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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本对专业选择与就业意向影响研究——以北京某学

院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为例 

于世春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北京  102601） 

摘  要：尽管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然而酒店管理专业（HM）每年仍面临招生难、学生专业认同低、

行业就业率低等困境。本研究使用定量研究方法，选择北京某高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了家庭

资本、专业选择意愿、专业认同和对口就业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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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发展虽

然带动了酒店及旅游管理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发展速度仍无法

与旅游业发展速度相匹配。尽管中国大陆地区近半数的普通高

校都开设酒店及旅游管理专业，然而所培养的毕业生无论在数

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行业的需求，造成人才供给与

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极大影响了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的发

展。而且，调查数据显示只有 10-20%的酒店管理毕业生在毕业

后从事酒店或旅游行业。 

学生不进入行业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是认为酒店业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起薪低，工时长，在吸引和留住员工方面存在问

题[1]；二是认为是高校培养方案陈旧，师资缺乏业界经验，培养

的毕业生在质量上不能满足业界要求[2]；其三是“车船店脚牙”

等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3]。然而现有的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

题，即学生不在行业就业原因有可能不喜欢酒店管理专业，就

读该专业可能是学生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比如为了能够考上

更高层次的大学或者为了规避“退档”或“滑档”风险。 

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目标是分析家庭资本对酒店管理专

业选择意愿的影响以及分析家庭资本、专业选择意愿、专业认

同、行业就业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和影响程度。 

2.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2.1  家庭资本及其对专业选择的影响 

Bourdieu[4]提出的概念化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社会

资本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之后众多学者使用“家庭资本”概

念作为三类资本的概括性概念。本研究借鉴于世春[5]的家庭资本

量表对各类资本进行测量。 

Hu和Wu[6]对北京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研究表明，文化资本对

家庭背景和专业选择之间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家庭背景好的学

生倾向于选择文科专业或者热门专业。Sheng[7]对中国学生的研

究发现父亲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学生选择研究工程学或经济学显

著相关，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缺乏的家庭易选择普通大学里受

欢迎的专业。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学生感知的家庭资本与专业选择意愿呈正相关，其中： 

王金伟[8]对中国旅游管理专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家庭所

在地越靠近城市，专业认同度越高。多项研究认为靠近城市家

庭的家庭资本高于远离城市的家庭。唐菡悄等在[9]新冠疫情常态

化背景下安徽省高校在校生进行调研发现，家庭资本高的学生

就业意向水平较高。 

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学生感知的家庭资本与专业认同呈正相关，其中： 

H3：家庭资本与学生行业就业意向正相关，其中： 

2.2 专业选择意愿、行业就业意向和专业认同概念及其相

关性 

截至目前，专业选择意愿并无一个准确的解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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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head 和 Wicker[10]研究，本研究将专业选择意愿定义为“个

体愿意选择某个专业的程度”。 

行业就业意向。理性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

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于执行某种行为

的整体评价；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执行某种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

会压力。本研究关于行业就业意向的测量借鉴了李彬彬和孙虹[11]

的研究。 

专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

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学习与探究。专业认同是表现学习者

认可自身价值和追求职业发展目标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学习生

涯和职业选择显著相关[1]。 

专业认同与志愿顺序和就业意向有关。王金伟[8]证实旅游管

理专业学生专业录取越倾向于第一志愿专业认同度越高。陈阁

芝和韩一衍[12]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研究发现，专业认同

低导致学生行业就业率低。 

专业选择可预测行业就业意向。Wong和Liu[13]对北京等地的

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学生不进入行业工作

的主要原因是父母不愿意学生在酒店及旅游行业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专业选择意愿与专业认同呈正相关； 

H5：专业选择意愿与行业就业意向呈正相关； 

H6：专业认同与学生行业就业意向正相关。 

因此，基于以上文献，可以建构框架理论模型（图2.2），

相关测量量表见表2.2. 

 

图2.2  酒店管理专业选择意愿理论模型 

表 2.2  问卷构念和题项一览表 

构念 问卷题项 来源 

家庭资本 
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12 个题项 
于世春[5] 

专业选择意

愿 
SW1:我非常愿意选择 HM 专业 

 SW2：HM 是我的理想专业 

Whitehead 和 

Wicker[9] 

专业认同 MI1:我从内心深处喜欢 HM 专业 王金伟[8] 

 
MI1:我觉得本专业总体教学水平很

好 
 

 MI1:我在专业学习上投入很多  

 
MI1:社会大众普遍对 HM 专业持认

可态度 
 

行业就业意

向 

EI1：对我而言，选择在酒店行业工

作是明智的 

李彬彬和孙虹

[11] 

 
EI2：家人和朋友支持我在酒店行业

工作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问卷星生成微信版的电子问卷，从2023年3月19日开始

面向目标群体微信群内发放问卷。截至2023年4月8日，共收集

问卷406份，删除缺失值、离群值和填答时间过快等相关数据，

获得有效问卷396份。 

3.1 内生潜变量 ANOVA 分析 

通过SPSS25.0软件对对三个内生潜变量专业选择意愿、专

业认同和行业就业意向进行了分组比较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表3.1 内生潜变量均值比较 

分组变量 
专业选 

择意愿 
专业认同 

行业就 

业意向 

性别 男 3.89* 3.95 3.86 

 女 3.58* 3.85 3.70 

科类 文科 3.60 3.77 3.74 

 理科 3.81 3.98 3.82 

 不分文理 3.83 4.02 3.70 

年级 2022 4.33 4.31*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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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3.87 4.20* 4.16** 

 2020 3.58 3.80* 3.68** 

 2019 3.65 3.74* 3.55** 

高中 普通高中 3.68 3.81 3.63* 

类型 市级重点 3.90 4.15 4.09* 

 省级重点 3.60 3.81 3.84* 

家庭收 高收入 3.89 3.96 3.87 

入水平 中等收入 3.68 3.94 3.77 

 低收入 3.40 3.55 3.46 

生源地 京籍 3.60 3.74 3.49* 

 京外 3.78 3.95 3.88* 

北京与 北京 3.60 3.74 3.49* 

京外各 华北 4.02 4.24 4.16* 

地区 东北 3.97 3.95 3.92* 

 华中 3.09 3.33 3.52* 

 华东 3.67 3.97 3.62* 

 华南 3.52 3.65 3.57* 

 西部 3.80 4.05 4.22* 

 总体 3.82 3.92 3.97 

说明：*代表p<.05；**代表p<.01；1=非常同意，7=非常不

同意 

3.2 SEM 模型分析  

使用AMOS25.0运行结构方程模型得到构念相关关系路径

分析表和构念路径系数和多元相关平方示意图。分析内生潜变

量的多元相关平方（SMC，用R2表示）,是相对于总方差的被解

释的方差，越接近1表示拟合程度越高。专业选择意愿的

R2=.434，属于中上；专业认同和行业就业意向的R>.670，属于

较大。 

表3.2 构念相关关系路径分析 

假设路径 UNSTD STD S.E. C.R. P 结论 

H1a:经济资

本 
 

专业选择意

愿 
.126 .034 .137 .921 .341 拒绝 

H1b:文化资

本 
 

专业选择意

愿 
.034 .029 .051 .704 .429 拒绝 

H1c:社会资

本 
 

专业选择意

愿 
.072 .069 .053 1.744 * 支持 

H2a:经济资

本 
 专业认同 .038 .017 .094 .379 .312 拒绝 

H2b:文化资

本 
 专业认同 .186 .201 .056 .676 .106 拒绝 

H2c:社会资

本 
 专业认同 .065 .076 .034 1.733 * 支持 

H3a:经济资

本 
 

行业就业意

向 
-.205 -.049 .107 

-1.98

1 
** 拒绝 

H3b:文化资

本 
 

行业就业意

向 
-.166 -.075 .079 .693 ** 拒绝 

H3c:社会资

本 
 

行业就业意

向 
.027 .024 .038 .658 .507 拒绝 

H4:专业选

择意愿 
 专业认同 .823 .819 .013 

54.36

6 
*** 支持 

H5:专业选

择 

意愿 

 
行业就业意

向 
.587 .566 .018 

54.21

9 
*** 支持 

H6:专业认

同 
 

行业就业意

向 
.638 .429 .017 

54.33

3 
*** 支持 

说明：UNSTD：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TD：标准化回归系

数；*p<.1；**p<.05；***p<.01； 

 

图3.2 构念路径系数和多元相关平方示意图 

4 研究结论和讨论 

4.1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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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学生在专业选择意愿、专业认同和行

业就业意向的均值均未超过中位数（4.0）。在性别上，男生专

业选择意愿显著高于女生；年级分类上，大一到大四年级专业

认同、行业就业意向逐年降低；高中类型上，市重点高中行业

就业意向显著高于普通高中和省重点高中；生源地上京外学生

行业就业意向显著高于京籍学生。专业选择意愿与专业认同和

行业就业意向呈正相关，专业认同与行业就业意向呈显著正相

关。社会资本对专业选择意愿和专业认同呈正相关，支持假设；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与行业就业意向呈负相关，拒绝假设。说

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高的学生越不愿意在行业就业。 

本研究中关于家庭资本与酒店管理专业选择意愿、专业认

同、行业就业意向出现的不相关、弱相关或者负相关的结论表

明，酒店管理专业作为大陆学生认为的冷门专业或者非热门专

业，在吸引考生报考、学习和对口就业方面的吸引力有限，家

庭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较高的学生选读酒店管

理专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高等教育文凭，以满足向上流动

或者就业的需要。 

4.2 对利益相关者的建议 

在招生策略上，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社会资本较高的学

生专业选择意愿较高，招生部门可以选择在酒店业界加强宣传，

以酒店业界的影响力带动招生。 

针对大一到大四年级行业就业意向逐年下降的情况，院校

提高对口就业率，则可以从提高专业选择意愿和提高专业认同

入手，注意人才培养方案与业界的衔接、双师型教师比重、实

习过程的管理等关键环节，加强校企合作，丰富教学活动，如

联合企业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 

企业应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将简单重复性劳动交

由机器人或人工智能负责，优化工作场景和工作环境，提高员

工收入。教育主管部门、高中应积极向中学生开展学生喜闻乐

见的职业生涯教育和职业兴趣教育，创造学生进入行业和企业

的机会，增加学生对专业和行业的了解程度。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疫情对于酒店及旅游业冲击会影响到学生对于专业选择、

专业认同和行业就业意向，这些因素并没有考虑在问卷之内。

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面对特定地域或特定群体，比

如针对就读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其理论解释能力以及理论应

用意义还须进一步验证，未来可继续选用非热门专业如社会工

作、护理专业的选择行为、就业意向等来重复验证。也可选择

在其他地区进行比较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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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是在于对象未来的成长以及提升问题，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而使未来的人才能够具有创新思

维的个性化，以及独立的探究能力。对此，教师应当大胆地创

新，探究有效的教育方式，意识到团队意识和头脑风暴的价值，

而不仅仅是盲目地随波逐流和服从。对此，教师应当通过个性

创意展开个性化的教育，发展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8]。 

（五）优化考核制度 

慕课+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的不

足以及缺陷，其能够展开更加个性且自主的评价。目前慕课在

线课堂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选择题以及填空题为切入点，在

课堂训练以及习题方面缺乏良好的资源。尤其是在主观题部分，

并不能对其提供更加全面的评价，对于实践课程教师说唱的方

式，无法对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及学习素养进行全面的考察，对

于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

大部分的学校开启了实践教学的改革以及创新实践环节，在课

程当中被学生和教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学生的智能化

评价和测试讲解方面，仍然需要进行改革以及开发。对此，一

线教育工作者以及学校应当协同努力，共创美好校园让学生能

够在校园当中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学生后续的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与此同时，大学的数学教师应答秉承着以人为本，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的过程当中，

注重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能够成为学习主人，落实教

育的时效性以及有效性，进一步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为学生

后续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线课程平台“慕课+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方式给当前的教育提供了新的改革方向。同时效果也是非常显

著的，这种方式的应用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

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随着我国时代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越

发普及，将其应用到市场各个行业，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教

育也是如此。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师应当与时俱进，克

服一切挑战，努力钻研新的业务，适应当前的教育环境，掌握

现代化信息技术，注重翻转课堂的融入，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教

学素养以及职业素养，进一步促进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落实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转型，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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