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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非公领域青年人才
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团上海市虹口区委

【内容摘要】
非公企业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才资源越来

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为进一步适应非公有制领域人才开发工作的需要，满足不

断壮大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队伍的成长发展愿望，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

的和谐发展，本文以共青团虹口区所在地区的非公企业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

问卷及访谈等调查方式，探讨新形势下共青团青年服务过程中的着力点和立足

点，并为制定青年人才政策、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共青团　非公领域　青年人才　发展状况



４　　　　 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的思考与探索

一、研 究 概 述

　　（一）问题提出
为进一步适应非公有制领域人才开发工作的需要，满足不断壮大的非公

领域青年人才队伍的成长发展愿望，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

展，共青团虹口区委员会近期开展了虹口区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发展状况的调

查，旨在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为更好地促进虹口区青年人才发展提供直接

依据，为虹口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青年人才政策、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提供

有益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两种方式开展调查：一是问卷调查法，对３５５名虹口区非公领

域青年人才实施现场调查，最终获取有效问卷３３６份，有效率为９４．６５％；二是

访谈调查法，对１８名虹口区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进行现场一对一访谈，并将访谈

录音进行整理后形成１８份“个案访谈实录”。

二、研 究 结 果

　　（一）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身份认知
从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身份认知来看，有７７．７％的人认为自己是知识青

年，７４．１％的人认为自己是青年人才，说明非公领域会聚了大批优秀的青年人

才。有４９．５％的人认同“我是房奴”，既反映了大部分中国人“有房才有家”的

传统观念的固守，又体现了城市青年购房压力巨大的现状。

　　（二）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职业发展
１．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潜力发挥与提升途径

有４３．３％的人认为自己发挥了５０％的潜力，只有３８．８％的人认为发挥了

７５％的潜力，说明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４６．１％

的人想通过进修来提升自己，说明了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自身职业发展领域的

潜力发挥及发展期望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２．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单位管理的满意度

满意度是指个体作为职业人的满意程度，是个体对所从事工作的一般态

度。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单位管理的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６．５８，男生对单位

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６．７２，略高于女生对单位满意度的得分，但两者之间并无

显著差异（ｐ＝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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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发展前景的信心

进一步考察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自己在现在单位的职业发展前景、自己所

在行业的发展前景和自己所在行业在虹口区的发展前景的评估。结果发现，非

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自己现在单位、所在行业以及其在虹口区的发展前景都超过

了中等水平，其中，认为自己所在行业在虹口区的职业发展前景最高。

　　（三）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区域认知
１．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区战略规划的了解和认同

关于虹口区确定的“航运和金融双重功能承载区”的功能定位，性别和户籍

差异不显著。

进一步调查发现，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认为虹口区“航运和金融双重功能承

载区”战略规划对青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比例高达６４．８％，说不清楚

的人也占到２１．８％，说明虹口区确定的“航运和金融双重功能承载区”战略规

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

２．非公领域青年人才了解虹口区战略规划的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非公领域青年人才了解虹口区战略规划的途径以报纸书刊

（４２．０％）和虹口区政府网站等网络媒体（３２．４％）为主，其中通过“单位会议或

学习宣传”和“听别人说的”途径也占据一定的比例（各为２２．６％）。

３．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区各方面状况的满意度

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区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如下：对生态环境状况

最不满意（４４．３％），其次为交通出行状况（４４．０％）、食品卫生状况（４３．８％）、市

民的综合素质（４３．４％）。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的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度

最高（６７．２％）、其次为学习教育状况（６６．１％）、医疗卫生状况（６１．７％）以及文

化娱乐设施（６１．０％）。

４．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

对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认为“虹口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认为虹口未来五年“会有巨大发展”的占２６．６％，“和目前发展速度差不多”的

占５２．８％。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本科以上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未来五年

的发展有着更高的期望和预测。

５．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当前发展的满意度

对虹口当前发展的总体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５０％的满意”占

５５．８％，“７５％满意”的占２９．９％，说明虹口区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当前

发展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

６．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人才发展政策的了解程度及满意度

对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区人才发展的有关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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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一点不了解”的占２２．８％，“了解一点”的占５２．３％；对人才发展政

策氛围的满意度结果如下：“一点都不满意”的占２．７％，“２５％满意”的占

１２．９％。说明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的人才发展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

　　（四）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未来打算
１．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当前的理想

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当前的理想状况进行统计，结果如下：排在第一位的

是“工作事业得到发展”。其中对男性来说，排在第一位的是“工作事业得到发

展”；对女性来说，排在第一位的是“自己、家人幸福平安”，不同性别的非公领域

青年人才在“工作事业得到发展”这一理想方面有显著的差异（ｐ＝０．００６）。

对上海户口和非上海户口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来说，排在第一位的理想为

“工作事业得到发展”，分别为１．９１和２．０２；第二位理想是“自己、家人健康平

安”，分别为１．９８和２．１０。进一步ｔ检验结果表明，上海和非上海户口的非公

领域青年人才在理想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２．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工作环境的要求

调查结果显示，有４５．９％的人希望薪资待遇能得到改善，有２１．９％人希望

有更多的培训和提升能力的机会，２１．３％的人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挑战，这都说

明非公领域青年人才为自己设定了较高的目标。

３．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工作的打算

“对未来三年内，是否考虑离开虹口到外区工作”的反应结果是：不会考虑

和正在考虑之中的人各占１７％。看发展的情况而定的人占６４．９％。“不考虑

的原因”分析结果显示，有６３．９％人认为在虹口的工作环境好，有良好的发展

空间，３５．３％人认为有工作就好，不想再折腾，２５．６％人认为薪资合理，生活安

逸。对于考虑向外区发展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来说，主要原因是“工作环境硬

件不行，缺乏良好的工作氛围”（４７．０％）和薪资待遇较低（５３．４７％）。

　　（五）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压力与幸福感
１．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在虹口的快乐程度

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工作在虹口和生活在虹口的快乐程度都超过了中

等水平，分别为６．９０和７．０５。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快乐程度和生活快乐程度

上均无显著差异；上海户籍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在工作快乐程度上的得分显

著高于非上海户籍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ｐ＝０．００３），但在生活快乐程度上

没有差异。

２．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压力程度

对虹口区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工作压力、人际交往压力、经济压力和恋爱

或婚姻压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都超过了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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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和婚姻压力低于中等水平。对不同性别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进行ｔ检验，结

果表明，男性在工作压力、人际压力、经济压力和恋爱或婚姻压力程度普遍比女

性大，非上海户籍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压力普遍大于上海户籍的非公领域青年

人才。

３．非公领域青年人才面临的困惑

让非公领域青年人才从“与同事相处的问题”、“恋爱或婚姻问题”、“职业发

展问题”、“经济问题”、“健康问题”、“继续学习深造的问题”中选择面临最大的

困惑。结果显示，“职业发展问题”是非公领域青年人才面临的最大困惑，为

１．８７，其次是经济问题，为２．４１。

对不同经济收入的个体所面临的困惑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在１　６２０

元以下所面临的最大困惑是“职业发展问题”（１．８７）和“学习深造”（１．９３），可能

是低收入群体想通过学习深造来提升自己的收入。不同经济收入的非公领域

青年人才最大的困惑是“职业发展问题”。

　　（六）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团组织期望
１．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参加的社团组织及其作用

对不同性别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进行分析，男生参加最多的社团类型是健

身、旅游等娱乐休闲类（３７．２％），有２８．６％的人没参加过任何社团；女生参加

最多的社团是娱乐休闲类（３７．６％），其次为教育学习型社团（２１．９％）、公益型

社团（１５．７％），有４３．８％的人没参加过任何社团。

２．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单位团组织的评价与期待

有３２．９％的人认为单位的团组织活动“内容形式都有吸引力”，２３．５％的

人认为“内容吸引人，形式缺乏新引力”，１９．８％的人认为“形式有吸引力，内容

缺乏吸引力”，２３．５％的人认为“内容形式都缺乏吸引力”。说明大部分非公领

域青年人才对单位团组织的活动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单位团组织活动的内容或

形式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希望所在单位经常举办的活动是“文体、娱乐休闲活动”

（６６．６％）。进一步对不同性别和教育程度的非公领域青年人才进行分析，性别

之间没有差异，也不存在教育程度的差异。

３．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共青团促进青年人才成长方面的期待

非公领域青年人才最希望共青团“设立促进青年人才成长的项目”

（５１．７％）和“开展青年在职业发展方面的培训”（４５．９％），说明团组织多开展些

这样的工作项目才符合青年自身的发展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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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 结 与 建 议

本研究是对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发展状况和需求的多个方面进行的较为全

面的调查，所获数据较多、所得信息丰富，下面对其要点进行总结。

　　（一）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身份认知
本次调查发现，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自己的身份有着积极的认知。房奴即

购房背后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的消费者（一般以月供收入比１／３为界

限）。新浪乐居２０１２年城市年轻人婚姻与买房观念调查中，一半网友称“没房

没经济基础”导致未婚。因此我们建议政府部门能适当调控房价，开发“人才

房”，其次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让更多非公领域青年人才意识到房子不是结婚

必要的条件，以缓解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二）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职业发展及对策
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发展

需求，其管理措施要充分考虑到青年的特点，给予青年更多的培训，帮助青年制

定职业发展规划等。

从单位角度来看，首先要从长远发展的现实需求来重视青年培养，以人才

素质提高为基础的企业的发展才能更高效、更长远；其次，要从满足青年成才的

迫切需求来对待青年培养；再次，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单位的满意度虽然超过

了中等水平，但要想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单位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就必须为非公

领域青年人才提供富有中等挑战性的工作、设置公平的薪酬福利体系，建立科

学的晋升机制和激励机制、营造一个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激励、相互关心

的组织氛围。

　　（三）非公领域青年人才的区域认知状况及对策
首先，由于非公领域青年人才对虹口区的战略规划缺乏一定的认知与了

解，为此，虹口区应加强战略规划的宣传力度，非公领域青年人才也要经常关注

虹口区人民政府的网站，把握最新动向，了解最新资讯，从而把握机会，创造更

大的价值。

其次，对虹口区来说，保护和改善虹口生态环境的举措势在必行，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建立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制；其次大面积进行绿化带建设。虹口的

交通出行状况也是非公领域青年人才所不满意的，因此要加大交通投入，优先

发展虹口区公共交通，严格执行交通法规，限制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公车的使用，

鼓励市民乘坐地铁交通出行，还可以在各主干道设置一些应急车辆，处理突发

的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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