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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开发现状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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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将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针对

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的基本情况和实际运行效果,提出了社区、重大科研项目单位、重大工程

项目、政府投资项目等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开发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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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性岗位是再就业工作中出现的新名词,其
概念目前政府及学术界尚未界定。依据《关于开展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厅发〔2003〕

4号)和《国家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百问》
(2009)将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定义为:由政府出

资开发的,优先安排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

难高校毕业生的,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

的的管理和服务岗位。
开发公益性岗位,是一种双赢策略。在目前就

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大力开发高校毕业生公

益性岗位,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一、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
计划基本情况

  近年来,中央各有关部门主要组织实施了4个

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专门项目,其包括:

2003年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6年的

“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1]、2006
年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2008年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村官计

划)。湖北省实施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

的基本情况如下。

1.湖北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

2008年,湖北省首次选聘了826名大学生村

官,其中有10名研究生,474名本科生,342名专科

生,共有103人来自外省。2009年选聘865名大学

生村官,具体名额分配见表1。
表1 湖北省2009年选聘高校毕业生

到村任职计划名额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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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人事厅《关于做好全省

2009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通知》(鄂组通〔2009〕

36号)。

2.湖北省“三支一扶”计划

2006年“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以后,湖北省政府

整合有关项目和资源,将已经实施的引导高校毕业

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统一纳入“三支一扶”计划,
八部门联合成立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其办

事机构为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设在

湖北省人事厅流动调配处)。湖北省的“三支一扶”
计划选招规模较大,每年3000人;学历要求较高,
全部为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服务期限较长,统一规

定服务期为3年,具体数据见表2。

3.湖北省“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湖北省自2003年6月开始实施西部计划,2004

年湖北省共招募志愿者526名,分别来自全省68所

高校。2008年湖北省共招募了329名西部计划志

愿者,从事为期1~2年的志愿服务。其中,赴恩施

120人,赴广西40人,赴贵州140人。2009年湖北

省西部计划志愿者项目办共选派500人,到湖北恩

施、广西、贵州、四川汉源等中西部地区基层乡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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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湖北省“三支一扶”计划选派人员基本情况 人

年份
项目

支教 支农 支医 扶贫 青年事务综合
合计

2006 2069(含特岗生854) — — — — 2069
2007 2453(含特岗生1703) 124 209 101 — 2887
2008 2691(含特岗生1887) 161 266 70 53 3241
2009 3544(含特岗生2888) 262 309(含基层计生服务岗位22人) 101 111 4327
总计 10757(含特岗生7332) 547 784 272 164 12524(在岗10455)

 资料来源:湖北省人事厅“三支一扶”办《2009年资料汇编》。

事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在外地就读的湖

北省生源志愿者也可报名参加西部计划“基层青年

工作专项行动”,该行动志愿者将优先考虑担任学生

干部或有基层工作、志愿服务经历的大学生。

4.湖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

位计划”
从2004至2009年,全国共有148所高校的大

学毕业生申请到湖北省资教,报名的学生主要以省

内60多所高校为主。报名学生中,英语、信息技术、
音体美等农村学校紧缺学科专业毕业生占30%以

上。2006年,湖北省从本省实际出发,结合教育部、
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印发的《关于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将“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与湖北省

“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结合起来,统筹实施。省

教育厅每年专门举办资教生岗前培训班和进行免费

业务培训。对于服务期内表现特别优秀,服务期满

愿意继续留在农村乡镇任教的资教生,由省教育厅

选拔出资到国外培训。2007年,范献龙等4名资教

生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顺利

取得学位。2009年,熊婷婷等19人在英国参加了

短期培训。2009年8月,国家汉办选派7名服务期

满的资教生到保加利亚、墨西哥、喀麦隆等7个欧、
美、非洲国家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录取23名服

务期满资教生参加非英语语种教师培训项目,培训

合格后选派到非英语语种国家任教。

  二、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
实际运行效果

  1.村官计划效果不理想,大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

大学生村官是指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到
基层农村挂职锻炼,并担任村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

会主任助理的应届高校毕业生[2]。截止2008年2
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自治区启动大学生村官

计划,其中17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

村官计划[3]。2008年,湖北省首次大规模选聘826
名大学生到农村任职,选聘面向全国,共有12762
人在网上报名,最终通过报名确认的有10589人。
但参加考试的大学生只有6000人左右,4000多人

缺考,效果很不理想。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大学

生对当村官存在观望态度,待遇偏低,缺乏吸引力;
二是相关部门的宣传工作不到位;三是岗位设定的

科学性有待研究;四是“本土化”的大学生村官培养

计划的排挤;五是财政支持不到位。

2.“三支一扶”计划效果良好,形成了具有湖北

特色的项目品牌

湖北省全面实施“三支一扶”计划以来,实际在

岗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8000余名(含已经

纳入“三支一扶”计划的2006年支教生)。这批高校

毕业生下到基层一线,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一支新的生力军。由于湖北省“三支一扶”计划的

服务年限为3年,2009年7月有第一批服务期满的

高校毕业生2600余人面临就业。为此湖北省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服务期满的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政策

有: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考招聘方面,县、乡各类

事业单位(含原服务单位)有岗位空缺需要补充工作

人员时,人事部门将拿出一定岗位通过考核方式直

接聘用为工作人员;报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笔试

成绩加5分;报考公务员时,可享受部分专项职位指

标,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参加“三支一扶”时已

录取为研究生的,学籍可保留3年,待服务期满后再

回校就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自主创业、助学贷款

代偿和就业援助等相关政策优惠。2009年的全省

选调生招考中,首次将“三支一扶”毕业生纳入招考

范围。到目前为止,全省教育部门的基层学校已经

先后吸纳800余名支教生进入基层教师队伍,部分

优秀支教生被选拔安置到省直学校任教,一部分继

续攻读研究生,4名支教生被选送到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深造。重宣传,早起动,扩规模,树典型,强化

管理和服务,积极吸纳服务期满的毕业生就业,“三
支一扶”计划已经成了具有湖北特色的项目品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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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良好效果。

3.“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湖北有一定成功经

验,实施效果良好

2004年湖北省共招募志愿者526名,分别来自

全省68所高校,其中参加西部计划全国项目的志愿

者426名,省级项目志愿者100名。志愿者们分赴

重庆、贵州、湖南、河北、湖北恩施、黄冈、十堰七个地

区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志愿服。2008年湖北省共

招募了329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从事为期1~2年的

志愿服务,其中,赴恩施120人,赴广西40人,赴贵

州140人。2009年湖北省西部计划志愿者项目办

共选派500人,到湖北恩施、广西、贵州、四川汉源等

中西部地区基层乡镇从事为期1~3年的志愿服务

工作。2003年6月至2009年4月,湖北省共招募

2841名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广西、贵州、重庆、四
川汉源及恩施等贫困县的乡镇从事教育、卫生、农
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志愿服务

工作,人数规模居东中部各省市之首。但此计划“志
愿”的性质比较突出,针对的目标群体很大部分是

“优先考虑担任学生干部,或有基层工作、志愿服务

经历的大学生”,这与公益性岗位的“优先考虑困难

家庭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有一定的

差距。

4.特岗计划在相关政策引导和扶持下,已具备

良好的统筹基础

2006年,湖北省从本省实际出发,结合教育部、
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印发的《关于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将“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与湖北省

“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结合起来,统筹实施。
从2004年湖北省启动资教行动以来,全国共有

148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申请到湖北省资教,报名

的学生主要以省内60多所高校为主。报名学生中,
英语、信息技术、音体美等农村学校紧缺学科专业毕

业生占30%以上。6年来,湖北省已选派8798名

(其中特岗生4648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充实到79
个县市的1300多所农村学校教学第一线。为湖北

农村学校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教师。在这一过程

中,出现了刚开始很少有人报名到当前报名人数猛

增的变化,说明在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大学毕业

生的就业观念在慢慢发生变化,同时也说明相关的

政策引导和扶持起到了作用。

  三、促进湖北省开发高校毕业生公
益性岗位的建议

  1.坚持地域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三支一扶”“特岗计划”项目上,湖北省大胆

创新,积极统筹,形成了地方特色,在村官这一项目

上,由于多种原因,落实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该项目与其它既有政策有一定的冲突。因

此,湖北省开发大学生公益性岗位要继续落实和创

新 “三支一扶”和“特岗计划”。
2.加强社区大学生公益性岗位的开发

社区作为群众自治性基层组织,政府赋予了一

定的行政职能,社区的一些服务组织,既不是福利性

组织,也不是企业,而是多方参与的自治性的非营利

组织实体。社区中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举办的非市场

竞争性福利事业、公益事业与公益性岗位的性质完

全相符。社区就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

职业种类繁杂,涉及居民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二是就

业状况因各地的居住群体、历史习俗、生活水平、消
费需求、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三是就业方式的灵

活性;[4]四是就业岗位多为劳动密集型;五是就业保

障依赖于诚信;六是就业人员选聘不完全适用于市

场机制。湖北省现在开发的4个大学生公益性岗位

项目只是针对农村和西部,忽视了社区公益性岗位

的需求和开发,社区就业岗位的开发应是政府促进

公益性岗位开发的重要形式。
3.重大科研项目单位是开发公益性岗位的重要

方向

湖北省综合科教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科教资源

相对于中、西部其它省市具有比较优势,重大科研项

目单位将是公益性岗位开发的一个重要方向。重大

科研项目中的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之类的工作,既
可以用于开发公益性岗位,同时又能提高在岗大学

生的就业能力。相关项目范围为:省内各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承担的相关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重大重点项目以及省

促进产业发展重点创新科技项目。开发这类公益岗

位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扶持,具体落实还需要制定专

门的配套措施,比如鼓励高校、科研单位按职工总数

的1%~5%左右聘用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从事助

研、助管、助教等工作。
4.紧跟重大工程、政府投资项目开发大学生公

益性岗位

湖北省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是“把湖北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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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

技术发展区、现代物流中心区”。《湖北省发展改革

委2009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全力推进亿元以上续

建和新开工项目以及“十大重点工程”建设。在一些

大型工程建设方面,政府应当设定一定的指标安排,
给予优惠政策和相应的财政补贴,特别是在政府投

资项目上应当有所考虑,像鼓励一些企业雇佣残疾

人的做法那样,鼓励企业吸收一部分专业对口就业

困难的大学生。如果我们加强宣传,在舆论上给予

积极支持,必要时予以一定的嘉奖,那些承担起重大

工程的企业一定会很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吸收一

部分就业困难的大学生。湖北省近年来在交通、物
流、环保、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逐年增加,且增

速非常快,完全具备了开发公益性岗位的现实条件,
结合中部崛起、武汉经济圈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等重

大投资项目,开发大学生公益性岗位大有空间。

5.大力引导企业见习岗位开发

大学生公益性见习岗位针对近三年就业困难大

学生,见习期间为6个月到2年,由政府给予一定资

助,以企业为主要开发对象。“公益性见习”的一端

是政府促进,另一端是企业(包括国企)安置,主体是

就业困难大学生,中间链接桥梁是市场。这是政府

促进市场化就业的重大创举,其重要意义在于,其不

仅完全符合大学生公益性岗位的基本特征,同时体

现了市场主导性就业的发展方向,而且不会带来类

似“村官”等“出路”问题的后遗症,不会出现政府“兜
底”失灵的情况,同时,“重大科研项目”往往是一种

“稀缺”产品,很难有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去分享。有

必要将见习(公益性见习)纳入大学生公益性岗位开

发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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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creasinglysternsituationofcollegegraduatesemploymentsituation,vigorously
developingpublicwelfarepostisanew measurestopromotetheemploymentofcollegegraduates.
Strengthenthedevelopmentofpublicwelfarepostincludingcommunities,majorscientificresearchpro-
jectsitems,majorengineering,andgovernmentinvestmentprojectsarenewchannelstoacceleratethe
employmentsofcollege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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