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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力资本、SCCT职业发展理论的视角

刘 复 兴,朱 俊 华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市100875)

摘 要:大学毕业生是我国最大的就业群体,研究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有利于在职业

准备期帮助大学生进行充分的就业准备并在职场中取得长足发展。研究以SCCT模型与人力资本理论为基

本框架,对2015届已离校受雇全职工作的1000名大学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及逐步

回归分析的数据分析方法修订概念框架。研究发现,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职业心理发展状况与就业结果存

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在个体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中,先天个别特征对总体资本积累的影响小于后天积累资本

的影响。大学生人力资本对其就业结果影响显著,分为直接影响和在职业心理调节下的间接影响;社会支持

在大学生就业结果上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根据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模型,针对性优化提升大

学生人力资本,关注其职业心理发展状况,结合社会支持,提出改善大学生个体的就业结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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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则心定、家宁、国安。应届毕业生作为最大的就业群体,人数仍呈现逐年递

增之势。2015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已达749万余,同比又创新高[1]。麦可思研究所发布的

《就业蓝皮书: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3年、2014年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半年内离职

率分别高达33%、34%[2],揭示了大学生就业难后的又一难题:大学生就业稳定性差。这种不稳定

性对个人职业发展、企业稳定运行乃至社会经济形势都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何帮助大学

生顺利就业并使其获得稳定长足的职业发展,是提升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重要议题。

一、大学生就业结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概念模型

大学生获得的就业结果存在较大个体差异,除了受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和用人市场等宏观因素

的制约,更与大学生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客观方面,在同等的就业环境下,大学生个人凝聚的人力

资本不同,其就业结果也会存在显著差异;主观方面,大学生个人职业心理发展状况不同,反映在求

职行为和求职心理上就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同时,这些个体因素还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在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会获得不同的就业结果。因此,研究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形

成机制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
研究确定的理论基础包括人力资本理论、SCCT社会认知职业理论,除大学生就业结果这一因

变量外,其他潜变量包括大学生人力资本、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结果预期、职业成熟度及社会支

持。以SCCT社会认知的职业理论为理论模型的基本框架,提出大学生就业结果影响因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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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如图1,大学生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在个人的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结果预期与职业成熟

度等职业心理的中介作用下,通过感悟社会支持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最后获得就业结果。

图1 大学生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果关系框架

  (一)人力资本理论

1960年,舒尔茨系统阐

述了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
保健、在职培训等在经济增

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投入定

义为人力资本(HumanCap-
ital),并认为一个国家所有

劳动者的数量、质量以及劳

动时间是衡量国家人力资本

的基础[3]。研究依照舒尔茨

的定义,将大学生人力资本

定义为基于大学生个人的知识、技能、体力价值的总和,由个别特征、文化知识、技能水平和综合能

力四方面构成。
(二)SCCT职业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随着班杜拉的一般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的兴起[4],社会认知

职业理论(socialcognitivecareertheory)(以下简称SCCT)应运而生[5]。SCCT的理论基础是社会

认知理论,强调“环境—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SCCT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因素: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及个人目标[6]。本研究主要选取SCCT社

会认知的职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以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结果预期以及职业成熟度作为三个核心

因素的替代变量,将其统称为“职业心理”。其中,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是指在就业阶段,大学生

对自身求职行为与取得相应求职结果能力的自我评估,包括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订计

划、问题解决。大学生职业结果预期是指大学生对就业结果的期望,包括:职业生涯预期、就业能力

预期、职业收入预期、职业地位预期和获得家人支持的预期等。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是指大学生应在

职业探索(即就业)阶段的能力和态度,包括:职业规划、职业探索、职业决策、工作世界知识。

SCCT属于职业发展整合理论,阐述环境对个人职业选择和发展过程影响。为解释模型中的

“个人—社会”部分,引入社会支持变量。社会支持既涵盖了环境因素,又包含个人内在的认知因

素。根据研究需要,取“领悟社会支持”概念,将社会支持定义为“大学生知觉到的来自于他人的主、
客观支持”,包括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方面。

(三)就业结果

根据2004年以来,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计算公式为: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

÷毕业生总人数)×100%。关于就业率的提法显然是不准确的,更像是“毕业去向落实率”。而在

我国现行的就业结果指标管理体系中,对于正处于求职阶段的大四毕业生,就业率通常被视为最重

要甚至唯一的结果变量。在就业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单纯以就业率衡量学生的就业结果显得过

于片面化、模糊化。尽管能否就业对于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但就业后个体和环境的契合(Person-
Environment(P-E)fit)也应该作为评估求职成功与否的重要变量。因此,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结果定

义为毕业一年且受雇全职工作的大学生的个体就业特征,包括就业机会的获得、就业岗位的特点、
主观满意程度三个方面。

二、大学生就业结果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次研究根据文献研究和观察、访谈的结果,借鉴成熟的调查量表:黄敬宝的《就业能力与大学



生就业———人力资本视角》量表[7]、职业成熟度(CDI简版)[8]、职业结果预期量表(VOE)[9]、职业决

策自我效能量表缩减版(CDSES-SF)[10]、姜乾金《领悟社会支持量表》(SPSS)[11],编制《大学生就业

结果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进行试测改编后,形成的正式问卷包括大学生人力资本、职业成熟度、
职业结果预期、职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大学生就业结果六个部分,共计57个题项。问卷发放

的对象为重庆市2015届(即2015年7月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依照学校层次的不同,采取分层抽样

的方法,分别在某985工程院校、某211工程院校、某本科一批非211院校、某一般本科院校(本科二

批、三批)和某高职高专院校各发放200份问卷;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上述学校的各个专业中进

行随机抽样。研究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58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5.8%。
(一)大学生人力资本、就业结果与职业心理的基本情况

问卷第一部分为人力资本,按照个体特征、文化知识、技能水平、综合能力四维度分类,因个体

特征为人口学变量,对其进行总体分析无明显意义。根据五点评分求得受试样本的均值及方差。
其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人力资本描述性统计(M±S)

个体特征 文化知识 技能水平 综合能力 人力资本

/ 3.28±0.76 2.61±0.82 2.62±1.32 3.18±1.16

  同理,将剩余维度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总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研究各维度描述性统计分析(M±S)

变量 研究维度 (M±S)

职业成熟度

(3.38±0.87)

职业规划 3.23±0.96
职业探索 2.84±1.02
职业决策 3.55±0.66

工作领域信息 3.69±0.51

职业结果预期 职业结果预期 3.92±0.51

职业自我效能感

(3.11±0.64)

自我评价能力 3.04±0.47
搜集信息能力 3.76±0.34
选择目标能力 3.16±0.98
制订计划能力 2.94±0.92
问题解决能力 3.34±0.60

社会支持

(3.24±0.88)

家庭支持 3.78±0.27
朋友支持 3.08±0.97
其他支持 2.72±1.29

就业结果 大学生就业结果 3.06±1.33

  由表1、2可以看出,总体上所测样本各维度均值均在2.5以上,且大部分均值处于3.5附近,可
以认为所测样本的人力资本、职业心理、社会支持、就业结果在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职业成熟度中的职业探索能力相对较低,说明被试大学毕业生对未来职

业进行探索的主动性较低;其二,职业结果预期普遍较高,说明了大学毕业生对工作的期望值普遍

偏高;其三,对搜集信息能力的自信程度相对于其他能力的自信程度较突出,充分说明了21世纪互

联网的兴起对大学生就业信息搜集的显著帮助;其四,对比职业规划的数据(处于中上水平)和制订

计划能力的数据(较低水平)可以发现,现今大学生对职业规划缺乏信心,但落实到实际规划时却表

现良好。其五,在社会支持中,“家庭支持”的数据(较高)表明无论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大学生对

家庭支持的主观感受都表示满意;而“其他支持”的方差(较高)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即对不同的

大学毕业生而言,对来自家人、朋友外的其他社会支持的领悟存在巨大差异。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经检验,生源地、性别与是否独生子女



对职业成熟度、职业结果预期以及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未表现出明显差异。生源地及是否独生子

女对社会支持表现出显著差异(显著性小于0.05),同时,性别对就业结果的影响也出现显著性差异。
表3 人口学变量独立样本t检验值

生源地性别独生子女与否

职业成熟度 -0.94 0.73 1.34
职业结果预期 -2.28 -1.74 0.68

职业自我效能感 1.47 -0.96 -1.36
社会支持 1.74* 1.12 0.96*

就业结果 -1.27 1.30* -2.25

    *表示该指标Sig.(2-tail<0.05),表现出显著差异

(二)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看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结构中,个别特征中先天因素,如性别、生源地、是
否独生子女等对就业结果等其他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那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到底如何?
构成人力资本要素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比,孰轻孰重呢? 因此将人力资本中16道题与人力资

本二分量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
表4 人力资本二项Logistic回归检验结果

题项 B Exp(B) 题项 B Exp(B)

1.性别 -5.506 4.00E-03 9.外语水平 27.621 9.90E+11
2.是否是独生子女 -11.023 0.00E+00 10.计算机水平 27.063 5.66E+11
3.生源地 -8.392 0.00E+00 11.职业资格证书情况 33.179 2.57E+14
4.健康状况 24.314 3.63E+10 12.在大学期间曾受奖励情况 30.132 1.22E+13
5.专业 10.641 4.18E+4 13.在大学期间比赛获奖情况: 26.193 2.37E+11
6.院校性质 29.178 4.70E+12 14.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25.762 1.54E+11
7.学习成绩 21.078 1.43E+09 15.几次兼职或全职工作经历? 25.487 1.17E+11
8.专业知识 30.196 1.30E+13 16.毕业前的政治素养: 27.441 8.27E+11

  结果由表4可知,个体特征中的性别、独生子女与否以及生源地指标均为负数,结合题项归类

方式(性别:男1,女2;独生子女与否:独生1,非独生2;生源地:城市1,农村2)可以发现男生相对于

女生,独生子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以及城市学生相对于农村学生的人力资本具有普遍优势。但总

体来看,个体特征指标相较于文化知识、技能水平以及综合能力对人力资本总体造成的影响偏弱,
因此研究认为,比起不可逆的先天个体特征,后天的努力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

(三)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研究将基于上文的概念性框架与基本假设,如图2所示,逐步验证研究假设 H1-H8。即,运用

逐步回归的方法,以就业结果为因变量进行逐层逆向推导,以探究人力资本、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

结果预期以及职业成熟度中各二级指标对就业结果的影响程度,同时,以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变量贯

穿整个模型,探究在不同社会支持条件下的影响程度。

  研究假设一(H1):大学生人力资本对职业自我效能感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二(H2):大学生人力资本对职业结果预期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三(H3):职业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结果预期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四(H4):职业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成熟度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五(H5):职业结果预期对职业成熟度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五(H6):职业成熟度对就业结果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六(H7):大学生人力资本对就业结果有直接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八(H8):社会支持对该模型具有调节作用。
经数据测算发现:其一,人力资本对职业自我效能感和就业结果影响较强,结合社会支持指标



图2 回归分析概念性框架

可以显著影响职业自我效能;
其二,职业结果预期主要受到

社会支持的影响,其对人力资

本的敏感程度较低;其三,职业

结果预期能够显著影响职业成

熟度;其四,职业自我效能感对

职业成熟度的影响相对较低,
但仍然显著;其五,职业成熟度

对最终的就业结果回归系数相

对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就

业结果与职业成熟度有显著关

联,且除“工作领域信息”外,职
业成熟度各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六,作为调节指标的社会支持,在人力资本对职业自我效能感,
人力资本对职业成熟度以及职业结果预期对职业成熟度的回归方程式中表现显著。

图3 适应性改进后的模型框架图

  概念模型中的变量关系

的假设中,除 H2(大学生人力

资本对职业结果预期有直接

正向影响)不成立和 H8(社会

支持对该模型具有调节作用)
部分 成 立 外,其 余 假 设 均 成

立,修改后的模型框架如图3
所示。大学生获得就业结果

的全过程为:其一,大学生依

靠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社

会支持的作用下产生与自身

人力资本相称的职业自我效

能感;其二,形成的职业自我

效能感成为职业心理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其影响下,形成职业结果预期和职业成熟度,其中不当的职业

结果预期因大学生个体感悟社会支持不同导致职业成熟度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求职心理和行为;其
三,在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职业心理和社会支持的共同间接作用下,大学生获得相应的就业结果。

三、基于影响因素模型的改善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建议

(一)发挥人力资本的主导作用,提升大学生的客观就业能力

图4 人力资本对就业结果的影响逻辑概图

  如图4所示,大学生人力资本由先天不可逆

的个体特征(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与否等)和
后天积累资本(文化知识、技能水平、综合能力)
构成,这些因素构成的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在其

他因素(社会支持、职业心理)的调节和中介作用

对大学生的就业结果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因此,要改善大学生就业结果,从根本上要落实到提升大学生人力资本。如何打破先天不可逆因素对

大学生人力资本的限制,并有策略地优化提升大学生后天的人力资本积累,将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的关键。



1.打破个体特征的禁锢,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

研究发现,大学生人力资本总量因大学生的个体特征的不同(包括性别、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

女)呈现差异。其中,女性的人力资本低于男性,农村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低于城市大学生,来自非独

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低于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这与前人的研究相符[12],表明大学生人力

资本受到自身不可逆特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正是直接影响着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
首先,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上,存在“性别歧视”。贝克尔提出,男女两性自然生理上的

差别曾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上的不同的专门化[13],即男性积累市场人力资本,女性积累家庭人力资

本。男女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别又会强化两性生理学意义上的差别。这种“恶性循环”将性别上的

马太效应不断加深。其二,独生子女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是否显著,存在“次序歧视”。诸多

研究表明,子女在家庭内部教育支出等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潜在的竞争[14],并且综合来看,子女

出生顺序对其受教育程度有正的效应,子女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在越小的家庭越有利[15]。其三,
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中国的农村教育问题是一直是中国教育体系上的大问题。
城乡二元体系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收入的相对减少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这两方面长期作用导

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及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有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城

乡差异。
因此,要从社会层面消除性别歧视、次序歧视和地区歧视,打破人力资本在个别特征上的差距,

就首先要改变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建立以人为本,以两性和谐为目标的先进性别文化;再从政策和

制度上为女性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如众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加强型补贴”的办法、“以教代

贩”项目以及“春蕾计划”等。在消除次序歧视和地区歧视上,更多需要依靠国家政策倾斜,减轻家

庭教育投资负担,增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只有预先从投资角度瓦解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贫困

家庭与富裕家庭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人力资本角度的“有效维持不公平”现象。

2.策略性提升知识水平,合理投资职业技能

研究发现,大学生文化知识水平作为构成其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其更多表现在大学生对专业

知识的掌握和灵活运用程度上,而非集中表现为学习成绩,这恰好表明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应向多元质量观转变。首先,研究型人才应坚持学术质量观,他们要能走在学科的前端,探究深

奥的学问。其文化知识质量观必须建立在学术质量的基础上。其二,对于就读于不同职能的本科

院校的学生而言(如师范类、农林类、医学类、艺术类院校等),本科教育在应用领域培养人才强调直

接为社会服务,因此其质量标准应是知识的掌握和实际运用。其三,对于培养职业型及技术应用型

人才,应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如高职高专教育应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以学

生能否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为质量标准。
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的技能水平部分,职业资格证书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大,超过兼职

等社会经历的影响。职业资格证书是表明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
它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引导大学生合

理投资其职业技能,以职业规划为导向,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有利于规范人力资本的流动秩序。
(二)发挥职业心理的协同作用,关注大学生职业心理发展

大学生职业心理在通过人力资本获得良好的就业结果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如图5
所示,其中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结果预期以及职业成熟度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研究发现,
职业自我效能感在职业心理的形成中起着推动作用,良好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是将大学生人力资本

积累转化为积极的职业心理和职业行为的动力;职业结果预期是职业自我效能感转化为职业成熟

度的重要中介,良好的职业结果预期有利于催化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而职业成熟度是衡量大学生

职业心理发展程度和职业行为的标杆,其对大学生职业心理和一定的职业行为具有评估检测作用,
对大学生是否能获得良好的就业结果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图5 大学生职业心理逻辑关系图

  1.关注职业自我效能作用的影响

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主要通过日常的在校

学习和生活提升。其一,帮助学生建立和完善职业

自我概念。高校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可有意识

地训练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增强对自身能力的

了解。如借用SDS自我指导探索量表、SCH 斯特

朗———坎贝尔兴趣问卷和KOIS库德职业兴趣调查

表①等使大学生增强对自身职业兴趣和职业自我概

念的了解。其二,帮助大学生设置合理的职业目标。

按照“最近发展区②”的要求,设置一个既非遥不可及也非唾手可得,而是难度恰当,经过一定程度

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的目标。其三,培养个体的积极归因方式。在职业准备期以及求职过程中,大
学生会遇到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所导致的困难,错误的归因于自身的能力问题则容易导致自我效能

感下降。因此通过榜样作用进行引导或进行强化矫正,促使大学生正确归因。

2.关注职业结果预期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群体在进入社会之前,还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特质,尚无法对职业领域进行正确判

断,对未知职业领域的判断存在极大的主客观偏差。为解决这种偏差,首先要尽可能多地为大学生

提供关于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只有完备的信息和充分的了解才能让广大大学生群体

可以在掌握真实有效职业信息的前提下,对未来职业目标进行客观评估。其二,通过针对性的实际

训练增强大学生职业结果预期意识,如:通过与学生工作相关的多部门联合,组织大学生在职业准

备期开展与未来职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针对性职业情景模拟训练以增强对职业领域的客

观感受;进行课余走访调研,采访未来职业领域相关工作人员,以增强对职业领域的客观认识,形成

合理职业结果预期。

3.关注职业成熟度的指标作用

在传统大学生心理辅导以及高校就业指导上,对大学生个体的职业心理发展状况和职业行为

的研究甚少,广泛而非有针对性的辅导并不能对大学生个体实际状况起到帮助。只有关注大学生

个体的职业心理发展和职业行为,才能真正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心理。因此,高校和相关社

会机构需加强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关注,引入相关量表,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定期测试,以评定其

职业成熟度,从而发现其潜在的职业心理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就业困难,以职业成熟度为标杆,在大

学生职业准备期针对其具体问题进行辅导和矫正,从而帮助大学生就业并获得长足职业发展。
(三)发挥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构建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

大学生在就业阶段,面临从学校到社会的环境突变,同时也承担着求职的巨大压力,来自于家

庭的纵向支持,来自于学校、朋友、同事的横向支持都会帮助大学生缓解求职压力,克服初入职场的

适应性困难。

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大学毕业阶段是个人处于青少年与成年的过渡阶段,在该阶

段,父母仍是大学生最主要的“期望的社会化者”,是大学生进行职业探索的引导者和支持者。研究

发现,被试大学生的总体社会支持受到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因此,对于来自

非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大学生父母,可以采取适合的方式对其进行培训,使其增强在该阶段

①

②

美国职业兴趣测验的三大著名量表包括SDS自我指导探索(Self-DirectedSearch)(HollandJL编制)、斯特朗-坎贝尔兴趣

问卷(SCH)和库德职业兴趣调查表(KOIS)。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

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为子女提供支持的意识,为大学生其提供更多的职业信息和切实的职业训练。同时,由于大学生在

就读期间,大多脱离父母和传统的家庭环境,进入了新的环境,新环境的关键人物和社会化榜样由

朋友、同学等同伴和教师等充当。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同学、朋友应相互

关心相互支持和教师对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关注外,还应当对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实际支持,如大

学生共享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教师提供就业辅导,高校开展更合理的就业引导工作等。

图6 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

  此外,研究发现,大学生实际感受到的来自

于政府、社会、高校等正式的社会支持较少。因

此,还应整合来自于家人、朋友、老师、同学等的

非正式社会支持和来自于政府、学校和社会的

所有社会支持资源,形成社会支持网,通过社会

支持网帮助大学生构建属于大学生个人的社会

支持系统。如图6所示,首先,整合大学生就业

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

资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让大学生根据自身需要,积极主动地

从该网络体系中摄取切实对自己有帮助的社会资源,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社会支持网。
在这个量身定做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大学生可自主开展互助和自助活动,降低职业搜寻成本,最终

获得良好的就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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