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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激励效应与就业薪酬的相关性研究 ①

曹同艳，崔　昱，杨　璐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７１）

摘　要：奖学金是高校学生管理中激励学生学习、进步的一种有效方法，现有研究对高校奖学金激励的研究主要侧
重于校内激励，而针对学生获奖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较少。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两独立样本Ｔ检验的方法，分析奖学金
对就业薪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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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生激励机制一直是有效激发学生积极性的有
效保证，也是高校学生管理的重要手段，而高校激励机制

中最深得学生重视的就是奖学金。目前各高校对奖学金

实行了改革，高校奖学金的含义和概念有了很大的拓展，

奖学金金额和种类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从理论上讲，投

入与收益应是呈正比关系，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通过

对相关研究的归类总结，现有的奖学金研究中主要侧重

于校内激励，本文将奖学金激励效应研究延续到就业质

量中，利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方法，分析奖学金对就业薪
酬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显著。

１　奖学金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把奖学金解释为：“学校、团体或个

人给予学生的奖金。”这也是高校奖学金制度的理论基

石。目前我国高校奖学金的设置没有统一标准，各高校

自己设置奖学金，并制定相关评定程序及制度，但是本着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则，很多高校对奖学金进行了改

革，把过去对“优良学习”的鼓励扩展为对“优良学生”的

奖励，扩展了奖学金的概念，使奖学金的属性发生了观念

性的变革。有了概念扩展作为基础，奖学金从综合测评

的单一模式到以专业奖学金为主、单项奖学金并进的全

面激励模式。目前各高校奖学金的主要种类有专业奖学

金、单项奖学金、国家奖学金，还有社会企事业单位及个

人设置的奖学金等。在单项奖学金中设有学习进步奖、

考研特别奖、新生特别奖、技能竞赛奖、论文作品奖、文体

竞赛奖、发明创造奖、实践技能奖、学生干部奖、志愿服务

奖、社会活动奖等各种单项奖，打破了以“成绩论英雄”的

单一模式，走出了“成绩好，一好百好”的怪圈，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１］。

２　就业质量指标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既要关注客观环境又要包含

主体感受，对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一个国

家的国情和文化，必须经受本土化的过程。本研究的重

点是找出奖学金的激励效应在就业质量中的体现。在就

业质量上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薪酬福利，二是劳动关

系，三是个人发展。将薪酬福利、劳动关系、个人发展作

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薪酬福利中，不单单

只关注劳动报酬，还特别关注“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是

否齐全；在劳动关系中，随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稳定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等劳动保护方面也是关注

的焦点；在个人发展方面，晋升空间、学习与培训、专业对

口度、工作满意度等包含在内。

本文主要是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的技术手段是对数据

进行两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学生获奖与就业薪酬这一就业
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是否显著。基本原理如下：

首先提出零假设：

Ｈ０：两总体均值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Ｈ１：两总体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值即显著性标准值为０．０５。
当Ｐ值小于或等于０．０５时，拒绝零假设，说明两者相

关性显著；当Ｐ值大于０．０５时，不拒绝零假设，说明两者
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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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生获奖样本描述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南京晓庄学院往届大学本科毕业

生，本次共发放问卷４５０份，回收问卷３８４份，问卷回收率
８５．３％。表１样本数据中，被调查对象共计３８４人，系统数
据缺失一人，有效数据３８３条，３３０人获奖，占总体人数的
８５．９％，未获奖人数为５３人，占总体人数的１３．８％。

说明：表２中，Ａ＝校专业学习类奖项　Ｂ＝校学生干
部类奖项　 Ｃ＝校社会实践类奖项　 Ｄ＝市级及以上奖
项，有多项者，说明同时获得多种奖项。

表１　学生是否获奖统计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缺失

是 ３３０ ８５．９ ８５．９ ８５．９
否 ５３ １３．８ １３．８ ９９．７
系统 １ ０．３ ０．３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学生获奖对薪酬的影响分析
从表３可以看出，获奖的学生３２８人，占总体样本的

大多数，没有获奖的学生５３人。表４中 Ｐ值０．６０２明显
大于０．０５，即不拒绝 Ｈ０假设，本研究数据中获奖对薪酬
影响不显著，学生在校获奖对毕业后的收入影响不显著。

表２　学生在校获奖情况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５４ １４．１ １４．１ １４．１
Ａ １１７ ３０．５ ３０．５ ４４．５
ＡＢ ２６ ６．８ ６．８ ５１．３
ＡＢＣ ３４ ８．９ ８．９ ６０．２
ＡＢＣＤ １９ ４．９ ４．９ ６５．１
ＡＢＤ １１ ２．９ ２．９ ６８．０
ＡＣ ３５ ９．１ ９．１ ７７．１
ＡＣＤ ４ １．０ １．０ ７８．１
ＡＤ ４ １．０ １．０ ７９．２
Ｂ ２１ ５．５ ５．５ ８４．６
ＢＡ １ ０．３ ０．３ ８４．９
ＢＣ １７ ４．４ ４．４ ８９．３
ＢＣＤ ２ ０．５ ０．５ ８９．８
ＢＤ ３ ０．８ ０．８ ９０．６
Ｃ ３１ ８．１ ８．１ ９８．７
ＣＢ １ ０．３ ０．３ ９９．０
ＣＤ ２ ０．５ ０．５ ９９．５
Ｄ ２ ０．５ ０．５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表３　组统计量

是否获奖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月薪酬

标准

是 ３２８ ２．３９ ０．８０５ ０．０４４

否 ５３ ２．４５ ０．８４５ ０．１１６

表４　独立样本检验

方差方程的 Ｌｅｖｅｎｅ检验 均值方程的 ｔ检验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月薪酬标准
假设方差相等 ０．１４１ ０．７０７ －０．５２１ ３７９ ０．６０２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０．５０４ ６８．１４７ ０．６１６

表５　独立样本检验

均值方程的 ｔ检验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月薪酬标准
假设方差相等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９９ ０．１７３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４ －０．３１１ ０．１８５

５　分析及建议
本样本数据中，获奖学生中有７９．２％的学生获得校

专业学习类奖项（即 Ａ类奖项），很明显该校专业学习类
奖项比例较高，单项奖比例偏低，学生在校获奖对毕业后

的收入影响不显著，据问卷调查分析，结合该校奖学金评

比实施细则，认为该校专业学习类奖项比例高达５０％（一
等奖５％，二等奖１５％，三等奖３０％），其他的单项奖比例
过低，且要求过高，出现了重学习轻实践的倾向，没有充

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

建议奖学金总体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专业学习

类奖学金比例，总体比例控制在３０％最佳，提高奖金等第
额度，加大社会实践类、学科技能竞赛类、科技创新类等

单项奖的奖金比例及金额，特别是专业技能竞赛及学科

竞赛应给予大力支持，努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充分发

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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