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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具有工作稳定、收入高的特点，其岗位成为大学毕业生 

可以进入的高收入工作岗位。本文认为，父母的职务、个人党员身份等与社会资本相关的变 

量可以提供招聘信息以及非课本知识，因此，能够提升大学毕业生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 

或国企的可能性。之后，本文利用 2011年南京 6所高校的数据，采用 Probit估计方法，证 

实了此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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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Evidence of 6 Universities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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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data of six colleges in Nanjing，we analyz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robability 

of getting the secure job which means the position of government，public institution 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n one graduates from colle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college graduates with 

more social capital gain secure jobs more easily since the social capital help them get more 

information of work opportunities and necessary skills to increase the personal productivity．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that the rank of parents position and CCP identity which relate social 

capital will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public institution 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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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是当前炙手可热的就业单位，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此 

外，还有多种隐性福利，或可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单位优厚的待遇吸引了海量大学毕业生应聘。例 

如，2010年国家级公务员录取比例大约为 100：1，省级公务员在20：1左右。当前党政机构、事业单位 

和国企人职笔试、面试和体检都已经较为规范，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究竟哪些因素主导着大学 

毕业生进入此三类单位的可能性是诸多经济学家十分关心的话题。其中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关系对个人 

是否能进入这三类单位的影响更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通过计量研究探讨父母的职务、个人 

党员身份等社会资本 (即社会关系网络)对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三类单位的影响。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完善，有关社会资本对个人就业、工资影响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一般认 

为，关系网络可以帮助个人就业，提高个人工资  ̈j。陈钊等人更是深入研究了个人社会资本与进入 

行业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父亲受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有利于个人进入高收入行业 ]。 

但是还鲜有文献探讨社会资本对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就业的影响。 

最新的论文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个人就业的影响，但是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一方面部分学者发 

现社会资本对就业有积极作用。例如，奈特 (Knight)等人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越大的人跳槽越频繁， 

即，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求职 J。边燕杰证明如果个人在城市就业，“关系”将发挥重要作用【卜 。 

阿蒙哥 (Calvo 一Armengo1)等人利用工作搜寻模型证明，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个人就业_9 。但 

是，瓦赫巴 (Wahba)等人发现社会资本的增加起初会增加个人的就业概率，但是当社会资本高于某 
一 门槛值时，它会降低个人就业的可能性 。阎凤桥和毛丹发现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 

就业，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成功求职的概率较高 。刘小瑜和胡军刚证实户口的性质、政治面貌对 

就业有显著影响_l 。另一方面部分经济学家证明社会资本对求职没有影响或发挥负面作用。例如， 

李涛和张居衍证实个人就业不受父亲的党员身份、父亲的年龄以及原户籍的影响_l 。岳昌君等人的 

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家庭所在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以及父亲的职业状况与毕业生就 

业并无联系  ̈。陈成文等人发现政治面貌并不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胡永远等人也证实父母文 

化程度、父母的职务等多项社会资本变量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 

二、社会资本对能否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就业的影响 

社会学家布迪厄 (Bourdieu)和科尔曼 (Coleman)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了相似定 

义。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网络 

发挥作用 181。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 “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 

网络摄取 。个人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 

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普特南 (Putnam)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用之解释意大利 

的南北差异。迄今为止，社会资本的概念仍存争议，但他们都承认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 

要方面。本文采用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即社会资本为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J。 

当前大学毕业生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方式包括公务员招考、选调生、村官、公开招 

聘等。其身份也多种多样，部分为国家公务员，部分为事业单位编制，部分无编制，应聘到企业的学 

生亦包括正式职工和聘用职工。社会资本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影响大学毕业生能否在党政机构、事业单 

位和国企就业。 

第一，帮助大学毕业生获得招聘信息 卜 ，丰富的招聘信息可以帮助大学毕业生成功求职。根 

据传统的工作匹配模型，个人获得的工作岗位信息越多，他求职成功的可能性越大。个人的社会资本 

越多，他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大，社会关系网络越大，可以获得的关于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的招 

聘信息愈多，因此，其在此三类单位中成功求职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社会资本可以增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提升彼此的信任水平 。个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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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了解用人单位有关岗位的招聘信息，例如工作性质、薪金水平、所需技能等，在 

求职中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求职效率。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的人事部门也可通过中间人获得求 

职者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可靠性高，并且具有针对性，从而可以减少招聘中的失误。 

第三，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亲友的工作推荐l24]。同事推荐是很多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的 

非公务员岗位招聘的重要方式，由于同事对工作岗位和被推荐人的情况都较为了解，所以其推荐的个 

人将与工作岗位更加匹配。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庞大，获得工作推荐的机会越多，其在党政机构、 

事业单位和国企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越高。 

第四，社会资本可以提供许多非课本知识。父母的职务越高，子女潜移默化地学习有关人事协 

调、办事流程、行为规范的知识越多。这些知识没有教材，只能通过向他人学习工作经验获得。父母 

的职务越高，此方面的知识储备越多，子女摄取的相关知识愈丰富，个人在政府机关入职考试、面试 

中获得的成绩越高，越容易考取政府机关的职位。其他社会资本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根据以上四个理由，我们提出以下命题：个人的社会资本越多，则其获得的党政机构、事业单位 

和国企招聘信息、工作推荐和非课本知识愈多，因此，个人进入此三类部门的可能性越大。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 明 

1．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离散选择 Probit模型考察社会资本是否影响大学毕业生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的 

就业，模型设定如下： 

ri=C+5C +HC Ot+IC +M +Qilz+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1代表大学毕业生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就业，反之设 =0。 

SC 为个人社会资本向量，由父母的最高职务、党员组成。HC 为人力资本向量，由于全部样本都为 

本科毕业生，人力资本向量仅包含健康水平一个指标。，C 表示个体特征向量，具体含原户籍性质、 

相貌、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学习成绩，此外还涵盖代表个人能力的5个变量。 代表与工作匹 

配理论相关的求职时间、求职成本和是否参加就业指导三个变量。Q 包括学校是否属于 “985工程” 

和是否属于 “211工程”两个变量。 

使用 Probit模型是为了得到对应的条件概率： 

P( =1 I SC，HC，IC，M，Q)= (C+SC 卢+HC Ol+IC y+M +Q ) (2) 

其中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2．数据说明 

数据为作者及其团队于201 1年 5月对南京市6所本科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所作的问卷调查。 

这 6所院校包括一所 “985工程”院校、两所 “211工程”高校和三所一般院校。我们利用随机抽样 

的方法发出问卷2000份，收回有效问卷 1751份，剔除在关键问题的回答前后矛盾和考研学生的问卷 

之后，获得已经成功求职的样本 868个。 

调查问卷包括个体特征、求职情况和家庭背景三个方面共 44个问题。其中求职情况包括工资、 

求职方式、求职起始时间、求职结束时间、就业单位的性质和就业地点等内容；个体特征包括原户籍 

性质、性别、是否党员、是否独生子女、个人相貌、学习成绩和个人能力等因素；家庭背景包括父母 

的最高职务、最高学历和是否在党政机构任职等问题。 

变量设计如下：①是否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就业。在此三类单位就业设为1，未在此三 

类单位就业设为0。②父母的最高职务。含职员、科级、处级和局级等选项。根据周玉和王文彬的研 

究方法直接设为 1、2、3等值_2 。③党员。把入党的设为 1，未入党的设为0。④健康水平。在问 

卷调查中，健康评分从 60分至 100分，每 10分一个区间，共有四个区间，取中数作为健康水平。例 

如60～69分的选项，选择64．5分作为其健康水平。⑤原户籍。非农业户口的大学毕业生为 1，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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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的为0。⑥相貌指数。把个人对其相貌的主观评分作为相貌指数。处理方式同健康水平。⑦性 

别。把男性设为1，女性设为0。⑧学习成绩。学习成绩为学生自己报告的各科平均成绩，平均成绩 

最小值为60分，最大值为100分，处理方式同健康水平。⑨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设为 1，非独生子 

女设为0。⑩个人能力。包括理 

解与交流能力、科学思维能力、 

管理能力、应用分析能力和动手 

能力5个方面，全部为 80～89 

分类似的选项，选取中数作为其 

指标。⑩求职时间。求职时间为 

毕业生求职所用时间，取求职结 

束时间和求职起始时间之差。最 

小值为0．5个月，最大值为 7．5 

个月。⑥求职成本。求职成本为 

3000—4000元 等类似 的选项， 

取中数作为其赋值。为简化统计 

表格，每个值都除以 1000，作 

为其取值。⑩就业指导。参加就 

业指导的为 1，未参加的为 0。 

⑩ “985工程”院校和 “211工 

程”院校。“985工程”院校设 

为 1，其余为0；“211工程”院 

校且不是 “985工程”院校的设 

表 1 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 

为1，其余为0。每个参数的具体统计指标见表 1。 

四、估计结果及 

分析 

表 2给出了4个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3给出 了模型 (4) 

的边际效应。 

4个模型的估计 

结果都表明父母的职 

务将影响个人进入党 

政机构、事业单位或 

国企的可能性。中国 

仍是一个传统社会， 

父母的社会资本可以 

被看成子女的社会资 

本。模型 (4)说明 

在其他解释变量的平 

均水平下，父母的最 

高职务每增加一个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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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robit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就业 

(1) (2) (3) (4)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和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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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子女进入此三类 

单位的可能性约增加 

0．05。与父母为职员 

的学生相 比，处级干 

部的子女进入此三类 

单位的概率大致增加 

表 3 模型(4)的边际效应 

注： 虚拟变量从 。至 1的边际效应。 

0．11。父母的职务越高，其可以操作的资源越丰富，社会关系越广泛。他可以通过这些社会关系获得 

更多的信息，例如招聘信息。个人获得的信息越多，其就业的可能性越高。同时，父母的职务越高， 

子女潜移默化地获得的有关人事协调、办事流程、行为规范的知识越丰富，子女在面试中获得的成绩 

越高，越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进入此三类单位。 

党员对个人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亦有很大的帮助。四个模型都证明党员进入党政机 

构、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可能性比非党员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绝大多数党政机构、事业单 

位或国企都偏好中共党员，所以党员更容易获得此三类单位的青睐。同时，党员还可以通过学校党组 

织推荐等多种方式进人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从而增大个人进入此三类单位的可能性。 

原户籍为非农业户口的大学毕业生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就业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来 自农村 

的学生。其可能原因是来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积累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因而有利于其在这些机构 

就业。 

很多人认为英俊与美貌可以为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加分，但是我们的计量结果对此的 

回答是不确定的。模型 (1)、(3)与模型 (2)、(4)的结论不一致，我们可以认为此类单位大都不 

像银行、新闻媒体等机构对个人相貌设定门槛。 

男性显然更受党政、事业单位或国企的欢迎。已有的文献证明男女大学毕业生工资差异的原因 

为：专业差异、能力高低、劳动时间长短、性别歧视。男女在就业上的差异极可能亦是此四个原因。 

我们发现，个人能力中仅有应用分析能力对是否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企就业有影响，更为 

吃惊的是，能力越高越不利于就业，此种现象较难解释。“211工程”院校对个人进人党政、事业单 

位和国企有帮助。这说明此类单位既不偏好 “985工程”院校的学生，同时也排斥一般院校的学生。 

求职成本越高，个人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可能性越大。因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 

企大部分要求到就职当地进行笔试、面试，所以个人参加考试越多，其差旅、报名等成本越高。反 

之，求职成本越高说明个人参加招聘的次数越多，根据工作匹配模型，随着求职次数的增加，个人进 

入此三类部门的可能性必然上升。 

同时我们发现健康水平、成绩、独生子女对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没有影响。健康水平 

属于隐含信息，招聘单位较难了解，因而对就业没有影响。成绩表示了个人能力，但是招聘单位一般 

对不同层次学校的学生予以区分，而忽视来自同一层次学校的学生成绩差异。独生子女是中国当前特 

殊阶段特有的一个群体，人们通常认为，独生子女由于成长过程中受到溺爱，不能忍受工作中的艰 

辛、劳苦，因而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并没有 

区别对待独生子女。 

求职时间、就业指导对是否在此三类单位就业没有影响。由于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考都集中在 

某一时段，因而其与求职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就业指导无效可能是就业指导效果欠佳的结果。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笔者2011年所作的微观调查数据，探讨社会资本对个人进入高收入部门——党政机构、 

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影响。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个人获得招聘信息和亲友的工作推荐，提高企业与求 

职者之间的信任度，丰富大学毕业生的非课本知识，因此，有助于个人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 

就业。计量结果表明，父母的职务越高，个人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可能性越大；党员在 

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就业的可能性比非党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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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网络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父母通过自己的权力为子女谋得国企的职位，这将会 

降低工作岗位和劳动者匹配的效率，阻碍经济增长。 

鉴于社会资本双刃剑的特性，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由于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进人党政 

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因而个人应积极储备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个人在就业中获得更多可 

靠信息，提高工作匹配的效率，增加个人进入党政机构、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可能性。工作匹配效率的 

提高，可以提高个人的产出，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鼓励个人利用社会资本求职。个人利用社会 

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招聘信息，因而可以提高工作岗位和劳动者匹配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利用个 

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是个人求职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将长期存在。第三，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 

招聘制度，抑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社会资本在个人求职中的作用是一个现实存在，我们应当给予 

足够的重视。当然社会资本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部分时间发挥着消极作用，我们应当建立制度予 

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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