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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后疫情时代，青年一代选择攻读MBA学位，其求学动机与其自我提升、情感需要等内在因素，以及家庭、

工作环境等外在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新疆地方新疆财经大学和新疆大学两所大学在读、已毕业

和备考MBA的500名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后疫情时代，青年一代出现心态两极化现象，

一种是“躺平”，一种是“卷赢”；2) 青年一代选择攻读MBA的目的更多是为自己职业发展“锦上添

花”，而不是“雪中送炭”；3) 中基层管理者在职业上升期，迫切需要突破自身知识储备不足、“朋友

圈”狭窄的瓶颈；4) 全日制MBA学员工学矛盾突出；5) 在省会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就业，仍然是MBA学
员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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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hoosing to pursue an MBA degree is closely re-
lated to their intrinsic factors such as self-improvement and emotional needs, as well 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family and work environment. Through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500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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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graduating, and preparing for MBA programs at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
nomics and Xinjiang Universit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two attitudes: one is “lying flat” and the other is “winning the ex-
am”. 2) Choosing to pursue an MBA is more about adding icing on the cake to one’s career devel-
opment, rather than providing timely assistance. 3) Middle and grassroots managers urgently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insufficient knowledge reserves and narrow “circle of 
friends” during their career advancement. 4) Full time MBA students face prominent engineering 
and academic conflicts. 5) Employment i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second and third tier cities 
remains the preferred choice for MBA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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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滑入低速增长期，高通胀是近数年经济发展的基本底色，财富缩水，

物价上涨，各行各业经营成本不断增加，企业经营愈发困难，社会面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不多，高质量工

作岗位数量则更少，企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发展趋势使得青年从业者的心态发生了潜移

默化的变化，总体呈现两极化，一种情形是一部分人看淡现状，选择“躺平”，另一种情形则是许多人

被倒逼着更加努力使其保持竞争力，选择“卷赢”。 
根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21、2022 年和 2023 年考研报名人数分别为 377 万、457 万人和 474 万

人，2023 年全国考研人数首次出现同比减少的情况，2024 年考研人数则首次出现下降，较上一年减少了

36 万人，共 438 万人。新疆地区新疆大学 MBA 和新疆财经大学 MBA 近三年进入复试分数线分别为，

新疆大学 2021 年 160 分，2022 年 160 分，2023 年 175 分；新疆财经大学 2021 年为 165 分，2022 年 160
分和 2023 年为 157 分。考研人数减少，录取分数却呈现同比增长趋势，近几年，随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硕士的发展，以及我国对硕士学位的巨大需求量，国家适时出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明确了“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并列的地位，推动了硕士学位方向的改革，使得专业硕士学位的培

养比例有所提高。而各个学院对于 MBA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训，也是越来越重视，而且培训的方法也

变得越来越灵活。例如，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学院)通过强化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注重

对专业研究生的实践与运用能力的培训，对其进行了灵活的教学改革，采取了集中班、周末班、半工班

等不同形式的教学模式，从而使工商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的品质和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提高。从个体发展

的观点来看，在工作多年之后，青年一代通过攻读 MBA，不仅能够学习到专业的管理知识，提高自身的

职业素质，还能够建立起一种科学的经营思想，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让自己能够

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岗位相匹配，将自身的才能充分地利用起来，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基本情况 

笔者设计调查问卷，借助网络调查的方式对新疆地区新疆财经大学和新疆大学两所 MBA 招生院校

的在读、已毕业生和备考的学生进行了网络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形式、微信滚雪球抽样法进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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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500 份。调查问卷设计分为四个模块，第一模块主要考察青年一代攻读 MBA 的基

本行为特征，第二模块是攻读 MBA 学位的行为动机，所设计题目中，与本文有关的题目主要有两个：

“谁对您攻读 MBA 学位影响最大”和“请问您报考 MBA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谁对您攻读 MBA 学

位的影响最大”中设计了“家庭成员”、“领导和同事”、“朋友”、“老师”和“自己”等选项；在

“请问您报考 MBA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中设计了“提升学历”、“提升素养、竞争力”、“拓展人脉

资源”、“重新找工作”、“提高薪资待遇、晋升”、“缓和就业压力”、“为下一代树立榜样”、“满

足个人兴趣和求知欲”、“转岗”和“跳槽”等选项。第三模块为 MBA 上课方式及现状，第四模块是

职业规划和就业意向。 
本文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其一可以很好地推进高校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相匹配；其二是

可以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水平；其三是为用人组织对人才的选聘提供决策依据；

最后是为引导学生建立起正确的 MBA 考研观和择业观提供基础参考材料，从而降低社会资源浪费、人

才的错配等问题。 

3. 调查结果的描述分析 

(一) 攻读 MBA 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1) 行为过程分析 
学生攻读 MBA 行为过程如图 1 所示，从激励过程理论进行分析，青年一代出于某种内在的主导需

要，如学历提升、对知识的渴求或者晋升等需要，并在外部诱因变量的刺激作用下，如家庭、领导、同

事、朋友和老师等的鼓励和支持下，使其内在需求持续不断的被巩固和加强，考研动机产生，从而引起

满足其主体需求的行为，如认真复习，参加考试等行为，最终达成考研目标实现，主导需求得以满足，

其该阶段行为过程完成，继而转向另一阶段更加高层次的需求，如此循环。 
 

 
Figure 1. Incentive process model 
图 1. 激励过程模式 
 

2) 攻读 MBA 动机内因与外因分析 
将学生攻读 MBA 学位的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将其结果绘制在如图 2 所示的饼图中。图 1 中可以

看出，内在因素“自己”成为攻读 MBA 学位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家庭成员、领导和同事、朋友以及老

师等外在因素。反映了内在因素是造成学生攻读 MBA 的源泉和内驱力，是根本原因。外因是不可或缺

的条件因素，正如古语所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交环境对考研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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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MBA motivation 
图 2. 攻读 MBA 动机内外因分析 

 
(二) 攻读 MBA 行为基本特征分析 
将攻读 MBA 学生的基本特征制表如表 1 所示，攻读 MBA 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至少有 2 年以上的工作

经验，并且工作经验在 2~10 年区间的人数占比过大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自国企、民企和行政事业单

位，90%属于基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对他们来说衣食无忧已是常态，可为什么选择做出考研这样一

种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精力和毅力的行为呢？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人

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后来，在这五层次基础上，

马斯洛又补充了求知的需要和求美的需要。如图 3 所示，这七种需要呈三角形状分布。马斯洛认为不同

层次的需要可以同时并存，但只有低层次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较高层次需要才能发挥对人行为的推

动作用[1]。攻读 MBA 的学生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工作收入，父母资助及奖助学金仅作为补充，也就

是说攻读 MBA 的学生在衣食住行等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已得到基本的满足，促成其攻读 MBA
行为的主导需要是社会交往、获得尊重、求知、求美和自我实现需要等较高层次需要的其中一种或多种

需要的组合，其精神需要倾向性更加明显。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BA students 
表 1. 攻读 MBA 学生基本特征 

工作经验 占比 工作单位性质 占比 管理层级 占比 经费来源 占比 

2~5 年 35.20% 国企 44.60% 基层 58.80% 工作收入 75.60% 

6~10 年 38.80% 民企 26% 中层 32.20% 父母资助 16.20% 

11~15 年 18.80% 行政事业单位 19% 高层 4.20% 奖助学金 3.20% 

16 年以上 7.20% 其他 10.40% 其他 4.80% 其他 5% 

总计 100% 总计 100% 总计 100%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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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aslow needs hierarchy 
图 3. 马斯洛需要层次 

 
1) 攻读 MBA 主要动机分析 
调查结果如图 4 所示，青年一代攻读 MBA 的主要动机有三个，排在第一位的是提高学历选项，占

比达 86.2%，其主要动机是提升在职业素养和个人综合能力，其次是 53.6%的学生希望通过攻读 MBA 结

识各行各业的优秀精英，以达到拓展人脉资源和建立一个高质量的人脉网络，排在第三位的则是 44.6%
的学生是为了获得更换好的薪资待遇和晋升机会。同时也显示了受教育程度、能力、人脉等三方面对个

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反差比较大的是“转岗”和“跳槽”两项，占比分别只占 3.6%和 4.6%，

这表明攻读 MBA 的学员大范围不是为了换工作或者调离原岗位，他们对现阶段所从事的行业、企事业

单位和任职岗位并没有不满，而是在经过职场的经历后，对所从事行业有了一定了解，对职业发展规划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在以对标人物为镜后，更多的是意识到自身在实际工作岗位中管理能力、知识储

备以及人脉资源等方面存在短板和不足，迫切的想要突破职业上升期所面临的瓶颈问题。 
 

 
Figure 4. Analysis of the main purpose of studying for MBA 
图 4. 攻读 MBA 主要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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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攻读 MBA 行为激励因素分析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 1959 年提出的双因素理论[2]，可以较好的说明目前攻读 MBA 学员为

何拥有如此强大持续学习备考毅力以及克服工学矛盾困等多重困难坚持到校上课的现象。根据图 4 所示，

攻读 MBA 主要目的中“转岗”占比 3.6%，“跳槽”占比 4.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 MBA 学员仍然希望

留在原单位发展，由此可以推出 MBA 学员对目前所处的工作环境，包括管理制度、办公条件、人际关

系、薪酬待遇、职务地位等保健因素是基本符合 MBA 学员心理预期的，该阶段并没有为此产生“不满

意”的情形。导致其积极上进的考研行为，是激励因素起到关键的作用，也就是个人在追求与自身职业

发展有关的成就、荣誉、晋升等因素得以满足的过程，促使人产生很大的激励行为。 
(三) 个体差异性分析 
表 2 是工作年限对攻读 MBA 影响的差异性检验可以得出，p 值为 0，小于 0.05，F 值为 94.688，呈

显著性差异，因此表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在具备 2 年~10 年的 MBA 学员中，他们基本来自于各行

业的中基层管理者，也正处在职业上升期，迫切需要通过攻读 MBA 从而达到突破自身知识储备不足、

“朋友圈”狭窄的瓶颈问题。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orking years and studying for MBA 
表 2. 工作年限对攻读 MBA 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项目 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VIF 

常数 1.40 19.90 0.000** - 

请问您的工作经验？ 0.31 9.73 0.000** 1.00 

样本量 500 

R2 0.160 

调整 R2 0.158 

F F(1,498) = 94.688，p = 0.000 

*p < 0.05，**p < 0.01。 
 

表 3 是上课方式和缺勤情况之间的差异性检验可以得出，常数项为 1.38，具有显著性(p < 0.05)，针

对上课时间安排的系数为 0.45，具有显著性(p < 0.05)。这表明上课时间安排与上课缺勤情况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F 值为 5.584 (p = 0.019)，说明模型整体上具有显著性。 
 
Table 3.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 style and absenteeism 
表 3. 上课方式和缺勤情况之间的差异性分析 

项目 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VIF 

常数 1.38 4.15 0.000** - 

请问您上课的时间安排(或者适合您的上课方式)？ 0.45 2.36 0.019* 1.00 

样本量 500 

R2 0.011 

调整 R2 0.009 

F F(1,498) = 5.584，p = 0.019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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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分析结果，上课时间安排是影响一学期上课缺勤情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学生可能更倾

向于适应特定的上课时间安排，例如固定时间上课、线上课程等。如果这些时间安排与学生日常作息或

家庭责任冲突，可能导致学生难以按时到场上课，进而增加缺勤率。此外，教师授课方式、课程内容难

度等因素也可能对上课缺勤情况产生影响。因此，教学管理部门在制定教学管理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

些因素，以降低学生的上课缺勤率。 
(四) 上课方式分析 
根据问卷第三部分上课方式及现状数据所反应出的信息制表如表 4 所示，现阶段在职学习人数占比

70.4%，全职学习占比 29.6%，周六和周天上课人数分别占比 57.6%，55.6%，三成学员存在上课缺勤的

情况，超过一半的学员希望 MBA 课程能设置在周末授课，这反映出不容忽视的问题——工学矛盾。 
 
Table 4. Class mode 
表 4. 上课方式情况表 

全职学习 20.60% 无缺课 61.20% 

在职学习 70.40% 缺课 28.80%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有一部分学员对非全日制和全日制 MBA 研究生的区别认知有一些误

差和不足。首先是疫情后，MBA 授课模式无论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均已经从线上调整为线下，上网

课不影响工作的情形已经成为过去式；其次非全日制课程一般安排在非工作日授课，学员们可以兼顾学

业和工作，而全日制则是周一至周五授课，大部分工学矛盾问题是出在这里，选择全日制的学员，因为

车、房贷款、育儿等经济压力不能放弃工作，无法按学校要求完成出勤率，导致一部分全日制 MBA 学

员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再次，从社会认可度方面来说，非全日制的认可度的确没有全日制高，尤其是在

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对全日制研究生会有明确的要求。最后收获方面来看，全日制 MBA 学员在学术成

长方面的收获会更多，非全日制学员一般在收入、资历、阅历和社会地位较高，如果在人脉和平台资源

是主要需求，非全日制的帮助则会更大。 
总而言之，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在报考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前一定要分析自己的第一需求是什么，

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4. MBA 学员就业及前景分析 

就业及前景是青年一代攻读 MBA 的另一考量因素。文章将问卷调查第四模块中就业前景信心、就

业单位性质、就业地及研究方向等四个问题占比前四的选项结果绘制成表格，如表 5 所示，从表 5 中可

以看出，攻读 MBA 学员专业研究方向大体上集中在战略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四个方

向，就业单位性质中国有企业排第一，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列第三和第四。对于

就业地的选择上，大部分调查对象选择留在一二三线城市，地州及以下则很少被选择，另外八成以上调

查对象对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乐观。这一结果也验证了 MBA 人才更多倾向服务于国有企业、行政事业

单位、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不同职能部门，而这些组织相对集中在省会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地州市

县及以下区域对 MBA 人才的吸引力并不大。 
 
Table 5. Employment direction and prospects 
表 5. 就业方向及前景统计表 

就业前景信心 占比 就业单位性质意向 占比 就业地意向 占比 研究方向 占比 

非常有信心 35.60% 国有企业 72.40% 一线城市 20.60% 战略管理 28.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38


徐良 
 

 

DOI: 10.12677/ae.2024.142238 1541 教育进展 
 

续表 

有信心 51% 民营企业 27% 二线城市 36% 人力资源 27.60% 

不太有信心 12% 外资企业 26.80% 三线城市 29.80% 市场营销 20.20% 

没有信心 1.40% 行政事业单位 37.20% 地州市县 11.40% 财务管理 16.60%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包括就业、医疗、教育、文化、

交通、薪资和晋升等方面；二是通过学历教育提高就业起点是实现阶层上升的有效方式，青年一代通过

考研，实现“鲤鱼跳龙门”，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甚至整个家庭和下一代的命运。按照佛洛姆期望理

论公式 M = V ∙ E [3]这一角度可以很好的解释攻读 MBA 行为动机，即动机 M 的强度分别与效价 V 和期

望值 E 成正相关关系，效价是开辟阶层上升绿色通过的可能性，以及上升后所带来一系列价值的提升，

包括财富的增长、医疗保障、福利待遇、职权晋升、政策照顾、个人成长等获益；期望值是通过自身努

力学习上岸的可能性，其可控性和成功概率与金钱、权利和背景等有限期望值因素相比是大很多的，两

部分较大的基数交叉相乘，产生了巨大的心里动机，从而爆发出惊人的考研激励力。 

5. 结论 

从上述数据分析和攻读 MBA 需求及动机分析可以看出，MBA 与传统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相比较，存

在明显差异化特征。首先，攻读 MBA 学员“回炉”特征明显，攻读 MBA 的学员大部分有至少 2 年以上

的工作经验，再次回到校园学习，心态和目标会更加主动和清晰。其次，学员对 MBA 所带来的个人价

值认知，更加倾向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碳”。再次，后疫情时代攻读 MBA 学员对于突破职

业瓶颈需求越来越大，而攻读 MBA 专业硕士学位不仅能提升学历、完善管理知识体系、拓展人脉资源，

而且作为职业发展晋升加速器，大大降低了职业发展的试错成本，其功能性与需求完美契合。第四，性

别、婚姻等因素对攻读 MBA 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五，鉴于商业资源与机遇，攻读 MBA 学员就业地

选择意向更加倾向于一二线城市。笔者认为，后疫情时代，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躺赢”不现实，“躺

平”不可取，为自己“卷”教育，助推职业生涯迈向高峰，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出口。这就迫切需要现阶

段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通过宣传鼓励，使青年一代重拾信心，积极投身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 单凤儒. 管理学基础[M]. 第 7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161-164. 

[2] 百度百科. 双因素理论网址[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5%9B%A0%E7%B4%A0%E7%90%86%E8%AE%BA/400602?fr=ge
_ala, 2023-12-10. 

[3] 百度百科. 弗洛姆期望理论[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7%E6%B4%9B%E5%A7%86%E6%9C%9F%E6%9C%9B%E7%90%86%
E8%AE%BA/1317117?fromModule=search-result_lemma-recommend, 2023-12-1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2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5%9B%A0%E7%B4%A0%E7%90%86%E8%AE%BA/400602?fr=ge_al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5%9B%A0%E7%B4%A0%E7%90%86%E8%AE%BA/400602?fr=ge_al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7%E6%B4%9B%E5%A7%86%E6%9C%9F%E6%9C%9B%E7%90%86%E8%AE%BA/1317117?fromModule=search-result_lemma-recommen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7%E6%B4%9B%E5%A7%86%E6%9C%9F%E6%9C%9B%E7%90%86%E8%AE%BA/1317117?fromModule=search-result_lemma-recommend

	青年一代攻读MBA行为动机之窥探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to Pursue a MBA Degre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基本情况
	3. 调查结果的描述分析
	4. MBA学员就业及前景分析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