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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大学生对于就业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大

学生的就业价值观。本文试图通过对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寻找影响大

学生价值观的真正原因，并尝试提出一定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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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个人对于就业以及职业的看法，是
指人们在职业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对
不同职业的态度。就业价值观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为，他对一
个人就业目标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就业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个人对于职业的选择，哪个岗位适合自己？从事工作的目
标是什么？这些都是就业价值股所关注的问题①。大学生就业价
值观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为了能更深入
的对学生此方面价值观的探讨，特设计了以下变量对这一问题进
行测量： 

表 1  就业价值观相关问题 
问题 1 我认为薪酬福利应该作为择业的第一标准 
问题 2 我认为国家企事业单位是 好的择业方向 
问题 3 父母有能力为自己安排工作的话，我会乐意接受 
问题 4 择业时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要考虑 
问题 5 毕业后不愿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工作 

采取 5 点计分方式，答案均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一
定、同意、非常同意”，分值依次为 1 分-5 分。 

表 2  学生就业价值观调查统计结果 
 问题 1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均值 3.15 3.09 3.12 3.37 3.16 
标准差 0.92 0.95 0.92 1.10 1.06 

 
 
 
 
 
 
 
 
 
 
 
 
 

图 3  高职生对薪酬的看法 
问题 1 在人生价值观中较之其他问题的均值及标准差适中，

针对问题 1 进行结果分析显示，非常同意认为“薪酬福利应该作
为择业的第一标准”的占 10%，同意的学生占 19%，不一定的
占 52%，不同意的占 16%，非常不同意的占 3%，以上数据足以
说明有 19%的学生十分看重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薪酬福利，52%的
学生比较迷茫，充分说明学生比较务实，仅仅以个人的角度出发
来考虑问题，而没有将工作与人生价值很好的相结合，注重追求
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具体到学生就业方面的问题就是学生在择
业的过程中不去了解单位的发展前景，个人的专业特长及兴趣爱
好，以至于在招聘高峰期往往大家都人云亦云的都想进高薪企
业，选择某几家热门企业，而对其他的企业不闻不问，导致 后
应聘失败。 

问题 2 在就业价值观中较之其他问题的均值 低，标准差偏
大，针对问题 16 进行结果分析显示，非常同意“认为国家企事
业单位是 好的择业方向”的占 9%，同意的学生占 17%，不一
定的占 53%，不同意的占 16%，非常不同意的占 5%，这充分说
明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没有更

深层次的去考虑职业和自身的契合，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就业
问题也有矛盾和迷茫。样本学校是一所铁路院校，所培养的学生
与工程单位比较对口，并且之前培养的学生在工程单位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为学院打出了品牌。但是随着 2011 年-2014 年这
几年间全国各大铁路局在学院大面积招人，本院相当比例的学生
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极大地改变，从之前的不接受到现在的非铁路
局不去的局面，换句话说也就是非国企不进，非劳动合同不签，
导致学校联系的很多单位没有学生报名的情况，就业情况调查结
果显示 50%左右的学生 终都选择和自己并不对口的国企铁路
局，而不是更能发挥自身专长的工程局。 

在对问题 3 和问题 4 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就业观念上没
有强烈的个人意愿，弱化了对于理想、信念的追求。但是也没有
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被动接受的成分比较多。  

问题 5 在就业价值观中较之其他问题的均值较低，标准差偏
大，针对问题 5 进行结果分析显示，非常同意认为“毕业后不愿
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工作”的占 13%，同意的学生占 22%，不一
定的占 42%，不同意的占 16%，非常不同意的占 7%，这充分说
明只有小部分学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毕业后投身于艰苦的铁
路建设行业，为我国的铁路建设行业做出自己的贡献，部分学生
不了解未来工作的环境比较迷茫，没有强烈的个人意愿，还有一
小部分学生甚至就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工作，在校学习没有目标。
这些体现出学生对于就业比较务实，对工作环境要求比较高，吃
苦耐劳的精神和奉献精神有所减弱。反应到实际的就业过程，据
统计近几年学生的就业率比较稳定，但是违约率不断上升，究其
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对本行业事前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清醒的认
识，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艰苦的工作环境对自身思想冲击比较
大，难以适应，再加上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不甚了解，导致轻
易放弃已有的工作，成为就业困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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