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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来自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毕业生，对赴西部和边远地区的态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女生对服务西部和边远地区

的态度要好一些。专业不对口及对当地语言风俗的不适应会影响贫困生申请贷款代偿资助。树立正确的 职

业价值观，把个人理想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降低来自不同城市毕业生的相对剥夺感，强化家庭教育的正面引

导；开设符合西部基层实际的专业课程，开展语言、技能等专业培训，可提高大学生贷款代偿政策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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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个人的幸福与梦想，一直是人类不断进步

的动力。近年来，中国政府举措不断，接二连三地推

出了“中国梦”工程。大学生贷款代偿政策就是这样

的工程之一。２００６年９月，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颁

布了《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
（财教〔２００６〕１３３号，以 下 简 称《办 法》）。这 对 更 好

地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

地区基层就业，缓解“学生还贷有压力，西部基层缺

人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大学

梦”，以及更好地实现“中国梦”的理想目标等有深远

的意义。课题组本着“政府没有为公民实现梦想创

造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

实现公民的梦想，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

梦想则是相当危险的”理念，考察了这项政策在西部

民族高校中的落实情况，尽管我们知道“让受现实挤

压的人保存思索和关注自己的不幸是更加不公平的

事，是双重痛苦”，但为了真正地帮助他们和让更多

的人不再为此痛苦，我们还是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
为此，课题组成员以桂北地区５所高校的贫困生为

调查对象，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７０份，
并随机采访了部分贫困生、学工部工作人员、院系主

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和受助就业者，以了解这一政策

存在的问题，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和

措施，以促进这项政策更好地落实，更好地支持西部

和艰苦边远地区的发展。

一、贷款代偿政策出台的背景、内涵及

在西部民族高校落实的基本情况

　　（一）贷款代偿政策出台的背景

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根据国家有关部门１９９６年的调查

统计，在校大学生中，有学费、衣食之忧的贫困大学

生有近百万人，其中特困生占３０％。［１］１９９７年，我国

高校收费实行改革，由学生承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随着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改革力度逐渐加大，学费

不断提高，使得高校中存在多年的贫困生问题尤为

突出。在倡导教育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大学生贫困

问题已成为高校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
为了使经济困难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够顺利

完成学业，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包括国家助学贷

款、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

助、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和学费减免在内的多元化的

学生资助体系（其中，助学贷款是整个资助体系的核

心），从制度上基本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助学贷款政策自１９９９年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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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受到广大经济困难学生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普遍

欢迎，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多种困难，毕业生还款

难、违约率高是当前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面临的主要问

题之一。据调查分析，学生拖欠贷款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少数人确实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反正是借国家

的钱，不还或迟还关系不大”；第二，许多学生毕业后

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没有能力按时还款；第
三，一些学生毕业后读研，生活费不高，根本没能力还

款。［２］为了缓解贷款学生的还款压力，降低高校和银

行的风险，也为了更好地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 远 地 区 基 层 就 业，２００６年９月１
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财教〔２００６〕１３３号）。
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助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贷款代偿政策的内涵与变迁

《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暂行办法》
试行３年后，财政部、教育部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毕

业生学费 和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代 偿 暂 行 办 法》（财 教

〔２００９〕１５号）通 知，把 学 费 和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同 时 列

入了代偿范 围，同 时 财 教〔２００６〕１３３号 文 件 宣 布 废

止。同年，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

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国家助学贷款实行补偿或

代偿（财教〔２００９〕３５号），进一步扩大了代偿学生毕

业去向的范围。
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是指中央部

门所属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

基层单位（指县级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和艰苦地区

的艰苦行业）就业，服务期在３年以上（含３年）的，
其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

还之前产生的利息将由中央财政代为偿还。同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参照办法规定的原则，制定

吸引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本辖区艰苦边远地区基

层单位就业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办法。高等学

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的申请条件有：一是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是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
德品质良好，学习成绩优良；三是毕业时自愿到西部

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在３年以

上（含３年）；四是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３］

（三）贷款代偿政策在西部民族高校学生中的实

施情况

我们收到了２７０份有效问卷，被调查者 中 有 男

生１３０人，女生１４０人，其他信息统计详见表１～３。
表１　２７０位被调查者的民族信息统计

民族 汉 壮 满 苗 瑶 黎

人数 １８４　 ７６　 ２　 ４　 ３　 １

表２　２７０位被调查者的家乡信息统计

家乡城市级别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城镇 贫困县

人数 １４　 ５９　 １３２　 ６５

表３　２７０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信息统计

家庭年收入
１００００元

以下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５７６００

人数 １０５　 ７６　 ５４　 ３５

当问到“您对《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

助暂行办法》了解吗？”时，只有８人选择了“非常了

解”，７８人选择了“比较了解”，１１３人选择“有看过，
但不是很 清 楚”，７１人 对 该 政 策“不 了 解”。后 两 项

选择人数共有１８４人，占样本比例为６８．１％，这说明

贷款代偿政策在学生中宣传不足；在问到“您是否愿

意服 从 国 家 安 排，服 务 西 部 和 边 远 地 区？”时，只 有

１１人“非 常 愿 意”，１０５人 选 择“愿 意”，１２４人 选 择

“勉强，但 会 有 心 理 顾 虑”，３０人 选 择“不 愿 意 去”。
选择后 两 者 的 人 数 共 有１５４人，占 样 本 比 例 为

５７％，超半数的学生因心理顾虑不情愿服务西部地

区，这说明高校学生比较缺乏基层就业意识，吃苦耐

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比较薄弱。在问及“您对助学贷

款代偿中的违约现象怎么看？”时，１６２人选择“非常

不负责任，没有信用，不讲诚信”，５４人选择“因西部

环境艰苦而违约”，３８人认为“有更好的地方可去而

选择违约”，１６人认为“违约是很正常的现象，不 会

对其本人产生影响”。后三者因各种情况选择违约

的人数占样 本 比 例 达４０％。换 言 之，贷 款 代 偿 中，
只有６成的学生会坚持服务西部地区，其余的将会

选择跳槽违约。这说明学生的信用承诺比较低，应

加强信用教育。当问到“您认为贵校、学院在申请、
评定贷款代偿名额申请时是否公正合理？”时，只有

４％的人认 为“非 常 公 正 合 理”，三 分 之 一 的 人 认 为

“基本满意”，４３％的人选择“条件比较严格，名额比

较少，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求”，２０％的人认为“存在

信息不公开、程序不合理现象”。选择后面两项的人

数达１７０人，占 样 本 比 例 为６３％，说 明 高 校 在 评 定

贷款代偿程 序 中 存 在 一 些 不 合 理 因 素，有 待 改 进。
在被问及“贷款代偿能否解决您的上学费用问题？”
时，１６人 选 择“能 完 全 解 决，消 除 了 上 学 的 后 顾 之

忧”，１０３人认为“基本上能解决”，１２７人认为“只能

解决 一 部 分，家 庭 经 济 负 担 依 然 较 大”，２４人 认 为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选择前两项和后两项的人数

分别为１１９人 和１５１人，占 样 本 比 例 分 别 为４４％、

５６％。这说明贷款代偿政策在近年的实施中虽有成

效，但也有不足之处。在问到“在《办法》中，您最关

心的问题是什 么？”时，５７人 对“贷 款 代 偿 的 名 额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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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比较关心，１１１人对“西部和边远地区的工 作

条件和年限”比较关心，６５人比较关心“贷款代偿的

申请和程序”问题，３７人关注“违约及拖欠还款的处

罚措施”。选 择 第 二 项 的 人 数 最 多，占 样 本 比 例 为

４１．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学生对去西部和边远地

区工作的心理顾虑较大的问题。
我们也对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作了调

查，情况如下：当问到“您认为目前我国助学贷款代

偿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４５％的被调

查者认为“还款方式单一，没有选择性”，６０％的人认

为“该政策只针对一部分特殊的学生群体，而且缺少

减免等激励措施”，４５％的人认为“西部和边远地区

服务期限过长，工作条件艰苦，学生难以接受”，４０％
的人认为“对拖欠及追偿措施缺乏力度，不能起到处

罚作用”。选择第二项的人数最多，说明该政策的普

及面较小，不能满足更多学生的有效需求。在问到

“您认为在高校中实行贷款代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什么？”时，６４％的人认为“毕业生缺乏基层就业

意识”，６３％的人认为“学校的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有

效引导”，“贷款代偿政策惠及的工作地区有限”，只

有２７％的 人 认 为“贷 款 代 偿 政 策 贷 后 管 理 缺 位”。
这说明问题主要存在于前三个选项中，应引起我们

的重视。在问到“您认为《办法》颁布施行的意义何

在？”时，７０％的人认为“有利于加大扶贫工作力度，
减轻贫困生负担，促进教育公平”，６８％的人认为“有
利于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改善基层人才队伍

结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５６％的人认为“有利

于创新工作机制，完善高校资助体系，理清教育、财

政、银行各方 面 关 系，化 解 还 贷 风 险”，只 有４５％的

人认为“有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说明大学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确有待加强。

在问到“为了进一步完善《办法》，您认为应该怎

么做？”时，只有２５％的 人 选 择 了“延 长 服 务 期 限”，
而“服务地域应扩大”，“申请者成绩应该更加明确”
和“各地政府高校应该制定相应配套鼓励措施”三个

选项都有６０％的人选择，这说明后三者应该是完善

贷款代偿政策的主攻方向。在问到“为使《办法》能

够在高校中顺利实行，您认为应该怎么做？”时，６３％
的人选择“要 求 毕 业 生 更 新 价 值 观 念，提 高 自 身 素

质，自觉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树立去西

部、基层就业的理想”，５７％的人认为应“强化高效管

理功能，加强代偿政策的宣传，引导毕业生到西部、
基层就业”，５６％的人认为应“开设适合西部基层需

要的课程、专业，让学生学以致用”，５８％的人认为应

“建立健全大学生信用评级体系和跟踪机制，加强毕

业生代偿后管理工作”，４２％的人认为应“完善代偿

政策，优化代偿环境，确保代偿资助工作顺利进行”。
每个选项的人数都超过１００人，说明这五个选项的

建议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了了解毕业生不

同性别对服务西部和边远地区的心理态度的差异，
我们作了相关的调查统计，统计情况见表４。

表４　性别差异对服务西部和边远地区的态度统计

服务西部和边远地区的态度
　　人数　　 　比例／％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Ａ非常愿意 ４　 ７　 ３．１　 ５
Ｂ愿意 ３７　 ６８　 ２８．５　 ４８．６
Ｃ勉强，有顾虑 ６８　 ５６　 ５２．３　 ４０
Ｄ不愿意 ２１　 ９　 １６．１　 ６．４

　　从表４我们可以看出：女生对服务西部和边远

地区的态度要好一些（比如说男生选择“愿意”的比

率为２８．５％，而女生为４８．６％），男生选择“勉强，但
有心理顾虑”的人数比选择“愿意”的人数多，而女生

则恰好相反，男生选择“不愿意”的比率要高于女生。

为 了 进 一 步 了 解 来 自 不 同 城 市 和 地 区 的 毕 业

生，对赴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就业的态度差异，我们

作了如下统计，详见表５。
表５　来自不同城市毕业生对西部边远地区就业态度统计

城市
人数

非常愿意 愿意 勉强 不愿意

一线城市 １　 ２　 ４　 ７
二线城市 ３　 １０　 ３５　 １１

城镇 ３　 ５７　 ６５　 ７
贫困县 ４　 ３６　 ２０　 ５

　　从表５可以看出，来自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毕业

生，对赴西 部 和 边 远 地 区 的 态 度 也 是 有 所 不 同 的。

来自一线城市的毕业生中，“不愿意”赴西部基层就

业的人数比例 最 高，占 该 样 本 比 例 为５０％；来 自 二

线城市的毕业生中，持“有顾虑，勉强愿意”态度的人

数占该样本的５９．３％；来自城镇的毕业生中，持“愿

意”和“勉强”态度的毕业生人数相近，分别为５７人

和６５人，占样本比例为４３．２％和４９．３％；来自贫困

县的毕业生中，持“愿意”态度的有３６人，占样本比

例为５５．４％。由此可见，来自不同地区的毕业生对

贷款代偿政策的支持、参与性是有差别的。

二、不同大学对贷款代偿政策意愿差异分析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性别之间，对赴西部和边远

地区就业的态度和倾向有较显著差别；来自不同城市

的高校毕业生，对西部基层单位就业的态度也有显著

差异的现象；申请代偿资助的毕业生在校所学专业在

基层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与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等

不一致也会进一步影响毕业生的西部服务选择，等

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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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差异对贷款代偿政策的意愿差异

不同性别的高校学生对贷款代偿政策中赴西部

和边远地 区 基 层 就 业 的 态 度 有 明 显 差 别。在 调 查

中，持“愿意”态 度 的 女 生 比 例 为４８．６％，男 生 仅 为

２８．５％，女生比例明显高于男生；持“勉强，有顾虑”
态度的男生比例高达５２．３％，女生为４０％，男生比

例高于女生。从这两项数据中可以看出，女生对赴

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意愿要高于男生，
心理顾虑也少于男生，成为贷款代偿政策的主要支

持者和参与者。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解释。
在早期的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便提出了“经济人”
假设，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

己主义化身，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
谋求自身 利 益 最 大 化。［４］１８０，２１５高 校 学 生，尤 其 是 男

生，在选择工作时会出于有利自身发展角度选择就

业去向，因此，条件艰苦的西部边远地区会很快淡出

他们的视线，从而导致了上述结果。同样，机会成本

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有的学生看来，选择服务西

部而放弃条件更好的东部发达城市工作的机会成本

显然是很大的。有的学生把教育投资回报率作为参

考因素，以此来衡量就业岗位的优劣。以舒尔茨为

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得越

高，人就越有竞争力，获得的回报也应该更高。高校

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知识素质方面有明显提高，因
此，在找工作时倾向于找一个既能发挥自身人力资

本、又能获得高回报的岗位，男生在这方面显得尤为

突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认为，对个人行为的激励

＝效价×期望，高校学生对赴西部边远地区基层就

业的支持和参与力度不同，主要是源于他们对这工

作的期望值不一样。社会学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完

成社会流 动 的 关 键。申 请 贷 款 代 偿 资 助 的 高 校 学

生，一般出自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通过读书受教育

是他们提高自己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所谓“教育改

变命运，知识改变未来”。许多毕业生都持有这样的

想法，因此不愿去西部，不愿去基层。
（二）出生地差异对贷款代偿政策的意愿差异

在表５中，我们发现高校学生出生地不同，对贷

款代偿政策中赴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态

度也有较明显的不同。表５数据显示，来自一线城

市持“不愿意”态度的高校生达到５０％；来自二线城

市持“勉强，有顾虑”态度高校生达到５９．３％；来自城

镇持“愿意”和“勉强，有顾虑”态度的学生比例分别

为４３．２％和４９．３％，比 例 相 当；来 自 贫 困 县 持“愿

意”态度的高校生比例为５５．４％，在“愿意”态度 中

比例最高。显然，来自一线和二线城市的高校生较

多地选择“勉强”或“不愿意”态度，而来自城镇和贫

困县的高校生则更倾向于“愿意”的态度。解释这一

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社 会 学 中，社会分

层理论认为，社会分层最深刻的根源是社会的差异和

不平等：一类是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利益差

别；另一类是在经济差别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综合性社

会差别，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有一类是最一般

的社会差别，如性别、年龄、教育、收入等。［５］来自不同

城市和地区的学生，在社会分层上可能具有明显的差

异，因此导致他们对赴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就业态度

产生了分歧。来自一线二线城市的学生从小生活在

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对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等会产生一种习惯或依赖，要使他们离开以往生

活的城市环境奔赴西部基层单位，可能心理上一时接

受不了这么大的反差。布迪厄认为每个人的特征都

明显地带有家庭背景的特色。学生学业成就及其他

方面的差异来源于家庭的教养背景的不同，也来源于

其拥有的“文 化 资 本”的 多 少。父 母 的“惯 习（Ｈａｂｉ－
ｔｕｓ）”会影响孩子的惯习。布迪尔认为一个孩子在人

生上的抱负及 前 程，早 就 被 父 母 的“阶 级 气 质”决 定

了。［６］因此，父母对服务西部和边远地区的态度和看

法也会进一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决定。
（三）专业不对口及对当地语言风俗的不适应会

影响高校学生申请贷款代偿资助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校学生所学专业与西部

边远地区基层岗位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专业不对

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毕业生申请贷款代偿资

助，削弱了他们对于赴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的意愿。在２７０位被调查者中有１７３位学生认为

“毕业生缺乏基层就业意识，担心西部地区条件过于

艰苦而不愿意去，或者愿意服务西部基层，但苦于找

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占样本比例为６４．１％，这足

以表达出高校毕业生对因专业不对口而找不到合适

自己岗位的担忧。虽然，大学生服务西部和边远地

区基层单位有“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特岗教师计划”等多

种形式，但与其在校所学专业却未必匹配。有的航

海专业、煤炭、地质等专业的学生表示很难找到符合

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岗位工作。也使他们对贷款代偿

资助望而却步。此外，对西部基层当地语言、风俗习

惯不适应也 会 给 高 校 毕 业 生 造 成 一 定 的 困 扰 和 阻

碍。西部基层或边远地区一般偏离城市，人员稀少，
乡土气息浓厚。许多高校毕业生下到基层表示听不

懂当地方言，交流起来比较困难，有时只能靠肢体动

作或眼神表情传达出来的意思来理解。在少数民族

聚居的村镇，民族气息比较浓厚，有时对他们的民俗

民风不太了解，这也会使刚来的高校毕业生产生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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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疏远的感觉。这就需要高校毕业生慢慢去适应

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有的学生表示“一开始下到

基层自己很不适应，因为跟自己想象的情况完全不

一样，当地人不说普通话，他们说的内容自己也听不

懂，适应这个过程其实挺辛苦的，因为当中你要学着

去克服孤独和寂寞”。

三、民族地区落实贷款代偿政策的建议和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把个人理想与社

会需要结合起来

职 业 价 值 观 是 人 们 对 所 需 要 的 社 会 职 业 的 评

价，是人生观、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反映，是人生

价值观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外 国 学 者 休 珀（Ｓｕｐｅｒ，

１９５７）把职业价值观分为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和外在

报酬三类，其中外在报酬包括安全性、声誉、经济报

酬、生活方式四个尺度。［７］高校毕业生需要树立正确

职业价值观，是因为职业价值观对人们自身的职业

行为的定向和调节有非常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和决

定着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

质。据调查数据显示，男生“愿意”赴西部边远地区

基层工作人数比率明显低于女生，相反男生“勉强”
及“不愿意”赴西部工作的比率又明显高于女生。这

说明高校毕业生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对西部基层单位岗位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对职业

价值观中的“外在报酬”比较看重，从而形成了对西

部基层单位岗位条件艰苦、待遇不好的刻板印象，一
味地倾向于在大城市就业而排斥服务西部地区。对

这种带有“功利性”的职业价值观应该及时加以教育

和修正。此外，一部分学生“畏惧”去西部地区就业是

因为自身缺乏吃苦耐劳、艰苦奋斗 精 神。现 代 大 学

生，尤其是９０后学子，父母对其溺爱有加，导致他们

养成了怕吃苦，不愿从事辛苦工作，不愿承担社会责

任的弊病。因此，在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工作时，应
着重树立毕业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使之自觉地把个

人理想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树立到西部基层单位工

作的理想，到祖国需要的地方锻炼自己，接触西部，了
解基层，不断提高基层工作能力，培养自身艰苦奋斗

的精神品质，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
（二）降低来自不同城市毕业生的相对剥夺感，

强化家庭教育的正面引导

相对剥夺理论最先由斯托夫等人在《美国士兵》
（１９４９）一书中提出，之后我国学者对相对剥夺感概

念进行了界定。相对剥夺感是人们一种否定性主观

心理感受，它来自自身的期望与自身认定的实际状

况之间的差异。它可以分解为两类，第一类是人们

将其他群体成员的状况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期望目

标，将这一目标与自身状况比较，对其差异的否定性

感受；第二类是人们将自己目前的状况与过去的状

况比较，对 相 对 低 位 变 动 的 否 定 方 面 的 比 较 结 果。
相对剥夺感的类型、强度、内容构成，影响人们的行

为倾向。［５］７１社 会 强 势 群 体 可 能 产 生 的 剥 夺 感 的 程

度并不低于下层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活标准往往具

有比弱势群体更苛刻的要求；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在
相对贫困基础上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也

会强化他们对于贫困的感受。在调查中发现，来自

一线二线城市的毕业生大都不愿意去西部边远地区

工作，因为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对大城市的生活形成

了习惯和依赖。他们在职业理想上也会为自己树立

一个期望目标或者标杆，并与之比较，这就是相对剥

夺感的第一类情形。当他们越渴望达到目标时，他

们就会越期望外界环境能对他们有所辅助，而大城

市优越的条件正好是他们理想选择，这样对他们完

成职业理想就越有利，因此，他们选择留在一线二线

城市。来自城镇或贫困县的毕业生，因为从小生活

在小城镇小乡村，对外边的世界，对大城市的生活也

会产生一种向往，期望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并不断与

自己过去状况比较，这就是相对剥夺感的第二类情

形。因此，虽然在我们调查中，来自这部分的学生愿

意赴西部地区工作的人数比例不低，但也有相当人

持“勉强”的态度，在心理上有所迟疑。因此，降低高

校毕业生的相对剥夺感才能使他们更愿意参与到西

部建设当中。
此外，家庭教育在引导高校毕业生赴西部和边

远地区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长的教育方

式、行为方式及倾向性等都会对毕业生形成一定影

响。因此，在对待赴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就业事情

上，家长应正确引导孩子，多鼓励孩子赴基层锻炼，
在逆境中成才。

（三）开设符合西部基层实际的专业课程，开展

语言、技能等专业培训

在对２７０位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中，我们 发 现 有

１７３位学生表达了对西部条件艰苦以及找不到专业

对口工作的担忧，成为他们申请贷款代偿资助的一

个心理障碍。在他们看来，专业不对口会给他们带

来两方面的困扰：一方面，专业不对口会使自己所学

专业在西部和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无用武之地，自身

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无处发挥，形成

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阴影；另一方面，专业不对

口，自己就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去重新接受新的行业

知识，培养新的适合西部基层单位的技能，尝试新的

环境变化，这种“推倒重建”的过程会使毕业生感觉

没有方向和底气，有时会使毕业生产生孤独、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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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畏惧的心理状态，自己只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慢

慢摸索和适应，这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２０１０年

申请贷款代偿资助共有１１　２６５名毕业生，从行业分

布看，在艰苦行业生产一线工作有７　４０８人，主要分

布在地质、石油、煤炭、航海、核工业等行业，在县以

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３　８５７人，主要从事农村中

小学教师、乡镇卫生院医护、乡镇基层公务员、农村

帮扶人员等工作。［８］虽然西部基层岗位较多，但与高

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不匹配的现象十分突出，极大影

响毕业生投身建设西部基层的热情。因此，高校应

及时开设符合西部基层实际的专业和课程，与西部

基层单位共建实践基地，邀请在西部基层工作出色

的校友回校交流，组织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和生产一

线考察学习等，以使学生加深专业感情，对西部和边

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形成正确的认识。此外，针对

有些基层单位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学校可

以组织毕业生学习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以桂北为例，
可以针对性地学习壮语、客家话和粤语等等，加强自

身在基层的适应能力，如此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生

活，全心工作。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

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

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９］。贷款代偿资助政策已走

过７个年头了，当２０１３成为史上大学生最难就业年

时，我们愈发感到这一政策的伟大，它在舒缓贫困生

的困难、让贫困生安心学习并顺利完成自己的大学

梦想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力地支

援了西部建设。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项政策有诸

多不足之处，也有部分受助者或学习懈怠，或工作懒

散甚至违约。因此，要充分释放这项政策的光华，争
取使每个贫困生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

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我

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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