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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如何影响
毕业生就业质量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调查数据

田 晓 伟1,2,彭 小 桂2

(西南大学1.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人力资源。高质量的职

业教育要严把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两个关口,以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机

衔接与融合,实现与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研究构建“教学质量—人力资本—就业质量”的理论模型,基于成

渝经济圈的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三者关系。结果表明,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自身

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通过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对学生

的就业质量产生影响,毕业生职业认知和发展能力发挥了较为关键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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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建设,是促进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层级。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作为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又一增长极,对于形成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

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职业

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其教育办学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联

动效应,将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圈的建设质量。

当前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和院校独立发展挖掘自身潜力的边际效应已逐渐接近极限,过多

强调外部保障导致职业教育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无法回应时代呼唤与区域发展需求。唯有

主动求变,迈向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才能提质纾困,破解职业教育

改革创新困局,进而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追本穷源,教学质

量和就业质量是做好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两个重要关口,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

根本,更是提高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吸引力和认同度的关键。因此,高职院校要严把教学质

量和毕业学生就业质量两个关口,围绕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发展主线,以服务区域特色产业集

群为出发点,将“宽入口、严出口”作为办学原则。明晰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路径,把

握就业态势风向标,紧握就业政策指挥棒,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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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1],推动实现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务必实现职业教育吸引力

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的发展目标。政策红利、社会期盼、家庭期待共同描绘了职业教育的似

锦前程,围绕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发展主线,将高质量发展目标贯穿于招生就业、人才培养、教

育教学、专业建设、职业培训等各个环节。在全面质量管理视野下,尽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

涵丰富,不可否认的是,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始终是职业教育质量管理戴明环的重要节点,是衡

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本质目标最重要的两个标准。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提出要实现“职业学校办学水平、人才

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整体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大幅提高,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2],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是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高职院校“以学

情分析为基础,以培养方案为关键,以教师主导为重点,以管理创新为突破,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手

段,确保‘教好’‘学好’‘管好’”[3],以高质量教学实现高质量就业。可以说,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

不仅同为高职院校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之间也休戚相关。现有关于实现高等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以就业为导向,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也是较为主流的研

究路径。然而,已有研究成果较少强调职业教育自身的内生发展,未对内部教学质量管理推进就

业质量提升的关键作用予以足够重视,导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师资实训资源配置、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等教学质量改革创新效益未得到充分显现。为真切回应国家、社会、家庭期待,提高高

等职业教育认同度和吸引力,做好区域经济发展人才储备工作,必须强化院校自身硬实力,以教

育教学提质增效为主要抓手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具有一定的文凭筛

选的集中性,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又能够帮助毕业生展现自己的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

较好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前景[4]。因此,院校教育教学的各方面对于学生人力资本的存量

具有较大影响,高职院校对于提高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促进其在就业时有利的信号释放具有不

可推诿的重要责任。

据此,本研究试图探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路径,并分析探讨人

力资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教学质量对就业质量的直接影响机理

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息息相关,他们同属于教育教学体系质量监测的重要因素,现有大部分

研究都提到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认为要以就业为导向,从教学质量观、教

学质量评价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改革创新来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刘阳认为建立以就业为导向

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职业教育宽进严出的迫切要求。职业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能

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归根结底就是职业教育就业质量的体现[5]。盛杨等提出在实现更充

分高质量就业的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要进行就业工作创新。以教育教学管理各环节的优化调

整,强化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质量意识。通过以职业生涯规划为引领、专业核心课程改革为重

点、行业企业合作为平台、就业服务体系构建为保障、创新创业典型为示范等举措推进“五业融

通”,从而推动毕业生充分就业、优质就业、满意就业[6]。胡立从就业质量生态系统平衡视角出

发,尤其强调了学校作为教育生态系统对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性。职业院校应以职业能力为导

向进行动态课程体系建设,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参与课程建设,将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作为主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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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内容并实施开展就业跟踪服务,进而通过职业能力导向的课程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

平衡[7]。

除此之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更加具体的测评维度也都证实了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就业质

量之间联系密切。郭建如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高职设置专业、开发课程等培养模式变革对高职毕

业生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8]。邓峰等以北京地区为例,对院校教学、学生学业参与对于起薪

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学校教学质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学生的学业参与才能

对毕业起薪发挥倍增作用,因此学校在承担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任务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9]。同时,学校在教学管理中注重强化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及实习经验,其不仅是参加职业教

育课程的学生培训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质量更是与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高度相关[10]。王

滨[11],张德宜[12]、刘海明[13]及其他学者则聚焦于某一高职院校,对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及院

校教学质量各个不同层面等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均显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是提高毕业生就业

质量的有效途径,并都相应提出了改进措施。

综上,研究提出假设 H1: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毕业生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二)人力资本在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机理

人力资本是个体内部的一种特质,作为个体内的一种生产性能力,通过个体获得知识、技能

和能力来体现,是凝聚于个体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总和[14]。高等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

关键环节,作为观察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与就业现状的重要理论工具,人力资本理论为本研究架起

一道中介桥梁。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将直接作用于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学习训练,是人力资本累积

的重要方式。而个人通过在校学习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又将直接转化为就业时的竞争力,是人力

资本价值的直接体现。换言之,高职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人力资本积

累程度的高低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在职业岗位中发展前景的优劣,所以院校教学质量将作用于高

职生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并间接影响其在就业市场的地位。

1.教学质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布迪厄关于“场域”“惯习”“资本”概念的界定以及社会实践再生产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对教学质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学生在高职院校场域甚至教学活动场域的形塑

下,将惯习内化于身,形成个体的知识、技能、道德、价值观等人力资本。

舒尔茨和贝克尔在其人力资本理论中都提到了教育对于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个

人处理资源分配能力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本·普拉斯在《人力资本生产和收入的生命周

期》中阐述,一个人在年轻时为了使自己在未来拥有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收入能力,需要进行人

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而正规的学校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便捷且收益回报率最高的一种

方式。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是一种具身化的资本要素,在不断演进变革的职业教育场域

中得以塑造,表征其用以创造场域价值的主体力量。对于学习者而言,校内的教学活动具有独特

的价值,它是养成品行、形成个人职业能力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高等教育传统上让学生侧重

于为人力资本做好准备,也就是毕业生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这是他们劳动力市场成果的基

础[15]。韩映熊从利益人的视角出发,认为学习者是教学活动典型的利益关系人之一。学校教育

以其特有的优势,使学习者通过教学活动,可以系统地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能够具备一

定的职业能力[16]。杜佩莲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相较于社会资本更易通过学校教育

获得[17]。职业院校办学积极性的提高促使其更加主动地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

管理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专业设置的科学性,提高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发展能

力等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更好地服务新业态新产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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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研究提出假设 H2: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毕业生人力资本具有正向影响。

2.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人力资本影响就业机会、就业质量、薪资水平,已经得到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具有竞争力的人

力资本往往在劳动者就业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优势条件,具有特质性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信号对

于雇主识别择业者信息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讨论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对其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已较为丰富,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视

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究。人力资本被认为是有

益于毕业生职业发展以及雇主识别的有效信息[19],且近年来,就业技能这一人力资本成为毕业

生在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管理职业生涯的关键[20],缺乏就业技能可能不利于一个人的就业结

果[21]。孟大虎等就大专生就业现状对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阐释,其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中具有不同的竞争力,不同行业或企业对就业者人力资本的

偏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除开知识技能以外的组织、协调、创新能力等都可作为雇主招聘时

考量的指标[22]。樊文有等研究了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信号在就业市场中的效用。实证结果显

示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信号对于改善就业市场中的信号不对称具有重要作用,毕业生显性的

人力资本信号会在面试时充分展现出来,具有异质性人力资本信号的毕业生更容易被就业单位

识别,帮助其获得雇主的青睐[23]。冉云芳等基于浙江省的实证数据调查得出不同的人力资本特

征变量对于就业特征发挥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因此要扶持职业教育学校,提高职业教育的整

体发展水平,并适当增加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性投入以形成人力资本优势[24]。林欣等依据广东

省42所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样本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就业概率、就业意向和就业成本三个范

畴的影响。其中成绩、技能证书、实习经历、干部经历、获奖经历等是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且主

要对就业概率和就业意向发挥作用[25]。

综上,研究提出假设 H3: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3.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是为了提高人力技能水平和个人素质的一种投资活动,其中教育性人力资本

投资作为回报率最高最为便捷的投资方式,成为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渠道。人力资本重要

性的凸显不仅在于学生个人对于教育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还在于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人力

资本会显著影响学生就业质量这一事实的重视。

有研究指出,学生在校期间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工资水平越高且增长越快[26]。

人力资本投资会存在“马太效应”,即教育性人力资本积累越高,劳动者在就业中获得高收入的效

果就越明显。在社会分工和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呈现一种金字塔形,

即对于高级、中级、低级人力资本的需求依次递增[27]。换言之,人力资本水平会直接影响劳动者

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可能性。而教育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因此人

力资本是教学环节链接就业工作的重要媒介。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成长

及在职业中的情况等,是从本源上遵循人的自由发展。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拥

有更多可能转化的知识与技术技能,在职场中自然拥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人力资本可以是高

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量,促使存量较高的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教育的目

的则是通过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来达到更好地适应职业岗位的目的。此外,职业教育具有独特

的教育属性,其供求关系的平衡直接体现为职业教育体系与劳动力服务市场之间的平衡。从职

业教育场域视角出发,在需求端考量毕业生人力资本的作用,是指学生个人在校习得的人力资本

与企业、行业的需求相匹配的程度,且能够帮助其释放高质量的应聘信号,便于用人单位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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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识别。而劳动力市场需求端的评价可以直接反映出高职院校在供给端的特点,即高职院校在

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是否把握了社会需求和时代脉搏,是否针对性地从专业设

置、教学改革、环境建设、技能培养等方面增强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

综上,研究提出假设 H4: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在学校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之间发挥着

中介作用。
表1 研究假设汇总

假设编号 假设内容

H1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毕业生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2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毕业生人力资本具有正向影响

H3 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4 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在学校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问卷调查

(一)模型设定

已有研究证实,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就业质量、人力资本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为进

一步探究教学质量如何影响就业质量,以及人力资本发挥何种中介作用,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

型构建理论模型。基于已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了高职院校教学质量、高职院校毕

业生人力资本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讨论教学质量是否通过学生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产生影

响。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旨在调查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其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故而将高职院校毕业生作

为调查对象。在调查问卷中,用学校教学质量满意度量表、人力资本积累量表和就业质量量表进

行测量。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参考现有较为成熟的问卷,设置变量测量的维度,使用

李克特五级量表对测评题项进行计分,确立测评量表。

1.教学质量的测量

研究将教学质量定义为:在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过程中,学校制定的培养目标、规格达到既定

教学目标,学生对这一阶段包括知识、技能、价值观发展等教育效果满足个体未来发展需要的满

意程度。结合该定义,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基准,以学生为中心,借鉴陈家良等[28]、陈素香[29]

关于教学质量的测量维度,将毕业生对高职院校教学的满意度作为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测量

标准。

最终确立课程教学计划、课堂教学水平、日常事务管理、校园学风建设、就业规划指导、硬件

设施建设、实训技能培养等7个维度共计14个题项对高职院校教学质量进行测评,采用A1、A2、

A3、A4、A5、A6、A7分别代表相关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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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资本的测量

人力资本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所开发形成的人的各种能力的总和[30]。高等职业院校通过

教育活动对学生知识、技能、实践经验等素质进行培养,使得高职学生就业时更易获得用人单位

青睐,以此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研究借鉴黄碧珠[31]、黄敬宝[32]等学者关于职业教育学生人力

资本的测评量表,并考虑到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专业技能、职业认知、职业能

力、发展能力。

最终确立高职毕业生人力资本积累测评量表,包括上述4个维度共计20个题项,采用B1、

B2、B3、B4分别代表相关维度。

3.就业质量的测量

基于质量管理学的理论视角,将就业质量界定为:高职院校毕业学生对就业的满意程度,包
括学生所能获得的工作收入、福利待遇、发展空间、工作环境等方面满足个人需求的程度。借鉴

国内研究人员赖德胜[33]、刘素华[34],以及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指标体系[35]、劳工组织体面劳

动[36]的指标,将就业质量划分为求职难易、人职匹配、企业评价、工作条件、福利待遇、职业发展

前景、就业稳定性等7个方面。

最终确立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测评量表,包含上述7个维度共计25个题项,采用C1、C2、

C3、C4、C5、C6、C7分别代表相关维度。
(三)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高等职业教育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区域优势互补、解决区域人才供需矛盾具有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次调查以成渝地区高职院校毕业生为对象,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如

何影响就业质量,以期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人才资源储备。研究共计发放问卷1723
份,收回问卷1690份,剔除无效问卷17份,共计有效问卷1673份。样本基本情况统计如下表2:

表2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统计内容 类别 频次(人) 百分比(%)

性别

户籍地

毕业院校

所处行业

所在单位性质

男 669 39.9
女 1004 60.1

城市 867 51.8
农村 806 48.2

重庆市高职院校 1096 65.5
成都市高职院校 577 34.5

教育业 417 24.9
制造业 202 12.1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74 10.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37 8.2

批发和零售业 102 6.1
其他行业 641 38.3
事业单位 397 23.7
国有企业 294 17.6
三资企业 178 10.6
自主创业 185 11.1

其他 619 37.0

  2.描述性统计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各个假

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前提是各个潜变量需要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在对数据进行初步的特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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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后,需要检验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本研究采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3所示,一般来说,正态分布要求数据的偏度绝对值小于3且峰度的绝对值小于10。
表3 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统计

最小值
统计

最大值
统计

平均值
统计

标准差
统计

偏度

统计 标准误差

峰度

统计 标准误差

A1 1673 1 5 4.120 0.914 -1.288 0.106 2.161 0.212
A2 1673 1 5 4.100 0.936 -1.315 0.106 2.128 0.212
A3 1673 1 5 4.170 0.898 -1.467 0.106 2.841 0.212
A4 1673 1 5 4.050 0.964 -1.194 0.106 1.613 0.212
A5 1673 1 5 4.040 0.964 -1.123 0.106 1.335 0.212
A6 1673 1 5 4.150 0.913 -1.395 0.106 2.467 0.212
A7 1673 1 5 4.050 1.023 -1.275 0.106 1.469 0.212
B1 1673 1 5 2.588 1.498 -0.028 0.106 -0.949 0.212
B2 1673 1 5 3.569 1.231 -0.737 0.106 -0.037 0.212
B3 1673 1 5 3.478 1.365 -0.666 0.106 -0.271 0.212
B4 1673 1 5 4.248 1.291 -1.844 0.106 2.657 0.212
C1 1673 1 5 3.559 1.068 -0.359 0.106 -0.318 0.212
C2 1673 1 5 3.641 0.859 -0.126 0.106 -0.410 0.212
C3 1673 1 5 3.811 0.867 -0.279 0.106 -0.388 0.212
C4 1673 1 5 3.313 0.739 -0.206 0.106 -0.146 0.212
C5 1673 1 5 3.405 0.628 -0.326 0.106 0.270 0.212
C6 1673 1 5 3.482 0.874 -0.305 0.106 0.528 0.212
C7 1673 1 5 3.810 0.765 -0.461 0.106 -0.338 0.212

有效个案数
(成列) 1673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除了B1专业技能的均值最低,其余潜变量的均值都大于中间值3,即

所测教学质量、人力资本(除专业技能外)、就业质量均达到中等以上水平。潜变量的标准差最大

为1.498,最小为0.628,说明不同被调查者的就读学校教学质量、人力资本、就业质量程度差异

明显。

研究结果显示,在高职院校教学质量方面,毕业生对于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满意度较

高,相对而言,A5(就业规划指导)方面的工作得分最低,A3(日常事务管理)得分最高,A6(硬件

设施建设)次之。学生对于高职院校的日常管理制度表示认可,院校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学设

备等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业规划指导最低,但得分仍然在4分以上,猜测可能是院校组织过就

业规划指导的相关工作,但学生对于该工作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不高,指导效果欠佳。在毕业生个

人人力资本方面,整体呈中等偏上水平,其中B4(发展能力)得分最高,即学生在通过在校学习之

后,自身的心理调适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实践创新能力等发展能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另

外,B1(专业技能)低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毕业生认为高职院校对其自身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并不

明显。在毕业生就业质量方面,各维度平均得分均介于3分和4分之间,可以认为高职院校毕业

生整体就业质量水平中等偏上。维度平均值分数排名前三分别是C3(企业评价)、C7(就业稳定

性)、C2(人职匹配),毕业生对目前的就业现状较为满足,所在单位的工作环境、办公设备等能够

满足工作的基本需求。毕业后较为稳定,工作变换次数较低,极大部分毕业生一直在目前单位工

作,可能是因为该工作与所学专业、个人兴趣和个人能力都较为匹配。

3.研究假设的相关性检验

为了探究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学生人力资本和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首先采用相关分

析法来探明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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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用量表均为成熟量表,结果显示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为了得到较为简约

的模型,也使参数估计更为稳定,对于多维度变量,本研究采取先将测量题项分维度求均值进行

打包处理的方法,再对各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37]。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教学质量、人力

资本、就业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1)且呈正相关,即高职院校教学质量

越高,其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就业质量也就越高。因此,假设 H1、H2、H3得到初步验证,为

后续相关关系的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4 相关性分析

A.教学质量 B.人力资本 C.就业质量

A.教学质量 1
B.人力资本 0.122** 1
C.就业质量 0.253** 0.370** 1

注:***、**、*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0.001、0.01、0.05的条件下显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运用SPSS23.0和AMOS26.0对测量模型进行信效度检验。各因子标准负荷值、Cronbach’s

α值、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如表5所示。从中可知量表的Cronbach’sα值和

组合信度均大于0.7,平均方差提取量均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

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分析。
表5 信效度检验

潜变量 观察变量 标准负荷 Cronbach’sα CR AVE

A.教学质量

B.人力资本

C.就业质量

A1 0.901
A2 0.938
A3 0.931
A4 0.892
A5 0.904
A6 0.918
A7 0.877

B1 0.745
B2 0.743
B3 0.764
B4 0.609

C1 0.641
C2 0.729
C3 0.858
C4 0.777
C5 0.712
C6 0.772
C7 0.799

0.968 0.9708 0.8262

0.718 0.8085 0.5154

0.783 0.9038 0.5748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检验

表6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所得的主要适配指标。经与适配指标给定推荐值进行比较,除

RMSEA 值略高于推荐值0.08以外,其他适配指标的拟合值都落在推荐值范围内。可见,本理

论模型的设定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进一步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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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

指标 χ2/df GFI AGFI RMSEA NFI IFI CFI

可接受标准 ≤5 ≥0.80 ≥0.80 ≤0.08 ≥0.90 ≥0.90 >0.90
本研究结果 4.761 0.876 0.839 0.085 0.905 0.924 0.923

  (三)研究假设检验

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估计值、T 值和假设检验结果等如表7所示。
可以看出,全体假设均通过了T 检验,且路径系数都显著。实际得到的模型和路径系数如图2
所示,H1、H2、H3假设均得到验证。

表7 研究假设检验

假设 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结论

H1: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毕业生就业质量
具有正向影响 A.教学质量→C.就业质量 0.158** 支持

H2: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毕业生人力资本
具有正向影响 A.教学质量→B.人力资本 0.193*** 支持

H3: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对就业质量
具有正向影响 B.人力资本→C.就业质量 0.446*** 支持

  注:***、**、*分别表示在显著性水平0.001、0.01、0.05的条件下显著

图2 标准化路径系数

(四)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教学质量、人力资本、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是否发生中介效

应,研究应用Preacher等开发的中介检验程序进行分析,利用信赖区间法(Bootstrap)技术重新

估计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及信赖区间。在原始数据(N=1673)中重复随机取样5000次,并计

算95%的置信区间,验证的数据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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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人力资本的总中介效应报告表

点估计值 S.E Z 值
95%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总效应 0.253 0.050 5.06 0.108 0.301

直接效应 0.109 0.043 2.53 0.067 0.236
间接效应 0.144 0.025 5.76 0.011 0.112

  按照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Z≥1.96,是证明间接效应成立的判定标准。上表显示,间接效应

置信区间不包括0,认定中介效应存在,且显著性水平Z=5.76>1.96,认定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同理可知,本研究的直接效应同样显著存在。因此,人力资本在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之间发挥着

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比为56.92%。根据温忠麟等[38]的观点,最常用的中介效应量是间

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当效应显著且效应量为中时,即可认为该研究有理据做出结论:效应在

统计上和实际上都有意义。Cohen[39]将效应量介于0.1~0.3、0.3~0.5、0.5以上分别划为小、中、

大。本研究结果效应量为56.92%,可以得出结论:高职院校毕业生人力资本在教学质量和就业

质量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数据结果,进一步对中介效应进行拆解,分析人力资本中专业技能、职业认知、职业

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在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之间具体发挥着何种程度的中介效应。具体的

拆解效应如表9所示:
表9 中介效应拆解

中介路径 点估计值 S.E
95%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教学质量→专业技能→就业质量 0.023 0.017 0.292 0.361
教学质量→职业认知→就业质量 0.043 0.013 0.044 0.906
教学质量→职业能力→就业质量 0.031 0.024 0.266 0.636
教学质量→发展能力→就业质量 0.047 0.021 0.306 0.967

  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是一种个体性的生产性能力,是学生在校期间知识技能等的积

累,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工资水平越高且增长更快,而教学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人力资

本的高低,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将直接提高获得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表9显示,专业技能

这一因素在高职院校教学质量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中起的中介作用占比最小,发展能力和职业认

知则发挥了较高的中介作用。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

对高职院校教学质量、毕业生人力资本、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检验,数据结

果显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的估计值、T 值和假设检验结果均通过了T 检验,路径系数都显著,其

中假设H2和假设H3的显著性p 值均小于0.001,假设H1的显著性p 值小于0.01,说明高职院

校教学质量对于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于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

学质量对于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在本研究得到验证,高职

院校教学质量通过人力资本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毕业生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是高职教

育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施的重要参考之一。对中介效应进行拆解,专业技能这一因素在高职院

校教学质量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中起的中介作用占比最小,发展能力和职业认知发挥了较高的中

介作用。

首先,关于专业技能的中介效应最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学校技能人才培养未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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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与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相契合。部分学校对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功能定位认识

不够,以致未能有效应对严峻的技术人才培养挑战。另外,部分学校对于劳动力市场形势变化反

应迟滞,加之专业与产业的吻合度、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度不足,致使学生市场适应性欠

佳,在择业和就业时难以发挥出特有的专业技能优势。二是技能错配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劳

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文凭膨胀使得劳动力市场的筛查要求更加严格,出现大批高学历毕

业生错配劳动力市场即“大材小用”的问题,挤占了高职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份额。同时,数字化、

工业化的生产变革下智能设备的普遍使用对于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高职院校

毕业生在校习得的专业技能不足以完全应付高端的器材设备运作,技能的岗位适配度差强人意。

其次,毕业生的发展能力和职业认知发挥了较高的中介效应。这恰好是对新人力资本理论

中非认知能力价值的检验。在本研究中,发展能力包括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良好的精神状态、

合理的时间规划、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及创新精神等,这些品质往往在就业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

用,将直接影响岗位晋升、就业满意度和就业前景。此外,职业认知也发挥了较为主要的作用。

学校的教学定位、课程建设、教育氛围将对学生的职业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学生的职业目标

明确、认知清晰,就更易获得心仪的工作,就业质量会呈现较好的水平。为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

高职院校要注意在课程设置、产教融合、专业更新等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充分考虑学生在就业

时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等人力资本的积累,重点对学生进行职业意识教育培养和职业发展能力

培养。

(二)研究讨论

基于前文,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对于毕业生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又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为实现高职院校办学效益与区域产业发展迭相为用,大力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应把好教学和就业这两个关键环节,做好全面教育质量管理。由此,

需要有效提高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质量,提升高职吸引力,也需要高职院校注重自身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升,以教育教学工作的改革创新推动学生素质的提升,并重点将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和

未来发展能力渗透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第一,高职院校应以就业为导向,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做好职业教育质量管理。基于全面质

量管理理论和大质量观视野,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决策机制、逻辑清晰的运行机制以及内外协同

的保障机制,多维度促进教育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支持高职教育服务质量持续优化,为

职业教育质量扣上保险链,促进高职院校质量管理戴明环中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之间的互为融

通、良性循环。以就业发展为根本,具体从办学价值取向、专业设置调整、教师队伍建设各方面做

好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第二,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环节要注重对学生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培养。

在高职扩招背景下,高职办学规模扩大与高职质量认可度较低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筛选理

论视角下,用人单位对于高职学生的质量认可度还是明显低于普通高等教育,唯有持续性提高学

生在职业教育类型下区别于他人的异质性优势人力资本,才是提高职教毕业生就业认可度的有

效手段。精准把脉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发展规划,变革院校课程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手段是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任务。第三,高职院校要注重将学生个体发展愿景与社会需求对接,培养具

有职业认知睿见及良好发展能力的现代人。高职院校不仅要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实训技能等的

培养,还要注重培养不能被机器所替代的人的能力,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40]。要避免将

复杂的教育活动化约为冰冷的质量数据,营造自由的、开放的、有温度的教育氛围,增援校园学风

建设,将工匠精神所具备的知行合一、敬业乐业、德技并修的价值取向融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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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同时,畅通学生发展和成长的路径,关照历史、现实与未来,以长远性思维和终极关怀理念

协调学生的终身发展和个性张力。从受教育者独特多元的生涯发展需求出发,设计并实施更具

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健全发展的、有自我追求的现代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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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TeachingQualityinHigherVocationalInstitutionsontheEmploymentQualityofGraduates:
BasedontheSurveyDataof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

TIANXiaowei1,2,PENGXiaogui2
(1.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inSouthwestChina,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serves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andprovideshigh-qualityhumanresources
toachieveregionalhigh-qualitydevelopment.High-qualityvocationaleducationshouldstrictlycontroltheteaching
qualityandemploymentquality,andrealizetheorganicconnectionandintegrationofeducationchain,industrychainand
talentchainwiththeimprovementoftalentcultivationquality,soastoachievesymbioticdevelopmentwithregionale-
conomy.Thisstudyconstructsatheoreticalmodelof“teachingquality-humancapital-employmentquality”andverifies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hreefactorsbyusingthemediatingeffectanalysismethodbasedonthesurveydataof
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Theresultsshowthattheteachingqualityofhighervocationalinstitutionsand
studentsownhumancapitalaccumulationhave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employmentquality,andtheteaching
qualityofschoolshasanimpactonstudentsemploymentqualitythroughthemediatingeffectofhumancapital,and
graduatescareercognitionanddevelopmentabilityplayamorecriticalmediatingrole.
Keywords: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teachingquality;employmentquality;mediat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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