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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ment for disabled are studied. With the help of factor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career orientation and attitude, profes-
sional skills and career planning,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re three main affecting factors,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is in successive decreasing order. Further analysis is made using the de-
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t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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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影响残疾人就业的因素进行研究，运用因子分析与logistic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残疾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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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度与价值取向、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及心理因素是三大主要影响因素，且得出它们对就业状态的影

响程度依次降低，运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对此三项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 

残疾人就业，因子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 

 
 

1. 引言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残疾人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截至 2006 年 4 月 1 日，我

国残疾人口总数已高达 8296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6.34%[1]；有残疾人的家庭共 7050 万户，占全国家庭

总户数的 17.80%[2]。残疾人劳动就业，是解决残疾人问题的根本出路，它不仅关系到这一特殊群体的生

存和发展，且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前人及个人的相关分析，给出影响残疾人就业的

七项影响因素，分别为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社会保障、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就业认知偏差、个人性

格、心理因素、就业观念。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国内某市的残疾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调查社区，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残疾

人进行随机的问卷调查。 

2.2. 研究方法 

通过大量阅读残疾人就业方面的有关文献和相关法律法规，本文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因子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3]及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对影响残疾人就业的可能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2.3. 数据说明 

该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36 份，其中有效分析样本 356 份，无效样本 80 份，有效率为 81.7%。 

3. 残疾人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因子分析 

3.1.1. 因子分析模型 
一般因子分析模型：设有 n 个样品，每个样品观测 p 个指标，这 p 个指标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要求

p 个指标相关性较强的理由是很明确的，只有相关性较强才能从原始变量中提取出“公共”因子)。为了

便于研究，并消除由于观测量纲的差异及数量级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将样本观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标准化后的变量均值为 0，方差为 1。为方便，把原始变量及标准化后的变量，均用向量 X 表示，用

( )1 2, , , kF F F k p< 表示标准化的公共因子，用 ε表示特殊因子。如果： 
1) ( )1 2, , , pX X X X ′=  是可观测随机向量，且均值向量 E(X) = 0，协方差矩阵 cov(X) = ∑，且协方

差矩阵∑与相关阵 R 相等； 
2) ( ) ( )1 2, , , kF F F F k p′= < 是不可观测的变量，其均值向量 E(F) = 0，协方差矩阵 cov(F) = I，即

向量 F 的各分量是相互独立的； 
3) ( )1 2, , , Pε ε ε ε ′=  与 F 相互独立，且 E(ε) = 0，ε的协方差阵∑是对角方阵，即 ε的各分量之间也



残疾人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101 

是相互独立的。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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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因子模型。 
矩阵形式为： X F ε= Λ + 。因子载荷矩阵 Λ 中的元素 λij 称为第 i 个变量在第 j 个因子上的载荷，λij

的绝对值越大，表明 Xi 与 Fj 的相依程度越大，或称公共因子 Fj 对 Xi 载荷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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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反映了 k 个公共因子对 Xi 的影响。 

3.1.2. 实证分析 
本文用 X1 表示就业求职态度[4]，X2 表示性格类型，X3 表示是否掌握至少一项职业技能，X4 表示是

否接受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X5 表示是否有清晰的就职目标，X6 表示对就业岗位的要求[6]，X7 表示

是否有就业压力，X8 表示是否了解《残疾人保障法》[7]，X9 表示是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8]，X10 表示期

望的月收入。下面运用 spss 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 
表 1 给出了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KMO 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的偏相关。此案例的数

值为 0.710 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2 是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提取出的 7 个公因子有如下解释：第一个公因子

与 X3、X4 及 X5 这 3 个变量的相关度较高，分别为 0.787，0.601 和 0.715，主要反映了这 3 个原始变量的

信息，可以解释为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因子。第二个公因子与 X9 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 0.891，
可以解释为社会保障因子。第三个公因子与 X1 及 X10 的相关程度较高，分别为 0.846 和−0.713，可以解释

为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因子。第四个公因子与 X8 的相关系数为 0.924，反映信息量高，可以解释为就业

认知偏差因子。第五个公因子与 X2 的相关系数为 0.9798，可以解释为个人性格因子。第六个公因子与

X7 相关度最高，为 0.987，故解释为心理因子。第七个公因子主要反映了 X6 这个原始变量的信息，可以

解释为就业观念因子。 

3.2. Logistic 回归分析 

3.2.1. 二元 logistic 回归理论基础 
设因变量 Y 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其取值为 Y = 1 和 Y = 0。影响 Y 取值的 m 个自变量分别为

1 2, , , mX X X 。在 m 个自变量作用下发生的条件概率为 ( )1 21 , , , mP P Y X X X= =  ，则 logistic 回归模型 
 

Table 1.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 1.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710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621.317 

df 45 

Sig.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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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示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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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 0β 为常数项， 1 2, , , mβ β β 为偏回归系数。偏回归系数 ( )1, 2, ,j j mβ =  表示在其它自变量固定的

条件下，第 j 个自变量每改变一个单位时 ln()的改变量。 

3.2.2. 实证分析 
由因子分析得出的七个公因子，分别用 fi ( )1,2, ,7i =  表示，作为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以

就业状态为因变量，就业状态用 Y 表示，取值分别为 1 和 0，1 表示已就业状态，0 表示未就业状态，下

面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残疾人就业的影响因素[9]。 
从表 3 中还可以看到影响残疾人就业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 

 
Table 2.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表 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1X  −0.034 0.177 0.846 0.242 −0.191 0.063 0.197 

2X  −0.030 0.047 −0.055 0.039 0.979 0.048 −0.003 

3X  0.787 0.196 −0.043 0.067 −0.014 0.115 0.327 

4X  0.601 0.614 0.127 −0.052 −0.093 0.011 0.071 

5X  0.715 0.077 0.202 0.362 0.010 −0.140 0.099 

6X  0.289 0.084 0.136 0.005 −0.003 −0.057 0.920 

7X  0.002 −0.035 0.005 −0.032 0.047 0.987 −0.041 

8X  0.180 0.026 0.058 0.924 0.041 −0.025 0.000 

9X  0.165 0.891 −0.059 0.052 0.092 −0.049 0.071 

10X  −0.317 0.390 −0.713 0.201 −0.163 0.090 0.042 

 
Table 3.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表 3. 进入方程的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B) 

Step 1a 
3f  −0.875 0.133 43.166 1 0.000 0.417 

Constant 1.663 0.156 112.945 1 0.000 5.276 

Step 2b 

1f  −0.635 0.147 18.602 1 0.000 0.530 

3f  −0.944 0.146 41.972 1 0.000 0.389 

Constant 1.768 0.168 110.841 1 0.000 5.857 

Step 3c 

1f  −0.700 0.153 20.907 1 0.000 0.496 

3f  −1.033 0.153 45.306 1 0.000 0.356 

6f  0.594 0.172 12.000 1 0.001 1.812 

Constant 1.940 0.193 100.538 1 0.000 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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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它们对就业状态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其中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因子的系数值为负，即求职

态度积极，期望收入偏低，易于就业。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因子与就业状态呈负相关，即掌握至少一门

专业技能且就职目标明确的残疾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心理因子与就业状态呈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在

就业过程中没有就业压力，心态平和，更有利于就业。 
根据表 3，我们得到最终要建立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模型： 

1 3 6ln 0.7 1.033 0.594
1

p f f f
p

 
= − − + − 

                           (4) 

由于已就业残疾人与总调查数的比率近似为 0.8，所以此处选择预测概率的临界值为 0.8。当

1 3 6
0.81.940 0.7 1.033 0.594 ln ln 4

1 0.8
f f f  − − + > = − 

时，判入已就业类，否则判入未就业类。 

由表 4 可以看到，最终模型的 Hosmer-Lemeshow 卡方统计量为 16.720，自由度为 8，对应的 p 值为

0.033 < 0.05，说明模型的拟合较好。 

4. 残疾人就业内在影响因素描述统计分析 

对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影响残疾人就业的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因素、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因素、心

理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表 5 说明期望月收入在 3500 元以下的残疾人就业人数远高于期望月收入在 3500 元以上的就业人数，

期望收入在 3500 元以上的残疾人中，未就业比例分别为 10.5%和 15.4%，高于期望月收入在 2000~3500
元之间的残疾人未就业比例。图 1 说明持积极主动就业态度的残疾人就业人数远大于未就业人数，持消

极被动就业态度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少于未就业人数。由此看出，就业态度积极，期望月收入适中的残疾

人易于就业，这与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Table 4.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表 4.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Step Chi-square df Sig. 

1 34.454 8 0.000 

2 14.109 8 0.079 

3 16.720 8 0.033 

 
Table 5. Employment status and expected monthly income crosstab 
表 5. 就业状态与期望月收入交叉表 

   您期望的月收入 
合计 

   2000 及以下元 2001~3500 元 3501~5000 元 5000 以上 

就业状态 

已就业 

计数 79 182 17 11 289 

您期望的月收入为中的% 65.3% 89.7% 89.5% 84.6% 81.2% 

总数的% 20.8% 51.1% 4.8% 3.1% 81.2% 

未就业 

计数 42 21 2 2 67 

您期望的月收入为中的% 34.7% 10.3% 10.5% 15.4% 18.8% 

总数的% 8.7% 6.2% 0.3% 0.6%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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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给出的是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状态关系图，可以看出已就业残疾人中接受过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的人数高于未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而未就业人群中，接受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人

数少于未接受过培训的人数，由此可以得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至少一项专业技能的残疾人更容易

就业。 
心理因素包括就业时是否有就业压力及残疾人对社会歧视现象的看法，图 3 表明已就业人群中没有

就业压力的就业人数高于拥有就业压力的残疾人人数，而未就业的残疾人中有就业压力的人数是没有就

业压力人数的 2 倍。 
图 4 给出了残疾人对社会歧视现象的看法，其中已就业人群因为接触范围较广，对社会歧视现象认

识较客观，而未就业人群中普遍认为社会对残疾人存在歧视现象，导致他们对就业产生恐惧甚至排斥心

理。由此可以看出减轻残疾人就业心理负担易于残疾人就业。 

5. 结论及建议 

基于因子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因素、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因素、心理因

素是影响残疾人就业的三大因素。在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就业态度与价值取向因素对就业状态的影响程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ment attitudes 
图 1. 就业态度比例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图 2. 职业技能培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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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图 3. 就业压力比例 

 

 
Figure 4.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discrimination 
图 4. 社会歧视现象比例 

 
度最高，专业技能与职业规划因素次之，心理因素影响程度最低。 

结合本文研究结果，为了促使残疾人就业，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措施：1) 通过开展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及就业积极性，有效促进残疾人就业；2) 做好残疾人的思想工作，

引导他们端正自己的就业态度，清楚准确的认识自我，不要眼高手低，也不要对自己过分悲观，在心理

上要自信，这对就业将很有帮助；3)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残疾人的态度，倡导接受残疾人，关爱残疾人；

4) 及时为残疾人介绍就业形势和提供就业信息，减少他们的就业压力，也是对残疾人就业的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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