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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发展为大学生寻求兼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困扰。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收回104
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探究北京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寻求兼职的现状及原因。本研究提出

了加强平台安全性、提升平台信息准确性、增强平台反馈效率性的建议，并搭建了高度安全性、高信息

准确性、高反馈效率性的北京兼职寻求微信公众号平台“创兼未来”。本研究有利于优化网络平台设计，

并为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平台寻求兼职之路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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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development brings convenience but also troubles college students when they are seeking 
part-time jobs. This study collected 104 valid questionnaire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
plore the issues of 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seeking part-time job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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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online platform’s security,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feedback efficiency. This study also builds a Beijing part-time job-seeking WeChat Public Account 
Platform, “Chuang-Jian Wei Lai,” with high security, high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high feedback 
efficiency. This study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online platforms and providing solid 
support for 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to seek part-time jobs on onlin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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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平台，是指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各种各类网络服务支持系统和网络服务活动；而兼职寻求网

络平台即是指个人或单位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兼职招聘信息，允许有意愿从事兼职的求职者在线申请和参

与的各种网络服务，例如兼职猫、青团社兼职等。目前，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兼职机会，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网络平台兼职相关的问题与挑战[1]。 
现有研究对大学生网络平台兼职寻求的探究较少。朱怡晴探究了依托网络平台的“零工经济”背景

下大学生网络兼职的问题[2]；周爱华通过网络问卷研究了大学生兼职对学业和就业的影响[3]；冯金柱以

教育为背景探究了大学生兼职家教平台的建设[4]；罗婉玲分析了新型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兼职骗局[5]。综

合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兼职影响因素，很少关注大学生兼职寻求的途径问题，尤其是网络

兼职寻求；而且其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某一高校大学生，对于地区性范畴的研究鲜有涉及。北京市作为

我国首都，不仅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沿，更是拥有兼职需求旺盛的众多高校大学生。因此，以北京

地区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具有很高研究价值。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大学生通过网络寻求兼职已经很

普遍。然而，大学生在网络寻求兼职过程中却时常面临着招聘信息混乱、兼职安全性低等困境[6]。因此，

系统探究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兼职寻求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保障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兼职寻

求合法权益、促进兼职网络平台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

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兼职寻求的现状及原因进行深入探究并提出改善建议，为北京高校大学生通过网

络平台寻求兼职之路提供坚实的支撑。 

2. 问卷调查的编制及实施 

2.1. 调查问卷设计及发放 

本研究以北京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线上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 32 个问

项(如表 1 所示)：第一部分：受访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北京市高校大学生网络兼职寻求调查，主要围

绕网络平台兼职寻求安全性、准确性、效率性三方面设置问项。第三部分：开放式问题，受访者对改善

兼职寻求网络平台的建议，最后形成了《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平台兼职寻求问卷调查》。本研究自 2024
年 5 月 17 日至 22 日共发放并收回有效问卷 104 份，应用 Excel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平台兼职寻求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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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Questionnaire items design 
表 1. 调查问卷问项设计 

调查内容 调查目标 问项个数 

基本信息 调查受访者的院校、专业、学历等信息 14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整体情况 受访者对网络平台兼职寻求整体态度、原因等 8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安全性 受访者认为网络平台兼职中存在的安全性问题 4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准确性 受访者认为网络平台兼职招聘信息准确性问题 3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效率性 招聘方回复及正式录用等待时长效率问题 2 

开放式问题 受访者对于改善兼职寻求网络平台的建议 1 

2.2.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2.2.1. 样本基本特征 
表 2 显示受访者中女性占 74.04%，剩余 25.96%为男性。大部分受访者(近 80%)为本科生，而其他

20.19%为 985、211 高校及专科学校。从专业角度看，58.65%的受访者来自经济学、管理学专业。86.54%
为大一学生，46.15%受访者的学校所在地在北京五环外，生活费在 1500-2000 元的受访者高达 46.15% (见
表 2)。表 3 显示受访者大多使用 Boss 直聘、兼职微信公众号，其中大部分受访者通过网上查询、同学分

享得知的兼职网络平台。受访者选择兼职类型较多，其中家教、餐饮服务、勤工俭学占比较大(见表 3)。 
 
Table 2. Personal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表 2. 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 

问项 选项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27 25.96% 

女 77 74.04% 

院校 

985 高校 7 6.73% 

211 高校 10 9.62% 

普通本科 83 79.81% 

专科 4 3.85% 

专业 

理学、工学、医学、农学 20 19.23% 

文学、历史学、哲学 9 8.65% 

经济学、管理学 61 58.65% 

法学、教育学 11 10.58% 

艺术学 3 2.88% 

年级 

大一 90 86.54% 

大二 8 7.69% 

大三 3 2.88% 

大四 3 2.88% 

学历 

博士 0 0% 

硕士 4 2.85% 

本科 96 92.31% 

专科 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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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所在地 

北京三环以内 10 9.62% 

北京三环到四环 12 11.54% 

北京四环到五环 34 32.69% 

北京五环外 48 46.15% 

生活费 

1000 元以下 5 4.81% 

1000-1500 元 14 13.46% 

1500-2000 元 48 46.15% 

2000 元以上 37 35.58%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spondents’ part-time jobs 
表 3. 受访者兼职基本信息 

问项 选项 人数 占比 

通过网络平台寻求过兼职 
是 37 35.58% 

否 67 64.42% 

所用的兼职网络平台(多选) 

兼职微信公众号 17 45.95% 

58 同城 13 35.14% 

Boss 直聘 29 78.38% 

其他 2 5.41% 

得知兼职网络平台的途径(多选) 

同学分享 24 64.86% 

学校学生就业部 12 32.43% 

网上查询 25 67.57% 

海报传单 7 18.92% 

其他方式 1 2.7% 

兼职类型(多选) 

家教 21 56.76% 

勤工俭学 14 37.84% 

商业促销 5 13.51% 

餐饮服务 17 45.95% 

其他 2 5.41% 

兼职工作整体满意度 

完全满意 2 5.41% 

比较满意 28 75.68% 

比较不满意 7 18.92% 

非常不满意 0 0% 

每周的兼职时间 

6 小时及以下 16 43.24% 

6-12 小时 16 43.24% 

12-24 小时 2 5.41% 

24 小时以上 3 8.11% 

兼职所获报酬 

300 以下 11 29.73% 

300-500 9 24.32% 

500-800 5 13.51% 

800 以上 12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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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整体分析 
表 4 显示 75.68%的受访者对兼职工作的整体满意度为较为满意，每周兼职时间大部分处于 12 小时

以下，兼职所获报酬每月在 800 元以上，很好的减轻了大学生的经济负担，让 70.27%受访者觉得兼职有

必要。对于兼职需求，62.16%认为兼职最好能用上自己的专业，59.46%认为只要薪资满意即可，而实际

上，调查显示所做兼职与其所学专业基本相关的只达到一半(不到 50%)。受访者的兼职收入大部分用于生

活开支和改善伙食，家人对其兼职的态度大部分为让学生自己决定(67.57%)。仅有 10.81%的受访者认为

兼职对其目前学业的影响很大，但有近 40%的受访者认为兼职对其未来正式工作的影响很大(见表 4)。 
 
Table 4. Respondents’ overviews on online platform part-time job-seeking 
表 4. 受访者对网络平台兼职寻求的整体看法 

问项 选项 人数 占比 

兼职是否有必要 

完全有必要 9 24.32% 

有必要 26 70.27% 

没必要 2 5.41% 

完全没必要 0 0% 

对于兼职工作的要求(多选) 

最好能用上自己的专业 23 62.16% 

轻松点就行 17 45.95% 

只要薪酬满意即可 22 59.46% 

无所谓 0 0% 

其他 0 0% 

所做兼职与自己专业的相关度 

完全相关 4 10.81% 

基本相关 14 37.84% 

基本不相关 14 37.84% 

完全不相关 5 13.51% 

做兼职原因(多选) 

赚取生活费 32 86.49% 

锻炼自己 22 59.46% 

积累工作经验 20 54.05% 

其他 1 2.7% 

兼职收入用途(多选) 

生活开支 31 83.78% 

改善伙食 23 62.16% 

存入银行备用 20 54.05% 

学习开支 13 35.14% 

家人对您兼职的态度 

由自己决定 25 67.57% 

赞同 10 27.03% 

不赞同 2 5.41% 

其他 0 0% 

兼职对学业的影响 
影响很大 4 10.81% 

影响一般 18 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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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响很小 13 35.14% 

没有影响 2 5.41% 

兼职对未来工作影响 

影响很大 4 10.81% 

影响大 11 29.73% 

影响一般 19 51.35% 

没有影响 3 8.11% 

2.2.3.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安全性 
表 5 所示 48.65%的受访者认为网络平台的兼职信息较为可靠，31 人认为网络平台存在个人信息泄露

的问题。有 62.16%的受访者了解非法兼职的危险；同时，在网络求职后的实际工作期间，权益被侵害时

懂得合法维权十分的重要，调查显示有 62.16%的受访者比较懂得如何合法维权。综合来看，北京大学生

在网络平台兼职寻求时应该有增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加强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同时平台应该加

强对招聘方在本平台发布招聘信息安全性的审核，为学生提供有保障的兼职选择(见表 5)。 
 
Table 5. Security of online platform part-time job-seeking  
表 5.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安全性 

问项 选项 人数 占比 

平台信息可靠 

非常可靠 3 8.11% 

可靠 9 24.32% 

较为可靠 18 48.65% 

不可靠 7 18.92% 

平台信息安全(多选) 

个人信息泄露 31 83.78% 

人身财产安全无法保障 20 54.05% 

其他 1 2.7% 

危险非法兼职了解 

非常了解 4 10.81% 

比较了解 23 62.16% 

不太了解 10 27.03% 

完全不了解 0 0% 

合法维权 

非常了解 4 10.81% 

比较了解 23 62.16% 

不太了解 10 27.03% 

完全不了解 0 0% 

2.2.4.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准确性 
表 6 所示受访者中有超过 70%认为工作内容与网络招聘信息的内容不符，有近 50%反映招聘方未在

招聘信息提前说明的情况下要求其交入职培训费。大部分受访者在网络平台寻求兼职时会查看信息发布

者认证(超 70%)或查看网络评价(54.05%)来判断兼职招聘信息的准确性，但仍有 30%仅凭直觉来判断。综

合来看，一方面，招聘方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有与其实际招聘不符的情况，这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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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兼职信息的信任程度下降。另一方面，尽管大部分学生具备鉴别平台招聘信息可信度的意识，但仍有

少部分缺乏该意识，仅仅依赖直觉判断，这可能会导致这部分学生选择不到适合的兼职偏离其求职预期，

并可能会陷入法律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见表 6)。 
 
Table 6. Accuracy of part-time job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on the online platform 
表 6. 网络平台兼职招聘信息准确性 

问项 选项 人数 占比 

平台信息准确 

完全准确 3 8.11% 

比较准确 30 81.08% 

比较不准确 3 8.11% 

完全不准确 1 2.7% 

实际工作与招聘信息有出入 

未提前说明交入职培训费 17 45.95% 

报酬未能按时支付 16 43.24% 

工作内容与招聘信息不符 26 70.27% 

其他 0 0% 

信息准确性判断方式 

查看信息发布者认证 27 72.97% 

凭借直觉 13 35.14% 

查看网络评价 20 54.05% 

其他 0 0% 

2.2.5.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效率性 
表 7 所示在网络平台上向招聘方咨询职位详情时，五小时之内回复的占比 45.95%，马上回复的占比

24.32%，5-24 小时占比 27.03%。而反映收到正式录用等待时间在一天以内的有 9 人，在一周以内的有 25
人。综合分析，在网络平台寻求兼职时，仅在咨询职位问题时得到招聘方回复的效率较高，而收到正式

录用通知的效率较低，这说明招聘方在发布兼职信息及对咨询回应时较为积极，但相比而言上升到实际

录用时给大学生的反馈大幅下降，这可能会对大学生的其他生活安排产生负面影响，大学生需要为此预

留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见表 7)。 
 
Table 7. Efficiency of online platform part-time job-seeking 
表 7. 网络平台兼职寻求效率性 

问项 选项 人数 占比 

咨询职位详情时招聘方回复 

马上回复 9 24.32% 

5 小时 17 45.95% 

5-24 小时 10 27.03% 

一天以上 1 2.7% 

收到正式录用通知的等待时

长 

一天以内 9 24.32% 

一周以内 25 67.57% 

半个月以内 2 5.41% 

一个月及以上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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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建议 

上述问卷调查分析表明，北京高校大学生在网络平台兼职寻求中面临着平台安全性低、信息准确性

差、反馈效率性弱三大问题。平台安全性低可能是由于平台安全机制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到位以及大学

生个人防范意识不足导致的。一些平台没有对招聘方的企业资质进行全面认证，这导致了质量良莠不齐

的企业发布了招聘信息[6]；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及平台侵犯大学生兼职权益的行为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平台上负面兼职信息的肆虐[7]；而大学生个人由于兼职次数不多、学校相关教

育宣传未普及等原因普遍缺乏相关的社会经验，从而对合法维权等法律认识不够深刻。对于平台信息准

确性差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平台审核及反馈机制不健全以及兼职市场监管不力。一方面，很多平台对

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没有进行严格审核，还缺乏专门的求职者反馈渠道，这给了虚假招聘信息和骗局可

乘之机[8]；另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招聘的不实行为处罚不力，这导致了相关网络平台的成立门槛

较低因而垃圾兼职信息滥竽充数[9]。而平台反馈效率性弱可能是由于平台设计不够便捷以及网络客服反

馈能力不足。一些平台的页面布局及操作等设计不够清晰简洁，求职者寻求相关信息反馈的程序复杂且

耗时。并且，一些平台的客服人员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面对求职者的问题和诉求无法及时给予反馈[10]。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改善兼职寻求网络平台的建议： 

3.1. 加强平台安全性 

首先，平台可以建立招聘企业资质认证安全机制，设置平台官方认证程序，从根源上杜绝缺乏资质

的企业在平台发布不良信息；同时，还可以设立用户评价板块，让求职者能够查看往年的求职者对招聘

企业实际情况的真实评价，从而能够选择到资质信用良好的招聘方[11]。其次，政府应发挥其对用人单位

招聘的监管，例如细化企业网络兼职招聘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等，从而为大学生获

取优质而安全的兼职岗位提供政策保障[12]。最后，大学生个人也需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警惕诈骗

手段如虚假承诺、刷单等[13]；仔细核实招聘方资质，同时多了解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以避免权益受损。 

3.2. 提升平台信息准确性 

最重要的是，平台应该加强对企业发布信息的审核，例如通过要求招聘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兼

职岗位进行验证，确保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14]。其次，平台还可以开放网络兼职求职专栏的热线

服务电话和举报服务板块，以对企业发布不实信息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相应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

网络犯罪举报机制，鼓励求职者对诈骗招聘等不实信息积极举报；同时加强对网络招聘犯罪的惩罚力度，

遏制兼职诈骗行为，保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15]。 

3.3. 增强平台反馈高效性 

首先，平台可以利用高效的大数据等先进数字化技术，设计更为便捷的平台结构。例如，基于求职

者录入的个人基本信息及职位筛选等求职基本需求，结合求职者的职位寻求浏览习惯[16]，借助大数据分

析，在首页上为不同类别的求职者智能化推荐适合的兼职，这将会极大地提升求职者的平台使用体验，

降低其对职位信息咨询的频繁程度。其次，针对网络客服反馈能力不足的问题，平台可以优化客服与求

职者之间的沟通系统，例如掌握不同类别求职者的活跃时间，在相应的时间段内进行沟通可以大大提高

回复效率[17]；还可以为客服安装快捷回复软件，设置常用回复语的快捷键，例如通用的职位描述、求职

者常见疑问等快捷回复，从而提高回复速度。 

3.4. “创兼未来”微信公众号平台 

在实践中，本研究已经搭建了北京兼职寻求微信公众号平台“创兼未来”，该平台兼具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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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息准确性、高反馈效率性的特点。在高度安全性方面，该平台设置了网络安全资讯和兼职市场动态

科普专栏，会定期为求职者推送安全资讯，供其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法和防范措施；并设置了兼职安全知

识闯关环节，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大学生求职者懂得在权益受侵害时如何合法维权。在高信息准确性方

面，该平台坚持与合法合规、诚实有信的招聘单位合作；同时，该平台通过求职者评价反馈机制获取第

一现场的真实情况，实现信息双向流动“双保险”。在高反馈有效性方面，该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掌握

了不同类别求职者的岗位需求和咨询高峰期，并对客服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利用数字化技术为客

服安装了快捷回复软件，实现了 24 小时内回复大学生求职者的咨询，3 日内通知求职者录用反馈。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平台兼职寻求的平台安全性、信息准确性、反馈效

率性三大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调研，本研究提出了加强平台安全性、提升平台信息准确性、

增强平台反馈效率性的建议，并搭建了高度安全性、高信息准确性、高反馈效率性的北京兼职寻求微信

公众号平台“创兼未来”，从而更好地解决北京高校大学生网络平台兼职寻求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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