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Fuzziology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2), 511-519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rf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2050   

文章引用: 张骞. “编制大军”现象何以成型? [J].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2): 511-519.  
DOI: 10.12677/orf.2023.132050 

 
 

“编制大军”现象何以成型？ 
——基于上海高校学生的问卷数据分析 

张  骞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2月20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10日 

 
 

 
摘  要 

近些年，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受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的择业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编制大军”

现象愈演愈烈。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定量分析“编制大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经过回归

分析得到，“编制工作稳定”与“实现自身理想”是造成“考编”的两个重要原因，特别地，“编制工

作稳定”这一外在因素与当前环境改变密切相关。最后本研究在“编制大军”现象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五点对策建议：1) 政府加快制度改革，培育良好的环境；2) 高校注重引导，改变传统就业宣传模式；

3) 家庭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子女树立理想目标；4) 大学生拒绝盲从，树立正确的就业观；5) 媒体发挥

宣传作用，呼吁大学生多样化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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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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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OVID-19, college students’ concept of career choice has changed greatly, and the “exam 
editing army” phenomen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the “exam editing arm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tability of compilation work” and “the realization of 
one’s own ideal” are two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compilation examination”. In particular, the 
external factor of “the stability of compilation work”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rrent environmen-
tal change.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fi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the phenomenon of “exam editing army”: 1) The government should 
speed up the system reform and cultivate a good environment; 2)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guidance an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employment propaganda mode; 3) Families 
should change traditional concepts to help their children establish ideal goals; 4)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refuse to follow blindly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employment view; 5) The media should play 
a propaganda role and cal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diversify thei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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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社会形势不断变化，加之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愈发严峻。在就业焦

虑的推动下，“考公”几乎成为绝大学生毕业就业的首要选择。根据统计，2021 年各省省考报名总人数

超 537 万，较 2020 年同比上涨 4.6%，2022 年国考的报名人数突破了 202 万，有 183 万余人通过资格审

查，创历史新高，在报名期间有岗位招录比高达 20,813:1。面对当前的形势，本研究试图探索一线城市

上海高校学生的考编意愿是否会随着时代背景变化？他们的考公意愿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了解高校

学生考编的动因有助于把握高校学生的就业意愿，有助于提升国家相关政策对学生的吸引力，吸纳更多

的栋梁之材。 
目前国内学界对“考公热”的现象已经展开了许多相关研究。基于成本–收益视角，一些学者认为

“公务员热”的现象是由于考生群体认为报考公务员一旦成功，就会获得大于过去投入成本的收益，交

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务员热”形成的前提，一是在从事同类交易活动时，私人部门成员需要支付的成

本高于公共部门的成员[1]，政府机关及参公事业单位的平均人力资本价格高，教育回报率高，工作稳定，

工作压力相对企业等私营部门较小，且性别歧视现象不严重；基于效用选择理论，袁匡济认为求职者理

性行为是在既定获取成本下，选择一个未来工作辛苦程度较低但收益较高职位的过程，具体取决于职位

收入水平、稳定性、自我发展空间、获取职位概率、获取后工作辛苦程度等多变量[2]，杨春梅则运用公

共利益、部门利益等外部利益理论与基于内部成就动机的效用理论分析方法，认为政府规模扩大需求、

政府——利益体间的合谋、报考者效用追求、“劳动价值”与“尊严”的逆反、职业晋升吸引等原因导

致产生“公务员热”[3]。许彬认为党政重要职能部门经历、县(市、区)经历、乡(镇、街道)经历、共青团

经历对个人晋升呈显著性影响。所以考生报考公务员会比较重视地区，从社会价值规范的角度，张昌羽

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原因主要是待遇的吸引保守求稳的做人做事心态的指引和“学而优则仕”观念

的影响。朱振亚等人对江西某高校非应届本科生调查了其报考村官的意愿，得出报考意愿主要受家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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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家人支持度、从政偏好和村官待遇四个因素共同影响[4]。 
也有研究从生态理论视角出发，认为无论是来自家庭、学校等内圈环境因素，还是来自社会经济、

行业市场、教育文化等外圈环境因素，其所具备的时代属性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学生就业心态，使

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形成相适应的思想认知与行为偏好[5]。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政治文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

报考公务员的原因，认为我国大学生深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影响[6]，
公务员作为世俗意义上进入“官场”的第一站，因此很多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从而造成大学生“考

公务员热”现象出现[7]。 
多数学者的研究角度是从宏观角度对大学生“公务员热”的形成原因和相关对策进行陈述，对具体

的地区的学生考公的形成机制研究较少，尤其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所变化，

有必要再对此进行具体的研究。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拥有本科大学 40 所，了解在上海就读的大学生的考

公考编动机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研究方法设计 

2.1. 建立测量指标 

1) 决定性指标： 
① 工作因素。包含工作性质较稳定、工作压力相对小、福利待遇相对好。 
② 环境因素。包含新冠疫情的存在、当前就业压力大、被考编大环境所裹挟、地方官本位观念的

影响。 
③ 政策因素。当前国家政策的加持、学校有关政策的支持。 
④ 宣传因素。国家有关部门的宣传、商业机构的大肆宣传。 
⑤ 个人因素。想实现自身理想、满足家人的期待。 

2.2. 收集资料的方法 

问卷调查法：作者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关于上海高校学生考编的相关数据，从而顺利开展研究，

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当前上海高校大学生考编者的特点进行准备，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文章

需要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又比较容易理解，对于本文来说是一种比较适合的研究方法。 
本次采用问卷收集数据的形式，问卷见表 1。筛选问卷为第一项题目，应变量为考编的意向程度，

采取 1~5 赋分制，1 为意向最弱，5 为意向最强；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政治面貌以及个人的月消

费水平；5 项决定性指标分别为工作因素、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宣传因素、个人因素，并采取 1~5 赋

分制，1 为个人认为该因素对其考编意向影响最小，5 为个人认为该因素对其考编意向最大。 
 
Table 1. Questionnaire 
表 1. 调查问卷 

问卷题目 选项 

1) 您好，此次调研对象为最高学历在上海就读且有考编倾向的所有

学生。请问您是否为此次调研的对象？ 
1) 是 
2) 否 

2) 您目前考编的意向程度？(赋分制) 1~5 

3) 您的年龄? 

1) 18~23 岁 
2) 24~29 岁 
3) 30~35 岁 
4) 36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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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您的性别？ 
1) 男 
2) 女 

5) 您的政治面貌？ 

1) 中共党员 
2) 中共预备党员 
3) 共青团员 
4) 群众 
5) 其他党派 

6) 您个人的月消费水平？ 
1) 2999 元以下 
2) 3000~5999 元 
3) 6000 元以上 

7) 下列工作因素对您考编的影响？(赋分制) 
1) 工作性质较稳定(1~5) 
2) 工作压力相对小(1~5) 
3) 福利待遇相对好(1~5) 

8) 下列环境因素对您考编的影响？(赋分制) 

1) 新冠疫情的存在(1~5) 
2) 当前就业压力大(1~5) 
3) 被考编大环境所裹挟(1~5) 
4) 地方官本位观念的影响(1~5) 

9) 下列政策因素对您考编的影响？(赋分制) 
1) 当前国家政策的加持(1~5) 
2) 学校有关政策的支持(1~5) 

10) 下列宣传因素对您考编的影响？(赋分制) 
1) 国家有关部门的宣传(1~5) 
2) 商业机构的大肆宣传(1~5) 

11) 下列个人因素对您考编的影响？(赋分制) 
1) 想实现自身理想(1~5) 
2) 满足家人的期待(1~5) 

2.3. 分析资料的方法 

描述性统计，是指运用制表和分类，图形以及计算概括性数据来描述数据特征的各项活动[8]。描述

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

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本文通过对上海高校学生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

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分析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平均值、

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 
本文还采用了OLS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消费水平以及个人对考编的看法与考编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

回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与是否是独生子女。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1Will Controlsn
iiα β γ ε
=

= + + +∑  

3. 结果分析 

3.1. 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结合的形式，其中问卷总共回收到 160 份，有效问

卷 138 份，有效率 86.25%。 

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据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各项变量中，个人认为工作性质较稳定、福利待遇相对好以

及当前就业压力大对考编影响等因素平均值大于 4，说明被调研者总体认为这三种因素对考编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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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考编意愿程度 138 3.790 1.028 1 5 

性别 138 1.616 0.488 1 2 

政治面貌 138 2.145 1.050 1 4 

是否独生子女 138 1.565 0.498 1 2 

消费水平 138 1.261 0.488 1 3 

工作性质较稳定 138 4.217 0.894 1 5 

工作压力相对小 138 3.884 0.982 1 5 

福利待遇相对好 138 4.188 0.868 1 5 

新冠疫情的存在 138 3.493 1.216 1 5 

当前就业压力大 138 4.036 0.939 1 5 

被考编大环境所裹挟 138 3.514 1.148 1 5 

地方官本位观念的影响 138 3.196 1.284 1 5 

当前国家政策的加持 138 3.674 1.122 1 5 

学校有关政策的支持 138 3.457 1.160 1 5 

国家有关部门的宣传 138 3.413 1.170 1 5 

商业机构的大肆宣传 138 3.051 1.210 1 5 

想实现自身理想 138 3.725 1.106 1 5 

满足家人的期待 138 3.507 1.210 1 5 

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OLS的估计方法检验个人消费水平以及个人对考编的看法与考编意愿程度之间关系的回

归结果，其中，控制变量为性别、政治面貌与是否是独生子女，回归结果见表 3。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341，
整体显著。工作性质较稳定的回归系数(0.214)在 10%水平上显著，想实现自身理想的回归系数(0.246)在
5%水平上显著。工作性质较稳定的回归系数与想实现自身理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二者对于考编意

愿程度有正向的强化作用。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 on the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ilation examination 
表 3. 各自变量对于考编意愿程度的影响 

变量 考编意愿程度 

消费水平 
−0.133 

(−0.93) 

工作性质较稳定 
0.214* 

(1.67) 

工作压力相对小 
0.14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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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待遇相对好 
0.134 

(0.88) 

新冠疫情的存在 
0.051 

(0.48) 

当前就业压力大 
−0.108 

(−0.83) 

被考编大环境所裹挟 
0.135 

(1.08) 

地方官本位观念的影响 
−0.065 

(−0.75) 

当前国家政策的加持 
−0.228 

(−1.53) 

学校有关政策的支持 
−0.097 

(−0.56) 

国家有关部门的宣传 
0.032 

(0.18) 

商业机构的大肆宣传 
0.101 

(0.87) 

想实现自身理想 
0.246** 

(2.28) 

满足家人的期待 
0.089 

(0.84) 

样本数量 138 

模型拟合优度 0.34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标准误经过异方差调整；省略了控制

变量与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3.3. 影响考编意愿程度的原因分析 

3.3.1. 编制工作稳定 
在编制内工作，就相当于端上了人们常说的“铁饭碗”，只要不违法乱纪，出现原则性的问题和错

误，就没有被裁员的风险，没有失业的压力，是一份安稳的好工作。由于疫情又限制了对于其他工作的

选择，可选择的工作岗位会相对的更少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个趋势，考编的人数显著增加。 

3.3.2. 想实现自身理想 
成为一名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后，他们需要担负起使命和责任，就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多人选择考

编也是秉持着同样的初心使命、牢记一样的宗旨和情怀。从个人的内生动机而言，马斯洛在阐述他的需

求层次理论中，将个人的最后一重需求定为了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考编的现象也正呼应了该理论的逻

辑。更多人选择考编，可能心中是抱着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而去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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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4.1. 政府加快制度改革，培育良好的环境 

工作稳定成为上海高校学生考编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意味着现在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经济发展

的不稳定性，让大学生在就业选择时，会优先考虑工作稳定的单位。所以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大学生的

就业环境，包括考编环境、创业环境、公司就业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学生愿意投入到各行各业

中去。 
政府要加快行政制度改革，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积极培育良好的就业环境，发布宣传关于高校学

生就业的优惠专项政策，其次各级政府要有效监督政策实施主体，政策实施至关重要，要让高校学生的

个人就业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最后，政府与学校要积极合作，共享就业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进一步打开就业渠道。政府要积极调控市场需求，注重扶持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拓宽就业渠

道，扩大就业岗位，让有志于大众服务的大学生拥有发挥自己的实力的舞台。 

4.2. 高校注重引导，改变传统就业宣传模式 

许多高校的职业生涯规划并没有真正起作用，没有让学生认识到尽快梳理职业目标的重要性，另一

方面高校的就业宣传也需要改进。目前，众多高校都拥有成熟的就业宣传模式，主要可以分为“春招”、

“秋招”、“考编宣传”等。但是传统的就业宣传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学生新时代的就业需求。学校通过

各类平台发布就业信息，但往往被学生当成“垃圾信息”处理无法吸引学生关注。当需要寻找就业信息

时，大多数学生往往是通过自主查阅的方式获取相关信息。 
高校的职业规划不能流于形式，要与时俱进，要开展相关就业课程的学习与培训，让学生理性地选

择就业与择业，使学生正确认识公务员职业，提高学生报考公务员时的公共服务动机[9]，让更多的学生

可以有机会体验管理者角色，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否适合报考公务员，通过扩大通识课程的范围，扩展

学生的关注视野。高等教育要与现实需求更好地结合，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就业观，为社会培养真正的

人才。 
高校应该积极创新就业宣传模式，从原先的“信息轰炸”模式转变为“沉浸式体验”模式[10]，吸引

学生主动关注就业信息，高校要积极与政府、相关企业开展实习合作，让一些有志于服务人民，报考公

务员岗位的学生能够进入政府单位进行志愿服务，进行角色体验，开展实习工作，让学生尽早认识自己

是否适合公务员岗位。 

4.3. 家庭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子女树立理想目标 

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的“官本位”思想造就了

人们报考公务员的偏好，但是父母首先要摆正态度，不能盲目地就让子女报考公务员，要尊重子女的选

择，在清楚地了解子女的能力、爱好之后，鼓励子女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科学制定合适的职业生涯规

划[11]。其次父母要参与但不越位，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给子女一定的参考，与子女共同商量

后做出合适的择业选择，帮助子女梳理自己的理想目标。如果子女的职业理想就是为人民服务，与公务

员岗位相契合，父母就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4.4. 大学生拒绝盲从，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大学传统的就业指导工作模式亟待打破，整齐划一的目标要求、简单的课程安排、相对集中的实践

教育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就业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12]。首

先大学生要意识到正确的人生观、就业观是极其重要的，大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的就业论坛，认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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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与优秀的，志趣相投的校友交流，学习他人成功的经验。其次要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认识自

身条件，在合理分析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基础上投身于自己适合的、热爱的行业，从自身出发，而不

要盲目跟风报考公务员，要认识到不管选择什么行业，最重要的是自己热爱这个行业并且愿意付出努力，

而不是盲目听从他人建议。根据人职匹配理论，大学生们不仅要明确自身需求，还要明白公务员的岗位

要求，考虑二者是否匹配，理性对待。很多学生选择考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挥自身价值为

社会与人民服务，那就要认识到我国需要的是拔尖创新人才，要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争取在公务员考

试中脱颖而出。 

4.5. 媒体发挥宣传作用，呼吁大学生多样化就业 

现代的互联网社会给人们提供许多了解知识的渠道，但是媒体发展良莠不齐，作为大众传播媒介，

媒体应该发挥正向作用，公众媒体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为了浏览量无所不用其极，要宣传正确的择业

观，帮助人们认识到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让人们知晓社会上各个岗位的优势与发展前景。当媒体在宣传

考公信息时，要注重真实性，及时性，宣传公务员岗位时，让人们明确公务员的定位，公务员的任务就

是遵循党的领导，为人民群众办实事[13]。让体制外的人们真正了解体制内岗位的要求，而不是盲目报考

公务员。 

5. 总结与讨论 

近些年来，社会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特别地，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择业观

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以国考为例，据华图教育统计，2019~2023 年国考报名人数分别为 127,198 人、

1,395,845 人、1,502,272 人、2,047,281 人、2,500,701 人，2023 年较之于 2019 年，国考报名人数增加一

倍。2023 年全国国考平均竞争比为 60.37:1，可谓非常之“卷”。这一现象也得到了学术界相当程度的重

视，为此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加以分析，以期能够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说明。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上海高校学生关于“考公”意愿的调查，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分析“编制大军”

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工作性质较稳定”、“当前

就业压力大”、“福利待遇相对好”等都与“考公”密切相关。为了深层次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本研究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编制工作稳定”与“为了实现自己理想”两个因素具有明显的显著效果。故，本

研究认为大学生“考公”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使得学生们希望寻求更加稳定的

工作，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希望通过“考公”的途径，实现自身的理想。最后，在前面对“考编”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五点对策建议：1) 政府加快制度改革，培育良好的环境；2) 高校注

重引导，改变传统就业宣传模式；3) 家庭转变传统观念，帮助子女树立理想目标；4) 大学生拒绝盲从，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5) 媒体发挥宣传作用，呼吁大学生多样化就业。 
然而，本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运用回归分析虽然得到了“编制工作稳定”以及“实现自身

理想”两个因素对“考公”的线性关系，但未对与“考公”这一因变量无显著关系的其他自变量加以分

析，比如“疫情影响”、“当前就业压力大”、“考编大环境的裹挟”等因素是否与“编制工作稳定”

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有关系，“编制工作稳定”是否可能成为中介变量等的分析。简言之，对“编制大

军”现象形成机制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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