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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满意度是指在实际工作中所反映出来的积极情绪与自身的价值观相吻合的程度，工作满意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了自身工作的获得感和体验感。职业教育拥有为国家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的使命，但在学历型教育观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成为令人深思的话题。

本文基于CGSS2021调查数据，通过SPSS2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探究职业教育人群幸福度对于个人工

作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教育人群幸福度对个人工作满意度呈现正相关，因此要合理配置教育

资源，树立普职平等的教育理念，在提升职业教育人群幸福感的同时，提升其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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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b satisfaction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positive emotions reflected in actual work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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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e with one’s own values, and the level of job satisfaction directly affects one’s own sense of 
access to and experience of work.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the mission of providing high-quality 
skilled personnel for nat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but in the Chinese 
society where the view of credential-based education is deeply rooted, the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topic of deep though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GSS2021 survey data, analyzed by SPSS27.0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voca-
tional education population’s happiness on personal job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appiness degre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pulation pres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personal 
job satisfac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asonably alloc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equality between gener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happiness degre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pul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ir job satisfaction. 

 
Keywords 
Happiness, Job Satisfac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职业教育拥有为国家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其发展为社会平衡提供有

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在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支持下，职业教育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节奏不断加快，技术技能人才短缺，职业教育的作用愈发明显，社会需求的

转变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 年 4 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

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愿景。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5 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

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到 2035 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1]。
2022 年 5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将职业教育定位成为与普通教育具有

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统筹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战略部署，国家对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视到达了新的高度。 
然而，在学历型教育观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职业教育人群如何选择自己的工作，工作又是否得到

满意成为了令人思考的话题。除了受教育程度之外可能会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之间影响之外，是否还会

有其他因素对于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运用 CGSS2021 数据，试图探求职

业教育人群幸福度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一定程度上引导个人、家庭和国家做出更合理的教

育决策。 

2. 文献综述 

幸福感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情绪和快乐体验，是人们对于

彼时所处现状的一种整体性、肯定性和积极性的评价。职工幸福感可以理解为职工对于就职工作环境、

状态、报酬和期望，以及工作之外生活质量高低的满意程度。简单地讲，就是工作环境适不适应、企业

文化认不认同、工资待遇满不满意、职业期望乐不乐观以及生活状况安不安稳等[2]。工作满意度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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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对现有工作环境的整体感受, 即基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需求的直观感受的集合[3]。 
在现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都对幸福感与工作收入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李桂荣、文华基(2023)

于 2018 年和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

析教育匹配、收入水平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教育匹配趋向合理，居民主观幸福感

得到提高；绝对收入不能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相对收入显著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4]。而学者夏杰长、

陈峰(2022) [5]指出预期收入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通过 Logit 多元回归模型解释“收入—幸

福之谜”。王姗姗(2022)等利用 Ordered Probit 估计方法分析收入不平等和乡村振兴水平对农民幸福感的

影响，收入不平等对农民的幸福感具有抑制效应，也存在区域和年龄异质性；存在收入不平等通过削弱

乡村振兴进一步抑制农民幸福感的中介效应。综观“幸福”“工作满意度”主题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

国外学者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人们依据自身主观上的感受来判断自己对生活和工作各领域的满意水平，

员工自身的主观幸福感也将影响工作满意度，幸福感指数高的人在工作中会表现得更加出色，也会得到

较高的工作满意度[6]。而基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员工工作满

意度，但都可以对员工工作满意度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员工主观幸福感程度的差异，会造成工作满意

度的差异[3]。这是目前学术研究中对于幸福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解释。 
已有很多学者解释了幸福度与工作满意度间的关系。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工作满意度，但不同

人群对于工作满意度是不同的，现今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个体幸福感提升的同时对生活的质量要

求也在提升，这则体现在个体对工作的不同满意程度。据此本文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和线性回归

的方法来探讨个体幸福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呈现的关系。 

3.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 CGSS2021 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筛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第 15 条规定，我国职业学校教育主要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

育包含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包含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

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7]。2021 年 CGSS 数据库中的 8148 个有效样本中受教育程度总共分

为 14 种情况，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或扫盲班、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

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

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因此，针对 CGSS2021 中“A7a 您目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是”议题进行筛

选，选取选项为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的样本进行

分析，其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为中等职业教育，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
为高等职业教育。经过筛选后，符合条件的有效样本有 1151 个，其中男性为 570 人，占比 49.522%，女

性 581 人，占比 50.478%；最高受教育程度方面，中等职业教育人数为 529 人，所占百分比 45.96%，高

等职业教育人数为 622 人，所占百分比 54.04%；政治面貌上，大多为非党员，群众占比 68.115%，党员

仅占 19.548%；在户籍状况上，城市户口占比 77.063%；农村户口占比 22.937% (见表 1)。 
 
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总体样本特征 

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最高受教育程度 
中等职业教育 529 45.96 45.96 

高等职业教育 622 54.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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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户籍状况 
城市户口 887 77.063 77.063 

农村户口 264 22.937 100 

性别 
女 581 50.478 50.478 

男 570 49.522 100 

政治面貌 

群众 784 68.115 68.115 

共产党员 225 19.548 87.663 

共青团员 138 11.99 99.652 

不知道 2 0.174 99.826 

民主党派 1 0.087 99.913 

拒绝回答 1 0.087 100 

合计  1151 100.000 100.000 
 

(二)变量说明 
1) 因变量：工作满意度 
本研究将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CGSS2021 调查了社会居民对当下工作的满意程

度。本文将“总体而言，您对您当下的工作是否满意”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将“工作是否满意”设定为

二分类离散型变量，主要探究分析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满意程度，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

合并为“满意”，将“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不知道”等选项合并为“不满意”，前者赋值为“1”，

后者赋值为“0”(见表 2)。 
 
Table 2. Basic summary of ordered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表 2. 有序分类因变量基本汇总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工作满意度 
0 = 不满意 45 3.91 3.91 

1 = 满意 1106 96.09 100 

合计  1151 100.000 100.000 
 

2) 自变量：个人幸福度 
本研究将居民个人幸福度设置为自变量。CGSS2021 调查问卷中“社会态度”分类一栏明确提问“总

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本文将“生活是否幸福”设定为二分类离散型变量，将“非常不

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不知道”合并为“不幸福”，将“比较幸福”“非常幸

福”合并为“幸福”，前者赋值为“0”，后者赋值为“1”。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职业教育人群的个体特征(性别、户籍状况、政治面貌)、最高受教育程度设置为控制变量，

其中最高受教育程度分为中等职业教育层次和高等职业教育层次。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7.0 对于 CGSS2021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于职业教育人群的有效样本进

行频数分析，了解样本中职业教育人群的基本特征。去吃，本研究将因变量“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满意

情况”划分为“满意”和“不满意”的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性

分析，探究职业教育人群幸福度对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联系以及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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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研究 

(一) 职业教育人群个人幸福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列联分析 
本文通过 CGSS2021 调查数据中职业教育人群个人幸福度与工作满意度进行列联分析得出：不同幸

福感受的人群对于工作满意度的选择是有差异的，个人生活感到幸福的人会觉得工作满意度高，个人生

活感到不幸福的人会觉得工作满意度低(见表 3)。 
 
Table 3. Cross-tabulation between happin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表 3. 幸福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交叉列联表 

变量 选项 
工作满意度 

总计 
不满意 满意 

幸福度 
不幸福 9 (8.500%) 97 (91.500%) 106 
幸福 21 (3.100%) 650 (96.900%) 671 

总计 30 747 777 
 

(二) 职业教育人群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列联分析 
本文通过 CGSS2021 调查数据中职业教育人群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满意度进行列联分析得出：不

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对于工作满意度的选择具有差异性，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人群更容易对于工作满意(见
表 4)。 
 
Table 4. Cross-tabulation between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表 4. 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交叉列联表 

变量 选项 
工作满意度 

总计 
不满意 满意 

最高受教育程度 
中等职业教育 24 (4.500%) 505 (95.500%) 529 
高等职业教育 21 (3.400%) 601 (96.600%) 622 

总计 45 1106 1151 
 

(三) 职业教育人群工作满意度与各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人对于职业教育人群与各相关变量之间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得出：不同性别的差异在职业教

育人群工作满意度上呈现显著性，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不同户籍状况的差异在职业教育人群工作满意

度上呈现显著性，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关于政治面貌的差异，显著性 P 值为 0.519，水平上不呈现显著

性，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关于最高受教育程度，显著性 P 值为 0.813，水平上不呈现显著性，二者之

间不存在相关性(见表 5)。 
 
Table 5.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表 5. 独立样本 t 检验 

 
工作满意度(标准差) 

F P 
满意(n = 1106) 不满意(n = 45) 

性别 0.5 0.458 211.469 0.000*** 
户籍状况 0.417 0.484 10.191 0.001*** 
政治面貌 5.164 1.097 0.416 0.519 

最高受教育程度 0.498 0.505 0.056 0.813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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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职业教育人群幸福度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于 CGSS 2021 年调查数据中的职业教育人群的个人幸福度和工作满意度进行 Pearson 相关性

分析得出：职业教育人群的个人幸福度和工作满意度具有明显显著性，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即个人幸福

度越高，工作满意度越高。本研究结果与现阶段研究结论相一致，DIENE 认为人们依据自身主观上的感

受来判断自己对生活和工作各领域的满意水平，职业教育人群自身的主观幸福程度也将影响工作满意度，

幸福感指数高的人在工作中会表现得更加出色，自然也会得到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见表 6)。 
 
Table 6. Table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6. 相关性分析表 

 幸福度  工作满意度  

幸福度 1 (0.000***) 0.075 (0.011**) 

工作满意度 0.075 (0.011**) 1 (0.000***)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五) 职业教育人群幸福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通过 CGSS2021 调查数据，以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以个人幸福度为自变量

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显著性 P 值为 0.008***，水平上呈现显著性，VIF 全部小于 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模型构建良好。分析结果表明：职业教育人群的个人幸福度对工作满意度存在回归关系，个人

幸福度越高，工作满意度越高(见表 7)。 
 
Table 7.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7.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VIF R2 调整 R2 F 
B 标准误 Beta 

常数 0.915 0.019 - 49.062 0.000*** - 
0.009 0.008 F = 7.134  

P = 0.008*** 幸福度_幸福 0.054 0.02 0.096 2.671 0.008*** 1 

因变量：工作满意度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5.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 CGSS2021 调查数据，对于职业教育人群个人幸福度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与我国职业教育现状，可以基本了解到我国职业教育人群工作满意度与其个人幸福程

度呈显著相关，个人生活感到幸福的人会觉得工作满意度高，个人生活感到不幸福的人会觉得工作满意

度低。职业教育人群因自身性别、户籍所在地、最高受教育程度等相关因素，个人对于职业教育的选择

和工作满意度的选择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对于工作满意度的选择具有差异性，受过

高等职业教育的人群更容易对于工作满意。 
基于上述对于 CGSS2021 的职业教育人群相关数据的讨论结果，本研究就如何提升职业教育人群工

作满意度提出对策和建议：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树立普职教育平等的观念。认知具有环境性，认知离

不开身体的参与，而身体又是置于环境之中的身体，所以，环境是认知必不可少的条件[8]。第四次科技

革命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面对职业中不断变革的高新技术，人要拥有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提升自

身学习能力。职业教育作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教育领域，应当受到与普通教育同样的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409


高艺佳 
 

 

DOI: 10.12677/orf.2023.134409 4094 运筹与模糊学 
 

重视。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在进行现代教育和工作选择的同时，应当改变落后的职业和教育观念，

重塑普职平等的教育观，不断拓宽教育视野，提升职业教育人群的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在

提升职业教育人群社会认同感的同时提升其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应当适当性“扩充”，

使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性创新发展，使得教育的结果能够及时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匹配，从而提升职业技术人群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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