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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期望及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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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成教部，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对大学生的就业目标、就业行业期望、就业薪酬期望、就业城市期望等进行调查分析，表明期望不同生源

地学生就业职位类型期望的状况不同，具体有技术型、安全型、创造型、独立自主型、管理型等；城市大学生与

农村大学生对于职位类型的期望存在一定差别，尤其在创造型和安全型两种职位的选择上。制约就业的重要因素

有英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工作经验、综合素质、学业成绩等，城市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更看重学业成绩，而农

村大学生则比城市大学生更看重计算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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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是指对人或事的前途有所希望和期待[1]。而

就业期望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结合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对自己将

要从事工作的工资、福利、职业声望、工作环境、发

展前景等工作特征预先设定的最低期望目标，反映的

是就业对自己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2]。 
前几年开始，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措施，想方设

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但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等

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据教育

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 2007年到 2009年大学
生就业率一年比一年低，这一事实表明大学生就业越

来越困难，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越来越关注的热点[4]。

那么，我国的大学生拥有量是不是真的过剩了? 是不
是真的到了大学生没有用武之地? 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部门的报告认为，无论从数

据统计还是从实际状况来看，大学毕业生还是比较少，

高层次人才更是稀缺。以大学生入学率为例，我国大

学生毛入学率仅 15%左右，而美国为 82%、日本、英
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均在 50%以上，韩国、印度、菲
律宾也在 30%左右[4]。如果就大学现有量与发达国家

比较，我国目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总人口数

的 5%，大学在校生的人数还远远达不到国家战略发
展的需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一方面就业困

难而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这一矛

盾呢? 针对这个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探
索，认为引起大学生毕业原因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和

选择性失业。并认为要解决结构性失业，需要高校调

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尽量贴近社会需求培养大学

生；要解决选择性失业，则要求大学毕业生根据社会

需求与自身实际情况调整就业期望值。 
目前，学术界对于结构性失业研究不少，并且范

围仅限于对高等院校的就业率高低的比对、地区用人

特点与开设专业适合度、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而对

选择性失业方面的研究很少，研究领域局限于大学生

就业的状态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因此，本文就如何开

展对高等学生就业期望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非常具

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完善大学生健康心理教育体

系的建设，并且将为更加客观、科学、合理、有效的

开展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提供理论依据。 
 

一、研究的背景 
 

(一)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大学生择业期望状况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研究在校大学生收入预期，而收入预期会受到性别、

家庭背景、学校、专业、年级、成绩、求职信息来源

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并完善了

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预期和投资回报的既有认识[5]。 
(二)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就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

的，八十年代择业标准中“经济收入”这一因素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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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主要因素，那时大学生的择业标准几乎都是为了

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因素[6]。“学习条件好”和“社

会地位”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 把“经济收入高”被
排在了第四位，而这反映了当时大学生更看重知识的

渴求和职业的声望，而不把经济收入作为择业的主要

动力因素。九十年代，大学生在择业时的价值标准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收入逐渐成为他们考虑的最重

要的因素。而进入 21世纪，大学生的就业观凸显了“物
质利益”与“自我发展”并重的特点，他们择业的主

要参数是: 经济收入、个人发展、社会地位、工作环
境、工作单位性质、工作前景及稳定性等。总之，国

外大学生就业期望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预期收入方 
面[7]，而且研究结果表明其预期收入期望偏高，这可

能与西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有关[8]。而中国相关

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关注重点有一个明

显的变化过程，从一开始的凸现自我发展，到后来的

关注物质利益，再到后来的物质利益与自我发展并重。

这可能是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

有关，由此可见社会文化背景及社会制度对大学生就

业期望的影响。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主要

存在以下不足。 

(1) 对就业期望的内容仅仅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
做分析研究，这是不够的。要较好地研究一个人的就

业期望,还应该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或一个过程)来进行
分析研究,通过对就业期望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的考
察,才能更好地去了解就业期望的内容。 

(2) 当前国内对大学生就业期望和职业取向的研
究大多是定性的、描述性的和高度政策导向的,这些研
究没有对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期望产生的机理和决定

因素进行系统研究。 
 

二、研究的意义 
 

(一)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 
随着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转手、AIG依靠政府

救援艰难维持，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纷纷

倒下，全球经济持续动荡，金融危机正在肆虐全球，

致使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受金融

危机的影响，应届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二) 理论意义 
研究高等院校学生的就业期望及其影响因素，可

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期望的结构理论，

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悉了影响高等院校学生就业

心理定位的因素及造成其心理定位偏差的关键性因

素。 
(三) 现实意义 
本研究不仅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毕业生在金融危机

下形成科学合理的就业期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顺利实现就业，促进大学生的成才和全面发展，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国家和地方教育政策、教

育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性的理论依据。 
 

三、调查与分析 
 

(一) 调查的目的、调查的对象和调查方法 
1. 调查的目的和调查对象 
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形下，研究那些

因素会对就业期望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本文采

用方便随机取样的调查方法，随机抽取了湖南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大学四所高

等学院，抽取的高等学院中既有省部级重点院校，又

有一般大专院校，涉及到的专业有理工类和文科类，

反映不同层次、级别和专业的大学生那些因素会对大

学生就业期望产生影响，构成了正式的调查样本。在

四所高等学院中，调查对象的人数是 500人，发放调
查问卷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 419份，回收率为 83.8%。
样本的基本构成如表 1所示。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年级 性别 生源地

学校 低 
年级 

高

年级

男 
生 

女 
生 

城 
市 

农

村

合

计

湖南 
大学 

79 14 35 58 38 55 93

长沙理

工大学
81 30 28 83 27 84 111

中南林

业科技

大学 
17 71 0 88 18 70 88

长沙 
大学 

100 27 81 46 34 93 126

合计 277 142 144 275 117 302 419

 
2. 调查方法与程序 
(1) 进行集体施测，委托辅导员老师协助施测，

并事先将问卷施测注意事项告知辅导员老师。 
(2) 以班级为单位，在上课或自习课时间对学生

进行团体施测，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施测时间为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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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3) 对收回的问卷进行回答完整性与真实性的检

查，漏答项目超过条的问卷予以剔除，作答有明显反

应倾向如答案以某种规律出现的问卷予以剔除。 
3. 统计处理方式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数据资料采用 SPSS13.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 
(二) 调查结果及分析 
通过实际调查，大学生就业期望分别从如下几个

方面得出结论。 
1. 就业目标期望 
表 2显示，选择“先就业再择业”一项是最多的，

占到了 73.5%，而且男生与女生的选择几乎是完全一
致的。这表明，大学生对在就业目标的选择上，是比

较合乎理性，客观实际的。此外，将近 5%的大学生
选择“直接创业”，这也显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气与魄

力。与此同时，选择“一次性就业”的选择也不在少

数。这表明，大学生在就业目标上，依然存在一些问

题，依然受到“铁饭碗”观念的影响。就不同性别而

言，男生创业的欲望要明显高于女生。 
 

表 2 不同性别就业目标期望状况 

性别 选择次序 
就业目标 男 

生 
女 
生 

总 
体 

低 
年级 

高

年级

总

体

N 15 50 65 一次性 
就业 % 10.4% 18.2% 15.5% 

2 2 2 

N 101 207 308 先就业 
再择业 % 70.1% 75.3% 73.5% 

1 1 1 

N 14 11 25 可就业 
可不 
就业 % 9.7% 4.0% 6.0% 

3 3 3 

N 14 6 20 直接 
创业 % 9.7% 2.2% 4.8% 

3 4 4 

N 0 1 1 不想 
就业 % 0% 0.4% 0.2% 

4 5 5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至少七成以上被调查对象的

就业目标期望是合理的。不过还有近三成的学生缺乏

足够理性的认识。 
2. 就业行业期望 
在就业行业期望上，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存在一

些差异。低年级最期望的行业是金融业，而高年级最

看重的是行政管理行业，而低年级的这一选项只是排

在第三位。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级别的大学生心

理状态存在差异。首先，低年级大学生比高年级大学

生表现出更高的激情与热情。而金融行业本身是一个

极具挑战性的行业，需要人员不断地向前。其次，随

着年纪的增长，高年级大学生拥有更多精湛的专业知

识，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往往希

望自己能成为一种更为稳定的角色，即管理者。 
 

表 3 就业行业期望状况 

年级 选择次序 

行业期望 低 
年级

高 
年级 

总 
体 

低 
年

级 

高

年级

总

体

N 83 32 115 
金融业

% 30.0% 22.5% 27.4% 
1 2 1

N 50 30 80 科教文

卫业 % 18.1% 21.1% 19.1% 
2 3 3

N 42 15 57 高新技

术产业 % 15.2% 10.6% 13.6% 
4 4 4

N 7 2 9 传统制

造业 % 2.5% 1.4% 2.1% 
7 6 7

N 27 12 39 个体贸

易销

售业 % 9.7% 8.5% 9.3% 
5 5 5

N 22 15 37 服务

行业 % 7.9% 10.6% 8.8% 
6 4 6

N 46 36 82 行政管

理行业 % 16.6% 25.4% 19.6% 
3 1 2

 
从整体上看，金融业、行政管理等行业备受他们

青睐，而传统制造业、服务行业却遭受冷落。这是受

到 “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9]。 
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大学生在选择就业

行业时特别倾向那些能给自己带来较好经济效益或社

会名利地位的行业，对其他行业则显得不屑一顾[10]。

由此可见，行业歧视在高等院校学生的就业期望中依

然存在的。在对高等院校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时，一定

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行业观。 
3. 就业薪酬期望 
从表 4薪酬期望来看，目前高职院校大部分的期

望在 1 000～2 000元之间。结合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薪酬状况来看，这样的期望是比较客观的。高、低

年级大学生对薪酬的期望都是比较现实的，即并没有

对高工资抱有很大期望，而是基于目前的就业情况，

以及自身情况而选择的。具体从二者在选项上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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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之下，低年级大学生对于

自身的高工资的期待要高于高年级大学生。这与他们

的经历有关，低年级大学生距离毕业、就业有更长的

时间，他们对于就业情况的关注度俨然没有高年级学

生高，同时，他们对于离自己相对“遥远”的就业形

势，依然抱有乐观的期待。 
 

表 4 不同年级月薪期望状况 

年级 选择次序 
月薪(元) 低 

年级 
高 
年级 

总 
体 

低 
年级 

高
年级

总
体

N 18 6 24 1 000 
以下 % 6.5% 4.2% 5.7% 

4 3 4 

N 127 86 213 1 001～ 
1 500 % 45.8% 60.6% 50.8% 

1 1 1 

N 90 41 131 1 501～ 
2 000 % 32.5% 28.9% 31.3% 

2 2 2 

N 29 5 34 2 001～ 
2 500 % 10.5% 3.5% 8.1% 

3 4 3 

N 13 4 17 2 501 
以上 % 4.7% 2.8% 4.1% 

5 5 5 

 
4. 就业城市期望 
在就业城市的选择上，低年级大学生与高年级大

学生的选择是完全一致的。这不仅表现在几个选项的

排序上，同时，在各个选项的比例上，低年级与高年

级大学生之间也是比较一致的。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期望就业城市依比重大小依

次是：沿海开放城市 、中部城市、西部欠发达城市、
直辖市、小城镇。 

5. 就业职位类型期望 
大学生在就业职位类型期望上，从高到低依次为：

管理型、独立自主型、创造型、安全型和技术型。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对于未来的期许和向往，以及

其中的壮志豪情。然而，对管理型职位如此之高的期

望，在短期看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独立自主型

职位的期望，我们可以看作是大学生追求自由空间的

表现。而在对创造型职位所呈现的结果，又让我们看

到，大学生缺乏挖掘自己潜力的意识，甚至我们可以

说，是对于自己潜力的一种不自信。对技术型职位的

期望是最低的，可能与被试的构成有关。就不同性别

而言，男生将安全型工作排在最后一位，而女性排在

第三位，从这可以看出男生更具冒险精神。 

表 5 不同年级就业城市期望状况 

年级 选择次序 
就业城市 低 

年级

高 
年级

总 
体 

低 
年级 

高

年级

总 
体 

N 11 7 18 
直辖市

% 4.0% 4.9% 4.3% 
4 4 4 

N 154 75 229 沿海开

放城市 % 55.6% 52.8% 54.7% 
1 1 1 

N 88 45 133 中部

城市 % 31.8% 31.7% 31.7% 
2 2 2 

N 13 11 24 西部欠

发达

城市 % 4.7% 7.7% 5.7% 
3 3 3 

N 11 4 15 
小城镇

% 4.0% 2.8% 3.6% 
4 5 5 

 
表 6 不同性别就业职位类型期望状况 

性别 选择次序 
职位类型 男 

生 
女 
生 

总 
体 

男 
生 

女

生

总

体

N 27 17 44 
技术型

% 18.8% 6.2% 10.5% 
4 5 5

N 11 50 61 
安全型

% 7.6% 18.2% 14.6% 
5 3 4

N 33 41 74 
创造型

% 22.9% 14.9% 17.7% 
2 4 3

N 32 66 98 独立自

主型 % 22.2% 24.0% 23.4% 
3 2 2

N 41 101 142 
管理型

% 28.5% 36.7% 33.9% 
1 1 1

 
6. 就业职位是否专业对口期望 
从调查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对于将来的工作是

否与自己专业对口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在乎。一来可能

是因为很多大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的感兴趣程度并不

如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那样；二来是因为从目前的就

业情况来看，能找到真正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同学并不

是很多，所以影响到了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对于找到

与专业对口的工作的期望。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

这是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相比之下，女生比男生更

期望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这可能与大学女生的实践

能力、适应能力较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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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性别就业职位是否专业对口期望状况 

性别 选择次序 不考虑专业 

不对口的工作 男生 女生 总体 男生 女生 总体

N 11 13 24 完全符 

合自己 % 7.6% 4.7% 5.7% 
5 5 5

N 28 30 58 比较符 

合自己 % 19.4% 10.9% 13.8% 
3 4 4

N 43 77 120 
无所谓 

% 29.9% 28.0% 28.6% 
1 2 2

N 38 90 128 比较不 

符合自己 % 26.4% 32.7% 30.5% 
2 1 1

N 24 65 89 完全不 

符合自己 % 16.7% 23.6% 21.2% 
4 3 3

 

四、建议 
 
基于调查结果，我们建议在指导学生就业方面可

采取如下措施：在就业目标期望上，要积极巩固大学

生“先就业再择业”的理性选择；在就业行业期望上，
要积极纠正大学生的行业歧视倾向；在就业单位期望

上，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去发展；在

就业职位期望上，要积极倡导大学生向技术型职位迈

进；在就业其他影响因素上，要积极培育大学生结合

自身与市场实际灵活选择就业机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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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edrock of people’s livelihood, employment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and basic 
approach for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life. It’s alway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society's development. Employment has 
not only bearings on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job applicants and every family but also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is paper researches from the reality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their 
employment expectation and effecting factor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precipi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successful graduates employment, offers the new idea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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