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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考察研究生职业期望的现状及其与家庭经济压力、自尊的关系，对１６７３名研究生开展调查研究。结

果发现，研究生职业期望重要性排序为自我发展、稳定性和声望地位；家庭经济压力对研究生职业期望没有

显著影响，自尊水平对研究生职业期望有显著影响。应加强公平正义的职业发展环境建设，加强对女性就业

权益的保护，同时学校教育层面应加强对学生自尊水平的培养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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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青年发展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获得具体的职业期

望，即对成年后所从事职业的渴望和向往。作为个

体态度信念系统的一部分，唐莹等［１］认为职业期望

是职业价值观的外化，也是个体人生观与世界观的

折射。Ｓｕｐｅｒ则 认 为，职 业 期 望 与 个 体 对 所 生 存 的

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评估有关，且会影响个体终

身的职业行为［２］。就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言，国 外 有

一些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期望关系的探索。如

Ｃｈａｖｅｓ［３］ 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Ｂａｎｋｓ， ＆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ｋｅ［４］的研究发 现，低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的 拉 丁

美洲、非洲和亚裔美国年轻人遭遇种族和社会经济

壁垒而影响了其职业期望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较为突出的国家，这

种差距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存在。一些研究开始关注

贫富差距、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但数

量不多，且较少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职业期

望发展的影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关于家庭经济困难或低社会经济地位与

青少年的疏离感、行为问题、自豪感、外显自尊、创造

性心理发展水平的相关［５－８］；二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职

业期望的 现 状、影 响 因 素 调 查 研 究［９－１２］。而 关 于 职

业期望与社会经济地位及内在心理状态的关系则鲜

有研究。

本研究关注研究生职业期望发展状况，同时探

索环境因素即家庭经济压力及个体内在心理因素对

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

特别之处在于：（１）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指主观感知的

相对家庭经济压力（下文将“相对家庭经济压力”简

称为“经济压力”）。选择主观的相对家庭经济困难

是因为，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与他人比较后的相对剥

夺状态可能 比 实 际 的 剥 夺 状 态 对 人 类 发 展 更 具 影

响。（２）以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与儿童及青少年相

比，进入成年期的研究生心理特征更加成熟，对职业

的期望更加具体成熟。同时研究生的主要生活背景

更多扩展到家庭以外的环境，他们经历了本科毕业，
增加了个体之间相互比较以及社会环境对职业选择

影响的经验感知。这种情况下，研究生可能比儿童

及青少年更易受到相对经济困难的不利影响。另一

方面，国内关于研究生群体职业期望的研究比较少



见。而作为数量较大并且层次较高的受教育群体，
其职业期望既是其内在价值观的反应，也是社会结

构及社会价值观的产物，因此非常值得探索和研究。
（３）在个体内在心理因素方面，选择自尊因素进行研

究，同时关注外在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内在的自尊水

平对职业期望的影响。

二、方　　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江苏某２１１高校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共

计１６７３名研究生参与研究，其中硕士生１５０５名，博士

生１６８名；女生６４７名，男 生１　０２８名。样 本 中 父 母

没有正式工作者分别占２７％和４３．５％，父母受教育

程度 低 于 高 中（职 高、中 专）者 分 别 占４２．１％和

５１．６％，说明研究对象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具有较大

的异质性。
（二）研究工具

１．家庭经济压力量表

在参考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ｍｐａｓ［１３］经 济 压 力 量

表的基础上，采用４个项目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

对家庭经济压力进行测量［１４］。例如“我家没有足够

的钱买新衣服”、“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买我喜欢的食

物”、“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买好的住房”、“我家没有剩

余的钱供一家人去娱乐”，要求被试报告过去一年中

家庭出 现 经 济 压 力 的 频 率，采 用５点 计 分，１表 示

“从不”、５表示“总 是”，计 算４个 项 目 的 平 均 分，分

数越高表示经济困难越大。本次测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为０．８５。

２．职业期望量表

采用 吴 谅 谅、李 宝 仙 编 制 的 职 业 期 望 量 表［１５］，
该量表共２２个项目，包含三个因素，分别为声望地

位因素、自我发展因素和稳定性因素。其中声望地

位因素包括８个项目，主要与声望地位有关，例如：
单位知名度高、容易成名成家、晋升机会多等；自我

发展因素也包括８个项目，主要与个人内在潜能和

发展有关，例如：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工作有挑战性

等；稳定性因素包括６个项目，主要与职业所具有的

稳定性和福利有关，例如：福利好、职业稳定等。依

照研究对象 对 将 要 从 事 的 职 业 期 望 因 素 的 重 视 程

度，按完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五个等级记分。本研

究中总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０。

　　３．自尊量表

采用由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于１９６５年编制的自尊量 表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ｓｃａｌｅ，ＳＥＳ），用以评定个体关于自我价

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该量表由１０个条目组

成，研究对象直接报告这些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
分四级评分，１表示非常符合，２表示符合，３表示不

符合，４表 示 很 不 符 合。按 照 韩 向 前 等 的 建 议［１６］，
考虑到中西 方 文 化 差 异，将 第８题 改 为 正 向 记 分。
总分范围是１０～４０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

三、研究结果

（一）研究生职业期望的总体状况

表１　研究生职业期望总体情况（ｎ＝１６７５）

因子 平均数（ｍ） 标准差（ｓｄ）
声望地位 ３．３４　 ０．５５
自我发展 ３．９２　 ０．４８

稳定性 ３．８６　 ０．４９

从表１可见，对研究对象而言，职业期望三个因

子重要性排序为自我发展、稳定性和声望地位。为

进一步探索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具体情况，对职业期

望量表２２个项目得分按均值排序，排名前５位项目

为“能发挥自己才能”、“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提供

医疗、养老、住 房 公 积 金”、“能 提 供 受 教 育 机 会”和

“晋升机会多”，排名后５位的项目则包含“单位规模

大”、“有 出 国 机 会”、“单 位 级 别 高”、“单 位 在 大 城

市”、“容易成名成家”（见表２）。
表２　研究生职业期望项目重要性排名

排名 项目
平均数
（ｍ）

标准差
（ｓｄ）

１ 能发挥自己才能 ４．２０　 ０．６８０
２ 机会均等，公平竞争 ４．１５　 ０．６８６
３ 提供医疗、养老、住房公积金 ４．０８　 ０．６８１
４ 能提供受教育机会 ４．０２　 ０．６９２
５ 晋升机会多 ３．９５　 ０．６８０
……

１８ 单位规模大 ３．２９　 ０．７４３
１９ 有出国机会 ３．２３　 ０．８７２
２０ 单位级别高 ３．１７　 ０．７８８
２１ 单位在大城市 ３．１３　 ０．８４０
２２ 容易成名成家 ３．０１　 ０．８３５

（二）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差异性

１．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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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生职业期望的性别差异

因子 男（ｍ±ｓｄ） 女（ｍ±ｓｄ） ｔ值

声望地位 ３．３６±０．５７　 ３．３０±０．５２　 ２．３１＊

自我发展 ３．９３±０．４９　 ３．８８±０．４４　 ２．４２＊

稳定性 ３．８０±０．５２　 ３．９３±０．４１ －５．４６＊＊＊

　　注：＊表 示ｐ＜０．０５；＊＊ 表 示ｐ＜０．００１；＊＊＊ 表 示ｐ＜
０．０００１。下同。

从表３可见，男女生在三个因子上差异显著，男
生对自我发展、声望地位的期望显著高于女生，对稳

定性的期望显著低于女生。

２．学历层次差异

表４　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学历层次差异

因子 硕士（ｍ±ｓｄ） 博士（ｍ±ｓｄ） ｔ值

声望地位 ３．３４±０．５５　 ３．３５±０．６０ －０．２３

自我发展 ３．９１±０．４７　 ３．９６±０．５０ －１．２９

稳定性 ３．８６±０．４８　 ３．８３±０．５５ －０．８０

从表４可见，在职业期望三个因子上，硕士生和

博士生的差异均没有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３．生源地差异

由表５可见，城镇生源和乡村生源研究生在职

业声望地位、稳定性上没有显著差异，在自我发展上

有显著差异。乡村生源研究生对自我发展的期望显

著高于城镇生源研究生。

表５　研究生职业期望的生源地差异

因子
城镇生源
（ｍ±ｓｄ）

乡村生源
（ｍ±ｓｄ）

ｔ值

声望地位 ３．３４±０．５５　 ３．３４±０．５６　 ０．１０
自我发展 ３．８９±０．４９　 ３．９５±０．４６ －２．４６＊

稳定性 ３．８４±０．５０　 ３．８７±０．４７ －１．４７

（三）研究生职业期望与家庭经济压力、自尊之

间的关系

表６　研究生职业期望与家庭经济压力、

自尊之间的相关矩阵（ｎ＝１６７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１家庭经济压力 １
２自尊 －．１６６＊＊ １
３声望地位 －．０１８ ．１３２＊＊ １
４自我发展 －．００６ ．２６６＊＊ ．５５５＊＊ １
５稳定性 ．００３ ．１３０＊＊ ．５６３＊＊ ．４９７＊＊ １

表６列出 了 各 变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矩 阵。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相关分析发现，家庭经济压力与自尊呈显著负

相关，与职业期望的三个因子均没有显著相关；自尊

水平与职业期望三个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职业期

望的三个因子相互间呈显著正相关。
鉴于经济压力与职业期望各因子之间相关度不

显著，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对经济压力在自尊与研究

生职业期望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见 表７）。第

表７　家庭经济压力、自尊对职业期望的层级回归分析

Ｒ　 Ｒ２　 Ｆ　 Ｂ　 ＳＥ β ｔ
１、经济压力＊自尊→声望地位

第一步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７　 １４．８０４＊＊＊

　经济压力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１６９

　自尊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３　 ５．３９１＊＊＊

第二步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８　 １．０８２

　经济压力＊自尊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１．０４０
２、经济压力＊自尊→自我发展

第一步 ０．２６９　 ０．０７２　 ６４．７５８＊＊＊

　经济压力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９　 １．６４０

　自尊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２７２　 １１．３７８＊＊＊

第二步 ０．２６９　 ０．０７２　 ０．３２７

　经济压力＊自尊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５７２
３、经济压力＊自尊→稳定性

第一步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７　 １４．７７８＊＊＊

　经济压力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１．０１１

　自尊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４　 ５．４３６＊＊＊

第二步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０

　经济压力＊自尊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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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将自变量自尊和调节变量经济压力纳入回归

方程；第二步，将 自 变 量 和 调 节 变 量 构 成 的 调 节 项

（经济压力＊自尊）纳入回归方程。为了少多重共线

性的影响，回归分析中使用的预测变量都已中心化。
由表７可见，自尊对职业期望的三个因子均具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而经济压力及经济压力与自尊的调

节项对职业期望的三个因子的预测作用均没有达到

统计显著水平。说明家庭经济压力既不独立影响职

业期望，也不能调节自尊与职业期望之间的关系。

四、讨　　论

（一）研究生职业期望及其差异性

１．研究生职业期望的总体情况

从研究生职业期望三个因子均值和２２个项目的

均值排序可以发现，研究生职业期望具有以下特征：
（１）自我发展因素最重而声望地位因素最轻，职

业期望趋于理性和成熟。职业期望三个因子中，自

我发展是个人内在价值因素，稳定性是保障和安全

因素，声望地位则是外在评价因素。本研究结果发

现，研究生职业期望三个因子重要性排序为自我发

展、稳定性和声 望 地 位；与 此 相 应，２２个 项 目，排 在

前５位的有３个项目与自我发展有关（“能发挥自己

才能”、“机 会 均 等，公 平 竞 争”、“能 提 供 受 教 育 机

会”），排名后５位的项目则全部属于声望地位因素

（“单位规模大”、“有出国机会”、“单位级别高”、“单

位在大城市”、“容易成名成家”）。这一结果与已有

的研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１０－１１］。说 明 研 究 生 将 未 来 职

业生涯中个人内在价值的实现排在首位，看重未来

职业的长远发展潜力；同时对保障和安全因素给予

中等程度的关注，合乎个体发展的基本需要；而对外

在评价的声望地位因素给予最低的关注，说明中国

传统文化中好面子的心理对新生代研究生而言开始

淡化。因此，总体来说，研究生职业期望发展水平趋

于理性和成熟。
（２）特别关注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等职业环境公

平性因素。２２个项目均分排序发现，“机会均等、公

平竞争”排在第二位，与张黎、刘丽红［１１］的研究结果

相似。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置于如此重要的地

位，一方面说明研究生职业期望注重职业生涯发展

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具有理性化特点；另一方面，可

能也与中国社会现实有关。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加

剧，“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凤凰男”等名词

因关涉到社会公平而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中

国教育体制中层次最高的研究生群体，已经步入了

学历分层意义上的社会上层，但只有在未来职业生

涯中取得良好发展，才能真正进入社会中上层。因

此，“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即排除家庭资本、社会资

本因素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以个人努力、素质和

能力决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成败，成为当代研究

生职业期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２．研究生职业期望的差异性

对研究生职业期望的性别差异、学历层次差异、
生源地差异和科类差异检验发现，研究生职业期望

差异具有以下特征：
（１）性别差异显著。研究结果发现，男、女研究

生在职业期望的三个因子上均具有显著差异，男生

对自我发展、声望地位的期望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则

对稳定性的期望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张黎、
刘丽红［１１］的 研 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与 闵 学 勤［１７］２００４
年对上海和南京两性职业期望差异研究中南京女性

职业期望也具有一致性。本研究同样取样于南京，
但相隔１０年，说明南京女性职业期望近１０年变化

不大。有趣的是，根据闵学勤的研究结果１０年前上

海女性对创业性职业和稳定性职业的期望就与男性

几乎相同。这说明地域文化和社会性别同时影响人

们的职业期望。地域文化相对保守的地区，职业期

望的社会性别色彩更重。而社会性别在职业期望上

的表现是男性更希望通过职业来显示个人力量、获

得社会地位；而女性则更希望通过职业获得一定的

安全感和 社 会 保 障。女 性 之 所 以 更 看 重 职 业 稳 定

性，一方面与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期望有关，另一方

面，部分也与中国社会女性较多地受到就业歧视、面
临加大的就业压力［１８］有关。

（２）学历层次差异不显著。本研究发现，硕士生

和博士生在职业期望三个因子上差异不显著。这一

方面说明在对未来职业的期待方面，硕士生和博士

生都属于高学历层次，其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另一

方面，也可能与本研究样本构成上硕士生样本量远

远多于博士生样本量有关。
（３）乡村生源和城镇生源研究生在自我发展期

望上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发现，乡村生源研究

生和城镇生源研究生在职业声望地位、稳定性上没

有显著差异，在自我发展上有显著差异。乡村生源

研究生对自 我 发 展 的 期 望 显 著 高 于 城 镇 生 源 研 究

生。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乡村生源研

·４２· 刘取芝·研究生的职业期望及其与家庭经济压力、自尊的关系



究生的原生家庭总体上处于社会下层，进入研究生

学习后，他们实现了学历分层上的向上流动，一方面

是其原生家庭的希望，背负了较大的家庭期望压力；
另一方面，他们只有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取得良好

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分层意义上的向上流动。因此，
乡村生源研究生表现出对自我发展的更高期望。

（二）家庭经济压力、自尊对研究生职业期望的

影响

１．家庭经济压力对研究生职业期望没有显著影响

相关分析发现，家庭经济压力与研究生职业期

望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对家庭经济压力对自尊

与职业期望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也发现家庭经济压

力以及家庭经济压力与自尊的调节项对职业期望均

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似与本文开篇提及

的国外的研究结果［３－４］有不一致之处。究其原因，一
是概念运 用 上 的 偏 差。Ｃｈａｖｅｓ等［３］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等［４］所研究的职业期望是指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设想

和预期，侧重职业发展过程和结果的愿景；而本文所

测量的职业期望本质上是职业价值观，即对未来职

业发展中各种因素孰轻孰重的一种认知，侧重价值

判断。因此，二者在概念本质上的差异可能部分导

致了 研 究 结 果 的 差 异。二 是 样 本 构 成 不 一 样。

Ｃｈａｖｅｓ等［３］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等［４］取 样 于 中 学 生，属

于未成年人，占有的社会资本和可能获得的教育均

有可能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限制，因此其对未来职

业发展预期 受 社 会 政 治 经 济 因 素 影 响 的 可 能 性 较

大；本研究取样于研究生，就中国的教育及社会结构

而言，已经处于教育层次结构的上层，对原本处于社

会下层的低社会经济地位原生家庭而言，在研究生

这一代已经开始向上流动，因此，原生家庭的社会经

济地位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价值期望影响可能确实

有减小趋势。进一步来说，本研究只能说明对研究

生而言，家庭经济压力对其职业期望影响不大，关于

家庭经济压力是否影响其他群体职业期望，以及是

否影响研究生职业选择和职业决策等问题都有待进

一步研究论证。

２．自尊水平对研究生职业期望具有显著影响

关于自尊与职业心理的研究中，已有的许多研

究发现，自尊水平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１９］和职业

决策倾 向 性［２０－２１］显 著 相 关。本 研 究 对 自 尊 与 职 业

期望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均发现，自尊水平对研

究生职业期望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作为个体内在

心理因素，自尊是个体自我价值感的综合表现，是个

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因此，自尊

水平不仅影响个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职业决策

倾向性，而且影响个体的职业期望，即个体对自身的

评价越高，自我价值感越强，其对未来职业选择和职

业发展的期望和要求也就越高，以此类推，在进行职

业选择和职业决策时，其效能感和倾向性可能就会

产生相应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研究生认为未来职业发展中自我发展因素最

重要，稳定性因素次之，而声望地位因素最不重要；
特别关注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等职业环境公平性因

素，职业期望趋于理性和成熟。

２、男生对自我发展、声望地位的期望显著高于女

生，女生则对稳定性的期望显著高于男生；硕士生和

博士生在职业期望三个因子上差异不显著；乡村生源

研究生和城镇生源研究生在职业声望地位、稳定性上

没有显著差异，在自我发展上有显著差异，乡村生源

研究生对自我发展的期望显著高于城镇生源研究生。

３、家庭经济压力对研究生职业期望没有显著影

响；自尊水平对研究生职业期望具有显著影响。
（二）建议

１、社会制度层面，一是要加强公平的职业发展

环境建设。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

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

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

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逾越。”本研究发现，“机
会均等，公平竞争”在研究生职业期望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说明对研究生而言，未来职业发展中是否

具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是他们

最关注和需要的。因此，就政府而言，如何加强公平

正义的职业发展环境建设，促进合理、科学、公正的

职业发展空间和社会职业文化环境，是留住人才、发
挥人才的最 大 潜 力 为 社 会 发 展 服 务 的 关 键 因 素 之

一。二是要加强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护。女性就业

压力和就业歧视部分地导致女性就业期望具有显著

的性别色彩，有必要通过立法等手段加强对女性就

业权益的保护。

２、学校教育层面，要重视对学生自尊水平的培

养，尤其对面临就业的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的培养。
自尊作为个体内在的心理特征，是个体对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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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的评估表现，对个体职业心理和行为具有不

可忽略的影响。自尊水平的培养一方面要通过学校

心理健康课程教育、知识宣传予以强化；另一方面，
自尊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专

门的心理工作者，普通教师更要担负起培养学生自

尊的重任。要从教师的培养过程入手，使教师充分

认识自身言行对学生自尊等心理发展水平的影响，
在教育工作中培养和保护学生的自尊。此外，对高

等教育而言，在培养学生的一般自尊的同时，还要加

强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即帮助学

生增强从事某种职业、完成某一职位任务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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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辛慧，郭黎岩．女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社会公平感的研究

［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６）：９１２－９１３．
［１９］Ｃｈｏｉ，Ｂ．Ｙ．，Ｐａｒｋ，Ｈ．，Ｙａｎｇ，Ｅ．，ｅｔ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

３９（５）：４４３－４６０．
［２０］王沛，杨金 花．大 学 生 职 业 决 策 和 自 尊、成 就 动 机 的 关

系［Ｊ］．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０６，（１）：５２－５７．
［２１］陈世平，张艳，王晓庄．内隐自尊和风险偏好对大学生职

业决策的影响［Ｊ］．心理科学，２０１２，３５（１）：１８０－１８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ＬＩＵ　Ｑｕ－ｚｈ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２１０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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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ｂ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ｄｏｅｓ．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ａ　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ｍｏ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６２· 刘取芝·研究生的职业期望及其与家庭经济压力、自尊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