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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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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发现专业、性别、家庭经济、城乡差异、产业结构等人口环境因素对高校毕业生的择业焦虑有一定影响，专业不匹配、

性别差异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因素是造成毕业生择业焦虑的重要原因。积极人际信任、择业自我效能感、积极心理资本、主动性人格、

核心自我评价和积极应对方式等积极心理变量对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也有显著影响，这些积极心理变量水平越高，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

水平越低。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

一、引言

2023 年高校毕业生有 1158 万人次，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82 万人，

创下了历史新高。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持续增加，市场人才供

需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毕业生择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其择业焦

虑。适度的择业焦虑能够激发高校毕业生的择业动机，促进他们

采取积极的行动，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路径，进

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就业准备和规划。过度的择业焦虑却能导致

恐惧、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产生，甚至演变成焦虑症或抑郁症，

对毕业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及时有效地缓解和管

理择业焦虑对于毕业生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积极心理变量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学生的择业焦虑。例如有较高水平的心理资

本可能会使大学生更具有应对挑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减少他们

对未来就业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积极择业自我效能感、

心理资本等积极心理变量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被认为对大

学生择业焦虑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大学生择业焦虑与积极心理

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积极心理变量可以作为一种重

要的、内在的积极心理动力，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应对挑战

和压力，从而降低择业焦虑。

现有关于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从人口

环境计变量、积极心理变量视角探究。因此本文从人口环境变量、

积极心理变量入手，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它们与择业焦虑的相关

研究成果，为完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健康支持和就业指导提

供参考。

二、人口环境变量与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相关研究

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匹配可能性有显著差异；近三

成大学毕业生的专业与工作不匹配；专业与工作匹配还受到性别、

学校特征以及实习经历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专业与工作不匹配会

给毕业生带来工资效应。女生的择业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择业焦虑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客观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择业焦虑。针对女性在就业时，容

易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女性就业的落实率低、起薪水平低、

工作满意度低；四分之三的女性在第三产业就业，而接近一半的

男性在第二产业就业；女性进入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机会明显

少于男性。家庭经济、社会资本、学校背景、城乡差异、不同地

区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均对毕业生的求职结果、起薪和就业满意度

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学者也研究发现类似的情况，性别、实习

经历、家庭经济状况与择业焦虑总分相关，择业焦虑总分在不同

生源地、学生干部经历、不同专业、学习成绩上没有统计学差异，

女生、没有实习经历、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的择业焦虑总分

明显较高。

通过梳理人口环境变量与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相关研究发

现，相关研究认为专业、性别、家庭经济、城乡差异与择业焦虑

显著相关，降低关注人口环境对毕业生择业情绪的影响有利于提

高就业质量。

三、积极心理变量与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相关研究

（一）积极人际信任对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

大学生在校期间的适应性程度与择业焦虑水平呈现显著负相

关，人际适应性性在择业焦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负向预测

作用。人际关系的良好适应能力能够有助于减轻择业过程中的压

力，从而降低择业焦虑水平。王运敏等人的研究强调了人际信任

对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积极的人际信任与择业焦虑呈负

相关，表明对人际关系的信任感越强，个体的情绪越稳定。稳定

的情绪状态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择业压力，从而降低择业焦虑水平。

积极的人际信任被证明能够降低择业焦虑，为大学生在择业过程

中提供心理支持和稳定情绪。

（二）择业自我效能感对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

择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择业过程中对自己完成各项择业

任务所需能力自身能力的评估和信心水平。择业自我效能感与高

校毕业生择业焦虑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和

择业焦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择业效能和择业焦虑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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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女生。择业自我效能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预测因素，个

体越相信自己具备完成各项择业任务的能力在择业过程中感受到

的焦虑就越少。这种信心的来源可能包括对自身技能、知识和适

应能力的认知，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乐观预期。

（三）积极心理资本对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

积极心理资本与高校应届毕业生择业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心理资本总体及其韧性和希望两个因子与就业压力和择业焦

虑呈现显著的负相关，韧性在就业压力和择业焦虑之间发挥着部

分中介作用。另文科专业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

测择业焦虑，还能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择业焦虑。

心理资本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其直接减少择业焦虑上，还通过

激发个体的成就动机间接地降低择业焦虑。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资

本，特别是韧性、希望等因子，对于缓解其择业焦虑具有重要意义。

（四）主动性人格对毕业生择业焦虑之间的影响

王爱国等人研究发现，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倾向于负向预测择

业焦虑。那些具有更积极主动特质的大学生，可能更能够有效地

应对择业过程中的挑战和压力。相对而言，他们的择业焦虑水平

可能会较低。择业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择业焦虑之

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大学生择业时对自己能力的信心程度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其择业焦虑水平。拥有积极主动的人格特质能够帮

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择业过程中的变化与压力，为他们顺利进入

职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核心自我评价对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

核心自我评价与择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和消极完美主

义也对择业焦虑产生直接影响，前者呈负向预测，后者呈正向预测，

而核心自我评价在这些预测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大学生接受

到的职业相关父母支持水平与其核心自我评价密切相关。核心自

我评价和生涯适应力构成了一个链式中介过程，在职业相关父母

支持和择业焦虑之间发挥作用。接受到更多的职业相关父母支持

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拥有更强的生涯适应力，

择业焦虑更低。

（六）积极应对方式对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

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与高校毕业生择业焦

虑呈负相关。积极应对与择业焦虑各维度呈负相关，消极应对与

择业焦虑各维度呈正相关。高校毕业生若能在择业问题面前积极

应对，展现出自信、明确的择业目标，并降低对他人的依赖，将

有效缓解择业焦虑感。外控性低的大学生更可能对自我有正确评

估，拥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并以积极态度为就业做准备，有助于

提高择业的针对性和准确率，表现出较少的择业焦虑。

四、结论

本研究基于人口环境变量和积极心理变量，探究这两类变量

对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的影响。首先，从人口环境变量的角度来

看，本文研究发现专业、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城乡差异、产业

结构等人口环境因素对高校毕业生的择业焦虑有一定的影响；其

次，积极人际信任、择业自我效能感、积极心理资本、主动性人格、

核心自我评价、积极应对方式等积极心理变量能负向预测高校毕

业生择业焦虑，表明了积极的心理素质在择业过程中的重要性。

解决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家庭的共

同努力。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和资源投入，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和支持。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更加注重人才培养与

岗位需求的匹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培训机会。学校加

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心理辅导，培养学生的积极心态和自我认

知能力，以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择业挑战。家庭应该给予毕业生

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帮助他们顺利渡过择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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