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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21年“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中的22967名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

了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实习实践经历对其

就业落实和就业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其就业起薪作用不显著;实习时长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具有显

著正向效应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实习成效中的“就业信息获得”“职业目标明确”对工程硕士的就

业质量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研究从保障充分的实习实践时间,提升实习实践的项目

质量,增强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效能,强化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期望以此提升工程硕

士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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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种高层次应用型学位,
在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以及日益精细化、专业化

的社会分工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我国自1998年

开始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为企业培养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和高级工程管理人才,是企业技术人

员的继续教育。200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应届本

科毕业生为主体的全日制工程硕士教育。此后,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实践教育对于培养工程硕

士实践能力的重要性。例如,2013年,教育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就明确强调了“培
养单位应积极联合相关行(企)业,建立稳定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

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018年5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专业实践

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

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2]。然而,有数据显示,我国全

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中80%~90%是应

届毕业生,他们自本科起就缺乏工程实践[3]。相关

研究也指出,工程硕士在实践性教学方式、实践基地

建设、校外导师配备、实践时间等凸显专业学位特色

的方面与培养要求相距甚远[4]。
实践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及教育实

践的有机统一,是培养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

途径。“通过‘公共项目’创设学习环境,用以学习专

业知识相关的技能”是学界对实践教育较为认同的

概念[5]。实践教育形式多样,主要表现为职业体验

模式、劳动教育模式、文化考察模式等多个方面[6]。
在工程教育领域,实习实践和专业实践都是实践教

育的重要形式,两者相互联系,弥合互补,本质并无



区别,但前者的范围相对较广,指的是学习者积极参

与各类工程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与专业工作环境

中的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学习过程,而后者指的是学

习者以促进自身专业发展为指向,积极参加专业机

构组织的各类专业实践活动[7]。
就业质量是评判工程硕士培养成效的关键指

标。实习实践作为工程硕士培养过程中学生形成工

程思维、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活动[8],在何种程度上

影响着学生的高质量就业是当前相关研究少有涉及

的。因此,探讨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

的影响,对于呈现实习实践经历在工程硕士初次就

业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作用,以及审视当前高校实践

基地建设的真实成效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研究

基于全国22967名全日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调

查数据,围绕工程硕士实习实践经历对其就业质量

增值的影响效应展开实证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就业质量是劳动力市场领域的重要话题。自

20世纪70年代美国职业培训和开发委员会基于对

员工健康与工作满意度的关注而提出“工作生活质

量(QualityofWorkLife)”的概念以来,就业质量的

内涵维度在学界得到广泛讨论。国际劳工组织、欧
盟委员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等组织都曾提出

职工的就业质量应当包含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工作

环境、工作强度、职业发展等维度[9-10]。目前学界较

为认可的是,就业质量是指从业者与生产资料结合

并获得报酬或收入情况的优劣程度[11]。在关于毕

业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中,研究者从个人薪酬、就业需

求匹配程度、工作满意度等不同视角对就业质量的

内涵和结构要素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就业质量是反

映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工作稳定性、工作场所的尊严

和安全、机会平等、收入、个人发展等有关方面满意

程度的综合概念[12]。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工程类专

业硕士毕业生,他们具备学生和职业员工的双重属

性。借鉴以往关于就业质量结构的研究,本研究主

要从客观维度中的就业落实和就业起薪,以及主观

维度中毕业生对就业的总体满意度来分别度量就业

质量,以便更细致地探讨工程硕士的实习实践经历

对就业质量不同维度的影响。

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发布的《Neal报告》
曾指出,工程毕业生对科学知识与工具了如指掌,却

无法弥补其工程实践经验和问题解决能力匮乏的窘

境[13]。对于工程教育来说,它具有显著的情境性和

专业性,工科学生从构思到设计再到施工,各个方面

都离不开实践。专业实习是架构理论与实践的桥

梁,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必要性有目共睹[14-15]。通过

实习,学生能够准确了解企业对就业能力的需求,从
而自我评估并发展有利于就业的能力素质[16]。有

效的实习能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就业准备[17],且能对

学生毕业时的就业地区、行业选择和月薪收入等方

面产生显著影响[18]。Mason等(2009)的研究发现,
实习经历有利于提升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的适应能

力[19],促进高校毕业生落实就业[20-21]。工程硕士作

为一种专业学位类型,只有通过课堂学习与实习实

践相结合,才能达成专业能力与职业技能的协同培

养[22]。开展充分的高质量实习实践训练,有助于工

程硕士在实践中获得职业感性认识、提高职业实践

技能、丰富职业实践经验[23]。对于工程硕士而言,
实习往往嵌入在真实的工程情境中,他们在情境中

学习新技能并在不同场合迁移运用这些技能[24-25],
实习场所是其进行反复试验和社会化成长的情境空

间[26]。因此,是否具备实习实践经历直接关系到其

就业质量,而工程硕士所参与的实践基地的发展状

况则是影响其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27]。由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1: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的就业质量

提升有正向影响。
实习投入会在就业层面带来相应回报,改变学

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结果和学生的就业满意

度[28],其中实习时长是对时间资源投入规模的一种

测度。实习时长是反映学生实习实践投入以及所参

与实习实践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关于制订工程

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中明

确指出,“不具有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1年。”[1]可
见,保障实习时间是工程硕士培养的关键。目前,直
接关注实习时长的相关研究较少。姚利民和张祎

(2021)对大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实习时长越长的

学生,反映其实习投入的四个维度(情感投入、努力

质量、心理调节、同事互动)就越大[29]。在王振源和

孙珊珊(2013)的研究中,实习时间被认为对就业能

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0]。丁小浩和宋哲(2017)构
建了实习投入适度性理论,提到实习时长存在挤占效

果,即限制学生在其它有可能提升就业质量的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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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投入,其实证结果发现实习时长与就业满意度

间呈现“倒U型”关系[28]。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实习时长对工程硕士的就业质量提升

有正向影响。
实习成效由学习收获发展而来,是衡量实习效

益大小和产出高低的重要指标。学界普遍认为,对
于工科学生来说,实习经历是一种宝贵的学习经

验[31-32],尤其是在促进他们发展通用能力方面,例
如问题解决技能以及协作和规划技能[33]。然而,与
课堂学习相比,在实习场所的学习更难预测,因此工

科学生的实习体验能直接反映出学生对能力提升的

感知。实习成效是反映工程硕士参与实习实践的收

获评价、自我能力提升等,是工程硕士生对实习实践

效果的主观评价,同时也是就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反

映指标。相关研究发现,实习效果对知识掌握、认知

性技能、组织胜任技能、职业态度等四项就业能力具

有较高的作用效应[33]。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3:实习成效对工程硕士的就业质量提升

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即将毕业离校的工科专业型硕士研究

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保证调查

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采取网上调查的方法,从

2021年5-7月对来自全国338个高校的专业型硕士

进行调查,共收集到74915份调查问卷,问卷回收率

为44.3%,在剔除填答时间过短、填答内容明显不

合理的问卷后,共获得7342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

率为98%,其中工程硕士有效回收问卷为26294
份,去除在职工程硕士样本后共计22967份。经过

测试,该问卷的可信度、效度均较高,且地域和学科

分布与全国的整体状况基本一致。样本的基本特征

见表1。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变量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入学方式

男 15288 66.6%

女 7679 33.4%

推免 1790 7.8%

其他 21154 92.1%

院校类型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7034 31.0%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7695 33.9%

中科院和社科院 616 2.7%

普通高校 7334 32.3%

专业类别

实习实践经历

学校实践基地

计算机类 1713 7.5%

非计算机类别 21165 92.5%

是 14007 61.0%

否 8960 39.0%

有 16324 71.1%

无 6643 28.9%

生源地

实习来源

西部 3713 19.0%

中部 9394 48.2%

东部 6394 32.8%

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 7413 53.5%

学校或院系安排 2136 15.4%

自己寻找/亲友推荐 4295 31.0%

  注:部分变量存在一定的样本缺失值,此处统计的是有效百分比。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包括“就业落实”
“就业年薪”和“就业满意度”。解释变量包括客观特

征维度的“实习实践经历”“实践基地实习”“实习时

长”“实习来源”以及主观评价维度的“实习成效”。
此外,现有研究发现研究生的基本特征、家庭基本状

况等因素会对研究生的就业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

过程中对“性别”“入学方式”“专业类别”“生源地”
“父亲学历”等变量进行控制。此外,在因变量为就业

年薪的模型中,还加入了就业类型这一控制变量。所

有变量的测量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Stata1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回

收的数据和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
并对实习时长进行了门槛效应检验。由于因变量

“就业落实”属于定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t回

归分析;因变量“就业年薪”和“就业满意度”均是定

序变量,故采用有序Logit回归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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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的测量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质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因变量

就业落实 0.85 0.36 定类 落实为1,未落实为0 22967

就业年薪 3.52 1.24 定序

由题项“您预计就业岗位的年薪”的得分赋值,5万元以下、5-10
万元、10-15万元、15-20万元、20-25万元、25万元以上依次

赋值1-6
17415

就业满意度 3.81 0.77 定序
由题项“您对当前就业结果的满意度是”的得分赋值,非常满意为

5,非常不满意为1,得分越高说明对就业结果越满意
17415

自变量

实习实践经历 0.61 0.48 定类 参加为1,未参加为0 22967

实践基地实习 0.50 0.50 定类 参加为1,未参加为0 22967

实习时长 6.22 4.89 定序 实习时长(月) 14007

实习来源 定类
将“自己寻找或亲友推荐”设置为对照组,“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

和“学校或院系安排”设置为哑变量
14007

实习成效

岗学匹配程度 4.03 0.88 定序 由题项“实习、实训岗位性质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得分赋值 13997

专业实践能力 4.08 0.82 定序
由题项“实习、实训经历对提高我的专业实践能力帮助很大”的得

分赋值
13997

就业信息获取 3.96 0.88 定序
由题项“实习、实训经历让我获得更多的内部就业信息”的得分

赋值
13991

专业知识理解 4.10 0.80 定序 由题项“实习、实训经历加深了我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的得分赋值 13985

职业目标明确 4.09 0.80 定序 由题项“实习、实训经历让我对职业目标更清晰了”的得分赋值 13999

控制变量

性别 0.67 0.47 定类 男性为1,女性为0 22967

入学方式 0.08 0.27 定类 推免为1,其余为0 22944

专业类别 0.07 0.26 定类 计算机类为1,其余为0 22878

生源地 0.19 0.39 定类 西部为1,东部和中部为0 19501

父亲学历 2.51 1.00 定序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本专科、研究生依次取值1-5 22940

家庭收入水平 4.26 1.56 定序
年收入不足1万元、1-3万、3-5万、5-10万、10-15万、15-20
万、20-30万、30万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8

22967

院校类型 定类
将普通高校设置为对照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设置为哑变量
22967

培养条件 4.14 0.75 连续 根据“图书、文献资源”和“学校硬件设备条件”两个题项进行赋值 22967

导师支持 4.39 0.97 连续 导师线上、线下指导的频率 22967

职业偏好 0.59 0.49 定类 读研时倾向于体制内就业为1,其余为0 22967

就业去向类型 定类
将企业设置为对照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和其他设

置为哑变量
1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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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影响

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首先,从院校类型来看,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相对

普通高校而言,其工程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落实以及

就业年薪更高,但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就业满意度

则不如普通高校。相对去企业就业而言,高校等其

他就业类型的工程硕士就业年薪显著偏低。在控制

了个体特征、家庭背景、院校类型、导师支持、求职偏

好等相关因素之后,工程硕士通过获得实习实践经

历,能够显著促进自身就业的落实(β=0.328,p<
0.01),同时还能够提高就业满意度(β=0.188,p<
0.01),但相对来看,实习实践经历对于工程硕士的

就业年薪没有明显影响(β=0.008,p>0.1)。此

外,参加学校实践基地的实习,对工程硕士的就业质

量的作用存在差异,其对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有显著

的正向作用(β=0.224,p<0.01),对就业落实没有

明显影响(β=0.007,p>0.1),但却对其就业年薪

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β=-0.116,p<0.01),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实践基地的建设质量有待

提升。
表3 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回归分析

就业落实(模型1) 就业年薪(模型2) 就业满意度(模型3)

实习实践经历 0.328***(0.049) 0.008(0.034) 0.188***(0.035)

实践基地实习 0.007(0.049) -0.116***(0.033) 0.224***(0.036)

性别 0.776***(0.045) 0.690***(0.034) 0.125***(0.035)

入学方式 0.561***(0.104) 0.478***(0.057) 0.130**(0.059)

专业类别 0.287***(0.093) 1.315***(0.057) 0.172***(0.058)

生源地 0.127***(0.057) -0.257***(0.039) -0.056(0.040)

父亲学历 -0.197***(0.024) -0.082***(0.016) 0.137***(0.018)

家庭收入水平 0.159***(0.016) 0.245***(0.011) 0.082***(0.011)

院校类型(普通高校为对照组)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0.062***(0.012) 0.311***(0.008) -0.003(0.720)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0.269***(0.053) 0.466***(0.038) -0.080**(0.040)

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 0.598***(0.165) 2.094***(0.099) 0.068(0.101)

培养条件 0.343***(0.030) 0.104***(0.022) 0.803***(0.024)

导师支持 0.101***(0.022) -0.022(0.016) 0.141***(0.017)

职业偏好 -0.432***(0.048) -0.527***(0.033) -0.217***(0.032)

就业类型(企业为对照组)

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 / -1.408***(0.068) /

政府机关 / -0.494***(0.060) /

其他 / -0.449***(0.046) /

常量 -0.763*** / /

PseudoR2 0.064 0.105 0.058

N 19203 14997 14997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实习时长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影响

在初步分析实习实践经历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

影响之后,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实习过程特征(实习时

长和实习来源)的影响(见表4)。在控制了其他影

响因素之后,工程硕士参与实习的时间越长,越能通

过深度参与校内外实习实践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
从而 收 获 一 份 就 业 年 薪 相 对 较 高 的 工 作(β=

0.012,p<0.01),这与王振源和孙珊珊(2013)的关

于实习时间对实际薪资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

论相吻合[34];同时,实习时长也有助于提升就业的

满意度(β=0.011,p<0.01)。另外,工程硕士的实

习来源主要包括“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学校或院

系安排”和“自己寻找或亲友推荐”三个方面,当以

“自己寻找或亲友推荐”为参照组,学校或院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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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业落实有一定的负向作用(β=-0.159,p<
0.1);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对就业年薪产生显著的

负向作用(β=-0.486,p<0.01),学校或院系安排

亦是如此(β=-0.458,p<0.01)。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多数高质量的实习来源于学生自己寻找,

而导师、院校提供的实习实践机会并不充分、质量并

不高。基于此,院校、老师也需要为学生广泛提供优

质的实习实训资源,例如搭建校企合作实践平台,在
提升学生将专业知识、技能运用于实践中的能力的

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整体就业质量。
表4 实习过程特征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回归分析

就业落实(模型4) 就业年薪(模型5) 就业满意度(模型6)

实习时长 -0.003(0.006) 0.012***(0.004) 0.011***(0.035)

实习来源(自己寻找或亲友推荐为对照组)

导师或其他老师推荐 -0.109(0.073) -0.486***(0.045) -0.050(0.046)

学校或院系安排 -0.159*(0.094) -0.458***(0.061) -0.055(0.064)

性别 0.981***(0.061) 0.707***(0.043) 0.146***(0.044)

入学方式 0.2713***(0.149) 0.505***(0.070) 0.126*(0.073)

专业类别 0.157(0.130) 1.336***(0.077) 0.086(0.077)

生源地 0.097(0.075) -0.276***(0.048) -0.044(0.050)

父亲学历 -0.194***(0.033) -0.116***(0.021) 0.118***(0.022)

家庭收入水平 0.138***(0.022) 0.242***(0.014) 0.076***(0.014)

院校类型(普通高校为对照组)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0.082***(0.016) 0.307***(0.011) -0.005(0.010)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0.222***(0.070) 0.481***(0.048) -0.071(0.049)

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 0.229(0.235) 2.207***(0.148) 0.169(0.149)

培养条件 -0.432***(0.048) 0.067**(0.028) 0.858***(0.031)

导师支持 0.104***(0.031) -0.030(0.021) 0.183***(0.022)

职业偏好 -0.492***(0.067) -0.509***(0.041) -0.233***(0.041)

就业类型(企业为对照组)

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 / -1.398***(0.082) /

政府机关 / -0.452***(0.078) /

其他 / -0.484***(0.057) /

常量 -0.416*(0.233) / /

PseudoR2 0.074 0.112 0.056

N 11868 9582 9582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标准差。

  为了进一步探讨实习时长的最佳区间,本研究

建立门槛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了实习时长对就业质量

影响的门槛效应。从检验结果来看,实习时长对就

业落实的单一门槛检验结果显著(F=6.389,P=
0.013);实习时长对就业年薪的单一门槛检验(F=
31.229,P=0.000)、双重门槛检验(F=4.695,P=
0.037)、三重门槛检验(F=5.005,P=0.013)均显

著,但经分析需剔除第三个门槛值(第三门槛值小于

第一门槛值);实习时长对就业满意度的单一门槛检

验(F=7.130,P=0.007)同样显著。门槛效应分

析结果如表5所示。实习时长影响就业落实的门槛

值为3个月,当实习时长少于3个月时,就业落实率

随着实习时长的增加而提升,当超过3个月时,其影

响将不显著。实习时长影响就业年薪的两个门槛值

分别为6个月和10个月,当实习时长分别在0-6
个月、6-10个月、10个月以上时,实习时长对就业

年薪的正向影响均十分显著,但影响的程度在逐步

减小。实习时长影响就业满意度的单一门槛值为

18个月,当实习时长处于0-18个月,其对工程硕

士就业满意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超过

18个月则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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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实习时长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门槛效应分析

变量
就业落实 就业年薪 就业满意度

0-3月 3月以上 0-6月 6-10月 10月以上 0-18月 18月以上

实习时长
0.0126** 0.0005 0.0774*** 0.0254*** 0.0157*** 0.0073*** 0.0010

(2.47) (0.79) (6.16) (4.22) (5.61) (3.29) (0.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0.602*** 2.562*** 2.142***

(25.56) (27.26) (33.97)

R2 0.052 0.301 0.103

F 40.96 205.70 68.60

N 11868 9582 9582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三)实习成效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影响

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之后,反映“实习、
实训经历让我获得更多的内部就业信息”的变量“就
业信息获取”,以及表征“实习、实训经历让我对职业

目标更清晰了”的变量“职业目标明确”对工程硕士

就业质量的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度量

“实习、实训经历对提高我的专业实践能力帮助很

大”的变量“专业实践能力”则对就业满意度的提升

有较明显的作用。代表“实习、实训岗位性质与所学

专业密切相关”的变量“岗学匹配程度”,以及衡量

“实习、实训经历加深了我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的变

量“专业知识理解”对就业落实、就业年薪以及就业

满意度的作用互不一致,且存在一定的负向作用(如
表6所示)。

表6 实习成效对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回归分析

就业落实(模型7) 就业年薪(模型8) 就业满意度(模型9)

实习成效

岗学匹配程度 0.077(0.053) -0.266***(0.034) 0.144***(0.036)

专业实践能力 -0.107(0.074) 0.015(0.047) 0.099**(0.050)

就业信息获取 0.124**(0.055) 0.101***(0.037) 0.123***(0.039)

专业知识理解 -0.157*(0.080) 0.069(0.050) -0.047(0.054)

职业目标明确 0.345***(0.065) 0.201***(0.045) 0.561***(0.047)

性别 0.963***(0.061) 0.659***(0.043) 0.117***(0.044)

入学方式 0.731***(0.150) 0.556***(0.070) 0.130*(0.072)

专业类别 0.156(0.131) 1.400***(0.077) 0.040(0.078)

生源地 0.101(0.075) -0.263***(0.049) -0.058(0.051)

父亲学历 -0.197***(0.033) -0.109***(0.021) 0.104***(0.022)

家庭收入水平 0.137***(0.022) 0.250***(0.014) 0.066***(0.015)

院校类型(普通高校为对照组)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0.088***(0.016) 0.316***(0.011) 0.010(0.011)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0.241***(0.070) 0.510***(0.048) -0.033(0.050)

中科院和社科院大学 0.185(0.235) 2.270***(0.149) 0.051(0.150)

培养条件 0.244***(0.045) -0.006(0.031) 0.52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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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就业落实(模型7) 就业年薪(模型8) 就业满意度(模型9)

导师支持 0.086***(0.031) -0.070***(0.021) 0.141***(0.022)

职业偏好 -0.489***(0.066) -0.533***(0.041) -0.211***(0.041)

就业类型(企业为对照组)

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 / -1.395***(0.082) /

政府机关 / -0.477***(0.078) /

其他 / -0.492***(0.057) /

常量 -1.039***(0.246) / /

PseudoR2 0.082 0.112 0.091

N 11827 9550 9550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全国层面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发现,工程硕士的实习经历与其就业质量之

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一,实习经历对

工程硕士的就业落实和就业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参与学校实践基地的实践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就业满意度,但不利于其提升就业起薪。其二,实
习时长对就业起薪和就业满意度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且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此外,实习来源于自己

寻找或亲友推荐相对其他渠道更有助于工程硕士就

业质量的提升。其三,从工程硕士的实习结果来看,
若实习实践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内部就业信息”
或者“对职业目标更清晰”,那么其就业质量的三个

维度均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

还将针对性地作进一步讨论:
第一,工程硕士的实习实践时间应得到充分保

障。从本研究观测的实习时长来看,工程硕士就业

落实的实习时长门槛为3个月,就业年薪的门槛为

6个月和10个月,就业满意度的门槛为18个月。
总的来说,至少达到10个月的实习时长,才能基本

保障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整体提升,而达到18个月

是最理想的状态。从调查的工程硕士实习时长来

看,大多数实习实践以短期(1-6个月)为主,占比

达到72.42%,而实习时长达到18个月 的 仅 有

3.75%。对于这大部分仅有短期实习的工程硕士而

言,通过增加实习时长提升就业质量仍存在较大空

间。因此,对于工程硕士个人来讲,应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做出适当的时间投入调整,尽可能积极主动寻

求更多的实践经历。而对于院校和导师来说,应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实训空间,保障学生至

少6个月的实习实践时间。
第二,工程硕士实习实践的项目质量有待提升。

结合工程硕士实习来源来看,老师推荐(53.4%)是
最主要的途径,其次分别是自己寻找(31%)和院校

安排(15.4%)。研究数据表明,来源于工程硕士生

自己寻找的实习经历对就业质量的增值效应最高,
而院校、导师提供的实习实践机会则相形见绌。究

其原因,部分院校和导师以研究生参与企业委托的

横向课题代替研究生的工程实践,使得研究生没有

得到真正的工程实践锻炼[35],因此,应当鼓励院校

层面提升实习实践的渠道质量,积极与企业共建联

合培养的实习标准,建立以工程能力培养为校内外

联合指导制度,强化对校内外导师的监督管理,构建

起工程硕士全过程的指导机制[7]。除此之外,在学

生实习实践过程中,还应设立科学合理的能够发挥

正向激励反馈机制的考核标准和流程,进而持续提

升工程硕士生实习实践环节的培养质量。
第三,工程硕士的校内实践基地建设质量应得

到关注。近年来,国内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取得显

著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校内实践基地建设仍处于

初期探索阶段。调查数据显示,有实践基地的学校

占比71.1%,而参加校内实践基地实习的工程硕士

仅有50%左右。从实证结果数据来看,校外实习经

历对于工程硕士就业质量的总体提升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但校内实践基地的参与仅对学生的就业满

意度有正向作用,甚至对其就业起薪有一定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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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对工程

硕士的就业目标的实现的作用效能并不高。从根本

上说,工程硕士参与实习的项目一般来源于工程生

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的研究课题,着重于

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满足产业需求。因此,校内实践

基地建设应当从满足“学生需求”出发,以提升工程

硕士的专业实践能力为导向,以解决企业的实践项

目问题为核心,打造校企真实工程场景、全方位交互

式的实践实训基地。
第四,工程硕士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应

进一步加强。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推动劳动力

市场急速变化,大学生的自主择业权不断加大,但由

于高校的就业指导未能与时俱进,许多大学生的就

业质量并不理想[36]。就工程硕士而言,其培养模式

更加注重实践性,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实践中

加强自我认知、明确职业目标,从而对其就业质量产

生不可忽视的正向效应。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变
量“就业信息获取”和“职业目标明确”均显著提升工

程硕士的就业落实、就业年薪以及就业满意度,而度

量这二者的问卷题项分别为“实习、实训经历让我获

得更多的内部就业信息”和“实习、实训经历让我对

职业目标更清晰”。这说明,有效的就业信息及就业

指导对提升工程硕士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效能。基

于此,我国高校的各项职业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工

作不能到临近毕业才开展,而应该贯穿于工程硕士

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37]。
总之,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使其成为应用型、

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满足现代

产业的实际需求。工程硕士通过实习实践不仅能够

提升自身专业实践能力,还有助于其加强对企业实

际需求的认知,明确自身职业发展目标。对研究关

注工程硕士实习经历与就业质量,以及高校和社会

衡量学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具备一定的参考

价值。未来如何更好地推进工程硕士的实习实践培

养,实现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共赢仍需要多方力量

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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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ValueAddedofInternshiptotheEmploymentQualityofEngineeringMasters

WEILinaa,b,SHENWenqinb,CHENHongjieb

(a.NationalCenterforHealthProfessionsEducationDevelopment;b.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Taking22,967full-timeengineeringmasterstudentswhoparticipatedintheFeedbackSurveyontheQualityof
PostgraduateEducation2021astheresearchobjects,thispaperempiricallyexaminedtheimpactofinternshiponthe
employmentqualityofengineeringmasterstudents.Theresultsshowthattheinternshipoffull-timeengineeringpostgraduate
studentshasasignificantlypositiveeffectontheiremploymentandemploymentsatisfaction,buthasnosignificanteffecton
theirstartingsalaryinemployment.Thedurationofinternshiphasasignificantlypositiveeffectontheimprovementof
employmentquality,andthereisevena"threshold"effect.Theemploymentinformationacquiredandthecareergoal
determinedininternshiphavesignificantlypositiveeffectontheemploymentqualityofengineeringmasters.Accordingtothe
researchconclusionabove,thispaperputsforwardsuggestionsinfouraspects:ensuringsufficientinternshipduration,

improvinginternshipquality,enhancingtheeffectivenessofon-campuspracticebases,andstrengtheningcareerplanningand
employmentguidance,soastoimprovetheemploymentqualityofengineeringmasters.
Keywords:masterofengineering;internship;employment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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