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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压力，一直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没有空余时间

进行兼职而已。从绝对值和相对值来看，经济压

力最小的当属来源为“县城和乡镇”的研究生，主

要原因可能是虽然其收入水平不如地市级以上的

大城市，但住房、医疗或其它某些方面消费水平较

低，使得“县城和乡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购买

力上强于地市级以上的大城市和农村居民，故家

庭在教育支出上的压力也较小。
北京高校４５份选择“留在兼职单位”的研究

生中，来源为“地级市以上”的为２０份，“县城和乡

镇”为１８份，“农村”为７份；石家庄高校的这三个

数字分别 为２、１和０。这 些 数 据 表 明：一 是“农

村”研究生并未认识到兼职可以实现就业或者认

识到但没有机会去实现。二是为了获取以就业为

目的的兼职机会研究生不仅需要导师推荐，还需

要自己主动寻找，甚至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关系来

实现。
上述分析结果还表明，学生来源不仅 在 读 研

的经济压力上有所体现，还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获得机遇的机会上有所体现，比如在就业理念上，
来源为“农村”的学生在兼职时更多考虑如何维持

生计和缓解经济压力，而对于兼职可以实现就业

这一功能很少想到或者想到因缺乏机会也是有其

心无其力。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表面看大家

都有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体现了教育的公平，
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教育不公平而带来自

身素质差异、就业观念等的不同在研究生阶段得

到体现。

（五）专业影响分析

不同专业的兼职目的、兼职效果及导 师 情 况

也不相同。“经管”、“人文”和“其它”专业研究生

中绝大多数的兼职时间“少于１０　ｈ”（北京高校为

３５份中有２５份，石 家 庄 高 校１８份 中 有１８份），
都认为“收获大”或“收获很大”，兼职目的基本都

是“缓解 经 济 压 力”、“接 触 社 会”和“打 发 课 余 时

间”，导师态度基本是“导师鼓励但不推荐单位”和
“导师不明确反对”，导师项目数量基本是“多”和

“一般”，导 师 发 放 补 助 情 况 基 本 是“４００元 以 下”
和“不发放”。

上述数据表明，这些专业的研究生兼 职 目 的

非常明显，就 是“缓 解 经 济 压 力”、“接 触 社 会”和

“打发课余时间”，由于专业差别使得导师项目有

限，且课题经费较少。这一方面说明这些专业本

身的限制使得研究生们很难通过参与导师课题研

究或“三助”获取一定的补助，只有通过兼职来解

决这一问题。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导师很想为学

生就业和缓解经济压力提供帮助，无奈由于自身

专业原因无法给学生提供科研机会和劳务补助，
而只好对研究生兼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

说明了研究生教育中学科和专业的差异。

（六）性别影响分析

从性别分布看，各种专业中男女比例 相 差 很

大，比 如 北 京 高 校３８名 女 研 究 生 学 中，“经 管”、
“人文”和“其它”有１８名，占５１．４％，而理工专业

女生比例为３０．８％；石 家 庄 高 校３９名 女 研 究 生

中“经管”、“人 文”和“其 它”有１４名，占７７．８％，
而理工专业 女 生 比 例 为３３．３％。这 一 比 例 分 布

可以从本科专业得到验证，由于本科女生就业难

度大于男生，故很多女生选择继续深造，由于种种

原因，考入Ｂ区或Ｃ区高校研究生的女生比例较

高。
北京高校４５份选择“留在兼职单位”的问卷

中有８名，石家庄高校这一数字为０，表明在单位

招聘时，很注重性别，这一现象被女生称之为“性

别歧视”，当然这有很多原因。女生兼职与男生相

比，更多的是“缓解经济压力”、“接触社会”和“打

发课余时间”。这种情况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毕业

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不仅仅在大中专学生

中，研究生也不例外，这一问题需要引起教育部门

的重视。

三、结论

尽管本次 调 研 的 样 本 选 择 可 能 存 在 覆 盖 面

小，数量少和随机性不够等不足，但通过分析，为

此次调查仍然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希望能对提

高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有所帮助。

（一）以就业为目的的兼职应受到重视

在增加高学历人才所占比例的同时，一 个 无

法回避的问题是就业难，想找到一份既能专业对

口又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实属难事。虽然很多学

者提出了一些就业新途径［７－８］，国家也开始采取相

应的措施来 改 变 现 状，如 进 行 结 构 调 整，从２００９
年起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建立专业

实践基地，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但是目前占较

大比例的 学 术 型 研 究 生 的 就 业 问 题 仍 然 令 人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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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以就业为目的的兼职应该受到重视，应该多

渠道创造实践机会，可以采取培养单位推荐、导师

推荐、用人单位招聘等多种形式到单位实习，一方

面可以使学生提前熟悉将来的工作内容，一方面

也可以使用人单位对学生进行提前考查，这可以

增加双方的熟悉程度，为将来作出是否签约的决

定提供参考。另外，对于学生自己找到的可以提

供就业的兼职机会，培养单位和导师应该充分重

视，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为学生提供方便。

（二）研究生教育存在地区上的不均衡

我国教育不均衡有特定历史原因，目 前 关 心

的基本都是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对于高等

教育却较少谈 及，文 献［９－１２］分 析 了 我 国 高 等 教

育不均衡的现状，并分析人力、物力和财力对造成

不均衡的影响，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

育的不均衡十分严重，这对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十

分不利。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

作用，不同城市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学校的办学

理念、导师的培养理念和学生的就业理念有很大

不同，这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国家大

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同时，能够采取多种举措，改
变教育不均衡的现状，实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均

衡发展。

（三）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应尽快解决

根据最近数年北京高校和石家庄高校的校园

招聘情况来看，在就业方面男女平等很难真正实

现。由于两所学校均为工科院校，招聘单位也多

数为一线施工单位，很多单位在进行研究生招聘

时，都会明确提出“不接受女生”，甚至这一比例要

高于２０％，虽然 主 要 原 因 是 专 业 差 别，但 从 另 一

方面说明女生连展示自己的机会都没有，在经历

近２０年的寒窗苦读后，仍然回到原点，更让许多

独生子女的父母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或者是

女生只能读文科，这就严重违背了我国教育平等、
教育普及、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的。而许多父母

认为“生男生女不一样”，超生也要生男孩，造成社

会人口增加、男女比例失调，甚至一些女研究生违

背道德底线宁愿被包养，这些社会现象与当前的

就业政策有一定关系。尽管我国的《宪法》、《劳动

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都对男女平等进

行提及，有的学者也从法律法规层面对该问题进

行分析［１３－１５］，但缺少对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定义、类
型等具体细节进行明确规定，使得“性别歧视”现

象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希望能够早日出台更加

细化的政策来解决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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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
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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