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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生源藏族学生到内地求学对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促进藏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维护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

意义。江西省是全国首批开办内地藏族班的省份，且有多所职校和高校招收西藏生源学生。近年来，随

着江西就业创业教育的普遍推行以及西藏就业形势的变化，藏族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发生了新变化。本篇

论文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探究江西职校和高校的就业创业教育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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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cy of encouraging Tibetan students to study outside Tibetan regions is helpful in training 
ethnic minority talents,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ibetan regions and 
maintaining ethnic unity. Jiangxi Province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o 
open special classes for Tibetan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reover, a number of 
vocational schools and colleges recruit Tibetan students as well. In recent years, benefiting from 
the popularizat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tough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Tibet, the Tibetan graduates have changed their career choic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s and 
colleges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its effectiveness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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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因民族学专业背景，笔者在井冈山大学任教期间对藏族大学生较为关注。聊起职业规划，几乎所有

藏族同学异口同声表示要考公务员。笔者连续问了三届藏族学生，得到了如出一辙的回应。2019 年毕业

季，笔者在校园偶遇一位教过的藏族学生，他以 2019 届毕业生的身份讲述了当年的就业形势：“在西藏

地区，公务员不像以前那样好考了，我没有考上公务员，周围的藏族同学也都没有考上。”几个月后，

这位藏族毕业生入职了西藏一家私人企业。他对私企的待遇很满意，并利用国家提供的创业启动资金实

现了创业梦。他认为，顺利转变就业观念并尝到创业甜头得益于在赣求学期间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及在

内地的见闻。由此可见，在赣求学期间的专业教育、实习实践和就业指导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藏族大学

生的职业规划，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2. 文献简述 

随着内地求学西藏学生数量的持续增长及其社会意义的不断凸显，学者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密切关注

和研究。在藏族班(校)模式上，有学者认为，内地民族班(校)要树立“质量与效率兼顾”的政策理念，采

取“政府与多方协调”的政策行动[1]。雷召海认为，内地西藏班采取“一校两制”模式较为合理[2]。内

地西藏班学生的德育教育与国家认同教育也引起了学界关注。杨水生强调，应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为西藏培养合格的人才[3]。王学男认为，强化内地民族班学生的国家

认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途径[4]。此外，西藏学生来内地求学因环境不适应容易

引发心理问题，应根据西藏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引导，帮助学生适应当地文化和大学生活[5]。在学习适

应方面，因先前基础教育条件薄弱，西藏学生在内地求学时面临着汉语、数学和英语学习困难的问题，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调整课程。以英语为例，有学者建议采用英语微课教学，这有利于提升西藏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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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内地求学藏族学生的研究多倾向于藏族班(校)模式改革、文化适应、心理辅导、课程学习、德

育培养和爱国主义教育，对藏族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毕业去向缺乏跟进研究。鉴于此，本课题关注江

西职校和高校的就业创业教育以及对在赣求学藏族毕业生的影响。 

3. 样本分析 

江西省是全国首批开办内地藏族班的省份，并有多所职校和高校对西藏生源考生单独划定录取分数

线，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西藏学生来赣学习。例如，江西理工大学、南昌工学院、南昌理工学院、宜春

职业技术学院、井冈山大学、江西医药学校、南昌市卫生学校、江西省冶金工业学校和江西电子信息工

程学校(2015 年停招)。以井冈山大学为例，2008 年前后开始面向西藏招生，大部分是藏族考生。某学院

党委书记介绍：“刚开始招生时，每个专业都对西藏考生设置名额，但理工科难以完成学业，就转到人

文社科学院，如政法学院、人文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 
为了解江西省职校和高校对西藏学生的培养模式及其就业创业情况，笔者设计了“在赣求学西藏生

源藏族大学生的培养模式与就业创业调查问卷”。在藏族学生和其他高校教师的协助下，笔者向几所职

校高校的藏族学生微信群发放网络问卷。共收回 118 份问卷，有效问卷 85 份，合格率为 72%。问卷参与

者主要为 2014~2022 届毕业生；所学专业集中在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新闻学、管理学、社会工作、

心理学、医药与护理、土木工程、通信工程和电子工程等领域；工作地域大多为西藏各市县，少数学生

留在内地工作。此外，笔者对 7 名藏族毕业生和 3 名教师进行了访谈。 

4. 研究发现 

4.1. 在赣求学藏族毕业生职业偏好发生改变：从公务员到私企职员 

西藏自治区长期采用“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7]。2006 年开始实施高校毕业生“面向市场，双向选

择、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改革，专科毕业生不再计划分配，本科毕业生计划分配。从 2007 年起，除部

队生源外，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生都不再计划分配[8]，但西藏政府提供了较为充裕的公职应聘岗位。井

冈山大学某教师说，“以 2012 届毕业生为例，回西藏的学生考取行政岗位的比例比较高，如消防、党校、

边防和校委办等部门。”一位毕业生回应道：“像我们 16 届或前几届，并不是藏族学生很优秀，而是政

策好。不管成绩好坏，基本可以 100%成为公务员(2016 届毕业生，法学专业，现为拉萨某县法院职员)。” 
2017~2018 年，西藏自治区公职岗位实际需求量减少，只占到应届毕业生总人数的 30%左右[9]。政

策的调整对藏族毕业生的就业意向造成了冲击。笔者的问卷数据显示，从 2016 届开始，不少藏族毕业生

选择私人企业，这成为在赣求学藏族毕业生就业的新现象。 
这一新现象的出现，是对严峻的就业形势的适应，也与江西职校和高校的就业教育密不可分。“我

自己和家人都比较看重公务员。毕业那年，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但没有通过。自己慢慢知道了西藏公

务员没有那么容易考，我的家人也看到了就业形势的变化，开始支持我到企业就业(2018 届毕业生，心理

学专业，现为山南某企业职员)。”有的藏族学生因就业教育以及内地见闻改变了就业观念。“内地求学

让我改变了就业偏好。我考了一次公务员，没有考过，就再也没有考。我开始这样想，我不一定要做公

务员，做其他工作也可以让家人过得很好，我很满意企业的工资待遇(2019 届毕业生，社会工作专业，公

司职员)。” 

4.2. 在赣求学藏族毕业生就业地域发生改变：从返藏就业到留赣就业 

已有研究显示，受亲情、民族文化和西藏就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内地求学西藏籍藏族毕业生更倾

向于返回西藏就业，这一比例超过 90% [10]。近年来，在西藏政府、内地企业和内地高校的努力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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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毕业生的就业地域发生了新的变化，留在内地工作成为藏族毕业生的新选择。“一些内地企业与西藏

自治区签订了就业援藏项目，面向西藏大学生进行专项招聘。我的一些同学通过这些项目在东北或上海

实现了就业，各方面待遇都很好(2019 届毕业生，社会工作专业，公司职员)。” 
推动内地西藏籍学生就业是江西职校高校的一项重要工作。2013 年，教育部等部门相关人员到南昌

调研藏族学生就业问题，在南昌工学院举行了座谈会，并在该校建立了中职班毕业生就业工作联系点[11]。
此外，为引导在赣西藏生源毕业生用好用活就业创业政策，2021 年 12 月，共青团江西省委举办了江西

省西藏籍学子就业创业分享交流，主讲嘉宾就岗位选择、西部计划和创业等问题展开交流[12]。在多方努

力下，有的藏族毕业生返回西藏实现了就业，也有不少学生选择留赣就业。以江西省冶金工业学校为例，

该校通过校企合作建立了长期用人合作关系，实现了藏族毕业生在西藏或江西就业。校企合作企业包括

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中凯矿业有

限公司、江西华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江锂科技有限公司[13]。 

4.3. 在赣求学藏族毕业生就业新方向：以创业带动就业 

江西省教育厅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保障。2022 年 4 月，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印发促进 2022 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10 条措施的通知》，通

知详细规定了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和创业培训服务等政策[14]。 
江西几所面向西藏招生的高校几乎都建立了创新创业学院或创新创业教育中心。例如，江西省冶金

工业学校创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培养学生在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等方面的动手能力和

实践创新能力[15]；江西中医药大学创办创新创业学院，注重培养学生在中草药价值挖掘与创新、药食同

源食品研发和电商销售方面的创新能力[16]；南昌工学院以专业为导向，注册成立了无人机工作室、威特

卡汽车用品研发中心工作室和云拓汽车模型制作工作室。在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上，开设了《就业与创业》

《职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政策法规》、《社交礼仪》、《企业管理》、《互联网+》、《市场经济

概述》和《融资管理》等课程[17]。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下，在赣求学藏族学生开始尝试创业。以南昌工学院为例，该校是全国高校

民族预科教育基地之一，较为重视少数民族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受益于党员创业帮扶机制，藏族大学

生蔡兴诚于 2015 年成立南昌新思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带动了学校一批大学生就业创业[18]；2017 届毕

业生索朗见参返乡创办“索朗见参家庭牧场”，解决了当地 2 名群众的就业，并力所能及地资助贫困大

学生[19]；2018 届毕业生达娃返乡创办了西藏林周县戛玛林建材有限公司，带动 2 名大学生和 4 户贫困

户实现就业[20]；2019 届毕业生丁巴亚吉返回西藏，成立了昌都市谷布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并挑选

3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员参加藏式彩绘技能培训[21]。 
此外，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的一名藏族学生在顺利就业的同时，也开启了创业之路。“在江西上学时，

学校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这使我了解到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我也看到了一些同学在学校的支持

下创业。寒暑假在一些大城市打工时，很多创业项目对我也有影响。毕业后，我申请到了创业补贴，实

现了创业梦，做汉藏英翻译服务(2019 届毕业生，社会工作专业，私企职员)。” 

5. 结论 

扎实做好赣求学西藏生源藏族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是江西省教育厅以及各高校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

研究表明，政府就业创业政策支持、职校高校就业创业教育对在赣求学藏族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这使藏

族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地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职业偏好观念发生了改变，从对公

务员有强烈的偏好转向了愿意到私人企业实现就业；就业地域发生了变迁，从返回西藏就业到选择留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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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新创业教育也初显成效，部分同学在赣求学期间或毕业后选择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帮助建

档立卡户贫困户和贫困大学生实现就业。随着国家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各教育部门对

就业创业教育的加强，在赣求学藏族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新趋势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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