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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多元回归模型，从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对新生代

大学生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大学生拥有的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以及环境因素对其就业预期都产生

了显著影响。新生代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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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每年入学人数成倍增长，大学的毛入学率逐年上升。据统计，2011年，我国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5%。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

阶段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2011年全

国有近6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比2010年增加约30万。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比

2011年增加近20万。2013年毕业生规模更是达到69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新生代一般是指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1］。这代人成长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受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代人更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公务员、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社会地位高的岗位受到新生代大学生的追捧，而另一方面，

中小企业却一直存在着招工难问题。因此，在“就业难”和“招工难”的背景下，可能并不是大学生找不到工

作，而是岗位待遇与其理想的就业预期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即新生代大学生过高的就业预期制约了其就

业选择。目前国内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教育体制、市场和大学生素质等角度着手，而探讨

就业预期的研究并不多，大学生就业预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更为鲜见。因此，从实证角度分析影响大学

生就业预期的因素，从而寻找出破解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钥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就业预期以及影响因素

就业预期也称就业期望，是个人对就业的态度倾向和对自己职业的基本规划和态度，包括个人对能否

就业、就业的职业类型以及工作发展成就的自我希望与期待［2］。就业预期作为个人的就业态度倾向，受到

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3］。个人因素主要是指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而环境因素则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和父母的期望等方面。

1.2 人力资本与就业预期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是其与生俱来的，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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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投资于教育、职业培训等方式获得，可以分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4］。对于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其人力

资本的先赋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外貌条件和生源地等，自致因素则包括学校声望、所学专业、职业技能和工

作能力。研究表明，性别、外貌条件、生源地、学校声望、所学专业、职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等因素对大学毕业

生的就业预期有很大的影响［5-10］。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对其就业预期有正向影响。

1.3 社会资本与就业预期

大学生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与大学生个体紧密相关的社会结构网络中的资源，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

的社会关系来获得，可以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和自致性社会资本［11］。先赋性社会资本是和家庭、父母密切

相关的，包括父母的职业地位、学历和受教育程度等。而自致性社会资本指朋友关系、业缘关系等其他的

社会性资源。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发现，父母

的职业地位、学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子女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也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12-15］。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新生代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预期有正向影响。

1.4 心理资本与就业预期

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是大学生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16］，通过开发能影响

大学生的工作行为和工作绩效。励骅和曹杏田［1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心理资本对就业能力有很好的正向

预测作用，而就业能力对大学生的就业预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会影响其就业预期。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新生代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对其就业预期有正向影响。

1.5 环境因素与就业预期

新生代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对工作的预期不仅会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自身因素的

制约，还会受到动力市场供求、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和父母的期望等方面的影响。不同于个人因素，外部环

境因素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信息，这些信息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形

成和调节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影响大学生就业，由于工资预期来自于市场，在就业

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劳动市场的内生变化会驱使大学生自动矫正工资预期［18］。另一方面，高校就业指导提

供的就业信息和灌输的就业观念对尚未接触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大的影响。此外，为了不辜负父母对

自己的期望，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虽然说不上对父母的话惟命是从，但其择业意愿很难不受父母影响。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有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2012年毕业的全日制大四本科生作为新生代大学生的代表性样本。本研究共向江西省6
所高校发放了 1 000份问卷，回收 716份，回收率为 71.6%。剔除无效的和信息不全的问卷，有效问卷 622
份，有效回收率为 62.2%。样本描述性统计表明，在有效样本中男生占 76.2%，女生占 23.8%；农村生源占

53.2%，城镇生源占46.8%；非独生子女占65.4%，独生子女占34.6%；非党员占61.7%，党员占38.3%；非学生

干部占55.6%，学生干部占44.4%。

2.2 变量测量

研究的问卷中所有项目都是从已经公开发表的现有文献中选取的，由5位人力资源专家对问卷条目逐

一讨论，根据现实情况和本研究调查目的适当进行调整和修正。问卷主要包括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环境因素等5个量表。

1）就业预期。凌文牷［19］所发展的的职业价值观分类，从“个人发展”、“声望地位”、“收入报酬”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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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4个方面进行测量。共计有22个项目，采用Likert5点量表。个人发展包括8个问题（例如，这份工作

能让我在专业领域中快速成长）；声望地位包括4个问题（例如，这个工作单位有较高的知名度）；收入报酬

包括5个问题（例如，这份工作有较高水平的补贴、津贴）；工作环境包括5个问题（例如，这份工作有较舒适

的办公环境）。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具有四因素结构，Cronbach’s α值，个人发展为 0.848，声望地位为

0.834，收入报酬为0.845，工作环境为0.813，总体为0.934。
2）人力资本。考虑到变量的一致性问题，本研究中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的自致因素。若采用

具有性别、外貌条件和生源地等分类变量，可能导致检验偏差，且这些因素已被作为控制变量。陈海平［4］的

研究中对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的分类，发展出 7个项目的量表。采用Likert5点量表。具有单因素结构，

Cronbach’s α值为0.835。
3）社会资本。孙士杰［20］开发的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概念模型，开发出5个项目的量表，其中

典型题项为“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很广”。采用 Likert5 点量表。具有单因素结构，Cronbach’s α值为

0.837。
4）心理资本。心理资本量表使用的是李超平翻译的弗雷德·卢森斯编制的心理资本问卷，选用该问卷

的前31个条目。此量表由4个维度组成，分别为：奋发进取、坚韧坚强、乐观希望和自信勇敢。采用Likert5
点量表进行评价。Cronbach’s α值，奋发进取为 0.877，坚韧坚强为 0.712，乐观希望为 0.710，自信勇敢为

0.691，总体心理资本为0.917。
5）环境因素。主要从劳动力市场供求（例如，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例如，学校提

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和父母的期望（例如，父母在就业过程中对我提出很多要求）等方面来衡量

环境因素。共计6个项目，采用Likert5点量表。具有单因素结构，Cronbach’s α值为0.818。
6）控制变量。本研究拟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但考虑到可能会有其他

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因此还选取了一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本研究中，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政

治面貌以及学生干部等5个变量被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它们对因变量的可能影响，而且5个变量都是虚

拟变量，其参考类别分别是男生、城镇、独生子女、党员和学生干部。

3.3 模型构建

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以检验研究假设。具体模型如下：
Ln(Yi)=B0 +B1X1 +B2 X2 +B3 X3 + +Bi Xi + ε

其中 Yi 代表因变量，即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X1 ，X2 … Xi 分别代表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和心理资本以及环境因素等自变量，B0 是常数项，Bi（i = 1 - 13）代表回归系数，ε代表回归残差。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样本统计特征对就业预期的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了解新生代大学生的样本统计特征与就业预期之间的关系，把样本统计特征与就业预期进行了

独立样本T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性别和生源地这两个变量对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有显著性影响。

与男生相比，女生的就业预期偏高，特别是对工作稳定和工作环境要求较高，这可能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

特点以及在社会角色中的定位有关。另外，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就业预期较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为高，这可能

与城镇大学生家庭条件较好、更加自信有关。此外，独生子女、政治面貌和学生干部经历对新生代大学生

的就业预期没有显著性影响。

3.2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分析就业预期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就业预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各变量均

值、标准差与相关性见表2。各变量均值、标准差无异常之处。从表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心理

资本、环境因素与就业预期之间是显著相关的（ p＜0.01），而且各变量之间也是显著相关的（ p＜0.01），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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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得到初步支持。

表1 样本统计特征对就业预期的的差异性分析

Tab.1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sampl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to employment expectation

人口统计变量

性别

生源地

独生子女

政治面貌

学生干部

男

女

城镇

农村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党员

非党员

学生干部

非学生干部

个数

474
148
291
331
215
407
238
384
276
346

平均数

3.64
3.82
3.76
3.61
3.72
3.66
3.72
3.66
3.67
3.69

标准差

0.606
0.476
0.539
0.610
0.550
0.598
0.506
0.625
0.573
0.590

t值

-3.883**

3.308**

1.305

1.460

-0.316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表2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Tab.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环境因素

就业预期

均值

3.43
3.12
3.51
3.39
3.68

标准差

0.71
0.88
0.53
0.75
0.58

人力资本

0.657**

0.511**

0.634**

0.510**

社会资本

0.285**

0.669**

0.359**

心理资本

0.359**

0.560**

环境因素

0.476**

注：**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3.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就业预期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就业预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表3
表3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影响的回归分析

Tab.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new-era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expectation

变量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性别

生源地

独生子女

政治面貌

学生干部

就业预期

1.166

-0.077*

0.110**

-0.089*

-0.002
-0.055

自变量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心理资本

环境因素

解释量(R2)
Adjusted(R2)

F检验

就业预期

0.176**

-0.034
0.397**

0.241**

0.435
0.427

52.410**

注：**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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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小于临界值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可接受分析结果。从回归分

析的结果来看，在考虑到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以及环境因素对其就业

预期有显著影响，而且模型的 F 值通过了0.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新生代大学生的人

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以及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都为0.01，其中新生

代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对其就业预期影响最为显著，而新生代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预期的影响并不

显著。另外，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以及环境因素对其就业预期的R2（解释量）达

到了43.5%，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以及环境因素对其就业预期有显

著影响，而新生代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假设1和假设3、假设4均得到

支持，假设2并未得到支持。

4 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了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

4.1 个人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

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最为显著。这说明具有积极心态的

新生代大学生自我实现的意愿更强，积极的就业心态使得他们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在认知自我的基础上

追求自身价值，对工作的预期更高。因此，高校在就业指导中要重视对毕业生的心理辅导。

从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看，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对其就业预期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这说明

学校知名度高、专业就业前景好、学习成绩良好、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有着实习经验的学生，在择业过

程中更有底气，对公司的声望地位、个人发展、工作环境、收入报酬等预期较高。

此外，在回归分析的结果中，新生代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不符合最初的

设想。从表2中看出，社会资本与就业预期显著相关，但是其相关系数为0.359，低于人力资本、心理资本、

环境因素与就业预期的相关系数0.510，0.560，0.476。因此，可以认为，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充裕，其

就业预期就越高，但是，相对与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和环境因素，社会资本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比较弱，当与

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发生作用时，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就不在那么突出。

4.2 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

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也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供求水平、学校的就业指导、家

长对新生代大学生就业的期望等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预期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新生代大

学生对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很敏感，新生代大学生会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自动矫正对预期工资、预期就业地

区、预期就业单位等的要求。其次，对于未出校门的新生代大学生来说，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是其择业过

程中重要的信息来源。另外，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时灌输的择业观念和着重开展的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明确了学生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目标，从而改变了大学生固有的择业观念。最后，新生代大学生

通常会优先选择父母作为主要参考意见的来源，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形成和确定或多或少掺杂着家

长的意志和愿望。

总之，文章以新生代大学生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得出了一些有

价值的研究结论，这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首先，增强新生代大学生的心理资

本。积极发挥高校在就业指导中的作用，扩大学校的就业工作范围，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加充足的就业信息的

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就业心理辅导，使新生代大学生在择业时更加乐观和自信。另外，需要准确把握新生代大

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其开展就业心理辅导。其次，加强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学校在为

学生提供理论知识的同时，应该强化新生代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有计划的组织大学生参加实习，为学生提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机会，提高新生代大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工作能力。最后，在就业形势很难掌握，劳动力

市场建设又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新生代大学生要接受客观现实，适应就业环境，主动调整就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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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New-era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Expectation

Zhu Xiaomei1，2，Ding Tongda2，Lian Xi2，Chen Ke3

（1. Anta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2，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3. Admission and Employment Office，East China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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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o study personal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new-era college students’employment expec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new-era college students’human capital，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employment expectation，while the social capital is not remarkably related to their

employment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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