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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结构不平衡

等问题，以致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就业增长脱节的矛盾，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高校毕业生

人数剧增，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影响家庭经济困

难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针对就业难的现状，提出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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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tin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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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s rapidly, but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structure, resulting in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recent years, the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mployment is be-
coming increasingly rigorous,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soaring, family economic difficul-
ties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
tionnaire survey,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fam-
ily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m-
ployment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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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国家、社会和家庭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据教育部统计，2021 届高校毕业生首次突

破 900 万大关[1]，当前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业压力增大。加之，家庭经济

困难大学生这一群体在就业大潮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迫在眉睫。 

2. 背景 

在高校毕业生中，有 10%~15%的学生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2]，这类学生在社会中获得的资源往

往 有限，故而收入较低，在就业中不占优势，除了社会资本会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之外，其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同样也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实现就业的绊脚石。他们需要耗费额外的时

间精力去解决学费和生活等很现实的问题，在就业渠道的选择上明显不如社会资本更优越的同学。对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而言，掌握“渔”的技巧比直接接受“鱼”的资助更为重要。 

3. 研究对象来源 

K 大学基础设施齐全，现设有 16 个二级学院，1 个医学部，全日制在校学生近三万人，其中 2021
届毕业班的人数为 8422 人，建档立卡的学生有 1061 人。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理工类、

经管类、艺术类、文史类、社会科学类的学科中，每个学科分发一百份问卷，在各辅导员的帮助下，由

建档立卡的学生运用问卷星填写，总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问卷 500 份，有效问卷 500 份，回收率 100%，

有效率 100%，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在运用软件分析之前，笔者对所使用量表的进行检验，信度检

验是考察量表内部结构性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分析 K 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现状之前，先检

验量表的结构性。 

4. 研究工具 

本文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包括调查结构的信效度检验以及家庭经

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首先，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

业能力结构量表以及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因素进行信度检验，以构建就业能力与影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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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因素结构的可信度，最后，通过相关性分析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从而识别影

响就业能力的关键因素，为就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依据[3]。 

5.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量表的信度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 SPSS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接着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衡量就业能力各维度

的信度。如表 1 所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829、0.881、0.843，
就业能力总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971。根据检验结果，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8，表示就业能力结构

量表的内部结构性很好。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employability structural scale (Cronbach’s α) 
表 1. 就业能力结构量表的信度分析(Cronbach’s α) 

维度 Cronbach’s α 题项数 

人力资本 0.829 4 

心理资本 0.881 3 

社会资本 0.843 4 

就业能力 0.971 11 

6. 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因素的信度检验 

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有，面试经验和技巧、职业生涯规划、自信心、自我认知、就业信息获

取、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如表 2 所示，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衡量影响就业能力因素的信度。影响就

业能力因素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 0.723、0.823、0.853、0.787、0.792、0.925，影响就业能力总

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17。根据检验结果，Cronbach’s α值均大于 0.8，表示影响就业能力因素量表的

信度很好，可以接受。 
 
Table 2. Reliability test of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ability (Cronbach’s α) 
表 2. 影响就业能力因素的信度检验(Cronbach’s α) 

维度 Cronbach’s α 题项数 

面试经验和技巧 0.723 4 

职业生涯规划 0.823 4 

自信心 0.853 4 

自我认知 0.787 4 

就业信息获取 0.792 5 

社会关系网络 0.925 5 

影响就业能力因素 0.817 26 

 

综上所述，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大学生就业能力分为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其中心理资

本包括面试经验和技巧、职业生涯规划，心理资本包括自信心、自我认知，社会资本包括就业信息获取、

社会关系网络等，具有较高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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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是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研究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需要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来检验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4]。当相关系数 r 处于−1~1 之间，并且 r 的绝对

值越大的时候，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越强；当 0 < r ≤ 1 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

关系；当−1 ≤ r < 0 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 r = 0 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无相关关系。

如表 3 所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各维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 0.315~0.536 之间，并

且这两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各项影响因素呈现正相关

关系。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mploy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表 3.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人力资本 心理资本 社会资本 

面试经验和技巧 0.355** 0.422** 0.441** 

职业生涯规划 0.315** 0.413** 0.536* 

自信心 0.355** 0.426** 0.515** 

自我认知 0.455** 0.455** 0.425** 

就业信息获取 0.425** 0.482** 0.404** 

社会关系网络 0.365** 0.515** 0.444** 

**.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8.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基本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基本状况的分析，笔者采用平均值和标准差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

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可以了解服务对象在各项能力上的情况。在服务对象的自评量表中采

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即用 1~5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

合”、“完全符合”。将每道题的选项划分为四个等级：低(1~1.99)、中下(2~2.99)、中上(3~3.99)、高(4~5) 
[5]。如表 4 所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整体平均值为 2.4261，总体的就业能力水平为中下状态。

各维度的平均值在 2.3646~2.5191 之间，由高到低依次为人力资本(2.5191)、心理资本(2.4253)、社会资本

(2.3646)。数据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与社会资本较差。 
 
Table 4.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and its dimensions 
表 4.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各维度的描述性分析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500 2.00 5.00 2.5191 0.62641 

心理资本 500 1.50 5.00 2.4253 0.60004 

社会资本 500 1.75 5.00 2.3646 0.6958 

就业能力 500 2.00 4.75 2.4261 0.42647 

有效的 N(列表状态) 5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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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为“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的分析结果，各题的平均值介于

2.12~3.14 之间，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处于中下水平。 
 
Table 5.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表 5. 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题目 平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我专业知识学得很好，成绩很优秀 3.01 0.731 

 我学习能力较强，考取的证书多 2.95 0.741 

 我有丰富的面试经验以及技巧 2.21 0.724 

 我有清晰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 2.26 0.721 

心理资本 我善于理解别人的感受并进行情感沟通 3.00 0.729 

 出现选择时，我能清楚分析利弊，作出恰当选择 3.14 0.734 

 我有很强的自信心，无论什么困难挫折都能克服 2.32 0.787 

 我对自己的认知很完善，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2.14 0.735 

社会资本 家庭拥有良好人际关系，可以通过熟人介绍工作 2.91 0.762 

 我在实习单位做得很好，毕业就可以直接签约 3.01 0.722 

 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很多 2.28 0.756 

 我的社会关系网很强大，覆盖面很广 2.12 0.715 

8.1. 人力资本——缺少面试经验和技巧、缺乏职业生涯规划 

在人力资本方面，其中“我专业知识学得很好，成绩很优秀”该项的平均值为 3.01，“我学习能力

较强，考取的证书多”的平均值为 2.95，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书写能力、学习能力较与其他方面

强，处于正常水平。 
而在“我有丰富的面试经验以及技巧”该项的平均值最低，为 2.21 与“我有清晰明确的职业生涯规

划”中的平均值为 2.26，表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求职就业中的，缺少面试经验和技巧以及缺乏明确

的职业生涯规划。 

8.2. 心理资本——自信心较低、自我认知不足 

在心理资本方面，“我善于理解别人的感受并进行情感沟通”项中的平均值为 3.00 以及“出现选择

时，我能清楚分析利弊，作出恰当选择”的平均值为 3.14，两者均处于正常水平，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大

学生的特长与选择方面不存在偏差。 
而在“我有很强的自信心，无论什么困难挫折都能克服”中的平均值为 2.32 与“我对自己的认知很

完善，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的平均值为 2.14，较低，说明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自信心较

低、自我认知不足。 

8.3. 社会资本——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社会关系网络较弱 

在社会资本方面，“家庭拥有良好人际关系，可以通过熟人介绍工作”项中，平均值为 2.91 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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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习单位做得很好，毕业就可以直接签约”的平均值为 3.01，两者处于正常水平，说明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实习单位处于正常状态。 
而在“我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很多”与“我的社会关系网很强大，覆盖面很广”两项中的平均值为

2.28 和 2.12，处于平均值以下，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渠道有限、社会关系网络较弱。

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更好地识别就业机会、获取就业资源、从而实现就业。因而，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增进是推进大学生就业有效途径之一。 

9. 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对策 

9.1. 社工介入，制定专项服务计划 

社会工作者是帮助弱势群体“助人自助”的专业人员，针对案主面临的问题，采用社会工作的工作

方法，制定有效的介入服务计划，从而为案主实现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

工作专业毕业生到大学里担任高校教师和辅导员，这不仅缓和了毕业生就业紧张的局面，也是对社会工

作专业的一个发展，更是完善了高校“三全育人”机制。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属于

弱势群体，社会工作者介入时，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针对其遇到的困境，

社会工作者制定相应的介入计划，为其在就业能力的提升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介入服务过程

中培养学生的主动思考技能，打破专业的限制，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技能和职业发展技能，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9.2. 规划职业生涯，扩宽就业渠道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般，同样，好的职业规划，是成功的基础，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实践中不断

的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和学习专业知识，为未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未知的世界是否会激起我们的挑

战欲。对于未来我们不仅要充满憧憬，更要做好自己的规划。同时，高校需协调资源，为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生提供更大的展示自我平台，丰富社会实践活动，与时俱进，拓宽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 

9.3. 发掘自身潜能，提升个人自信 

自信，是我们对自身的一个认识，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潜能去完成某件事，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极

其重要，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恋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不管在什么领域，自信都应该是

无比重要的。自信带给别人以动力，带给别人以愉悦。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自信，人们才真正充满了聪

明和睿智。李白曾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当我们清楚的认识到

自己的优点，将自己的长处展示出来，对自己的认知更加清晰，自信心就会得到提升，在就业过程中也

会相当具有竞争力。 

9.4. 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工作经验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增加社会经验，丰富社会经历的有效途径之一，在高校中，社会实践活动都

是由教师带领学生团队组成团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团队成员通过共同的生活、学习、合作来完成

工作，在成员能够形成强烈的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可以提前

了解社会，增加工作经验，在就业的大浪潮之中才能脱颖而出。 

10. 结论 

经济不断高速发展，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加之当下疫情的不确定性，就业是民生的一个大难题，近

年，教育部、人社部等部门虽然都出台了相关政策去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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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背景下想要通过知识改变自身命运，只有自身强大了，才不会在世界的大浪潮中被淹没，才能脱颖而

出，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增光添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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