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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分析

肖林昀

格拉斯哥大学，海外英国 G12 8QQ

摘 要：在全球化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区域经济作为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日益凸显。论文深入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论文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进

行了全面分析，通过考察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区域间就业率的差异以及毕业生就业结构，揭示了当前高

等教育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如何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职业选择。

为缓解区域经济差异对毕业生就业率的负面影响，论文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改善毕业生就业

支持措施等具体建议，以期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提升整体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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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rapidly developing world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regional economy, as an important force 
driv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ha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its uneven development. The paper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on the employ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nd reveal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mployment market for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by examining the overall employ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s, the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rates between regions, an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graduates. On this basis, the 
focus is on analyzing how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ffect graduat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career 
choices.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on the emp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suggestions such as promoting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improving 
employment support measures for graduates, in order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emp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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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高等教育毕

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而就业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在此背

景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愈

发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禀

赋、完善的产业结构及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毕业生

的聚集，形成了就业市场的“虹吸效应”。相反，经济欠发

达地区则因就业机会有限、发展平台不足，导致毕业生流失

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深入探讨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不仅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就业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能

为政府、高校及社会各界提供有益的参考，以制定更加科学

合理的政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提

升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2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分析

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是理解和分析区域经济差异

的基础。根据国内外常见的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划分经济发达地区、经济中等发

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特区和政策扶持区域。

其中，经济发达地区通常位于国家的沿海地带或重要

交通枢纽周边，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其经济发展

速度快，人均收入高，市场活跃度高，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量

大，尤其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经济中等发达地区位于经

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但

尚未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平。虽然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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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有所不足，但仍然是吸引毕业生的重要区域之一。

经济欠发达地区通常位于内陆或偏远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单一，以传统农业和初级工业为主。这些地区经

济发展速度较慢，人均收入低，市场活跃度不高，就业机

会相对有限 [1]。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会设立一些经

济特区或政策扶持区域，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措施。

这些区域通常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吸引了大量投资

和人才。虽然它们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方面可能存在差

异，由于政策的扶持和推动，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能够迅速

提升。

2.2 经济发展差异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差异在不同区域之间呈现出多样化的具体表

现，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上，还深刻影

响着多个方面。

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拥有更加多元化和高级化的产业结

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量大，为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

就业机会。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可能以传统农业、

资源型工业或低附加值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

毕业生的吸引力较弱。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经济发达

地区由于经济活跃度高、就业机会多、生产效率高，居民的

平均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

后，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

的就业选择和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差异导致不同区域之间的

就业机会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产业发达、市场

需求旺盛，能够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而经

济欠发达地区则可能面临就业机会有限、岗位质量不高的问

题，导致毕业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2]。经济发展差异还体

现在公共服务水平上。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实力雄厚，能

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这些优质的公共服

务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区域对毕业生的吸

引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可能面临公共服务设施落后、服

务水平不高的问题，影响了毕业生的居住体验和职业发展。

3 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现状

3.1 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高等

教育毕业生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变化对就业

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体

就业率而言，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总体来看，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受多方面因

素的综合影响，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企业招聘需求旺盛，

毕业生就业机会增多，总体就业率往往呈现出上升趋势。相

反，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企业招聘趋于谨慎，毕

业生就业面临更大挑战，总体就业率可能有所下滑。从全国

范围来看，虽然不同年份、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层次的高等

教育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存在一定波动，但总体上仍保持在相

对稳定的水平。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以及

高校对就业工作的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总体就业

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这得益于国家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

扶持政策不断完善，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以及

毕业生自身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就业能力的提升 [3]。

3.2 毕业生就业率的区域差异
在探讨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现状时，一个不可忽

视的现象是毕业生就业率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体现了教育

资源分配、产业结构、就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产业结构优化、企业数

量众多且实力雄厚，为高等教育毕业生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

会。因此，这些地区的毕业生就业率普遍较高，尤其是以高

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行业，对高素质

人才的需求旺盛，吸引了大量毕业生前来就业。中部地区作

为连接东部与西部的桥梁，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整

体上仍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主，随着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推进，对技术

型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由于教育资源

相对有限，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仍面临

一定的竞争压力，毕业生就业率虽稳步提升，但相较于东部

沿海地区仍有一定差距 [4]。

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有限。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

战略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整体上仍面

临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这

些因素直接影响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使得

西部地区成为毕业生就业率相对较低的区域。东北地区作为

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曾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然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东北地区面临

着传统产业衰退、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经济发展速度

放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尤

其是在一些传统行业领域，就业机会减少，毕业生就业压力

增大。

3.3 毕业生就业结构分析
毕业生就业结构是指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所选择的行

业、职位类型、就业形式等方面的分布情况，它反映了毕业

生就业市场的特点和趋势。

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不同区

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

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成为吸纳毕业生的主要行业，

这些行业对技术、管理、创新等方面的人才需求量大，且薪

酬待遇相对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教育、医疗等

传统行业仍然是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选择，这些行业虽然也有



教育与研究 6卷 8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164

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就业机会和

薪酬待遇可能略显不足。

从职位类型来看，高等教育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

具有发展潜力和创新性的岗位。这些岗位通常需要较高的专

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同时随

着创业浪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成为

自由职业者或小微企业主，这也成为毕业生就业结构中的一

个新亮点。

在就业形式上，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选择也日益多样化。

除了传统的全职就业外，兼职、实习、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

形式也逐渐受到毕业生的青睐。这些就业形式为毕业生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同时也要求毕业生具备更强的适应能

力和职业素养。

4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
分析

4.1 经济发展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影响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关键因素

之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企

业规模和数量，进而影响了该地区对人才的需求和就业机会

的创造。

经济增长是就业机会增加的根本动力。随着地区经济

的持续增长，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新业务领域不断拓展，

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高等教育毕业生作为具有较

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人才群体，往往成为企业招聘的首

选对象。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就业机会相对

丰富，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也相对较高。经济发展往往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

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改变了就业市

场的结构。相反，一些传统产业由于技术落后、产能过剩等

原因，可能面临就业市场的萎缩，对毕业生的就业造成一定

压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多的企业和更

大的市场规模。这些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和满足市场需求，

会不断招聘新员工，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大型企业

和跨国公司往往拥有更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职业发展路径，能

够吸引更多优秀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加入。相反，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的地区，由于企业数量有限且规模较小，可能无法提

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

4.2 区域经济差异对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影响
区域经济差异不仅影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还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选择。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文化背景及政策环境等因素，共同塑造了毕业生

在职业选择上的偏好与倾向。

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了当地的主导产业和就

业市场的主要需求。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东部沿

海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等占据主导地

位，这些行业对具备创新能力、专业知识及国际视野的高素

质人才需求旺盛，因此吸引了大量毕业生投身其中。而在中

西部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传统产业如制造业、农业及基础服

务业可能仍是就业的主要领域，毕业生的职业选择相对受

限，更多地倾向于这些传统行业 [5]。

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及职业发展机会

往往更具吸引力，这使得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更倾向于前往

这些区域，追求更高的薪资待遇、更完善的福利体系及更广

阔的职业发展空间。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因资源

有限、机会较少而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毕业生的职

业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可能导致他们做出不同的职业选

择。不同地区的政策环境对毕业生就业的支持力度各异。一

些地区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推出了包括住房补贴、创业扶持、

人才引进计划等在内的多项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降低了毕业

生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他们的创业就业积极性，进而影响了

他们的职业选择。

5 结语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

业率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导致

了就业机会在不同区域的分布不均，进而影响了毕业生的职

业选择和就业结构。为了有效缓解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促

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对接以及改善毕业生就业支持措施

等对策。通过加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使教育

资源的配置更加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仅可

以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还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

展。展望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

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将逐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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