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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of master of ZK university logistics engineering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research put forwar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ability from the 5 aspects of basic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the ability of career 
planning and job skills. Secondly, the paper use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sort the indica-
tors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so that it is more instructive and feasibl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 employment ability. Moreover,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of ZK university logistics engineering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this research compre-
hensively evaluated their employability.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ability of ZK university logis-
tics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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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ZK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从基础能力、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生涯规划能力、

求职能力5个方面提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层次分析法按照重要性

对指标进行排序，使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建设实践中更具指导性和可行性；此外，结合ZK物流

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特点及实际，对其进行就业能力综合评价；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提

升ZK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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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统计预算 2017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 700 万，即将又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随着就业人数的增

加，学历严重贬值，再加上出国回来没来得及找到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据预算将近有 1000+万大学生将

同时竞争。面对不断攀升的毕业生人数和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硕士研究生群体正渐渐失去昔日的竞争

优势，其就业能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文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构建了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 AHP 方法，确定了各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对 ZK 大学物流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

能力的现状及问题，从而为提高 ZK 大学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活动提供若干对

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一种学位类型，要更深刻地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和一

般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首先要了解专业学位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特点。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

位在培养目标、培养特点、入学形式、教学方式、以及论文写作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不同，而造成二者

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学术性学位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教学和科研人员，而专

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人才[1]。 

2.2. 就业能力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集中在“就业能力概念与内涵研究、就业能力结构模型研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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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形成机制研究、就业力测评方法研究”等四个方面。 

2.2.1. 就业能力概念与内涵研究 
Beveridge (1909)首先提出就业能力这个汇，指以完成了能力植入的成熟劳动力的可利用性为依据，

用来辨别人们是否具有劳动能力以及失业者是否能够被雇佣，且就业能力不是一种特定的工作能力，而

是一种横向上和行业相关、纵向上和职位相关的能力[2]。郑晓明(2002)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是指大学毕

业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生活

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3]；余新丽等(2006)从能力结构的组成的角度将大学生就业能力界定为毕业

生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身体素质和其他职业相关能力的整合[4]。 

2.2.2. 就业能力结构模型研究 
Fugate、Kinicki 和 Ashforth (2004)认为就业力包含生涯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社会与人力资本三个维

度[5]；陈非，赵西萍(2009)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包含显性和隐性这两个因素[6]；王霆等(2011)提出包括知

识、技能和态度等三个维度[7]；王培君(2009)构建了包含分析力、求职力、从业力、胜任力、道德力的

五要素模型[8]；罗峥(2010)等人发展了“内省性”、“团队合作力”、“问题解决能力”、“专业技能”、

“实践经验”、“就业信息获取”、“求职方法”、“职业动机”和“自我定位”的就业能力九因素模

型[9]。张丽华和刘晟楠(2005)以为，一共有五个维度构成大学生就业能力，他们分别是应用能力、社会适

应能力、自主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并阐明了就业能力产生的差异会因为年级不同而产生[10]。 

2.2.3. 就业能力形成机制研究 
Knight 和 Yorke (2004)提出高校应该将就业能力嵌入到大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课程教学中不仅注

重专业能力的培养，还应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11]；Lee Harvey (2001)将就业能力培养视为大学毕业生从

学校到工作岗位转变的能力提升过程，指出雇主在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2]；朱若

霞、马小洁(2004)指出高校应该加强与雇主的联系，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实习与实践的机会[13]；周淑

琴(2011)指出要通过明确办学定位和凝练办学特色、提高专业设置的准确性、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

学、强化素质教育、提高就业指导等来形成就业能力[14]。 

2.2.4. 就业力测评方法研究 
Rothwell 和 Arnold (2007)透过文献整理与调查 200 名英国人力资源领域的专家，发展自我知觉就业

力量表[15]；Pons D. J. (2011)认为，影响就业力的因素尚包含了组织的气氛与管理人员的部份，在他们的

研究中透过工作者的自陈式就业力报告与管理人员的就业力调查，验证两个年龄世代的团体在生涯成功

与就业力之间的差异与关联[16]；谭亚莉(2007)概括了现代学生综合测评的基本待征，从对学生的认知评

价扩展为对学生全面综合的评价[17]；李冬红等人(2005)借助模糊数学的理论，针对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建立了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提出了影响学生就业的各项因素的权重[18]。 
总之，国内外学者针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展开了基于个人能力结构、关注就业结果的两类视角的一系

列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价值，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研究，指导研究生

就业能力培养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国内在大学生就业能力评价问题研究上尚处在初级

阶段：对研究生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内涵的界定与就业能力结构的构建没有统一的清晰的结

论；基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开发视角研究就业能力评价的文献较少，且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

研究；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与就业能力结构要素之间的影响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和

系统，没有做定量的分析，只是从定性分析到定性分析，也缺少典型案例的研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可

以做新的探索；探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开发路径方面的研究不足。 

https://doi.org/10.12677/ces.2017.53032


吉峰 等 
 

 
DOI: 10.12677/ces.2017.53032 213 创新教育研究 
 

3.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现状评价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通过查阅和收集国内外现有的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的相关文献，然后再运用频度统计法、

理论分析法等方法建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的一般指标体系。频度分析法主要是对收集的

目前大学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研究的论文、报告等进行频度统计，选择那些使用频度较高的指

标；理论分析法主要是对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功能和特点进行

分析和比较，选择那些重要的、信息覆盖全的指标。然后，对长期从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专家学者、学

校和学院负责研究生就业的职能部门教师、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单位部门负责人进行实际访谈，

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提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图 1)。 
 

 

Figure 1. The hierarchy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mployabi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图 1.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结构 

3.2.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3.2.1. 构造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通过对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的相关数据分析和专家评分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相

对重要性进行实证分析，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一致性指标CI 和相对一致性指

标 RI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①判断矩阵如下所示： 
构造 A B− 层判断矩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B Layer judgment matrix 
表 1. A B− 层判断矩阵 

A  1B  2B  3B  4B  5B  

1B  1 1/3 1/2 1/3 1/4 

2B  3 1 2 1 1/2 

3B  2 1/2 1 1/2 1/3 

4B  3 1 2 1 1/2 

5B  4 2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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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将列向量归一化处理得矩阵： 

0.230769 0.206898 0.235294 0.206898 0.193551
0.153846 0.103449 0.117647 0.103449 0.129021
0.230769 0.206898 0.235294 0.206898 0.193551
0.307692 0.413796 0.352941 0.413796 0.387102

 
 
 
 
 
 

 

③将归一化后的矩阵行向量相加得： 

( )0.3704,1.07341,0.607412,1.07341,1.875327 tW =  

④将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特征向量ω ，即： 

( )0.0741,0.2147,0.1215,0.2147,0.3750ω =  

1 0.3714BW = ； 2 1.0817BW = ； 3 0.6095BW = ； 4 1.0817BW = ； 5 1.8947BW =  

⑤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 maxλ ： 

( )
max

1
5.09194

n
i

i i

BW
nW

λ
=

= =∑  

⑥进行一致性检验： 

max.. . 0.02299 0.1
1.

C I nC R R I
nR I

λ −
= = = <

−
 

. 0.02299 0.1C R = < ，符合一致性检验。 

3.2.2. 指标层对准则层的权重计算过程 
① B1-C 的比较判断矩阵及其特征值： 

 
B1 C11 C12 ω  判别 

C11 1 2 0.6667 max 2.000λ =  

. 0.0000 0.1C I = <  

. 0.0000 0.1C R = ＜  
C12 1/2 1 0.3333 

 
② B2-C 的比较判断矩阵及其特征值： 

 
B2 C21 C22 C23 C24 ω  判别 

C21 1 2 5 6 0.51416 
max 4.0371λ =  

. 0.0138 0.1C I = <  

. 0.0155 0.1C R = <  

C22 1/2 1 3 5 0.30595 

C23 1/5 1/3 1 2 0.1124 

C24 1/6 1/5 1/2 1 0.06749 

③ B3-C 的比较判断矩阵及其特征值： 
 

B3 C31 C32 C33 ω  判别 

C31 1 1/3 2 0.230 max 3.004λ =  

. 0.003 0.1C I = <  

. 0.0052 0.1C R = <  

C32 3 1 5 0.648 

C33 1/2 1/5 1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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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B4-C 的比较判断矩阵及其特征值： 
 

B4 C41 C42 C43 ω  判别 

C41 1 1/2 1/3 0.1638 
max 3.0097λ =  

. 0.0049 0.1C I = <  

. 0.0084 0.1C R = <  

C42 2 1 1/2 0.2973 

C43 3 2 1 0.5389 

 
⑤ B5-C 的比较判断矩阵及其特征值： 

 
B5 C51 C52 ω  判别 

C51 1 1/2 0.3333 max 2.0000λ =  

. 0.0000 0.1C I = <  

. 0.0000 0.1C R = <  C52 2 1 0.6667 

 

3.2.3. 计算组合权向量 
下面我们由第二层对目标的权向量 ( )2ω 和第三层对第二层的每一准则的权向量 ( ) ( )3 1, 2,3, 4,5k kω = ，

计算第三层对目标层的权向量，称为组合权向量，记作 ( )3W 。组合权向量计算公式如下： 
( ) ( ) ( )3 3 2Wω ω=  

其中
( ) ( ) ( )3 3 3

1 5, ,W ω ω =   。 
将 3.3.2 节计算结果代入上式可得： 

( ) ( ) ( )3 3 2

0.6667 0 0 0 0
0.3333 0 0 0 0

0 0.51416 0 0 0
0 0.30595 0 0 0
0 0.1124 0 0 0

0.3704
0 0.06749 0 0 0

0.
0 0 0.23 0 0
0 0 0.648 0 0
0 0 0.122 0 0
0 0 0 0.1638 0
0 0 0 0.2973 0
0 0 0 0.5389 0
0 0 0 0 0.3333
0 0 0 0 0.6667

Wω ω

 
 
 
 
 
 
 
 
 
 
 = = ⋅
 
 
 
 
 
 
 
 
 
 
 

2467
0.1893
0.1203
0.0733

 
 
 
 
 
 
 
 

 

3.2.4. 组合一致性检验 
将 3.3.2 节计算结果代入下式 

( ) ( ) ( ) ( ) ( ) ( )( ) ( )

( )

3 3 3 3 3 3 2
1 2 3 4 5

0.000,0.0138,0.003,0.0049,0.000 0.00456

CI CI CI CI CI CI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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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3 3 3 3 3 3 2
1 2 3 4 5

0.3704
0.2467

0.000 0.8900 0.5800 0.5800 0.000 0.08860.1893
0.1203
0.0733

RI RI RI RI RI RI w=

 
 
 
 = ⋅ =
 
 
 
 

 

所以 ( )
( )

( )

3
3

3

0.00456 0.0514 0.1
0.0886

CICR
RI

= = = < ，第三层通过一致性检验。 

对整个层次结构进行组合一致性检验： 

( ) ( )2 3 0.022999 0.00857 0.03156 0.1CR CR CR∗ = + = + = <  

由此可见，组合一致性指标足够小，通过一致性检验，前面得到的权向量可以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 

3.3.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综合评价 

3.3.1. 确立指标体系权重 
根据 3.2 计算结果，得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weight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mployability of ZK university logistics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表 2.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就业能力综合评价指标及权重(A)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基础能力(B1) 0.0741 
专业技能(C11) 0.6667 

专业知识(C12) 0.3333 

实践能力(B2) 0.2147 

实践经历(C21) 0.51416 

学以致用能力(C22) 0.30595 

技术应用能力(C23) 0.1124 

社会适应能力(C24) 0.06749 

创新创业能力(B3) 0.1215 

创新创业思维(C31) 0.230 

创新创业技能(C32) 0.648 

创新创业知识(C33) 0.122 

生涯规划能力(B4) 0.2147 

自我能力评估(C41) 0.1638 

环境影响评估(C42) 0.2973 

职业能力提升(C43) 0.5389 

求职能力(B5) 0.3750 
把握机遇的能力(C51) 0.3333 

表达与决策能力(C52) 0.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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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基于 5 因素的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综合评价 
根据评价因子影响就业能力开发的程度，把每个评价因子指标作模糊等级划分，即优秀、良好、中

等、较差、极差 5 个等级，并对每一等级赋以连续的实数区间表示指标分值的变化，其中优秀为[100~90)；
良好为[90~80)；中等为[80~70)；较差为[70~60)；极差为[60~0) (见表 3)，再由被调查的每一个学生根据

已确定上述评价等级标准对每个评价因子进行评分，并采用算术平均值计算出每个评价因子的分值。 

3.3.3. 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该评价的相关要求，对 ZK 物流工程 2017 届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调研，通过调研问卷，收集每

位学生在就业能力 5 个维度的分值，并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平均值，结果如表 4。 

3.3.4.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综合评价等级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最终评价得分为 76.95 分，等级在中等的

位置。在就业能力维度的各项评价中，学生基本能力得分最高，为 81.48 分，处于良好水平。学生生涯 
 
Table 3. The level interval of employability’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表 3. 就业能力综合评价等级区间 

序号 分值 等级 

1 综合评分为 90~100 分 优秀 

2 综合评分为 80~90 分(含 90 分) 良好 

3 综合评分为 70~80 分(含 80 分) 中等 

4 综合评分为 60~70 分(含 70 分) 较差 

5 综合评分为 60 分以下(含 60 分) 极差 

 
Table 4. The employ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core of ZK university logistics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表 4.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能力评价各指标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指标分值 

就业能力综合评价 (A) 

基础能力(B1) 
专业技能(C11) 

81.48 
专业知识(C12) 

实践能力(B2) 

实践经历(C21) 

79.47 
学以致用能力(C22) 

技术应用能力(C23) 

社会适应能力(C24) 

创新创业能力(B3) 

创新创业思维(C31) 

75.31 创新创业技能(C32) 

创新创业知识(C33) 

生涯规划能力(B4) 

自我能力评估(C41) 

72.56 环境影响评估(C42) 

职业能力提升(C43) 

求职能力(B5) 
识别和抓住机遇的能力(C51) 

77.65 
表达与决策能力(C52) 

综合评价得分 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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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能力得分最低，为 72.56 分。各维度能力评价结果表明，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能力较为

优秀，学院对学生基本能力培养较为重视、教学效果好。同时，该评价结果也暴露出该校物流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其他能力的不足，如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应聘能力，这三项能力基本处于中

等水平。在办学过程中，学校、学院应重视这三项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应该加强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

力的提升。 

4.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能力提升策略措施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结合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具体特点，提出就业能力提升具体措施。 

4.1. 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与求职能力训练 

对于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言，明确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是要求了解此专业目前的就业形势，

合理安排研究生期间的学习科研任务，明确自身未来职业发展方向和人生的目标，结合自身的特点、根

据社会的需求，为自己设计最适合的职业发展道路。其次学院在研究生入学时可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的

相关讲座或开设相关的课程，以提升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强化职业生涯的分析

与现状评价，毕业前通过讲座、专题、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升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求职面试能力。 

4.2. 夯实科研与实践 

ZK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项目需要依托大型煤炭企业和当地工程机械集群基地条件，加强校企联合，实

现物流专业和煤炭等相关产业人才需求对接，以专业核心实践课程群为基础，采取校外实习基地和校内

模拟实训等多样式的形式，共享各专业的特色实践方式。以学校国家和省级实验中心和技术中心为基础，

以拓展学生以能源为核心的专业实践能力，加大实践教学关节的比重，培养优秀的实践教学师资和学生，

建设优越的实践教学模式。同时，在落实和增加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基础上，校企之间进一步完善现场

教师聘任、科研合作、人员挂职锻炼等事项，并就合作建设适应未来需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独立开设的

专业课程与实践项目、毕业生项目设计内容、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学生评价方法和考核机制、学生在企

业期间有关人身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拓展和深化与企业的实质性合

作，为学生高质量企业学习经历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在培养方案中增加除了培养计划、学术研讨与

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科综合考试(仅限博士生)外的实践训练环节，并规定实践训练的形式和考

核要求。 

4.3.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一是广泛开展创新创业竞赛。大力开展“挑战杯”、互联网+、创业计划大赛、商业计划书等创新创

业竞赛活动，以提高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知识运用、实践操作、创新创业等能力，增强研究生的综

合素质。二是积极推进研究生创新计划。运用好教育厅、学校的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基金，组织研

究生自主申报创新创业项目或参与导师科研项目，提高研究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培养研究生的创

新能力，为职业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三是重点搭建实践活动平台。有效整合学校和社会资源，加强与物

流企业、科研院所、物流管理部门的合作，建立多样化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为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践教学、实验研究、创新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逐步构建产学研一体的物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创

新创业实践基地。 

4.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教师队伍建设，聘请了企业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讲座教授，聘请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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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人员为物流工程卓越工程师兼职教师，聘请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管理人员为物流工程硕士

实习指导教师。针对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教学中项目的核心作用，着力加强校内师资，特别是青年教师

的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通过培养和引进的方式，使本专业人才队伍在年龄上实现老中青结合，

在职称上实现高中初匹配。人才梯队结构按3:5:2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一般专业教师)的比例建设，

年龄结构按老中青1:3:6方式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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