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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资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研究生的就业取向产生影响。第一，心理资本对研究生的就业取向有

直接影响；第二，生涯规划和专业承诺对就业取向有间接性的中介作用。心理资本正是通过影响专业承诺，

再影响职业生涯规划，最后对研究生就业取向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关系应成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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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研究生就业与发展得到社会普遍关注，
如何帮助研究生明确自身发展道路成为一个紧迫问

题。探明影 响 研 究 生 就 业 取 向 的 因 素 及 其 内 在 关

系，尤其是探讨心理资本和就业取向之间的关系，对
确立科学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生涯规划

能力及促进研究生未来发展有重大实践意义。
影响研究生毕业后就业取向的因素很多，包括心

理资本、专业承诺、生涯规划等。当个体对未来充满希

望，相信自己的能力时，就更有可能去选择有挑战性的

发展方向或积极创业，个体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就被称为心理资本。专业

承诺是指研究生对所学专业因认同度不同所引起的不

同就业取向，如果喜爱所学专业就愿意为之继续付出

努力。有研究显示，在择业时，“专业承诺高的同学中

只有２２％的人会考虑非专业相关工作，而专业承诺低

的同学中，８０．４％因为对专业知识失去兴趣宁愿放弃

专业对口的就业优势，而选择其他非专业相关行业”［１］。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调查问卷的确定

１．心理资本的测量

心理资本一般被分为“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
性”四个维度［２］。本研究根据丁成莉所编制的企业

员工心理资本问卷，对其中不符合研究生实际情况

的项目进行了修改，特别是对自我效能维度进行了

较大改动，用一般自我效能感来替代。最后对修订

后 的 问 卷 进 行 了 初 测 检 验，得 到 的 量 表 信 度 为

０．８８５，量表信度达到了较高水平，符合研究要求。

２．专业承诺的测量

连榕等人２００５年所编制的《大学生专业承诺量

表》，共包括“情感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

承诺”四个维度的２７个项目［３］，初测后发现量表项

目的内部一 致 性 系 数 为０．９０６，表 明 量 表 信 度 达 到

较高水平，可以作为本研究问卷。

３．生涯规划的测量

以金科编制的《大学生生涯规划调查问卷》为蓝

本进行修订来确定本研究问卷，按照生涯探索、生涯

决定、生涯行 动、评 估 和 调 整 四 个 维 度 进 行 量 表 编

制，问卷初测分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８４７，表明

修订问卷信效度良好。



４．研究生就业取向的测量

在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心理学

专家和研究生被试的意见，初步编制出了内容覆盖

七个就业取 向 的 问 卷，包 括 服 务 型 发 展、组 织 型 发

展、科研型发展、技术型发展、文化型发展、继续深造

型发展、自主创业型发展等。每个就业取向的题目

主要涉及研究生对该类就业取向的认知、兴趣、动机

等，相关问 题 比 如“毕 业 后 我 想 从 事 科 研 型 行 业”，
“我觉得科研型职业是有价值的”等［４］。

（二）样本与问卷回收状况

以北京、厦门、沈阳三地多所高校共７００名研究

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对研究生就业

取向的影响因素。共发放问卷７００份，排除无效问

卷后，有 效 问 卷６１７份，回 收 率 为８８％。其 中 男 生

３３８人（５４．８％），女生２７３人（４４．２％），有６人缺失

“性别”选项；硕士一年级４１６人（６７．４％），硕士二年

级１２４人（２０．１％），硕士三年级２９人（４．７％），博士

一年级１５人（２．４％），博士二年级６人（１％），博士

三年级１２人（１．９％），１５人缺失该选项。家庭所在

地为“城 镇”的 有３７９人（６２．４％），为“农 村”的 有

２２８人（３７．６％），１０人缺失该选项。

二、变量状况与关系分析

（一）各变量的基本状况分析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和ＡＭＯＳ５．０统计软件

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在６１７份有效问卷中，
选择组织型、技术型和科研型就业取向的人数最多，
选择自主创业发展的人数最少。

１．“心理资本”在不同层面的表现

描述统计和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１），研究生心

理资本的得分为３．５０１０±０．４１６９（最高分为５分），其中

自我效能感是心理资本中的最主要因素。不同专业的

研究生在心理资本层面上的差异极其显著（Ｆ＝３．８２４，

Ｐ＜０．０１），文史哲类专业的研究生的心理资本明显要

高于理工类专业的研究生；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的自我

效能感差异显著（Ｆ＝４．６０２，Ｐ＜０．０１），且文史哲类研

究生的自我效能感同样明显高于理工类研究生。
表１　各研究变量的基本状况分析

平均数 标准差 专业 城市 沟通频率 年级 导师指导 性别

心理资本

总量表 ３．５０１０　 ０．４１６９　 ３．８２４＊＊ ４．４５０＊＊ ０．７９２　 １．２８６　 １．３１６　 １．５５４
自我效能感 ３．５６６７　 ０．５３１０　 ４．６０２＊＊ ３．６３０＊ ０．９１２　 １．３２４　 ０．９６３　 １．５７０

希望 ３．４０４０　 ０．６３９０　 ２．２８７　 ３．９８３＊＊ １．７１９　 １．５６４　 １．３３９　 ２．７４１＊＊

韧性 ３．３６１２　 ０．５６３６　 １．３３８　 １．７０８　 ０．６７８　 ０．４３４　 １．５７６　 ２．１０４＊

乐观 ３．５４９４　 ０．４６５４　 １．６３６　 ２．１３９　 ０．３２０　 １．９９６　 ０．８２１ －１．６０１

专业承诺

总量表 ３．４３１１　 ０．５８８３　 ０．８２４　 １．０７１　 ３．６５５＊＊ ３．３４６＊＊ ７．３７３＊＊ ２．６６１＊＊

情感承诺 ３．４６５９　 ０．６７１６　 ０．４５９　 １．１７９　 ２．７８２＊ ２．６０８＊ ６．８２５＊＊ ２．１８５＊

理想承诺 ３．４０３２　 ０．７５１９　 １．１５８　 １．３４８　 ３．９４１＊＊ ３．７２５＊＊ ６．６８６＊＊ ３．２８３＊＊

规范承诺 ３．７０４２　 ０．７１５５　 ０．４８０　 １．１８４　 １．４２９　 ３．２３８＊＊ ３．８７６＊＊ ０．６０８
继续承诺 ３．１８３８　 ０．６２０３　 ４．２８７＊＊ １．５５１　 ３．１２４＊ １．５９７　 ３．７２０＊＊ ２．４７０＊

生涯规划

总量表 ３．４４７７　 ０．４０７０　 ２．８２５＊ ３．６４１＊ １．０９０　 １．３１２　 ２．４６３　 ２．０２０＊

生涯探索 ３．６１０２　 ０．５４９８　 ４．５４５＊＊ ３．０００＊ １．７０８　 ０．５２７　 １．６３２　 １．７３４
生涯决定 ３．２０５７　 ０．８４４８　 ０．８１２　 １．４４９　 １．２１４　 １．７４４　 ０．９５８ －１．９６５＊

生涯行动 ３．４４９５　 ０．５７５７　 ２．１８１　 ５．３８８＊＊ ２．３７５　 ０．８５７　 ２．６１４＊ ３．８４９＊＊

评估调整 ３．５６８９　 ０．５７４１　 １．７２２　 ３．９０８＊＊ ２．０７７　 ０．７１９　 ４．３５１＊＊ ３．１３８＊＊

　　注：表中的＊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ｐ＜０．０５，＊＊ 表示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

　　不同生源地的研究生在心理资本上也存在显著

差异（Ｆ＝４．４５０，Ｐ＜０．０１），尤其表现在自我效能感

分维度上，如“希望”这一维度上城市与农村生源的

差异就极其显著（Ｆ＝３．９８３，Ｐ＜０．０１），对结果进一

步进行事后检验发现，直辖市、省会城市或者中等城

市研究生的心理资本要显著高于城镇、县城和农村

的研究生。不同“性别”的研究生在希望（Ｔ＝２．７４１，

Ｐ＜０．０１）和韧性（Ｔ＝２．１０４，Ｐ＜０．０５）维度上也存

在显著差异，男研究生的“希望”和“韧性”程度更高。

２．“专业承诺”在不同层面的表现

研究 生 的“专 业 承 诺”的 总 得 分 为３．４３１１±
０．５８８３（最高分为５分），其中“规范承诺”维度的分

数最高（３．７０４２分），“继 续 承 诺”维 度 的 分 数 最 低

（３．１８３８分）。不 同 专 业 的 研 究 生 在“继 续 承 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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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差异表现显著，事后进一步检验发现，理工类研

究生的继续承诺显著高于文史哲和管理类研究生。
导师与研究生沟通频率不同，会使研究生的专业承

诺存在显著差异，五种沟通频率（１为每天≥一次；２
为每周＞一次；３为每周一次；４为每月一次；５为每

月＜一次）之间当然也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 年 级 研 究 生 专 业 承 诺 差 异 显 著 （Ｆ＝

３．３４６，Ｐ＜０．０１），一年级硕士生的专业承诺显著高

于二年级硕士生和一年级博士生的专业承诺水平，
二年级硕士生要高于博一和博二学生，三年级硕士

生是最低的，比博一和博二学生还低；导师指导频率

（Ａ＝很多、Ｂ＝较多、Ｃ＝一般，Ｄ＝较少，Ｅ＝几乎没

有）不同，与 之 相 应 的 研 究 生“专 业 承 诺”也 差 异 显

著；不同性别研究生的“专业承诺”差异也很显著，男
生的“专业承诺”显著高于女生。

３．“生涯规划”在不同层面的表现

研究 生“生 涯 规 划”的 得 分 为３．４４７７±０．４０７
（最高分为５分），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生涯规划得分

差异显著（Ｆ＝２．８２５，Ｐ＜０．０５），文史哲类研究生的

生涯规划程 度 显 著 高 于 理 工 类 研 究 生；在“生 涯 探

索”方 面，不 同 专 业 研 究 生 的 差 异 极 其 显 著（Ｆ＝
４５４５，ｐ＜０．０１），文 史 哲 类 研 究 生 的 生 涯 探 索 程 度

显著高于理工类研究生。不同生源地的研究生的生

涯规划总 水 平（Ｆ＝３．６４１，Ｐ＜０．０５）和 生 涯 探 索

（Ｆ＝３．０００，Ｐ＜０．０５）、生 涯 行 动（Ｆ＝５．３８８，Ｐ＜
０．０１）、评估调整（Ｆ＝３．９０８，Ｐ＜０．０１）等 维 度 都 呈

现明显的差异，大中城市生源地研究生的生涯规划

程度要高于城镇或县城，大城市生源地研究生的生

涯规划水平高于来自农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程度

不同显 著 影 响 研 究 生 的 生 涯 行 动（Ｆ＝２．６１４，Ｐ＜
０．０５）和评估调整（４．３５１，Ｐ＜０．０１），导师指导较多

的研究生的生涯行动程度更高，更善于调整自己的

生涯规划。男生整个生涯规划及生涯行动和评估调

整高于女生，女生的生涯决定程度高于男生。
（二）变量间的相关状况分析

对四个变量的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２），它们之间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２　各变量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表

心理资本 专业承诺 生涯规划

专业承诺 ０．３５２＊＊

生涯规划 ０．４４３＊＊ ０．４４８＊＊

就业取向 ０．４１７＊＊ ０．３５２＊＊ ０．３５２＊＊

　　注：＊＊ 表示Ｐ＜０．０１，＊ 表示Ｐ＜０．０５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建立心理资本、社 会 支 持、
专业承诺、生涯规划及就业取向之间关系的结构方

程模型，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就业取向为因变量，
中介变量为专业承诺、生涯规划。在分析结构模型

之前，对测量模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见表３），
除生涯决定对生涯规划的估计外，测量模型的非标

准化参数估计和标准化参数估计均比较理想，表明

本研究的测量模型是有效的。
表３　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

项目 潜变量 参数
非标准化

估计值 标准误
标准化

自我效能感 心理资本 ２．１４３＊＊＊ ０．２２３　 ０．８０５
希望 心理资本 ２．２９７＊＊＊ ０．２４６　 ０．７１２
韧性 心理资本 １．８７６＊＊＊ ０．２０６　 ０．６５９
乐观 心理资本 １　 ０．４２４

情感承诺 专业承诺 １　 ０．８８７
理想承诺 专业承诺 １．０７３＊＊＊ ０．０４２　 ０．８４２
规范承诺 专业承诺 ０．８８８＊＊＊ ０．０４２　 ０．７４０
继续承诺 专业承诺 ０．６７８＊＊＊ ０．０３８　 ０．６４９
生涯探索 生涯规划 ０．８７４＊＊＊ ０．０３３　 ０．８１４
生涯决定 生涯规划 －０．３３６＊＊＊ ０．０６９ －０．２０２
生涯行动 生涯规划 １．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９１３
评估调整 生涯规划 １　 ０．８９５
发展认知 就业取向 ０．６１０＊＊＊ ０．０５３　 ０．６０９
发展行为 就业取向 １　 ０．７４８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就业取向为因变量、专业

承诺和生涯规划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拟

合效果考察结果表明，各项拟合指数均较为理想（见
表４），表明生涯规划在心理资本与就业取向之间的

确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专业承诺、生涯规划在心理

资本与就业取向之间也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４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χ
２　 ｄｆ　 Ｐ χ

２／ｄｆ　 ＮＦＩ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ＥＳＡ
３３２．８１３　７１　０．０００　４．６８８　０．９１９　０．９３５　０．９１７　０．０７８

（三）几点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心理资本对研究生就业取

向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途径：

１、心理资本直接影响研究生就业取向。心理资本

水平越高，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就越有信心，实现目标的

动机也较强，遇到挫折能够坚持目标，不轻言放弃，因
为他们能够看到自我选择发展方向的前景，对发展方

向评价较高，也更愿意为实现该目标而付出努力。

２、心理资本通过生涯规划间接影响就业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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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水平也高，职
业决策制定后，他们一般能够积极地看到其发展前

景，对就业取向的评价会更高，为目标实现做更多准

备。生涯规划在心理资本和就业取向之间起到了部

分中介作用，心理资本高的学生，其自我效能感也较

高，倾向于预期未来“称心如意”的事情，相信自己具

备实现目标的能力，愿意为实现目标投入时间、精力

和努力，积极面对挫折。

３、心理资本通过影响专业承诺来间接影响生涯

规划和就业取向。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学生，一般对

自己最初选择的专业满意度较高，能够预期本专业

的积极发展前景，一般会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他们

一般能够进行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在做出职业决

策后，能够为将来更好地从事相关行业做更多的准

备。而心理资本水平较低的学生，对自身和本专业

的认识不十分明确，无法对专业和未来职业生涯之

间建立联系，对未来发展方向感到迷茫，因而为自己

的职业选择做出合理计划的难度较大。

三、发展策略与管理建议

（一）研究生个体要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与社会实践

活动，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加自信心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正确认识人生的挫折

与逆境，提高自己的意志品质与韧性。有意识的开

展自我教育，形成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

全面了解所 学 专 业 的 同 时，还 要 对 自 己 的 兴 趣、爱

好、特长有所了解，从而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二）学校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学校需要尊重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关注其兴趣

和需求，把社会需要与学生个性特点有机结合，拓展

复合型人才 培 养 路 径，实 行 弹 性 学 分 制，多 开 辅 修

课，努力为其提供自由选择发展的机遇。对于女研

究生，要加强性别角色意识、社会角色意识教育，改

变其主体意识薄弱、自我发展目标定位不高的现状，
从而提高其专业承诺水平。

（三）加强因材施教的科学落实

高校可采用心理测量及自我评定等方法，帮助

学生更好地了解自我，指导学生进行合理的生涯规

划。努力创造条件让学生深入到同本专业相关的单

位进行社会实践和实习，加深学生对专业内涵的了

解和认识，加强他们对专业的认同和承诺。要用导

师的影响力提高学生对专业的喜欢程度，培养教学

名师，通过教师内隐的专业影响力来感染学生。
（四）构建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

首先，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自主权，理解和支持

他们的选择，有效地与孩子沟通，注重对其学习生活

的关爱。其次，构建研究生同伴支持网络系统，使他

们在遭遇挫折时，有渠道进行倾诉，获得宣泄、缓解

与必要的心理安慰。社会各界要积极为大学生提供

帮助，尽可能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其探索自己的

职业生涯，为今后更好的服务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

理想和社会价值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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