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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及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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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就业形势的紧张，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处于“来自农

村”和“身为女性”的双重枷锁下的农村女大学生越来越成为就业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对当前农村女大学生

的就业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国的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就业存在很大的问题，讨论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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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前农村女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1.1 就业率低   

  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的，对农村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女

大学生就业情况不好和非常不好的共占90.8%。该组织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没有签约的女大学生中，农村籍

女大学生比城市籍女大学生要多出三分之一。   

  据厦门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女生的就业机会只有男生的87%，女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仅为63.4%，比男

毕业生就业率低8.7个百分点。女大学生的就业率仅相当于男生的85%。既然女大学生的总体就业就难，那么

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就更加不容乐观了。   

  1.2 性别歧视严重   

  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进行的专题调研显示，有80%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

视，34.3%的女生有多次被拒经历。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在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

生求职中，超过半数的招聘单位提出“只要男性”的要求，甚至一些国家政府部门、银行、高校、医院、报

社及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在招聘条件中明确提出“只要男生”，使具备同样应聘条件的女生失去竞争机会。   

  1.3 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越来越大   

  根据搜狐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排名依次是专业、性别、外貌、家庭出身及国

家政策，家庭出身成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第四大因素。这就对农村女大学生的就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 当前农村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   

  2.1 社会方面   

  (1)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尖锐。目前，我国社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量与大学生毕业生的数量呈不对称增

长的态势，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供求矛盾的尖锐。在“十五”期间，全国每年求职人口达2200-2300万

人，而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只有700-800万个，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随着高等教育向

“大众化教育 ”的趋进，大学的扩招，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暂时找不到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

下，女大学生就业尤为艰难，更不用说农村女大学生了。   

  (2)性别歧视严重。在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传统文化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对男女的不同角

色期待和双重标准是造成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近年来，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女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遭受性别歧视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一个弱势群体。为

最大追求自身的利益，降低人力成本，有的用人单位成本核算功利化，在性别上进行限制。因为在用人单位



看来，女大学生工作几年后，要面临结婚、生育及抚养子女等问题，会给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会增加单位雇

佣成本，降低单位效益，而且结婚、生育、抚养还会影响到单位工作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安排。   

  2.2 政府方面   

  (1)政策、法律保障措施欠缺，在执行上缺乏应有的力度。《劳动法》在性别歧视方面还是空白，更不

用说保护农村女大学生的就业利益了。而已经颁布的旨在保护女性就业权利的法律法规中，其可操作性又比

较差，使得一些法律、政策流于形式，在实际中公开性别歧视的现象仍肆意泛滥。   

  (2)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对于农村女大学生在社会保障主要是在生育保险方面。用人单位不愿意招聘

女员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生育问题。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很完善，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和

福利以及她们因休假或子女问题带来的工作不便，客观上必须由用人单位承担时，这大大提高了用人单位的

成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必然会更多选择男性。   

  2.3 女大学生自身问题   

  (1)心理素质不高，而心理期望太高，急功近利，倾向于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和大都市，而且过分注重

工作收入；有的则自我封闭，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担心不被用人单位接纳，在择业就业过程中，缺乏主动

性，没有积极走出校园了解就业市场动态的心理准备。   

  (2)信息通道缺乏。大部分农村女大学生缺乏相关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再加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

力也较弱，在找工作时的信息渠道较之城市大学生自然处于劣势。   

  (3)毕业后的选择比较单一，由于家庭的经济原因，大部分都选择就业，选择继续深造的、出国的和自

主创业的比例都十分小。这无疑会使农村女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总之，了解当前我国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其原因，采取相应对策，解决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问题，使

高层次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对于维护农村女大学生的平等就业权益、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与进

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许燕，张敏琴.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2006，(07).   

  [2] 唐旭丹.论当前贫困女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障碍及其调试[J].当代教育论坛2007，(6).  

作者：严建萍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第5期 

>>返回  

相关新闻 

   人民日报连发四文聚焦国内收入差距问题   2011-02-18  

   人科院传达尹蔚民部长“关于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研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1-02-17  

   公务员“凡进必考”不动摇 正确看待“公务员热”   2011-02-17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经验   2011-02-17  

   罗正恩：北京拟采取多种举措调控人口将收紧进京指标   2011-02-17  

   人社部副部长：公务员制度改革路向何方   2011-02-16  

   新加坡营造电子政务技术的良性生态环境   2011-02-15  

Copyright (c) 201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里5号 邮编：100101 院办电话：010-84635652  

科研管理处：010-84635686、84622949 

京ICP备102114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