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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人力资本衡量指标详细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一手抽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 

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发现那些能够积极影响求职结果的人力资本变量，并 

不一定能在决定就业质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这一反差表明，在中国转轨的劳动力市场中，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实现机制和就业质量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要想提高顺利就业的概率，大学 

生必须扩展人力资本的宽度和广度，拥有一个合适的人力资本结构；要想获得更高的就业质 

量，大学生必须增强人力资本的深度，从而拥有一个更高的人力资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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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survey dat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to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on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indicator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that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results of employment can’t 

necessarily play a positive role on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This implies that the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resuhs decis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quality decision are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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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China’S labor market． In order to get more opportunities of 

employment，college students have to develop a suitable capital structure by expanding the width and 

breadth of their human capita1．But in order to get higher employment quality，college students must 

strengthen their human capital depth to obtain a higher quality of human capita1． 

Keywords：human capital；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the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results 

decision；the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quality decision 

我国新一轮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生在毕业时点无法Jl~ fl就业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劳动 

力市场上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有 630万大学毕业生， 

其中就有 174．4万人在毕业时没能顺利实现就业①。日益凸显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了政府、民 

众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 

的好与坏，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各方利益主体，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教育本身的发展。这也是为 

什么与农民工、下岗职工相比，大学毕业生人数不算很多，但却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逐渐显现，相应出现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这些成果增进了人 

们对我国现阶段大学生就业特点和规律的了解。几乎所有研究都涉及了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 

关系。这些实证文献，通常都讨论了对于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结果 (是否就业)和起薪水平而言，分 

别有哪些人力资本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得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比既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可 

以发现，影响求职结果与影响起薪水平的人力资本变量，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这种反差可能表明，在 

中国转轨的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实现机制与工资决定机制是不一致的。然而，现有文献并没 

有对这两种机制进行详细讨论。另外，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笔者认为其原因 

除了与所用样本的代表性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哪些指标能衡量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并没有进 

行深入的讨论，指标选取过于随意和宽泛，所以不但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可信度，而且也造成了研究结 

论的不一致。带着这种理解，本文将在对人力资本衡量指标进行详细讨论的基础上，利用北京师范大 

学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课题组的2009年抽样调查数据，讨论大学毕业生拥有的各 

类人力资本因素对于其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尝试筛选出影响就业概率和就业质量的人力资本变 

量，最后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角度对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实现机制与就业质量 

决定机制进行讨论。 

一

、 人力资本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实现和就业质量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对就业有着深刻的影响：劳动者的受教 

育水平越高，受教育质量越好，则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越高，因此，他就越有可能获得一个好 

的职位，就越有可能进入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比较高的阶层。现代教育通过向劳动者传授知识 

和技术 ，极大地提高了他们获取和解读复杂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找寻空缺职位的交易 

成本。例如，马忠东和王建平基于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生的 

失业率要远低于高中毕业生，这充分说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风险要大大高 

于高学历的劳动者⋯。 

就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而言，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边际劳动生产率，而教 

育由于使劳动者学会了学习和阅读，使其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随之提高，收入 自然增加。 

但是人力资本理论也认为，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仅仅是一般的情况，它对收入的影响不仅限于 

此，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作用还表现为它提升了人们的配置能力。一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 

① 数据来源：新华网．教育部：截至 7月 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72．2％ [EB／OL]．201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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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调整，接受培训或进行地域、行业间的迁移，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 

综上可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与其他群体相比，大学毕业生之所以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 

更高的工资，是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增加了他们的人力资本，从而潜在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效率。 

那么，如果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来讨论大学毕业生群体内部的就业差异问题，就应当有如下 

判断：与那些对人力资本投资较少的大学生相比，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大学生就业结果会更好。然 

而，在现实世界中，人力资本投资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如此简单，二者之间展现出了更 

为复杂的联系。例如大学生学习成绩越好，说明其在学业方面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越多，就业结果就 

应当越好，但是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学习成绩好，并不一定能提高大学生顺利就业的概率，甚至还 

有研究发现，学习成绩对于就业机会的获得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J。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差可能 

说明，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状况考察更为全面和深入，即不但关注大学毕业生拥有的 

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还关注人力资本的结构。 

同时，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也发现，那些能够影响求职结果的人力资本变量，并不一定能在决定就 

业质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反之亦然。这种强烈反差表明，在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上，就 

业实现机制与就业质量决定机制可能是不一致的。由于就业于城市、国有部门等主要劳动力市场能获 

取明显的分割性收益，而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又是有限的，这导致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竞争相当 

激烈。主要劳动力市场基本表现为一种买方垄断状态，即由用人单位来主导设定招聘条件，大学生的 

谈判能力是很弱的。而用人单位在筛选过程中，一般倾向于挑选综合素质强和职业发展潜力大的学 

生，于是学习成绩好、获得过奖学金、是党员、有过兼职经历的大学毕业生就会更受用人单位的青 

睐。而这些显著影响求职结果的变量，却不一定能影响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水平，这是因为不管是国有 

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其在确定新员工的起薪水平时基本均根据就业岗位级别和类型来设定工资。由 

于刚人职的大学毕业生不大可能一开始就从事中高级岗位工作，所以那些综合素质强和职业发展潜力 

大的毕业生的起薪不一定更高。当然，由于起薪水平仍会受大学毕业生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 

影响，如果大学生的确能展现出更高的能力，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起薪。例如，绝大多数国内研 

究结果都表明，有过兼职经历既对求职结果也对起薪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学 

生在读书期间的工作经历，通过技术、知识、工作习惯以及经验的积累，提高了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 

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与国外文献也是一致的 。J。 

总之，一个基本判断是，由于大学生的就业实现机制和就业质量决定机制有可能存在差异，所以 

能对求职结果和就业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的人力资本因素之间会有所不同。 

二、指标讨论和实证研究设计 

1．已有文献选取的人力资本衡量指标情况 

在已有的实证文献中，除了有少数研究按照人力资本的本义使用学习成绩、是否是中共获得过奖 

学金、是否获得过英语四六级证书和其他证书、是否党员和学生干部、是否有辅修或双学位、是否有 

兼职经历来衡量人力资本外，更多的研究不但用上述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而且还认为学校声誉、学 

历层次、专业类别也能衡量人力资本状况，甚至还有研究将性别指标也纳入人力资本范畴。笔者对此 

有自己的观点，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首先，学校声誉是一个双重因素，既是人力资本因素，也是社会资本因素。说它是人力资本因 

素，是因为就读不同类型的高校很大程度上反映大学生在既往教育中所培养的能力大小 ]，在名校 

读书的经历也更有助于其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的提升；说它是社会资本因素，是因为大学生在读书期 

间能建立起以学校为基础的人际网络 ，学校声誉越好，其人际网络质量尤其是校友质量也越高 ]。 

其次，从理论上说，应当将学历层次当作人力资本因素来看待，但是在实证研究中这样做并不妥 

当，因为学习成绩、是否获得奖学金等所有的人力资本变量，都必须与学历层次变量联系在一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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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才有意义。而在计量模型中，如果将学历层次与其他人力资本衡量指标放在一起，会导致对学历 

层次变量所起作用被低估，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比较合适。同样的道理，也应当将专业类 

别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 

2．因变量与自变量的选择 

在计量模型的因变量设定中，主要考虑了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结果、起薪 (工资)水平和就业单 

位的所有制类型三个方面。第一，按照问卷对大学生是否已找到工作的回答，将大学生是否就业作为 

因变量，分析人力资本对获得工作机会的影响，该变量确定为 “已就业”和 “未就业”二分定类变 

量，已就业赋值为1，未就业赋值为0。第二，工资水平是衡量就业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所以对已 

获得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通过考查其工资水平，可以进一步判断其就业质量的高低。选取月工资 

作为第二个因变量，按照常规对偏态数据的处理方法，将工资进行对数转换，变为连续变量。第三， 

因为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性分割，即与非国有单位相比，国有单位的就业质量 

相对较高，所以除工资水平外，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也是大学生就业质量好坏的重要反映，按照问 

卷中对工作单位类型的回答，将工作单位分位 “国有单位”和 “非国有单位”两类：国有单位包括 

党政机关、国有大中型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其他事业单位等，其他为非国有单位，国有单位赋值 

为 1，非国有单位赋值为0。 

自变量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因素。基于前面对人力资本衡量指标的讨论，本文把人力资本细分为学习 

成绩 (很好 =1，中差=O)、获得英语四级证书 (取得证书 =1，未取得证书 =0)、获得英语六级证书 

(取得证书=1，未取得证书=0)、获得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 (取得证书 =1，未取得证书 =0)、 

获得托福等英语证书 (取得证书=1，未取得证书 =0)、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取得证书 =1，未取得 

证书 =0)、中共党员 (是=1，否=0)、学生干部 (是=1，否=0)、奖学金 (获得过 =1，未获得过 =0)、 

兼职经历 (有兼职经历 =1，无 =0)。控制变量分为高校类型 (985高校、211高校、一般高校，以 
一 般高校为对照组)，所学专业 (包括经济、金融、国际贸易、会计、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 

共管理、信息管理、市场营销，以市场营销专业为对照组)，民族 (汉族 ：1，少数民族 =0)，性别 

(男性 =1，女性 =0)，学历 (研究生 =1，本科生及以下 =0)。 

3．模型设计 

假设只有人力资本变量和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对大学生就业起作用①，本文主要检验人力资本对 

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结果、起薪 (工资)水平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的影响机制。其中，求职结果 

和单位的所有制类型两个因变量均为二分定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如下： 

Logit(p)=In( __)=卢0+ 1 1+ 2 2+⋯ +卢 (1) 一 

概率 P的表达为： 

， ， ， 、 1 ，一、 

p Y l 1， 2⋯ 一 —：— = __ L2 J 

研究人力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的作用机制时，因工资水平 (取对数)为连续变量，故采 

用 OLS方法进行计量检验。模型如下： 

In(Y)=J80+卢1 1+卢2戈2+⋯  +卢 (3) 

以上模型中P为二元因变量中变量取值为 1时的概率， 为解释变量， 为系数，即对应解释变 

量对概率影响的贡献度。 

① 本文的主要 目标是实证检验哪些人力资本因素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假设只有人力资本变量和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 
对大学生就业有作用，这样的研究设计从逻辑上看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做会遗漏其他的一些变量 (例如社会资本)。但是 ，其 
好处在于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发现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人力资本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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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统计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 

大学 “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 

与大学生就业”课题组的抽 

样调查。课题组于 2009年 6 

月对全国 13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42所高校的经济类、 

管理类专业 2009届大学毕业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 

卷 3725份，回收 有效 问卷 

2981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 

80％。调查采用定向抽样方式 

进行，均通过毕业班班主任的 

现场指导来实现问卷的发放和 

填写，因此笔者认为与同类调 

查相比，此次调查的问卷填写 

质量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抽样方法的缺陷。表 1 

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信息， 

其中男性 占样本的 46．60％， 

女性占53．40％，女生略多于 

男生，这与经济管理类专业性 

别分布的实际情况相符。从学 

校层次看，毕业于985高校的 

学生 占 l7．38％，毕业于 211 

高校的学生占24．60％，毕业 

于 一 般 高 校 的 学 生 占 

58．02％，也基本反映了大学 

生在这三类高校 中的实际比 

例。从专业分布看，最多的是 

会计专业，样本量为 530个， 

占17．78％，最少的是信息管 

理类专业，样本量为 122个， 

表 1 样本统计描述 

占4．09％，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际招生情况基本一致，各专业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反映人 

力资本的指标中，成绩好的毕业生占12．92％，成绩中等和较差的毕业生占87．08％。描述性统计还 

显示，近年来随着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加，学生通过考取各种证书来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的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例如获得大学英语四级证书的比例为 65．98％，六级为 42．40％，各种职业资格证书为 

17．51％。另外，绝大多数同学 (占82．15％)都有过兼职经历。 

三、回归结果和结论 

1．人力资本对就业机会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模型一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人力资本因素有成绩、获得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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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1．模型一为 Logistic回归 (就业 =1，未就业 =0)；模型二为工资对数的 OLS回归；模型三为 Logistic回归 (国有部门 = 

1，非国有部门 =0)。2． P<0．1；”P<0．05；” P<O．O1。3．括号中数字为 t值。 

证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是中共党员、学生干部及有兼职经历。其中从系数显著性比较来看，获得 

职业资格证书、是中共党员、有兼职经历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最强，说明这几个因素对大学毕业生求职 

结果的影响力最大。获得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和学生干部系数分别在5％和 10％的水平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表明这两个因素对获得工作机会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成绩的系 

数估计值为负，而且在 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陈成文和汪希的研究结论一致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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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一结果并非表明学习成绩好不利于大学生就业①，原因可能在于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有着更高 

的就业期望，当无法获得匹配的工作时，他们宁愿采取 自愿性失业行为 。问卷中设计了 “您可以 

接受的月最低工资是多少元”这一问题，调查结果发现，保留工资水平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很大。学 

习成绩好的同学的保留月工资平均为 2174元，而学习成绩为中下的同学平均为 1875元，二者相差 

299元。可能正是因为有些成绩好的同学无法找到理想工作，于是他们选择了暂时不就业。 

从以上变量对获得就业机会的具体贡献度来看，“成绩好”比 “成绩一般及以下”毕业生的就业 

可能性减少了0．25倍；获得了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使就业概率提高了0．87倍；获得了职业资格 

证书的大学生也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力，就业概率提高了0．48倍。另外，回归结果还发现中共党员、 

学生干部这两个人力资本因素对就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相 比对照组而言，分别可以提高就业概率 

0．52倍和0．21倍。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反映人力资本的指标相比，有过兼职经历可以使大学生的 

就业概率提高0．94倍。本文所得出的 “有兼职经历对于大学生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结论， 

与绝大多数国内外文献一致 J。 

2．人力资本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在表2的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模型二)中，成绩好、获得大学英语六级证书、获得专业英语四 

级及以上证书、获得托福等英语水平证书这四个人力资本指标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最强 

的是获得大学英语六级证书，表明其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劳动者的工 

资水平由其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对于雇主来说，大学生学习成绩好，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专业英 

语四级、托福等英语水平考试，这些信号都反映出这些大学生可能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基于 

这种判断，雇主可能会将这些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大学生安排在一些重要、关键的岗位，那么其工资水 

平也必然比平均水平要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工资方程中，学习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模 

型一中成绩所起的作用截然相反，这表明与在提高就业概率方面的作用相比，学习成绩好更有助于大 

学生获得一份好工作。再来看变量的系数值，成绩好的毕业生比成绩中等或一般的毕业生工资水平高 

9．2％；获得大学英语六级证书、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托福等英语证书的毕业生工资水平分别 

增加了 10．5％、12．9％和 16．6％。 

上述结果表明，除了成绩之外，能显著地提高起薪水平的人力资本变量是获得各种英语考试证 

书，而职业资格证书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但是对于求职结果而言，职业资格证书所起 

的作用却很大)，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3．人力资本对能否就业于国有部门的影响 

观察模型三中关于就业单位所有制类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总体上并不显 

著，说明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进入国有单位就业没有显著影响，或者说国有单位在录用毕业生时 

并未将成绩等人力资本因素作为主要考察标准。作为唯一的例外，中共党员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部门在吸纳大学生就业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更倾向于录用是中 

共党员的大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中共党员往往同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语言表达和沟通能 

力，具有更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这样的素质与国有部门的选人、用人标准是匹配的。另 

外，可以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在模型一中，兼职可以有效提高就业的概率，但为什么在解释进 

入国有部门就业概率时系数却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国有单位往往具有较长的历史，已经形成了鲜明 

的组织文化和管理模式，他们更看重新员工的可塑性和对组织文化的适应性。在实践中，大学生的兼 

职场所多在非国有部门，这些非国有部门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因此，有过兼 

职经历反而可能会降低大学生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概率。 

① 例如，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 “截至目前，明确表示可以与您签约的单位共有几家”这一题 目，在学习成绩好的样本中，回答 
“没有”的占12．5％ ，而在学习成绩为中下的样本中，这一比例是 15．0％；相反，回答有 “两家及以上”的在各 自样本中所占 
比例，前者是46．8％，后者是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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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单看一下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汉族、学校声誉 

好、学历层次高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且就业质量更高，这也印证了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在 

专业方面，与市场营销专业相比，会计、信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具有更明显的就业机会优势，而经 

济、金融、会计、人力资源、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取得国有单位的就业机会。 

4．讨论 

从上述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那些能够积极影响求职结果的人力资本变量，并不一定能在决 

定就业质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对求职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人力资本因素，是获得专业英语四级及 

以上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是中共党员、学生干部及有兼职经历；而对就业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人 

力资本因素，是成绩好、获得大学英语六级证书、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托福等英语水平证书、 

是中共党员。经比较容易发现，其中只有获得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和是中共党员这两个因素在共 

同起积极作用。这一结果，充分印证了笔者之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在中国当 

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实现机制和就业质量决定机制是存在差异的。 

在获得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是中共党员、学生干部、有兼职经历这些 

对求职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人力资本的指标中，除了获得专业英语证书外，其他指标实际上都在衡 

量人力资本的宽度和广度，或者说是在衡量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结构。例如，获得过多种职业 

资格证书，表明这些大学毕业生具有较好的学习广度，其人力资本的应用范围会很广，对环境的适应 

性也较强。这一结果表明，要想提高顺利就业的概率，大学生必须扩展其人力资本的宽度和广度，从 

而拥有一个合适的人力资本结构。为此，大学生应当在专业学习之外，通过社会实践和适当的兼职， 

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Jl~,N地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提早做好准备。 

而在成绩好、获得大学英语六级证书、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证书、托福等英语证书、是中共党员 

这些对就业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的人力资本指标中，除了是否属于中共党员指标外，其他指标显然都 

在衡量人力资本的深度，或者说是在衡量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质量 (实际上，如果将是否是 

中共党员看作是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的反映，它也能间接衡量人力资本质量)。这一结果表明，要想获 

得更高的就业质量，大学生必须增强其人力资本的深度，从而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质量。尤其是在当 

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国有部门等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竞争十分激烈的条 

件下，要想获得一份 “好”工作，大学生必须脚踏实地地学习，提高 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 

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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