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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用人单位需求角度构建了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维度的大学生就业能 

力模型，并通过在用人单位、高校老师和毕业生中的调查对大学生就业能力需求、就业能力 

缺口、就业能力认知差异开展 实证研究，提出以 “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为导向的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有效解决"-3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结构性失业；就业能力需求；就业能力缺口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1)03—0049—08 

Improving Employability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WANG Ting ’ ，ZENG Xiang-quan ，YANG Yu—mei 

(1．School of Business，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ew，Beijing 1 00088，China； 

2．China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Now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mainly represents the 

unemployment which results from the lag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It’S universal that the graduates 

have employability gap． This study construct the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model including thre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skill and attitud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demand，employability gap and employability cognition difference is researched in 

employers，university teachers and graduates．We put forward that the reform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n high education oriented by improving the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is the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China． 

Keywords：university graduates；structural employment；employability demand；employability gap 

收稿日期：2011—01—23：修订日期：2011—03—18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08cJYOl6)；2009年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CDA09052)；中国政法大学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王霆 (1976一 )，江苏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就业战略与就业能力。 

· 49· 

万方数据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的关键是要把握住问题形成的原因，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从总量失 

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三个方面解释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结构性失业是长期 

困扰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核心问题，也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现实中较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果 

不能有效解决将会长期影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而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集中表现为教育 

发展滞后型失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培养模式千篇一律，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用人单位的实际 

需求脱节，大学生在毕业时普遍存在就业能力缺口，从而导致职位空缺和失业共存的结构性失业 

状态⋯。 

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体现在专业设置不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 

况，导致专业不对口的高学历人才被迫流入失业人群；另一方面体现在教学内容较为落后，教学方法 

千篇一律，培养的大学生在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方面，不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得到提高而 

失业。本研究所探讨的我国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是该种教育发展滞后型失业，这一问题主要 

是通过高等教育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加以解决。 

就业能力是指 “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进步以及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的变化的能力”(国际 

劳工组织定义)。因此，国外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和培养，美国劳工部获取必要技能秘 

书委员会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英国教育与就业部 等分别从自身劳动力市场特点提出了劳动 

者就业能力模型，以指导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从市场需求出发，十分注重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针对大学 

生的特点，1993年美国缅因州劳动就业机构和商业界认识到就业环境与工作的内容已经发生变化，提出8 

项大学生就业能力和素质要求 J，奈特与约克提出大学生就业能力构成的USEM理论 ，布伦南等在对一 

些欧洲国家和日本高校毕业生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36项能力清单中提出10项对大学生最重要的就 

业能力，并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进行了量化评估 。 

一

、 研究设计 

1．研究目的和内容 

本研究按照 “模型构建一实证研究一政策建议”的逻辑顺序，以 “用人单位能力需求一高等教 

育培养方式一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 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一传导机制为技术路线 (见图 

1)，通过对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大学生 (在校 

应届毕业生和已工作半年以上的大学生)的调查，揭 

示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大学生就业能 

力不足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运用因子分析法从用人单 

位需求角度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探讨用人单位对 

不同类型大学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的差异。并通过对大 

学生就业能力缺口、就业能力认知差异等问题的研究， 

就高等教育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以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 

结构性失业问题提出相关对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实证研究二 

模型构建一从用人单位需求角度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 

实证研究 

政策建议 

图 1 研 究技术路线 

研究一：用人单位对不同类型大学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的比较分析 

研究二：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外在特征：大学生毕业时存在就业能力缺口 

研究三：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内在原因：高校和用人单位对 

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存在差异 

政策建议一基于就业能力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议 

2．研究方法和调查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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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在文献基础上形成概念体系和研究命题，并在企业中通过半结构访谈法了解用人单位 

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需求 ，形成初步调查问卷进行预调研发放，征求用人单位对问卷设计的意见和建 

议。并邀请有关专家、负责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高校管理部门和政府人才服务机构人员对问卷进行论 

证，从研究问题角度不断完善问卷设计。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问卷调研发放对象，形成了用人单位 

问卷、大学生问卷和高校问卷共三大类六种不同形式的调查问卷，分别是：①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需求状况”调查问卷 (包括人力资源经理或招聘经理填写、管理类经理填写、技术类经理 

填写三种)；② “大学生就业能力状况”调查问卷 (包括已工作半年以上的大学生填写、应届高校毕 

业生填写两种)；③ “高校教师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评价”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在企业和高校中发放，其中企业 

调查分别由人力资源经理、直线部门经理以及 

已工作半年以上的大学生填写。同时在36所院 

校发放问卷，由在校应届毕业生和高校教师填 

写。问卷调查共 回收问卷 3275份，有效问卷 

2641份，有效率为80．6％ (见表 1)。 

问卷数据通过统计软件 SPSS 16．0进行分 

析，部分图表通过 EXCEL制作，采用了描述 

统计、列联表分析、因子分析、成对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 

析方法。 

3．研究变量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不同角度探 

讨大学生就业能力，因此 

在调研问卷设计过程中首 

先明确相关变量的数据来 

源如下 (见表 2)。 

二、大学生就业能力 

模型构建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和 

个案访谈基础上，采用知 

识、技能和态度三大维度 

表 1 有效调查问卷样本分布情况及数量汇总 份 

表 2 研究变量在调查问卷中的数据来源 

研究变量名称 数据来源 

用人单位就业能力需求 

大学生就业能力缺口 

就业能力认知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认知 

高校教师对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认知 

在校应届毕业生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的认知 

用人单位问卷中对大学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 

评价数据 (研究生／本科生) 

就业能力缺口=已工作半年大学生对本岗位 

所需就业能力水平评价一垦王 生堂生对 
自己毕业时所掌握能力水平评价 

用人单位问卷中对大学生就业能力重要程度 

评价数据 

高校教师问卷中对大学生就业能力重要程度 

评价数据 

在校应届毕业生问卷中对大学生就业能力 

重要程度评价数据 

从企业用人单位需求角度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构建模型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企业问卷中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各子项重要性程度的评价，调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5分值越大表明该项能力对于大 

学生就业越重要。 

1．大学生就业能力知识要素模型结构 

在知识方面，访谈企业认为大学所学内容和现实工作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问题，尤其在知识深度 

上有一定差距，掌握知识的扎实程度还不够。因此，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包括了基础理论类知识、专 

业技术类知识等6个就业能力知识要素子项。通过 SPSS软件检验，问卷知识要素部分的整体效度 

KMO值为0．725，说明问卷中各知识要素子项的共同因素多，因子分析的效度是可行的。因子分析采 

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7．938％，因子分 

析结果见表 3。 

非专业技术类知识、法律法规类知识、人文类知识、科普类知识在第 1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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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非专业类知识；基础理论类知识、专业技术类知识在第 

2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可命名为专业类知识。 

2．大学生就业能力技能要素模型结构 

在技能方面，访谈企业更看重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 

力、沟通能力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因此，本研究在问卷 

设计中以王伯庆从 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的 “大学生就 

业能力调查”中技能要素各子项为基础，通过预调研选择其 

中理解性阅读、积极聆听等25个就业能力技能要素子项 (见 

表3 知识要素因子分析结果 

表4)。通过SPSS软件检验，问卷技能要素部分的整体效度KMO值为0．885，说明问卷中各技能要素 

子项的共同因素多，因子分析的效度是可行的。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 

转，得到5个因子，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9．019％，因子分析结果如下。 

设备选择、安装能力、电脑编 

程、质量控制分析、操作监控、操作 

和控制、设备维护、疑难排解、维修 

机器和系统、系统评估和系统分析十 
一 个子项在第 1个因子上有较高载 

荷，可命名为操作应用技能；理解性 

阅读、协调安排、说服他人、谈判技 

能、指导他人和解决复杂的问题在第 

2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可命名为理 

解交流技能；财务管理 、物资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三个子项在第3个因子 

上有较高载荷，可命名为管理技能； 

积极学习、积极聆听和时间管理三个 

子项在第4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可 

命名为自我控制技能；数学解法、科 

学分析在第 5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 

可命名为科学思维技能。 

3．大学生就业能力态度要素模 

型结构 

在态度方面，访谈企业认为大学 

生进人工作岗位后上手过程会很辛 

苦，需要多努力多付出，因此，要有 

积极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此 

表4 技能要素因子分析结果 

外，从校园走向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责任意识，由于个人的疏忽很有可能会对企业或者团队造 

成较大影响，因而要加强责任心。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包括责任感、自尊心等 15个就业能力态度要 

素子项 (见表 5)。通过 SPSS软件检验，问卷态度要素部分的整体效度 KMO值为0．92，说明问卷中 

各态度要素子项的共同因素多，因子分析的效度是可行的。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 

实施正交旋转，得到三个因子，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6．33％，因子分析结果如下。 

责任感、自控力、抗压力、正直诚实、团队合作和工作主动六个子项在第 1个因子上有较高载荷， 

可命名为职业素养；道德修养、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乐观向上和身体素质好五个子项在第 2个因子 

上有较高载荷，可命名为意志品质；自尊心、自信心、成就动机、竞争意识四个子项在第3个因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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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载荷，可命名解释为个性特征。 

4．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 

通过对上述知识、技能、态度各要素的因子分析，我们 

可以综合得到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模型结构如下 (见图2)。 

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 

知识要素 l l 技能要素 l J 态度要素 

理 

解 
交 
流 
技 
能 

图 2 大学生就业能 力模 型 

表 5 旋转后的因子栽荷矩阵 

三 、实证研究结论 

1．用人单位对不同类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需求水平有一定差异 

本研究根据所构建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通过用人单位问卷中的调研数据比较分析用人单位对 

不同类型大学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的差异，以引导高等教育关注用人单位对不同类型大学生就业能力 

的需求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该调查对每项就业能力子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 

表，1～5分值越大表明用人单位对该能力需求水平越高。 

(1)用人单位对研究生和 

本科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的差异 

比较。通过 SPSS软件的成对样 

本 T检验，从数据中可以看到 

(见表 6)，除意志品质以外，用 

人单位在知识、技能和态度其他 

各要素上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 

业能力需求水平表现出显著性差 

异，而且对研究生的需求水平均 

高于本科生，这说明用人单位对 

高学历人才有着更高的期望，对 

其能力水平也就有着更高的要 

袁 6 用人单位对研究生和本科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及其差异分析 

注 ：⋯表示P<显著性水平 d (0．001)；”表示P<显著性水平 (0．O1)； 表示P< 

显著性水平 d (0．05)。 

求。而用人单位在意志品质这一要素上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业能力需求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 

用人单位认为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优秀的意志品质是完成工作的先决条件，不因学历不同而有 

差别要求。 

(2)用人单位对管理类学生和技术类学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的差异比较。通过 SPSS软件的独立 

样本 T检验，从数据中可以看到 (见表 7)，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用人单位在非专业类知识、 

管理技能方面对管理类学生的就业能力需求水平要比技术类学生高，并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对 

于研究生而言，用人单位对技术类学生的操作应用技能需求水平明显高于管理类学生，而对于本科生 

而言，用人单位则对管理类学生的理解交流技能需求水平明显高于技术类学生。因此，高等教育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应关注用人单位对不同专业类别学生的就业能力需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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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用人单位对管理类学生和技术类学生就业能力需求水平及其差异分析 

注： ⋯表不 P<显著性水平 d (0．001)；”表不 P<显著性水平 a (O．01)； 表不 P<显著性水平 d (0．05)。 

2．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外在特征：大学生毕业时存在就业能力缺口 

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业，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人才， 

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培养的大学生在毕业时其就业能力又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如何缩小高 

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缺口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研究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能力缺口，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已工作半年以上的大学生对 “工作岗位 

对就业能力的需求水平”和 “毕业时所掌握的就业能力水平”的评价，将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所包含子要 

素的评价得分进行加总平均作为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的指数，并将 “工作岗位对就业能力的需求水平”和 

“毕业时所掌握的就业能力水平”相减得到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的能力缺口值①。 

该调查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在 “工作岗位对就业能力的需求水平”中：1～5分值越大表 

明就业能力需求水平越高；在 “毕业时所掌握的就业能力水平”中，1—5分值越大表明所掌握的就 

业能力水平越高。 

通过 SPSS软件的 

成对样本 T检验，从数 

据中可以看到 (见表 

8)，在就业能力各维度 

上，除 “非专业知识” 

以外，其他各项都存在 

就业能力缺口，其中就 

业能力缺 口较大 的是 

“专业知识”、 “理解交 

流技能”，缺 口值均超 

过 0．3；此外， “操作 

应用技能”、“自我控制 

技能”和 “职业素养” 

表 8 大学生就业能力缺口总体情况分析 

注：⋯表示P<显著性水平d (0．001)；“表示P<显著性水平 ot(0．O1)； 表示P<显著性水平 

q (0．05)。 

的缺口值超过0．2。总体就业能力缺口为0．18。并且在这些就业能力要素以及总体就业能力上，“工 

作岗位对就业能力的需求水平”和 “毕业时所掌握的就业能力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大学 

生毕业时的就业能力水平在这些就业能力维度以及总体就业能力上确实没有达到工作岗位对就业能力 

的需求水平，大学生毕业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就业能力缺口。 

3．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内在原因：高校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存在差异 

① 就业能力缺口的取值范围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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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普遍认为高校 (包括教师和在校大学生)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缺乏沟通，三者之间对大 

学生就业能力存在认知差异是产生大学生就业能力缺口，从而导致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现象的内在 

原因。为了比较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在校应届毕业生三个主体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认知差异，本研 

究通过问卷分别调查了三方对于知识、技能和态度各就业能力要素的重要性评价。该调查采用李克特 

五级量表，I～5分值越高表明认为该能力的重要性越高。 

(1)对就业最重要的能力要素在态度要素上。 

如表9所示，在不同主体所评价的能力要素的排序 

中，最重要的五项能力要素基本上集中在责任感、 

团队合作、正直诚信、工作主动、积极学习和自信 

心等态度方面的要素，说明冰山模型下的软能力对 

大学生就业最为重要。其中，企业和高校教师都认 

为 “责任感”最重要，这和在企业中访谈的信息是一致的；而学生认为最重要的是 “自信心”，但企 

业并不特别看重，这也表明当前大学毕业生在面对较为严峻的就业压力时，认为树立自信心是成功实 

现就业的重要保障。 

(2)高校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认知差异。将用 
人单位、高校教师和在校应届毕业生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各维度 表 0 高校和 大学生就业能力 

的重要性评价数据通过 SPSS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下 一  

(见表 10)，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在校应届毕业生三方对就业 

能力各维度的认知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三方对于每项能力 

在就业过程中的重要性理解不一致，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较少考虑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人才供需双方缺乏必要的交 

流，难以在培养目标上达成共识，这是导致大学生在毕业时存 

在就业能力缺口的重要原因，解决当前大学生结构性问题需要 

建立起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双向沟通与合作培养的长效机制，提 

高高等教育响应用人单位市场需求信号的能力和速度。 

(3)实习时间的长短影响企业和在校应届毕业生对就业 

能力的认知差异。为了考察学生的实习状况对就业能力认知 

注：⋯表示P<显著性水平 Ot(0．001)；”表示 
P<显著性水平 d(0．叭)。 

差异的影响，本研究把在校学生参与实习的时间作为自变量，将在校应届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每项就 

业能力认知重要性得分之差的绝对值加总作为因变量，通过 SPSS软件的回归分析方法可以看到 (见 

表 11)：学生参与实习的时间长短与就业能力认知差异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实习时间越长，学生和 

企业对就业能力的重要性的看法差别就越小，因此，高校在大学生培养时应鼓励在校学生去参加较长 

时间的实习，一方面可以将所学知识运 

用到实践中培养应用性 

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在 ————— L 塑 塑堕 凳 鍪兰生垫些 耋 
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加强 

对社会生活和1 作职责 

的认识 ，了解企业用人 

单位对就业 能力 的需 

求，有利于高校毕业生有针对性地发展就业能力。 

四、基于就业能力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验证了大学生在毕业时存在明显的就业能力缺口，而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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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间对就业能力的认知差异是导致就业能力缺口的内在原因，因此，解决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结构 

性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提升就业能力角度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1．在培养目标上明确提出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 

虽然高等教育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使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是高等 

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快速响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其培养的学生就难以适应市场需要，从而导致 

人才市场上供需双方结构性矛盾突出，笔者认为，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应当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要贯穿于大学生培养模式的每一环节。当前教育部扩大 MBA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思路，充分体现了加强应用性人才培养这一发展趋势。 

2．在培养内容上要融入软能力的训练 

本研究实证数据表明责任感、团队合作等态度方面的软能力在大学生就业中非常重要。2001年 

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要胜任知识经济的工作要求，受雇者必须能展现以下能力：团队合作、能 

在不明确的环境中进行协作、问题解决、能处理非例行程序、能担负决策责任、沟通技能，以及能从 

较宽广的维度来理解工作场所的发展 J。因此，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不仅仅只限于训 

练一技之长，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其更好适应社会和工作环境的软能力。 

3．在培养方式上要加大实习实践的比重 

本研究实证数据证明实习时间越长的学生和企业之间的就业能力认知差异越小。通过实习体验， 

学生能够确认在课堂上所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自我评估与发展有利于工作的个性特征。因此，高校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加大实践教学和实习环节的投入力度，并且在大学生评价体系中增加这部分 

的比重。此外，通过政策引导教师关注实习实践也是十分重要的。 

4．在办学机制上要开展广泛的社会合作 

本研究实证数据证明高校在大学生就业能力认知方面和用人单位有明显差异，因此，高校在专业 

设置、培养方案设计时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与相关用人单位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和政府有 

关部门、行业协会共同研究人才发展规划和能力需求结构，积极参与相关职业认证体系，明晰和强化 

人才需求信号。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做好就业指导，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就业信息，根据大学生人 

才市场的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地规划专业设置，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5．在评价体系上要充分考虑毕业生就业能力因素 

虽然毕业生就业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是学生的就业能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问题，因此，在评 

判高校办学质量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考察其毕业生就业能力状况。此外，高校在制订内部学生和教师评价 

体系时，还可以从就业能力的角度调研设计出既符合专业发展规律又满足用人单位市场需要的各专业大学 

生能力培养标准，并以此作为培养效果的衡量标志，引导学生和教师关注就业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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