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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９０后高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运用ＳＰＳＳ和Ｅｘｃｅｌ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９０后
高职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有如下特点：就业意愿明显，继续深造者少；轻思想素质，重实践能力；依赖网络就业渠道，忽略

就业部门的指导；看重职业的前瞻性和稳定性。帮助９０后高职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价值观，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必须
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引导，适时调整就业指导平台，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加强创业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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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国家政治与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指标［１］，毕业生就业率也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

标。随着９０后大学毕业生大量涌入职场，就业结构性问题日趋突显。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是指在现实
的社会环境下，大学生在择业和就业过程中对职业价值追求、职业定位、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的倾向性

态度［２］。为了探究９０后大学生的就业价值取向，本研究以湖南职业教育大学城在校高职大学生为研究
对象，通过抽样调查，并运用ＳＰＳＳ和Ｅｘｃｅｌ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了解９０后高职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
特点，探讨如何引导９０后高职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价值观，以提高其就业竞争力。

１　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根据班杜拉（Ｂａｎｄｕｒａ，

１９８６）的一般社会认识职业理论以及威廉姆的特性———因素相匹配论，在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调查设
计中，将就业价值取向设定为４个主要因素，共１６个影响因子，每个影响因子又按１～１０共１０个维度
进行设计。其中，因素一为“职业功能性价值”，包括薪酬、就业地点、单位规模、工作强度和压力、家人

的看法和建议、工作社会地位；因素二为“职业稳定性价值”，包括单位用工机制、工作稳定程度、工作保

障程度；因素三为“职业精神性价值”，包括企业文化、符合专业与个人兴趣、职业理想；因素四为“职业

前瞻性价值”，包括发展前景、社会需求、可获得的工作经历、再就业竞争力。第二部分为被调查者基本

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背景信息。

２　调查组织实施
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于２０１４年５月对湖南职业教育大学城２０１２级及２０１３级在校大学生就业价

值取向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由随机抽取的大学生自愿、无记名填写调查表，问卷上注明了调查目

的及填写调查表的要求，每个调查项目明确具体。本次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２２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１７
份，有效回收率９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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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调查结果分析
对抽样调查获取的大量原始数据，在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我们运用了ＳＰＳＳ和Ｅｘｃｅｌ等软件，建立数

学模型，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得出９０后在校高职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特点。
３．１　受调查者基本信息的调查结果分析
３．１．１　个人基本信息

受调查者中，平均年龄为 １９．６６岁，其中，最小年龄 １７岁，最大 ２５岁；男生占 ８５．１２％，女生占
１４８８％；中共党员占３．７４％，共青团员占８７．３８％，其他占８．８８％；有过实习或工作经历的占６６．３３％，
没有的占３３．６７％。访谈中发现，有的大学生除了学校安排，很少有自己主动实习或工作的想法；城镇
学生占２１．３３％，农村学生占７８．６７％，说明高职大学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占主体；综合素质测评分值大于
或等于８０分的占６６．０１％，小于８０分的占３３．９９％。
３．１．２　家庭背景信息

在家庭背景信息调查结果中，就父母受教育程度分析，５１．１７％的家长只受过初中及以下的学校教
育，３７．５６％的家长接受过中专或高中教育，仅有１１．２７％的家长受过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说明超过５０％
的学生来自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从家庭收入状况分析，６１．１４％的受调查者来自年收入３万元以下
的家庭，３５．０７％的学生来自年收入３万～１０万元的家庭，仅有３．７９％的学生来自年收入１０万元以上
的家庭，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导致不少学生毕业后急于就业。

３．２　就业价值取向以及相关信息的调查结果分析
３．２．１　就业意愿明显，继续深造者少

调查分析数据显示，受调查者中，５９．５３％的学生十分想就业；５２．５３％的学生没有意向继续读书深
造。说明９０后高职大学生就业的需求意向非常高。分析数据还显示，７６．０４％的学生有创业意向，且希
望就业的学生同时也考虑自主创业（ｒ＝０．１８３６，ｐ＜０．０１）。
３．２．２　轻思想素质，重实践能力

受调查学生认为，各因素对于就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为ｑ实践能力（ｍ＝９．１６１３）、ｐ
思想品质（ｍ＝８．９３５５）、ｒ社会经历（ｍ＝８．７９７２）、ｕ社会关系（ｍ＝８．２８８３）、ｓ学历（ｍ＝７．８９３０）、
ｖ个人特长（ｍ＝７．６４９８）和ｔ家庭背景（ｍ＝６．８１５７），如表１所示。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应聘者的期望，
往往是将思想品德放在第一位考虑，其次才是实践能力等其它因素。可见，大学生对于就业竞争力影响

因素的认识还有待于更一步提高。

表１　影响就业竞争力的综合分析表

变量 自由度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思想品质 ２１７ ８．９３５５ １．５９４４ １ １０

ｑ实践能力 ２１７ ９．１６１３ １．３１４７ ４ １０

ｒ社会经历 ２１５ ８．７９７２ １．４３５８ ４ １０

ｓ学历 ２１７ ７．８９３０ １．９８８９ １ １０

ｔ家庭背景 ２１７ ６．８１５７ ２．３６１６ １ １０

ｕ社会关系 ２１５ ８．２８８３ １．８２９３ １ １０

ｖ个人特长 ２１７ ７．６４９８ １．８７２５ １ １０

３．２．３　依赖网络就业渠道，忽略就业部门的指导
在受调查者中，８１．０２％的学生认为自己对于就业形势不是非常了解。分析结果显示，就业信息主

要来源依次是：网络（ｍ ＝６．２９９５），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和老师（ｍ ＝６．２６８５），家人和朋友（ｍ ＝
５７６８５），报刊杂志（ｍ＝５．２９０３），学长、学姐和同学（ｍ＝５．２４７７），求职中介（ｍ＝４．８１４０）。可见，
学生对网络的依赖性较强，而网络就业信息的真实可靠性肯定不如学校的就业指导部门提供的信息。这

就为学校就业指导部门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确保学生就业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广泛性，让学生第一时间

从学校就业指导部门获取准确和有效的就业信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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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看重职业的前瞻性和稳定性
职业功能性价值：８６．５７％的学生认为薪酬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７７．２１％的学生认为就业

地点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７１．１６％的学生认为单位规模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
８３４９％的学生认为工作强度和压力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８４．１９％的学生认为家人的看法和
建议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８４．２６％的学生认为工作社会地位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

职业稳定性价值：９３．４０％的学生认为单位用工机制（劳动合同签订，劳务派遣）对于自己工作的选
择来说重要；９４．８４％的学生认为工作稳定程度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９５．３７％的学生认为工作
保障程度（保险和养老）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

职业精神性价值：８３．２６％的学生认为企业文化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９２．１３％的学生认为
专业与个人兴趣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８９．８６％的学生认为职业理想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
重要。

职业前瞻性价值：９８．１１％的学生认为发展前景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８９．４０％的学生认为
社会需求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８８．８９％的学生认为可获得工作经历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
重要；９１．７１％的学生认为再就业竞争力对于自己工作的选择来说重要。

表２表明，受调查学生对于各项就业价值的重要程度排名依次是：ａｌ发展前景（ｍ ＝９．０６６０），ａｋ
工作保障程度（ｍ ＝８．６３８９），ａｊ工作稳定程度（ｍ ＝８．５８２２），ａｉ单位用工机制（ｍ ＝８．４３４９），ａｑ可
获得的工作经历（ｍ ＝８．２２６９），ａｓ再就业竞争力（ｍ ＝８．１０６０），ａｏ符合专业与个人兴趣（ｍ ＝
８０９７２），ａｐ社会需求（ｍ ＝７．９８１６），ａｒ职业理想（ｍ ＝７．９０７８），ａｇ企业文化（ｍ ＝７．５１１６），ａｄ薪
酬（ｍ ＝７．４９０７），ａｈ工作强度和压力（ｍ ＝７．４７６４），ａｍ家人的看法和建议（ｍ ＝７．４０４７），ａｎ工作
社会地位（ｍ ＝７．２７７８），ａｅ就业地点（ｍ ＝７．０７９１），ａｆ单位规模（ｍ ＝６．６９７７）。由此可见，在１６
个影响因子中，９０后大学生更注重发展前景、工作的保障程度和工作稳定性等，即更注重职业前瞻性和
职业稳定性。

表２　就业价值取向各因素综合分析表

变量 自由度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ｄ薪酬 ２１６ ７．４９０７ １．８５５２ １ １０

ａｅ就业地点 ２１５ ７．０７９１ ２．２９３４ １ １０

ａｆ单位规模 ２１５ ６．６９７７ ２．０８６１ １ １０

ａｇ企业文化 ２１５ ７．５１１６ ２．０９７７ １ １０

ａｈ工作强度和压力 ２１２ ７．４７６４ １．８２７７ １ １０

ａｉ单位用工机制 ２１２ ８．４３４９ １．６９２０ ３ １０

ａｊ工作稳定程度 ２１３ ８．５８２２ １．６１９２ １ １０

ａｋ工作保障程度 ２１６ ８．６３８９ １．６９５２ １ １０

ａｌ发展前景 ２１２ ９．０６６０ １．３７１８ １ １０

ａｍ家人的看法和建议 ２１５ ７．４０４７ １．８１３５ １ １０

ａｎ工作社会地位 ２１６ ７．２７７８ １．７５９１ １ １０

ａｏ符合专业与个人兴趣 ２１６ ８．０９７２ １．８０８２ １ １０

ａｐ社会需求 ２１７ ７．９８１６ １．８７０７ １ １０

ａｑ可获得的工作经历 ２１６ ８．２２６９ １．９５７６ １ １０

ａｒ职业理想 ２１７ ７．９０７８ １．７３７６ １ １０

ａｓ再就业竞争力 ２１７ ８．１０６０ １．７２７５ １ １０

４　调查研究启示
４．１　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教育应该是能力本位教育。目前我们高职院校的培养机制普遍还是“白领导向型”，重理论轻

实践、重知识结构轻操作能力、重个人素质轻团队协作［３］。这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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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此，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的德育为先、能
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战略主题，及时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从重理论到重实践、重知识结构到重

操作能力、重个人素质到重团队协作的转变，变知识本位教育为能力本位教育，引导学生创新学习思维

方式，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

４．２　加强对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引导
德育教育应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注意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立体结

合。在对９０后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的调查中，８６．５７％的学生看重薪酬，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标准
尚难实现有机结合，因此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停留在宣传媒体和课堂里，应贯穿于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的具体实践中。学校教育不能忽视家庭教育的影响力，必须分析学生生源地结构、学生性别结构

等因素，针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就业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积极与家长有效沟通，实施分类指导。随

着公平竞争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政府已经为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提高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已经为“蓝领”群体所瞩目，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法律体系和用人单位的

“薪酬”体系应该为大学生就业形成良好的宏观和微观就业价值导向。

４．３　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
４．３．１　适时调整就业指导平台

在调查数据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中，我们看出，注重职业精神性价值（β＝０．４４９９，ｐ＝０．００１）的
学生更倾向于把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和老师作为自己就业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学校要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就业指导专业队伍，使校园就业指导平台（如就业网站、ＱＱ群、微博、微信、短信等）发挥最大效用。
而注重职业功能性价值（β＝０．４８４１，ｐ＜０．００１）的学生更倾向于把家人和朋友作为自己就业信息的
主要来源，这样学校必须和家长进行有效沟通，切忌简单将学生扔给家长。当学生将网络作为自己就业

信息的主要来源时，学校要针对网络信息因势利导，避免网络不切实际的招聘广告给学生造成伤害。

４．３．２　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加强创业指导
榜样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代表着美好事物和优良品质，代表着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取向。榜样是提

高对核心价值观认识并向实践转化的催化剂［４］。学校可以请创业成功的优秀校友回校作报告，言传身

教，充分发挥创业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就业，积极创业，同时强化政府

创业政策教育，加强创业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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