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7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 795万人，就业形势

严峻。同时，大学生的生活成本也随着社会消费

水平的升高而提升很多,许多大学生纷纷选择从事

校园兼职，来锻炼自己，增加就业优势，为进入社

会做好铺垫，同时补贴生活费，因此，大学生校园

兼职现象在今天已成为常态。然而学校提供给学

生实践的机会平台太少，校内勤工助学以及社团

活动无法满足广大学生强烈的实践意愿，校园兼

职的普遍化与社会、学校、家庭监管力度不足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亟待解决。

我国正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适

合经济领域，也适合高等教育领域。从供给侧角度

来看，高校供给的主要是优秀人才和优质的课程两

大块。聚焦优秀人才的供给，为进一步符合用人单

位需要侧的要求，绝大多数高校均致力于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关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许多专家学者

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是

其必然选择，应用型人才相较于学术型人才有更好

的实践能力，相较于技能型人才有更丰富的理论功

底和发展潜力（谢世平，2008；李平，2012；赵瑞玉，

2014）。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可以从明确人才

培养规格、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学方法、注重

实践实训、突出创新创业能力等很多方面展开讨论

（陈小虎，2004；徐李勤，2007；孙诚，2013）。近年

来，随着应用型人才这个主题研究越来越深入，也

有一些学者提出更微观的视角，如通过规范高校大

学生社会兼职来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金成

林，2017）。本文基于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结合高

校大学生社会兼职的这种普遍现象以及学生强烈

的实践意愿与贫乏的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探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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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兼职的管理对策。

1 方法

为探究高校大学生兼职的真实情况，我们选取

黄山学院、安徽新华学院、合肥师范学院、蚌埠学

院、滁州学院共 5所学校，随机发放了 75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720份，回收率达96%。同时，结合了

文献法、访谈法及SPSS软件分析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兼职调查样本总体情况分析

在对有效的 720份问卷进行整理后得出：大一

（2017 级）155 份、大二（2016 级）280 份、大三（2015

级）235份、大四（2014级）50份。其中因大四年级基

本上已步入实习阶段，因此在随机调查中所占比例

较小。有效问卷分布在6个专业，分别是管理类221

份，工学类 94份，理学类 89份，文法类 144份，医学

类101份，其他专业共71份（表1）。

在有效的720份问卷中，有585份问卷显示做过

兼职，有135份问卷显示没有做过兼职。大学生做过

兼职的人数,包括一直在做的、经常做的、偶尔做的共

占81.25%，这说明大学生做兼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

现象，其中经常做兼职的和一直在做兼职的比值达

到53.75%（表2）。兼职已经成为大学生大学生活的

一部分，大学生兼职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在有效的 720份问卷中有 135份显示没有做过

兼职，因此我们针对这135份问卷进行分析，得出他

们对兼职意愿及未做兼职原因的调查结果（表3、表

4）。其中56%的大学生表示兼职意愿一般，学习时

间紧张成为大学生不做兼职的首要原因，大学生在

兼职选择中较为理性，不愿意在兼职中占用大量的

学习时间。仅有 12%的大学生因觉得没有必要而

不做兼职。这说明兼职在大学生实施行为中所占

比例较大，大学生兼职较为普遍。

2.2 兼职的行为特征分析

从调研数据得出，有72.82%的学生认为大学生

做兼职的目的是获得收入，同时在所接受调研的学

生中也有 64.10%认为兼职也增加了自己的社会经

验（表 5）。目前一般普通高校的学费达到了 4 000

元/年（三本学校学费为每年一万元以上），再加上住

宿费、生活费等其他费用。一个普通大学生每年开

销要达到 15 000 元。这笔不菲的费用对于一个普

通家庭来说都有压力。而对于一些来自农村的大

学生来说，更是一种负担。因此为提高自己的经济

水平，减少家庭负担，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通过

兼职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获得收入也成为了

大学生兼职的最主要目的。近年来，就业难的问题

也困扰着大学生们，他们希望在兼职中获得工作经

验、增长社会见识，深入了解社会，为将来就业打下

基础。大学生兼职目的没有唯一性，但基本上都是

以获得收入和增加工作经验为主，可以看出大学生

对就业认知程度较高，做兼职更趋于理性，也更加

主动。

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和访谈我们发现大学生兼

职行业类型较多，有广告发单、超市促销、校园代

理、家教等。大学生虽然有较充裕的时间工作，但

是在校期间依然有专业课，因此无法像毕业生那样

寻找全职工作。这些限制使大学生只能找到一些

技术含量低、入职门槛低的工作。55.56%的大学生

表示兼职与其专业的相关性较小。其中与专业相

关性较大的仅占15.9%（表6），我们也建议大学生尽

量从事技术含量高一些、安全性大、与自己的专业

相关的兼职，更好地把学校授予的知识与社会实践

表1 调查样本总体分析

管理类

工学

理学

文法

医学

其他

专业

样本数

45

22

20

30

26

12

百分比/%

29.03

14.19

12.90

19.35

16.77

7.74

样本数

86

34

35

56

38

31

百分比/%

30.71

12.14

12.5

20

13.57

11.07

样本数

75

33

30

44

29

24

百分比/%

31.91

14.04

12.77

18.72

12.34

10.21

样本数

15

5

4

14

8

4

百分比/%

30

10

8

28

16

8

年级分布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兼职情况

样本数

百分比/%

一直在做

131

18.19

经常做

256

35.56

偶尔做

198

27.5

从未做过

135

18.75

表2 大学生兼职总体现状

表3 大学生兼职意愿统计

兼职意愿

样本数

百分比/%

强烈

39

28.89

一般

56

41.48

没有意愿

40

29.63

表4 大学生未兼职原因统计

未兼职的

原因

样本数

百分比/%

学习时间

紧张

72

53.33

担心上当

受骗

27

20

没有兼职

机会

24

17.78

觉得没

必要

12

8.89

表5 大学生兼职的目的（此题为多选）

兼职的

目的

样本数

百分比/%

获得经济

收入

426

72.82

增加工作

经验

375

64.10

增长社会

见识

261

44.62

扩大

交际圈

80

13.68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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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大学生兼职普遍存在流动性强、随意性

大，稳定性差的特点。

根据调查问卷的分析，有45.98%的大学生通过

中介机构获得兼职。随着大学生兼职数量的增加，

中介机构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中介机构对

兼职信息掌握的准确性及兼职公司的安全性，为大

学生获得兼职提供了便利渠道。但是，在我们的访

谈过程中也有大学生反映曾遇到中介机构欺骗钱

财、高收中介费用等现象。其次，有 44.10%的学生

通过“同学介绍”和“网络或海报宣传”获得兼职，说

明大学生做兼职愿意相信身边人，愿意通过自己的

能力获得兼职。但通过学校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人

数较少，仅有9.91%，这说明学校给予大学生兼职的

选择较少（表7）。大学生在校期间做兼职已成为普

遍现象，学校应给予支持，积极发展有效渠道为大

学生提供兼职岗位。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兼职时间更多是在寒暑

假这种比较充裕的时间段，寒暑假兼职人数占到了

56.07%。大学生不像高中生那样放假有繁重的家

庭作业，他们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假期。因此绝大

多数大学生选择在假期做兼职。而在上课期间从

事兼职的大学生仅占5.98%（表8），这说明大学生虽

然在学习阶段选择做兼职，但是他们依然把学业放

在第一位。这说明大学生兼职整体趋于理性。但

是在我们的访谈中，也了解到有少数大学生为做兼

职而浪费了很多课外学习时间，甚至逃课做兼职。

这种行为我们不提倡，大学生应以学习为主要目标

不应该本末倒置。

2.3 兼职权益纠纷现状分析

大学生从事兼职一方面可以为他们带来经济

收入，增长社会见识，但我们也发现大学生兼职中

也存在不和谐的地方。延长工作时间、拖欠工资、

无故辞退给大学生兼职蒙上了一层阴影（表9）。但

是在调查结果中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采取“忍气

吞声”的办法对待不公平待遇。仅有20%的大学生

表示会找相关负责人理论，同时如果理论未果，他

们也会就此罢休。只有9.57%的大学生会向有关部

门投诉（表10）。这说明大学生维权意识淡薄，同时

兼职公司利益至上，对大学生想要“讨个说法”构成

一定的阻碍。而投诉的成本过高、周期过长也使得

大学生们望而却步。

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

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

订劳动合同。”既然不必要签订劳动合同，大学生打

工便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而在我们的调查问卷

中有高达 90%的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没有与用人

单位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协议。大学生兼职是处

于学校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交叉和边缘地带，因此大

学生权益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3 对策与建议

从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大学生兼职现状已相

当普遍,且必定长期存在。为了解决大学生兼职普

遍化、常态化与监督指导缺乏的这对矛盾，并最终

优化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使高校学子成为实现我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整体战略目标的中坚力量。鉴于

此，本文提出并尝试构建目标函数Y=F(S，U，F，P)，

其提出社会（S）、高校(U)、家庭(F)、个人(P)4个维度

的四位一体的监督保障体系，并且进一步从社会、

高校、家庭、个人 4个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具体如

图1所示。

3.1社会层面

大学生学校兼职通常表现为校内的勤工助学

和校外兼职，虽同为大学生兼职，但是现状却大相

径庭。对大学生校内勤工助学人数虽只占大学生

兼职大军中很少一部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中第五十五条、2005年4月8日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勤工助

表6 大学生兼职与其专业的相关性

兼职与专业相关性

样本数

百分比/%

不相关

132

22.56

相关性较小

325

55.56

相关性较大

93

15.90

相关性非常大

35

5.98

表7 大学生兼职渠道

兼职渠道

样本数

百分比/%

同学介绍

140

23.93

中介机构

269

45.98

网络或海报宣传

118

20.17

学校勤工俭学

58

9.91

表8 大学生兼职时间安排

兼职时间

样本数

百分比/%

寒暑假

328

56.07

双休

86

15.90

黄金周

147

25.13

周一～周五

24

5.98

表9 大学生兼职受骗经历（该题为多选）

受骗经历

样本数

百分比/%

拖欠工资

122

20.85

延长工作时间

269

45.98

无故辞退

136

23.25

其他

58

9.91

表10 大学生遇骗解决措施

解决措施

样本数

百分比/%

忍气吞声

389

66.50

找负责人理论

117

20

投诉

56

9.57

其他

23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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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的意见》以及2007年6月26 日教育部、财政

部联合下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文件中从多个方面对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做了详细

的规定和说明。

但针对大学生校外“非法”兼职劳动行为界定，

无论是国家还是学校都缺乏相关的法规或政策，使

大学生的部分劳动行为得不到法律和学校应有的

保障。根据1995年原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

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

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然而大学生校外兼职现象

已非常普遍，社会应理解并支持学生合理的校外兼

职，并应尽快合理定位大学生校外兼职行为、出台

大学生校外兼职的政策和文件”。

3.2 高校层面

高校在学生兼职行为管理方面也停留在对校

内勤工助学的管理指导上，对大学生校外兼职，高

校多避之不谈，也缺少相应的管理监督措施。高校

应尊重个体的差异，允许个性发展，积极采取措施

来管理并指导大学生校外兼职，如建立并完善弹性

学分制、把大学生校外兼职也纳入大学生校园勤工

助学的管理范畴或高校可以设立专门的大学生兼

职服务中心、安排双师型导师对大学生兼职技术能

力的培训、举办校园兼职招聘大会等。

3.3 家庭层面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兼职的产生是大势

所趋，既然无法避免，就应正视问题，且大学生生活

成本随着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也有所提升。基于以

上现实，家庭应该支持大学生理性兼职。同时，家

庭应加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

的就业观，培养孩子全面发展，为将来孩子的发展

打好坚实基础。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大学生在校

外寻找兼职工作时，其优势就会显现。

3.4 个人层面

在大学生兼职现象中其主体为大学生，所以对

大学生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而大学生由于缺乏

社会经验，思想单纯，在校外兼职的过程中面对社

会中的诱惑与危险，辨别与防范意识差，思想观念

容易受到不良影响，导致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动摇。因此大学生在面对社会繁多的兼职种类时，

要树立正确的兼职观念，选择适合自己的兼职工

作。同时大学生要加强对自我的监管，第一要明确

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通过上文的调查分析我们看

出许多大学生在选择兼职时没有明确目标，多处于

迷茫盲目的状态。而兼职作为就业的前奏，大学生

在选择兼职应依据自己的就业方向、社会的发展形

势以及企业的实际需求选择，使大学生兼职行为利

益最大化。第二要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大学生

的本职身份是学生，因此大学生在校期间最大的职

责是努力学习，不能因为兼职工作而耽误学习，造

成本末倒置的现象。大学生要合理分配时间，充分

利用上课时间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同时课后业余时

间可以从事兼职工作，把课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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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学生兼职四位一体监督保障体系（以社会的维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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