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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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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１．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２．应用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以江苏省１０家高校２０１３届大学毕业生为样本，实证分析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
现：大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不同维度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显著不同，其中科

学文化素质、组织管理素质对就业绩效各维度均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素质只对过程绩效有显著影响，创新创业素质、人

文艺术素质只对获得绩效有显著影响，思想道德素质只对满意绩效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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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６９９万人，２０１４年升至７２７万人，加之经济发展增速
趋缓，就业中总量压力、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新老问题交汇、内外问题交织，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大学

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决定大学生能否求职成功，关键还是看大学生综合素质能否匹配用

人单位的需求，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势必成为高校促进就业的首选途径。

１　研究假设
大学生综合素质是指大学生在原有自然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社会实

践以及自身的感悟认识而形成的稳定的属性［１］。不同学者依据不同标准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容划

分略有差异。就业绩效是指个体寻找工作的过程是否顺利，是否顺利地获得工作以及对获得工作的满

意程度。本研究中将就业绩效划分为过程绩效、获得绩效、满意绩效三部分。

大学生综合素质是当前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学界的热点，就业绩效的研究则颇为成熟，本研究提

出以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龙头进而改善就业难题，很少有研究涉及。本研究以２０１３届大学毕业生为
样本，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讨论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１：大学生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人文艺术素质、创新创
业素质、组织管理素质六个维度。

假设２：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假设３：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不同维度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显著不同。

２　数据分析与结果
２．１　问卷设计和变量描述

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情况，包括学历、性别、实践经历等；第二部分为自变量

的测量，在广泛阅读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前期访谈，自编而成大学生综合素质量表，包括

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人文艺术素质、创新创业素质、组织管理素质六个维度，由

１３个测量指标组成（如表１所示），并经过教育学研究领域的老师参与评估修订，进行了相应调整，最终
形成问卷；第三部分为因变量的测量，就业绩效量表借鉴被学术界认可的相关成熟量表，主要是文晓凤

（２００４）［２］、王苑（２００６）编制的就业绩效量表，包括过程绩效、获得绩效、满意绩效３个维度。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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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Ｌｉｋｅｒｔ式５点量表进行评价，匿名形式，由２０１３届大学毕业生填写。
表１　大学生综合素质变量描述

维　度 测量指标 维　度 测量指标 维　度 测量指标

思想道德素质
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
身心健康素质

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
创新创业素质

创新能力

创业能力

科学文化素质

学习成绩

学习能力

人文艺术素质

人文知识素质

文化艺术素质

组织管理素质

实践能力

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

　　本研究数据的采集采用现场发放和电子邮件发放相结合的形式，在徐州、南京、大连、盐城四地各选
取２０１３届大学毕业生１００人作为测量样本，以实证测度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共发
放４００份问卷，有效回收３１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７８．５％。
２．２　问卷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需要对大学生综合素质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为了了解量表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对量

表进行ＫＭＯ与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检验（见表２）。经检验，综合素质量表的ＫＭＯ为０．８７７，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２　大学生综合素质量表ＫＭＯ与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检验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８７７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Ｔｅｓｔｏｆ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３１６Ｅ７

ｄｆ １５４

Ｓｉｇ． ．０００

　　运用主成分萃取法［２］，在指定因子数目的设定下，大学生综合素质量表因子分析抽取出６个关键因
子，共计２１个项目，对６个因子重命名分别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人文艺术素
质、创新创业素质、组织管理素质。累计解释变异量分别达到７０．９１７％。从大学生综合素质量表因素
抽取的内容来看，较好地符合了本研究的测量构思。

作为检验量表项目内部一致性的标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值越大表示信度越高，代表量表越稳定，检验结
果如表３所示。经检验，本研究量表的同质性信度较高，统计结果基本支持假设１。

表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表

Ｖａｒｉａｂｌｉｅ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 ＮｏｆＩｔｅｍｓ

综合素质 ．９１１ ２１

思想道德素质 ０．８０４ ４

科学文化素质 ０．８６３ ４

身心健康素质 ０．７９６ ４

人文艺术素质 ０．８０５ ４

创新创业素质 ０．７４７ ２

组织管理素质 ０．８３２ ３

２．３　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就业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来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表４列出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可以

看出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就业绩效各个因变量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４　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就业绩效的相关性（Ｐｅａｒｓｏｎ，Ｎ＝３１４）

过程绩效 获得奉献　　 满意绩效

思想道德素质 ．４２１（） ．４０５（） ．５４９（）

科学文化素质 ．４９２（） ．５１１（） ．５３４（）

身心健康素质 ．４９６（） ．３２９（） ．４３３（）

人文艺术素质 ．４６３（） ．４８７（） ．４１３（）

创新创业素质 ．３３８（） ．４７９（） ．４０５（）

组织管理素质 ．４６４（） ．５８３（） ．５７８（）

　　　　　　注：代表相关性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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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就业绩效的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不能反映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相对重要性，需要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探寻变量与变

量间的预测作用。采用逐步回归法（Ｓｔｅｐｗｉｓｅ），以思想道德素质（Ｘ１）、科学文化素质（Ｘ２）、身心健康素
质（Ｘ３）、人文艺术素质（Ｘ４）、创新创业素质（Ｘ５）、组织管理素质（Ｘ６）为多元自变量，以过程绩效
（Ｙ１）、获得绩效（Ｙ２）、满意绩效（Ｙ３）三个变量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大学生综合素
质各维度对就业绩效各维度的影响，如表５所示。

表５　回归分析表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Ｆ

过程绩效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６１ ．２２４ ３．１１４ ．００２ ．３１７ ５８．２２２

科学文化素质 ．２４７ ．０６８ ．２０７ ３．４８７ ．００１

身心健康素质 ．２０７ ．０７２ ．１９９ ３．３１０ ．００１

组织管理素质 ．２９６ ．０５９ ．２６１ ４．６４４ ．０００

获得绩效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２５５ ．２２３ ５．３３７ ．０００ ．２０３ ３１．８９９

科学文化素质 ．２７７ ．０６９ ．２１３ ３．５４７ ．００１

组织管理素质 ．２６５ ．０６９ ．２３０ ３．６７３ ．０００

人文艺术素质 ．１５５ ．０５７ ．１４７ ２．６４４ ．０１２

创新创业素质 ．１８８ ．０７３ ．１９３ ３．０４２ ．０１７

满意绩效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４５ ．２２９ ２．３７３ ．０１８ ．３１４ ５７．６７７

科学文化素质 ．４６４ ．０６６ ．３７８ ７．１４２ ．０００

组织管理素质 ．１７３ ．０７０ ．１５０ ２．５００ ．０１３

思想道德素质 ．１５５ ．０５１ ．１３９ ２．７５９ ．００６

　　注：ｐ＜０．００１

由表５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不同维度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明显不同。
科学文化素质、组织管理素质对就业绩效各维度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较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组织

管理素质对提高大学生就业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身心健康素质只对过程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就

业绩效的其它维度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培养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素质有助于在就业过程中占得优势；创新

创业素质、人文艺术素质对获得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思想道德素质对满意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三

个维度对能否顺利获得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有重要影响［３］。回归分析结果说明，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

业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效应，基本支持假设２、假设３。

３　结语
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综合素质得分均值不算高，各维度得分基本都在３．４左右，其中创新创业素质

得分最低，仅为３．００４６；就业绩效得分整体均值相对较低，得分平均为３．３８；过程绩效、获得绩效、满意
绩效得分分别为３．３２、３．５１、３．４３。综上所述，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评价较低，引导创新创业思考应是
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要面对的新课题。

实证研究检验了大学生综合素质对就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大学生综合素质是就业绩效非常重要的

前因变量，其中，科学文化素质和组织管理素质对就业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身心健康素质对过程绩效

有显著的正效应，创新创业素质、人文艺术素质对获得绩效有显著的正效应，思想道德素质对满意绩效

有显著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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