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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目前系统研究毕业生就业力水平度量的文献较少#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水平#本

文选取八个最能反映就业力的变量#构建了就业力水平指数测度模型&并以 J"" 名高职院校毕

业生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 为科学度量就业力水平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

法#同时不仅为高职院校培养毕业生就业力提供一个有效的评价体系和测量工具#而且为其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如何做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有效对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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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就业力 ! @̂ \/*8.'5/5>8#"也称 (可雇佣

性)"就是能够很好地获得工作$胜任工作"并能

在工作中晋升的能力"最早可追溯到 !" 世纪初"

由英国学者提出!:&=&,593&"#$"$#% !" 世纪 $"

年代后半期"就业力作为欧洲共同体共同使用的

术语"并被解释为+(加入劳动队伍的个人所具有

的动态地适应环境的能力"并以劳动力市场为导

向采取行动)

&#'

% 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有用(工作

准备) !I*'H_*,] P,&.95-&;;#来表述个人的就业

力"并以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衡量个人竞争

力&!'

% 就业力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就业率"后者主

要是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市场能容纳劳动

力的比率,而前者侧重于强调人所具有从事工作

的能力"在特定的条件下"就业力强未必就业率

高"反之亦然% 就业力"一头连着高等教育"一头

连着劳动力市场"表现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上的

就业力有两个主角"一个是雇主"一个是大学生%

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是需求方"而大学是供

给方% 大学生的就业依赖于雇主的需求"而雇主

的需求是根据其单位在目标市场上的经营发展战

略和资源配置所决定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的进一步深入"高等教育逐渐实现大众化$普及

化"从而导致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大

学生就业难度也相应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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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就业难的经济转型时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

学生"怎么样培养学生"是高职院校必须思考的战

略性问题之一% 当务之急"在大学生日益就业难

的今天"加强大学生的就业力开发就显得尤为重

要和迫切% 所以本文提出构建就业力水平指数

!@̂ \/*8.'5/5>8d&=&/;c-9&a"@dc#"以该指数来测

量大学生就业力水平% 到目前为止"理论上对就

业力水平的测度研究在我国仍处于空白"本文选

取了八个最能反映毕业生就业力的变量"构建就

业力水平指数测度模型"采用古林法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并对八种能力运用 N 级量表进行问卷调

查"然后对 JL" 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卷调查

数据运用 ?U??#G(" 软件进行实证研究%

二&就业力水平包含的特征变量分析

及研究假设

就业力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经由

学习而得的个人获得工作$保有工作以及做好工

作的能力"它包括了专业知识$动手能力$适应能

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学习能力$计划能力和创

新能力等能力%

"一%专业知识"U,*0&;;5*-./e-*_/&93&%

曼兹0约克!W.->̀Y*,]&#和皮特尔0奈特

!U&>&,6e-532>#通过对雇主们的调查"研究提出

了有关就业力构成的 <?@W理论"就业力应由四

个方面构成"其首要能力就是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力!+-9&,;>.-95-3#% 就业力是一个人能够寻找到

自己满意的工作$能适应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自己

从而胜任工作的能力&F'

% 胜任工作要求毕业生

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通过所学专业知识去解决

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充足的知识可以帮助毕

业生胜任工作"这对毕业生就业来说是一个充分

必要条件% 因此提出假设 #+专业知识与毕业生

就业力水平正相关%

"二%动手能力"62&U,.7>57./O'5/5>8%

动手能力"也称实践能力"它是就业力的外在

表现形式% 雇主雇佣员工"要求员工具备一定的

技能"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强调员工的实践能

力% 因此提出假设 !+动手能力与毕业生就业力

水平正相关%

"三%适应能力"O9.\>.'5/5>8%

就业力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是一

种适应性和灵活性"涉及能力本身"包括态度$个

性等可变化的核心技能群"即就业力是个人具有

的各种有益于就业的能力组合"在个人求职$就

职$晋升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动态发展的倾向%

适应能力越强"就业越有保障% 因此提出假设 F+

适应能力与毕业生就业力水平正相关%

"四%组织能力"E,3.-5̀.>5*-./1.\.75>8%

组织能力是指组织不同内部和外部人力$物

力$财务和技术资源的能力"包括团队构建$员工

领导$训练和控制等&N'

% 一个优秀的员工必须有

较强的组织能力"因而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组织

能力对就业也大有裨益的% 组织能力强"就业机

会越大% 因此提出假设 N+组织能力与毕业生就

业力水平正相关%

"五%合作能力"O'5/5>8>*1**\&,.>&%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合作能

力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与个人进步的重要能力之

一% 对于组织来讲"组织成员之间精诚合作"和衷

共济"有助于实现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对于个人来

说"与他人的合作可以为个人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和更大空间% 因此提出假设 L+合作能力与毕业

生就业力水平正相关%

"六%学习能力"d&.,-5-3%

从根本上说"就业力是一种学习能力"其学习

过程贯穿于人的一生% 各种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个人的学习能力% 因此提出假设 G+学

习能力与毕业生就业力水平正相关%

"七%计划能力"O'5/5>8>*U/.-%

计划能力包括工作计划$学习计划$生活计划

等% 计划象征着走向积极式的起点"是提高效率

的有效手段% 因此提出假设 J+计划能力与毕业

生就业力水平正相关%

"八%创新能力"O'5/5>8>*c--*=.>&%

创新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智能活动"只有在轻

松$自由$民主的氛围中"人们才会产生好奇心"萌

发求知欲"才会有创新的意向和行动% 创新能力

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综合性能力"是具有发展性$

创见性和开拓性的能力% 创新是个人$组织$社会

进步不竭的动力"创新能力对毕业生就业来说"是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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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级别的能力要求% 因此提出假设 M+创新

能力与毕业生就业力水平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共设定专业知识 ![# #$动手能力

![!#$适应能力![F#$组织能力![N#$合作能力

![L#$学习能力![G#$计划能力![J#和创新能力

![M# M 个变量% 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使用综合

评分分析法"构建了毕业生就业力水平测度模型+

FTBH

#

#

I# M

#

!

I! M

#

F

IF M

#

N

IN M

#

L

IL M

#

G

IG M

#

J

IJ M

#

M

IM !##

CC其中"@dc!@̂ \/*8.'5/5>8d&=&/;c-9&a#代表就

业力水平指数"

#

5

表示各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表 #C古林法求fI表

序号 评价指标 XI eI fI

#

!

F

N

L

G

J

M

专业知识

动手能力

适应能力

组织能力

合作能力

学习能力

计划能力

创新能力

!

F

!

#

"(L

N

F

1

J!

FG

#!

G

G

#!

F

#

"(NMG

"(!NF

"("M#

"("N#

"("N#

"("M#

"("!"

"(""J

合计 #NM #("""

利用T&/\25法对毕业生就业能力进行循环调

研和分析"运用系统工程中古林法确定各个指标对

应权重为fj!"(NMG""(!NF""("M#""("N#""("N#"

"("M#""("!"""(""J#% 计算过程如表 #所示%

基于模型!c#可得+

FTBH"!NMGI# M"!!NFI! M"!"M#IF M"!"N#IN M

"!"N#IL M"!"M#IG M"!"!"IJ M"!""JIM

!

$

#

CC"三%样本选取

研究样本的采集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获得% 问

卷设计设计 N级量表"分为攸关$重要$一般和次要

N个等级% 评价集合为+:

j

!'

#

" '

!

" '

F

" '

N

# j

!N" F" !" ##% 研究共发出问卷 JL" 份"最后得到

J"" 份有效问卷作为研究样本"有效率达到

$F(FFR%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运用 ?U??#G(" 软件进行因变量和自变量描

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 所示#% 从表 ! 均值$众位

数$众数可以得出"专业知识 ![# #$动手能力

![!#和合作能力 ![L#评价值较高"适应能力

![F#$组织能力![N#和学习能力![G#次之"计

划能力![J#和创新能力![M#评价值较低,从标

准误差$标准差$置信度等指标可以得出这次打分

基本一致"误差较小%

表 !C因变量和自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专业知识

[#

动手能力

[!

适应能力

[F

组织能力

[N

合作能力

[L

学习能力

[G

计划能力

[J

创新能力

[M

就业力水平

@dc

均值 #(GGM NFN "(J!# F#J "(#$M J$J "(#"# JM# "(#"! F"$ "(#$G MF" "("#NJFJ "(""$ MNN F("#N "L"

标准误差 "("#" GFJ "(""J LLG "(""# LMG "(""" M#J "(""" M#G "(""# L!G "(""" J"J "(""" #FM "("#N N$$

中位数 #(NL$ "(JF "(#G! "("M# "(#!! "(#G! "(""! "(""J F("F# L

众数 #(NL$ "(NMG "(#G! "("M# "(#!! "(#G! "(""! "(""J F(""$

标准差 "(!M# NFG "(#$$ $!N "("N# $LG "("!# G#F "("!# G"" "("N" FGF "("#M J#F "(""F GL" "(FMF L$M

方差 "("J$ !"G "("F$ $G$ "(""# JG" "(""" NGJ "(""" NGJ "(""# G!$ "(""" FL" "(""" "#F "(#NJ #NJ

最小值 "(NMG "(!NF "("M# "("N# "("N# "("M# "(""! "(""J #(""!

最大值 #($NG "($JF "(!NF "(#G! "(#G! "(!NF "("G# "("!J F(J"N

求和 ##GJ($"N L"N($!! #F$(#LM J#(!NJ J#(G#G #FJ(JM# #"(F#G G(M$# ! #"$(MFL

观测数 J"" J"" J"" J"" J"" J"" J"" J"" J""

置信度!$L("R# "("!" MML "("#N MFG "(""F ##F "(""# G"N "(""# G"F "(""! $$L "(""# FM$ "(""" !J# "("!M NG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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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二%e&-9.//协同系数检验

运用 ?U??#G(" 软件进行e&-9.//协同系数检

验"检验结果如表 F 和表 N 所示% 表 F 给出了 M

种能力得平均秩和 W&.- X.-]"即各平均秩和等

于X

5

Ĥ "专业知识![##$动手能力![!#$适应能

力![F#和学习能力![G#略显偏高% 从表 N 所示

的e&-9.//协同系数检验表可得"e&-9.//2;fj

"($JL!注意此值接近于 ##"统计量 e的值 125P

?4+.,&jN(JJ$@F"对应的自用度 90jJ"检验对应

的尾概率 O;8̂\(?53(j"("""% 显然无论怎样

取显著性水平"b#$b!$bF$bN$bL$bG$bJ$bM 假

设都成立"各调查对象对其打分具有一致性%

表 FCe&-9.//检验秩表

W&.- X.-]

专业知识[# J($$

动手能力[! J("#

适应能力[F L(NM

组织能力[N F(L#

合作能力[L F(L!

学习能力[G L(N$

计划能力[J #(F!

创新能力[M #(GM

表 NCe&-9.//检验表

D J""

e&-9.//2;f. "($JL

125P?4+.,& N(JJ$@F

90 J

O;8̂\(?53( "("""

.(e&-9.//2;1*&00575&->*01*-7*,9.-7&

"三%因子分析

运用 ?U??#G("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其统计分

析结果如表 L P表 M 所示% 表 L 给出 M 种能力的

eWE检验表"检验的 ?53(j"(""""验证了 M 种能

力不存在共线性% 图 # 为 M 个变量做出的碎石

图"并由此图可以看出拐点在第 F 个主成分"选择

F 个主成分"这时提取的信息达到 L$(!NJR%

从表 G 主成分分析表和表 J 总方差分解表可

以得出"F 个主成分的旋转前后提取的信息量相

等"共提取的信息量为 L$(!NJR% 其中第一个主

因子旋转前提取的信息量为 !L(M#MR"旋转后提

取的信息量为 !N($FGR,第二个主因子旋转前提

取的信息量为 #M(GMFR"旋转后提取的信息量为

#$(""$R,第三个主因子旋转前提取的信息量为

#N(JNLR"旋转后提取的信息量为 #L(F"!R% 而

且从第二个因子开始"旋转后提取的信息量高于

旋转前提取的信息量%

表 LCeWE检验表

e.5;&,KW&8&,KE/]5- W&.;+,&*0?.̂\/5-3O9&K

4+.78(

"(NL#

:.,>/&>>2;6&;>

*0?\2&,575>8

O\\,*a(125K?4+.,& !(!JM@F

90 !M

?53( "("""

表 GC主成分分析表

c-5>5./ @a>,.7>5*-

专业知识[# #(""" "($MF

动手能力[! #(""" "(N"L

适应能力[F #(""" "($GM

组织能力[N #(""" "(NN#

合作能力[L #(""" "(NGF

学习能力[G #(""" "(FGN

计划能力[J #(""" "(L!G

创新能力[M #(""" "(L$#

@a>,.7>5*- W&>2*9+ U,5-75\./1*̂\*-&->O-./8;5;(

表 M 为旋转后因子 # 到因子 F 的负载表"从

中可以得出+

!##因子 0

#

主要与专业知识$适应能力和动

手能力有关% 于是"因子 0

#

可以命名为就业基本

能力"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N($FGR%

!!#因子 0

!

主要与创新能力$计划能力和学

习能力有关% 于是"因子 0

!

可以命名为就业必备

能力"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R%

!F#因子 0

F

主要与合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有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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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是"因子 0

F

可以命名为就业辅助能力"该 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L(F"!R%

表 JC总方差分解表

1*̂\*-&->

c-5>5./@53&-=./+&;

6*>./

R*0

A.,5.-7&

1+ +̂/.>5=&

R

@a>,.7>5*- ?+ ;̂*0?4+.,&9 d*.95-3;

6*>./

R*0

A.,5.-7&

1+ +̂/.>5=&

R

X*>.>5*- ?+ ;̂*0?4+.,&9 d*.95-3;

6*>./

R*0

A.,5.-7&

1+ +̂/.>5=&

R

# !("GL !L(M#M !L(M#M !("GL !L(M#M !L(M#M #($$L !N($FG !N($FG

! #(N$L #M(GMF NN(L"# #(N$L #M(GMF NN(L"# #(L!# #$(""$ NF($NL

F #(#M" #N(JNL L$(!NJ #(#M" #N(JNL L$(!NJ #(!!N #L(F"! L$(!NJ

N "($#F ##(N#N J"(GG#

L "(MGJ #"(MF! M#(N$!

G "(M"F #"("NF $#(LFL

J "(GL! M(#L! $$(GMJ

M "("!L "(F#F #""("""

@a>,.7>5*- W&>2*9+ U,5-75\./1*̂\*-&->O-./8;5;(

图 #C总方差分解表

"四%回归分析

运用 ?U??#G(" 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

结果如表 $K表 ## 所示% 从表 $$表 #"$表 ## 可

知"调整的判别系数为 #(""""说明自变量 [# V

[M 整体上对 @dc的回归效果显著% 方差分析中

的 ?53(j"(""" h"("L"可以判定回归方程是显著

的% 系数分析表中各种能力 ?53(j"(""" h"("L"

说明方程回归显著"模型构建合理%

表 MC旋转后因子 # 到因子 F 的负载表

1*̂\*-&->

# ! F

专业知识[# "($MG P"("JF P"("JF

适应能力[F "($MF "("!L P"("FF

创新能力[M P"(#"F "(JG# P"(""G

计划能力[J P"("M$ "(J#M P"("LL

学习能力[G "(#NM "(LGN "(#LG

合作能力[L P"("JG "("JM "(GJ#

组织能力[N P"("JG "(!#$ "(G!!

动手能力[! "("GF P"(!!" "(L$N

.(X*>.>5*- 7*-=&,3&9 5- N 5>&,.>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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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模型综述表

W*9&/ X X?4+.,&

O9I+;>&9 X

?4+.,&

?>9(@,,*,*0

>2&@;>5̂.>&

12.-3&?>.>5;>57;

X?4+.,&12.-3& %12.-3& 90# 90! ?53(%12.-3&

# #(""". #(""" #(""" "("""""" #(""" CN(MG!@#GC M CG$# "("""

.(U,&957>*,;+ !1*-;6.%>#" 创新能力[M" 适应能力 [F" 动手能力 [!" 合作能力 [L" 组织能力 [N" 学习能力

[G" 计划能力[J" 专业知识[#

表 #"C方差分析表

W*9&/ ?+^*0?4+.,&; 90 W&.- ?4+.,& % ?53(

#

X&3,&;;5*- #"!(MLG M #!(MLJ "("""

"("""

.

X&;59+./ "(""" G$# "("""

6*>./ #"!(MLG G$$

.(U,&957>*,;+ !1*-;6.%>#" 创新能力[M" 适应能力[F" 动手能力[!" 合作能力[L" 组织能力

[N" 学习能力[G" 计划能力[J" 专业知识[#

'(T&\&-9&->A.,5.'/&+ 就业力水平@dc

表 ##C系数分析表

W*9&/

<-;>.-9.,95̀&9 1*&00575&->;

: ?>9(@,,*,

?>.-9.,95̀&9

1*&00575&->;

:&>.

> ?53(

#

!1*-;6.%># PL(G!M@P#N "(""" "(""" #("""

专业知识[# #(""" "(""" "(JFN #("!G@M "("""

动手能力[! #(""" "(""" "(L!# F(!N$@M "("""

适应能力[F #(""" "(""" "(#"$ #(LG!@J "("""

组织能力[N #(""" "(""" "("LG F(N##@J "("""

合作能力[L #(""" "(""" "("LG F(N""@J "("""

学习能力[G #(""" "(""" "(#"L G(N!N@J "("""

计划能力[J #(""" "(""" "("N$ !(MF!@J "("""

创新能力[M #(""" "(""" "("#" L(F#N@G "("""

.(T&\&-9&->A.,5.'/&+ 就业力水平@dc

CC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对 JL" 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调查

问卷的数据"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

对就业力水平测度模型进行了检验% 研究得到如

下结论+

!##检验结果证实了假设 # 至假设 M"即专业

知识![##$动手能力![!#$适应能力![F#$组织

能力![N#$合作能力![L#$学习能力![G#$计划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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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J#和创新能力 ![M# 与就业力水平正

相关,

!!#检验结果证实了 M 个变量!即 M 种能力#

不存在共线性"回归方程和回归效果显著"@dc模

型是测量就业力水平的有效模型,

!F#在 M 种能力中"专业知识![##$动手能力

![!#和合作能力 ![L#评价值较高"计划能力

![J#和创新能力 ![M#评价值较低"适应能力

![F#$组织能力![N#和学习能力![G#居中%

!N#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 F 个主成分"经过旋

转载荷得出了三个因子 0

#

$ 0

!

和 0

F

"分别命名为就

业基本能力$必备能力和辅助能力,基本能力与专

业知识$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有关"必备能力与创

新能力$计划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关"辅助能力与合

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有关

本文构建的就业力水平指数!@dc#"是从具有

代表性 M 种就业能力出发"采用了系统工程$因子

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就业力水平测度模型进

行了检验"为科学度量就业力水平提供了一种新

的科学方法"同时不仅为高职院校培养毕业生就

业力提供一个有效的评价体系和测量工具"而且

为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如何做到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有效对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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