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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业能力是大学生成功就业的核心影响因素，而 “90后”大学生作为未来劳动力 

市场的主力受到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开放式调查和预试研究的基础 

上编制了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问卷，通过前后两个样本的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构建出 “9O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四因子模型。该模型由内在 

品格素质、基本3-作能力、情绪管控能力以及规划自省能力四个维度构成，最后对研究结论 

与已有研究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研究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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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ability questionnaires．Furthermore，the research construct a four-factor employability model 

by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rough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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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在近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的形势下，就业的难题似乎变得更加严峻和突出。2008年我国 

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为511．9万人 ，2009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为 531．1万人①，2010年我国普通本 

专科毕业生数为575．4万人②。伴随就业形势的严峻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从 2012年起，1990年 

之后出生的大学生，即 “90后”大学生将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大军中一支不 

可小觑的力量。 

在当代中国，“90后”一直是一个饱受关注和争议的群体。“90后”从出生开始，生活环境相对 

前几代优越许多，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对新事物具有较强 

的接受能力，并具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个性鲜明张扬，自主自信；乐于表现自我，自我中心意识较 

强；思想开放独立，早熟老练而又叛逆⋯；由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长大，“90后”比较了解中国社 

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且价值观更加现实；市场消费观念强烈，但名利思想被过分强化。“90后” 

大学生身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他们的个性特征是否能够成为选择工作时切实有效的就业能力， 

目前尚无定论。 

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主导力量，“90后”大学生群体就业能力的高低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劳 

动力的供给质量；就个体而言，就业能力对职业生涯的成功极其关键_2j，所以，探讨和分析 “90后” 

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就业能力的结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研究回顾 

1．就业能力定义的分析 

关于就业能力的界定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定义 ]。研究总结了目前较有代表性 

的几种观点：富盖特 (Fugate)认为，就业能力是指个体在其职业期间确认和实现在组织内部和外部 

职业机会的能力 ；布朗 (Brown)认为，就业能力是找到并保持不同就业的相对机会 ；英国工业 

联合会 (CBI)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体为适应雇主或顾客的变化的需要而具备的资格或竞争能力，以及 

在工作中释放激情和潜力的能力 j。 

国内学者也对就业能力的定义进行了探讨 ：郑晓明认为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通过知 

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 

的本领 ；汪怿认为就业能力的实质是一种个体的能力，是各种有益于就业的能力的总和，且具有 

动态发展的倾向 J。 

虽然各个组织、学者对就业能力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有两个命题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一，大学生 

就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多种个人能力整合后的结果；其二，就业能力对就业质量产生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和正面影响。 

2．就业能力结构的分析 

就业能力包含的内容很广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关注于这些内容的内在构思，也就是就业能力 

的结构。 

国外许多组织和学者对就业能力维度进行了探讨：如美国劳工部就业技能调查委员会提出，2l 

世纪就业人员需具备三大基础和五大能力 J。三大基础是能力基础、思维基础、素质基础；五大能力 

是资源确定、组织、规划与分配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获取并利用信息的能 

力，对复杂相互关系认知并系统运作的能力，能利用多种科技知识手段进行工作的能力。帕拉尔 

(Pallard)提出就业能力应该包括四个组成成分：①资产，由个体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组成；②发展， 

① 参见 《中国统计年鉴》(2010)。 
② 参见 《中国统计摘要》(2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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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职业管理能力、求职能力、策略性的方法；③表达；④个体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环境_l 。劳尔等人 

(Law，Wong&Mobley)认为就业能力主要由三个维度组成  ̈：个人适应性，指的是使个人具有就 

业能力的因素；个体与市场的交互，指的是个体如何呈现就业能力；职业身份，指的是职业身份的风 

格、身份描述和身份 自我。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就业能力结构的研究兴趣也 日渐浓厚。如张丽华的研究认为，大学生就业能 

力包含五个维度，即思维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自主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应聘能力_1 ；宋国学认 

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由专业技能、沟通技能、个人属性、学习能力、人际技能组成 ；王霆、曾湘泉、 

杨玉梅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由知识要素、能力要素、态度要素组成，其中知识要素分为专业知识 

和非专业知识；能力要素分为操作应用技能、理解交流技能、管理技能、自我控制技能和科学思维技 

能；态度要素分为职业素养、意志品质和个性特征 。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程序 

1．研究设计 

虽然目前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 目前还没有学者对 “90后”大学生这 
一 特定群体的就业能力结构进行研究。事实上，对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 

进一步深人发展的试金石，有利于实现学生个体、高等院校和社会三方的和谐发展因而是一种千分有 

必要的工作。 

本研究从学生角度出发，运用所编制的量表，通过两个样本的调查，用实证研究方法对 “90后”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结构维度进行了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并对研究结果与已有结论的异同以 

及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行了讨论。 

2．问卷编制 

第一，文献综述。问卷编制首 

先参考了现有文献所形成的概念体系 

和研究命题，对就业能力、就业能力 

结构维度等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 

分析，重点参考了 《大学生就业能 

力的结构初探》Ds]、《大学生就业能 

力 的结 构 及 其 对 就 业 结 果 的影 

响》[161、《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模型 

研究》 等文献的研究成果，提取、 

收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具体项目和内 

容，并进行了分类汇总。 

第二，半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问 

卷调查。对大学的学生和教师进行访 

谈，主题为大学生如何发展能力以更好 

地适应求职的需要。在访谈两所大学 

18名任课教师、辅导员和 32名学生的 

基础上，用开放式问卷调查了在职管理 

干部培{JII班的32名管理者以及 位已 

签约的应届毕业生，调查内容包括 

表 1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的项 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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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最看重大学生的哪些能力”、“您认为现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最缺乏哪些必备的能 

力”等。调查还要求被试者就所提到的内容或条款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同时收集了企业的 《录用标准》和 

《面试计分表》，作为编制问卷题目的参考。 

第三，汇总与归类。对文献综述、访谈和开放式调查中提到的就业能力内容进行汇总并归类，如 

表 1所示。 

第四，编制并修改初始问卷。根据表 1所列内容，邀请 30位学生及 20位老师对各类就业能力的 

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计算按照重要性排序的就业能力项目所出现的频次，在此基础上设计问卷项 目、 

编制初始问卷。之后邀请2名心理学教授和5名企业管理者对项目适当性、问卷合理性和可读性进行 

评定，修改初始问卷，最终得到包含29个项目的大学生就业能力预试问卷。 

第五，预试。用预试问卷调查包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厦门大学等21所大学的300名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287份，问卷有效率为95．67％。利用 

SPSS 17．0对 287份有效样本进行探索眭因子分析。所得的结果进行如下处理：①对于在多个因子上 

有载荷的题目，直接删除；②对在两个因子上有载荷，但各载荷均小于0．4的，直接删除；③对在两 

个因子上有载荷，其中一个载荷在 0．4以上，与另一个相差 0．2以上的予以保留，最终形成了包含 

25个题项的正式调查问卷。 

正式问卷由包含 25个项 目的中国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以及包含 lO个项目的基本信息构成，由学 

生以李克特五点量表自陈回答。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难以确定、4表示比较符 

合、5表示非常符合。 

3．样本分布 

用所编制问卷对 “9O后”大学生进 

行了前后两次调查，第一次调查通过探索 

性因子分析对问卷进一步修正，第二次调 

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 

第一次调查的样本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武汉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在内的 53 

所大学的不同学科的学生，共发放调查问 

卷 322 份，回 收 308份，回 收 率 为 

95．65％；其中有效问卷 301份，有效率 

为97．78％；用来对 “9O后”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结构维度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第 

二次调查的样本包括湖南师范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在内的 41所大学 的不 同学科的学生， 

共发放问卷 410份，回收369份，回收率 

为90％；其中有效问卷 363份，有效率为 

99．37％，用来对 “90后”大学生就业能 

表 2 第一次调查与第二次调查被试基本情况对比 

力的结构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差异检验显示，两样本总体在性别、年龄结构等方面无显著差 

异。两次调查样本的分布见表 2。 

4．数据分析 

用SPSS 17．0对 “9O后”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然后用 AMOS 

18．0统计软件对 “9O后”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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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1．项 目分析 

在项目分析中，我们主要根据被试的测试结果分别计算出每一题 目的鉴别力与区分度。题目的鉴 

别力主要是求出每一个题 目的 “决断值” (简称 CR值)，即通过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 目上得分 

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来进行。区分度用被试者在该项 目的得分与其所在分量表总分的相关来表示。根 

据计算结果 ，我们从中选取决断值达到0．05显著水准且数值大于3，区分度在0．20以上的25道题 目 

组成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预测量表。 

2．探索性因子分析 

利用 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的第一步是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量表的KMO值 

为0．887，适合做主成分分析；本研究的 

巴特利 特 (Bartlett)球 形 度 检 验值 为 

2110．927，Sig． =0．000<0．01。综合 两 

个因素说 明样本充足度足够，并且显著 ，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 

预调查样本采用主成分法对 “9o后” 

大学生就业能力抽取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并 

对因素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得到就业能力的 

结构。第一步，考察转轴后的成分矩阵，可 

以发现其中的 “乐观向上”、 “职业化素 

养”两题项在两个因子的载荷均相近，将 

其删除；第二步，用保留的23个题项进行 

第二次因子分析后，得到各因子载荷矩阵， 

发现其中的 “自尊”、“文化认同能力”两 

题项在两个因子的载荷均相近，将其删除； 

第三步，用保留的21个题项进行第三次因 

子分析后，得到各因子载荷矩阵，发现其 

中的 “社会洞察力”、“信息管理能力”两 

题项不显著，将其删除。用保留的 19个题 

项进行第四次因子分析，此时分析数据结 

果，量表的KMO值为0．887，Bartlett球形 

度检验值为2110．927，Sig． =0．000<0．01。 

采用主成分法抽取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 

并同时观察碎石图，如图 1。 

由图 1可见 ，在第 4个因子处出现拐 

点，此后碎石图坡度趋于平缓。4个因子 

的特征值为 1．183，此时提取 4个因子可 

以解释总方差的 57．209％。用保留的 19 

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因子载荷矩 

阵如表 3所示。 

图1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探索性因子 

分析碎石图 (N=301) 

表 3 “9O后”大学生就业能力探索性 

因子分析旋转成分矩阵 (N=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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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发现，19个变量提取4个公共因子后，公共因子解释了变量的大部分变异，4个公共因子累 

计解释了数据中总方差的 57．209％，每个变量都在其中的一个公共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 (大于 

0．45)，而对其他公共因子的载荷值较低。分析各因子所包含的变量指标，可以发现该模型符合实际 

情况，有很好的理论支撑和实际指导意义。其中各因子的解释分别如下。 

因子 1：包括敬业奉献精神、道德品质、诚实、责任意识、正直、社会公德，共 6个变量指标。 

这些指标反映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可以解释和命名为 “内在品格素质”。 

因子2：包括人际交往能力、自我营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应变能力、问题解决能力、表达能 

力，共 6个变量指标。这些指标都是用人单位特别重视的，是大学生在工作中需要经常使用到的基本 

技能，可以将其解释和命名为 “基本工作能力”。 

因子 3：包括自我控制能力、忍耐力、心理调适能力，共 3个变量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大学生 

的情绪管理和心理调适水平，可以解释和命名为 “情绪管控能力”。 

因子4：包括计划能力、时间管理能力、竞争意识、主动积极，共 4个变量指标。这些指标所反 

映的能力水平可以预期该求职者未来是否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管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可以 

解释和命名为 “规划 自省能力”。 

3．验证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研究结果显示，“90后”大学生就业 

能力由内在品格素质、基本工作能力、情绪管控 

能力、规划自省能力四个维度构成。此结构是否 

可靠、有效，须经另外样本的调查，用验证性因 

素分析加以检验。检验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模 

型验证，即检验四维度结构模型是否得到另外样 

本数据的支持；二是模型比较，即对问卷项目可 

能包含的三因素模型、四因素模型等三种模型进 

行比较，以确定四因素模型是否为最优。三因素 

模型为含有三个维度的模型，为本研究的备择模 

型。按照模型要求设置参数关系，用正式调查样 

本资料进行检验。 

理论模型的数据点数目等于P× (P+1)／2， 

P为观测变量的数 目，在本研究中P=19，所以， 

数据点数目为 19× (19+1)／2=190。理论模型 

共包含 6个因子相关、19个因子载荷、l9个残差 

方程。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在统计分析上能 

够被识别，可以对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 (SEM) 

运算。模型验证结果见图2。 

由图2可以看出，四因素模型与观测数据都 

有较好拟合，四因素模型得到正式调查样本的支 

持。为了验证四因素模型的优劣，研究还将四因 

素模型中相关度为 0．74和0．70的两个因子分别 

合并 ，形成了两个参照模型，并与四因素模型的 

拟合结果进行比照。 

在实际运用协方差结构模型分析时，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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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一般常采用的指数是 CFI、NFI、NNFI(TLI)、IFI和 RMSEA，其中前四个指标的值在0．80 

以上被认为拟合较好，可以接受，在 0．90以上表示模型拟合很好 ；RMSEA的值在 0．08以下表示模 

型拟合较好 坞 。比较发现，在三种可能模型中，四因素模型各项拟合指数都最佳。具体比较结果见 

表4。 

表 4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N=363) 

4．问卷信度、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通过 SPSS 17．0对问 

卷进行信度检验。在正式调查结束一个月 

之后，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 100名大学 

生进行了问卷重测，前后两次问卷的信度 

都较高，整个调查的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2)效度检验。结构效度的检验的方 

法之一是通过因子分析来考察整个量表的 

表 5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问卷的信度检验 

因素结构是否明晰合理，其含义是否符合理论构想。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90后”大学 

生就业能力问卷的因素结构清晰，因素内所包括的项目在该因子上的负荷也较高，因子负荷大多数在 

0．6～0．8，对总体方差的解释量也很高，达到 57．209％。同时，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从模 

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数来看，四因素模型相对其他模型而言是最优的，并且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 

模型的整体拟合度也较好。 

五、分析与讨论 

1．构建了合理的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 

研究首先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前期半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了 “90后” 

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的初始问卷。接着，采集预试样本通过项 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问卷的修 

订，形成包含 25个项目的正式调查问卷。最后，采集正式调查样本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了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四维度模型，并形成 “9O后”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量表，该量表由内在 

品格素质、基本工作能力、情绪管控能力、规划 自省能力四个维度构成，包含 19个测量项 目。经过 

检验，该量表内容有效，结果可信，是一份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量表，可以用于 “90后”大学生就 

业能力的测量。 

2．与以往研究的差异分析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首先，在 

研究对象上，选择了目前颇受关注和争议的 “90后”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作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 

新兴群体和中坚力量，对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探索有着深远的意义。 

其次，虽然对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能够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方法，尤其是通 

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就业能力结构作出检验的研究还为数极少，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研究程序的完整 

性充分保证了本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使之具有更强的应用价值。 

再次，本研究通过验证得出的 “9O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四维结构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有着更高 

的概括性和更强的应用性，包含四因素的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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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一心理结构，它包括了由内至外的个人特征的排列，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背景中，并提供了一 

个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交叉结果，这是在其他关于就业能力结构的研究中所没有发现的。 

3．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研究对学生个体、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三方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和应用价值。 

首先，该研究结论为 “9O后”大学生学习模式的改变和学习目的的明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当 

今社会只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需要抛弃被动的学习方式，代之以一种基于行动的自主探究、 

自我发现与解决问题的学习模式。“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结构有助于大学生洞悉何种能力的培养 

与增长会有助于自身的成功就业，使自身在求职择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其次，就业能力结构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人才的全方位要求，重基础、宽口径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 

将会更加符合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近年来，跨专业、跨行业的就业情况屡见不鲜；基础知识扎 

实、基本技能熟练并具有较高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的学生将会在求职过程中受到用人单位 

的青睐，且更容易获得职业成功。高校在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方面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积极探索和 

实践多种措施与机制，培养出一专多能的通用型人才。 

最后，“90后”大学生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各项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组织的绩效和社会的发展，对 “90后”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的剖析，有助于企业在甄选、培育和 

评价人才方面作出必要的努力，最终实现社会、组织与员工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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