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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

标，就业工作也成为高校教育管理必须面对的重要工作内容。高
校已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就业能力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如
何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成为高校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
从心理资本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能力，可以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
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参考和不同的思路，能够从不同侧面洞悉当前
大学生就业的深层问题，从而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提供
理论依据。那么何为心理资本？就业能力？心理资本即个体在成
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促进个人成长
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1]。心理资本主要包括四个维度：自信
或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国内学者王尧骏认为就业
能力是大学生个体面对就业市场竞争时所具备的获得满意职位的
竞争力以及使职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心理资本和就业能力是
大学生个人素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
就业能力存在一定的影响。比如励骅、曹杏田的研究发现大学生
心理资本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心理资本对就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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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很好的正向预测作用。国内不少研究证实了类似结论。林
萍等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就业能力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指出学校要有意识地开设关于心理资本的相关课程，进
而提高就业能力。李谦用实证分析法证明了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的
就业能力有显著影响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进
一步剖析心理资本与就业能力的相互关系，以及探讨心理资本的
改变能否对就业能力产生影响等问题。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为例，抽取全校共1488 人进行调查，

其中男生589人，女生899人；大一学生594人，大二学生406人，
大三学生351人，大四学生137人；来自城镇的大学生864人，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624人；独生子女733人，非独生子女755人；来
自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138人，来自经济状况中等的家庭1162人，
来自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188人；文科学生841人，理工科学生
647人；学生干部577人，非学生干部911人。

2.2研究材料

自我效能 韧性 希望 乐观 心理资本 就业能力

专业
文科( =841) 4.65±0.93 4.18±0.76 5.03±0.95 4.90±0.98 4.69±0.75 3.67±0.60

理工科( =647) 4.74±0.98 4.32±0.76 5.03±0.98 4.99±1.01 4.77±0.78 3.71±0.63

年级

大一( =594) 4.66±0.94 4.24±0.80 5.01±0.97 4.91±1.01 4.71±0.77 3.63±0.61

大二( =406) 4.69±0.97 4.24±0.70 4.94±0.98 4.87±1.01 4.69±0.78 3.67±0.62

大三( =351) 4.68±0.91 4.27±0.77 5.11±0.86 5.05±1.01 4.78±0.73 3.70±0.59

大四( =137) 4.83±1.06 4.19±0.80 5.06±1.06 4.98±1.01 4.77±0.81 3.92±0.55

性别
男( =589) 4.76±1.05 4.32±0.77 5.01±1.02 4.92±1.11 4.75±0.82 3.72±0.64

女( =899) 4.64±0.88 4.19±0.76 5.04±0.91 4.95±0.95 4.71±0.73 3.66±0.58

独生子女
是( =733) 4.73±0.98 4.24±0.77 5.04±1.00 4.94±1.05 4.74±0.78 3.74±0.62

否( =755) 4.65±0.92 4.24±0.77 5.02±0.92 4.94±0.98 4.71±0.75 3.63±0.59

家庭经济状况

较好( =138) 4.98±1.09 4.28±0.78 5.28±1.10 5.07±1.19 4.90±0.84 4.03±0.59

中等( =1162) 4.69±0.92 4.25±0.77 5.02±0.93 4.95±0.98 4.72±0.75 3.66±0.59

较差( =188) 4.59±1.00 4.15±0.76 4.89±1.01 4.76±1.07 4.60±0.80 3.58±0.67

学生干部
是( =577) 4.83±0.97 4.27±0.76 5.17±0.95 5.12±1.00 4.85±0.76 3.84±0.55

否( =911) 4.60±0.93 4.22±0.77 4.94±0.95 4.83±1.01 4.65±0.76 3.58±0.62

家庭居住地
城镇( =864) 4.74±0.97 4.26±0.75 5.09±0.98 4.97±1.04 4.77±0.77 3.76±0.61

农村( =624) 4.61±0.92 4.21±0.79 4.95±0.93 4.89±0.98 4.67±0.75 3.5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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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学生心理资本和就业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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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测量，采用国内学者张阔等人编制的积
极心理资本问卷(PPQ)。该量表采用Likert7点计分。题项采用正
反向计分。转换过后分值越高说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反之则相
反。量表共26个项目，包括4个维度，即韧性、希望、乐观和自
我效能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下各有七个项目。实测结果显示，量
表有较好的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分半信度为0.80；效
度方面，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乐观四个维度与心理资本总体
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0.69、0.86、0.87(p<0.01)。

对就业能力的测量采用谢娟开发的就业能力量表，量表分为
4个维度28个项目，分别为人际交往、分析计划、积极适应、承
担责任，采用Likert5点计分，分数越高则就业能力越强。该量
表实测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分半信度为0.94。

2.3数据处理
运用SPSS 21.0 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大学生心理资本和就业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比较
分别以专业、年级、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

况、是否学生干部、家庭居住地为自变量，以心理资本总体水平
及各维度、就业能力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

（见表 1 ）。
如表1 所示，1.在专业上，心理资本的韧性维度在专业上

存在极显著差异（F=0.14，P<0.001），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在专业
上存在显著差异（F=1.36，P<0.05），发现理工科学生比文科学生
的韧性和心理资本水平更高；2.在年级上，乐观维度在年级上存
在显著差异，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大三的乐观水平显著高于大
一、大二（P<0.05），就业能力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四的就
业能力要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大三（P<0.001））；3.在性别上，
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F=10. 83，
P<0.05），心理资本的韧性维度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F=0.00，
P<0.01），就业能力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F=2.05，P<0.05），发
现男生的自我效能、韧性水平、就业能力均比女生高；4.在是否
独生子女方面，就业能力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F=
0.3 5，P<0. 0 5），发现独生子女的就业能力要高于非独生子
女；  5.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除韧性维度外，其他因变量均
在家庭经济状况上存在显著影响，通过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家
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的自我效能、希望、心理资本水平、就业
能力均分别显著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较
差的学生（P<0.05），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显
著高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P<0.05），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和
中等的学生的乐观水平均显著高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

（P<0.05）；6.在是否学生干部方面，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心
理资本、就业能力在是否学生干部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
发现学生干部的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心理资本、就业能力等
各方面的水平要高于非学生干部；7.在家庭居住地方面，自我效
能、希望、心理资本在家庭居住地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就
业能力在家庭居住地上存在极显著差异（F=0.08，P<0.001），发
现来自城镇的学生的自我效能、希望、心理资本、就业能力各方
面的水平要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

3.2大学生心理资本和就业能力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心理资本和就业能力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大学生心理资本及各维度与就业能力的相关分析(n=1488)

注：*P <0.05，**P<0.01,***P<0.001，下同。

由表2可知，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与就业能力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不同程度地影响着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3.3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就业能力的回归分析
以就业能力作为因变量，以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及四个维度分

别作为自变量作逐步回归分析，检测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及四个维
度对就业能力的预测作用，结果如表 3 所示。研究结果显示，
大学生心理资本、自我效能、希望等的水平对其就业能力均有
正向预测作用。

表3        大学生心理资本及各维度对就业能力的回归分析

4   思考与讨论
4.1  通过提升心理资本总体水平来增强就业能力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资本总体水平对其就业能力有着积

极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来增强其就业
能力。我们发现家庭情况对心理资本有影响，可以加强家校联
动，在帮助大学生就业上形成一致认识。专业性质、年级和是
否学生干部也会对心理资本产生影响，可以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
维、实践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着手提
升心理资本水平，使在校生随着年级的增长，不断做好学生工
作与社会工作的衔接，将在校期间的学习实践能力转化成就业能
力，实现就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4.2  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来增强就业能力
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

的信心或信念。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能正向
预测大学生就业能力，大学生本人和高校可以通过个体咨询、
团体心理辅导、心理电影、主题沙龙等形式了解现在学生的心
理状况和健康水平，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并且通过不断
地挖掘潜力、增强能力、承受挫折、解决问题提升对自我的了
解，最终增强在面对未知事物时的控制感和力量感，从根本上
提升自信心。

4.3  通过明确职业规划来增强就业能力
研究发现心理资本的希望维度能正向预测就业能力，希望是

指人们有明确的职业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路径与规划。明确职
业规划能够增强就业的紧迫感、目的性和可行性。高校应重视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等课程的教学
与实践，系统授课与个性化指导双管齐下，帮助学生进一步明
确职业目标与规划。学生本人应在充分自我认知的基础上，主
动了解就业市场，尽早选择目标行业，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准
备，最终通过就业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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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 自我效能 韧性 希望 乐观

就业能力 0.58 0.56 0.35 0.52 0.47** ** ** ** **

B β

常数 1.58 0.08 19.72 0.000 

心理资本 0.19 0.05 0.24 3.94 0.000 

自我效能 0.16 0.03 0.25 5.74 0.000 

希望 0.09 0.03 0.15 3.46 0.001

SE t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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