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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64份高校本科生的有效样本数据，本文采用SPSS 22进行数据分析，探究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可就业

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心理资本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可就业能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

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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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ffective sample data from 26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uses 
SPSS 22 for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em-
ploy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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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employ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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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就业是社会上一项重要且日益严峻的问题。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

不仅反映了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效果，还成为评估办学和选择人才的重要标准。可就业能力是在择业时所

需的能力、意愿、个性特征、社会资源等的集中体现[1]。具备较高可就业能力水平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

职业成功。因此，探讨影响大学生可就业能力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心理资本包含“自我

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四个组成部分，是一种能够开发和管理的个体积极向上的心理

状态[2]。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个体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成功等方面有显著影响，建立积极的心理资本

能有效促进个体全面健康发展。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在职业选择和决策过程中，个体对于自身完成某

项既定任务所要求技能和素质的自我评价和自信心水平[3]。高水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能有效促进大

学生的职业成功，有利于个体未来职业发展以及社会秩序和国民经济的和谐稳定。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学

生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可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以提出增强大学生可就业能力

的建议和策略。 

2. 研究假设 

(一) 心理资本与可就业能力 
心理资本是一种独特、难以模仿和可开发的资源，对个体的行为和产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预测作用。

心理资本通过培养积极的情绪态度和适应能力，使大学生能够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保持乐观并有效适应。

心理资本的发展也促进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使大学生能够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并获取就业机

会，为大学生提高可就业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优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可就业能力。 
(二) 心理资本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心理资本的培养强调积极的情绪态度和自我管理能力，使个体能够保持乐观和适应能力，增强对职

业决策的自信心。心理资本的发展鼓励个体设定明确的目标并采取行动，这有助于个体形成对自身能力

的正面评估，提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心理资本为个体提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提供了支持和优势。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三)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可就业能力 
当大学生拥有较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时，他们更有信心和能力面对就业挑战，并采取积极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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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寻求就业机会。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提升了大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知，使得他们更勇于面对就业

过程中的困难和竞争。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也能加强大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使得大学生更具有应变能

力和创新思维，提高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可就业能力。 
(四)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当大学生认识到自己具备较高心理资本时，他们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也会增强，进而更勇于面对

困难和竞争，提高了就业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心理资本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便利抽样法在全国高校本科生中发放电子问卷，共收回 302 份问卷，根据验证性题目删

除 38 份无效问卷，得到 264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87.42%，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频率分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and statistical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统计学变量频率分析 

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76 29% 

女 188 71% 

年级 

大二 14 5% 

大三 75 28% 

大四 175 66%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 
是 201 76% 

否 6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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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业成绩 

优秀 69 26% 

良好 119 45% 

一般 60 23% 

较差 16 6% 

生源地 

城市 163 62% 

城镇 49 19% 

农村 52 20% 

家庭经济状况 

较好 38 14% 

中等 188 71% 

较差 38 14% 

 
(二) 研究工具 
1) 心理资本的测量。本研究采用张阔等(2010)开发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4]，共计 26 个项目。 
2) 可就业能力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于海波等(2014)开发的《可就业能力量表》，共计 36 个项目。 
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测量。本研究采用彭永新等(2001)开发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

[5]，共有 38 个项目。 
4) 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性别、年级、学工经历、学业成绩、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共 6 个人口统

计学变量。 

4. 研究结果 

(一)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SPSS 22 进行信度检验，得到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可就业能力三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 0.911、0.959、0.940，均大于 0.7，说明问卷数据的可靠性较高(表 2)。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2. 信度分析 

量表 项数 Cronbach’s α 

心理资本 26 0.91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38 0.959 

可就业能力 36 0.940 

 
(二) 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 SPSS 22 进行 KMO 与 Bartlett’s 球形检验，得出心理资本、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可就

业能力三个量表的 KMO 值分别为 0.915、0.947、0.904，均大于 0.9。三个量表的 Bartlett’s 球体检验结果

均为 p = 0.000 < 0.01，达到显著性水平。由此可知，本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问卷数据的有效

性较高(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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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Validity analysis 
表 3. 效度分析 

量表 KMO 值 Sig. 

心理资本 0.915 0.000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0.947 0.000 

可就业能力 0.904 0.000 

总量表 0.927 0.000 

 
(三)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 SPSS 22 中的 Pearson 系数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4. 相关性分析 

变量 性别 年级 学工经历 学业成绩 生源地 家庭 
经济状况 

心理 
资本 

职业决策 
自我效能感 

性别         

年级 −0.066        

学工经历 −0.075 0.116       

学业成绩 −0.014 −0.084 0.116      

生源地 −0.052 0.111 0.138* 0.076     

家庭经济状况 0.016 0.036 0.121 0.199** 0.504**    

心理资本 −0.144* −0.049 −0.194** −0.399** −0.053 −0.215**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0.118 −0.057 −0.209** −0.378** −0.105 −0.306** 0.605**  

可就业能力 −0.106 −0.016 −0.152* −0.337** −0.05 −0.290** 0.586** 0.516**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 
 

根据结果可知，心理资本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γ = 0.605，p < 0.01)、心理资本和可就业能力(γ = 
0.586，p < 0.01)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可就业能力(γ = 0.516，p < 0.01)三组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奠

定了后续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 
(四) 假设检验 
1) 心理资本与可就业能力的回归分析 
将心理资本作为预测变量，可就业能力作为结果变量，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mployability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5. 可就业能力对心理资本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R2 调整后 R2 β F T 

心理资本 可就业能力 0.686 0.471 0.469 0.686 233.361*** 15.276*** 

注：***代表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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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知，调整后 R2 为 0.469，心理资本可以解释可就业能力变化的 46.9%。心理资本对可就业

能力的回归系数 β = 0.686 (p < 0.001)，表明心理资本可以有效正向预测可就业能力，假设 H1 成立。 
2) 心理资本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将心理资本作为预测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结果变量，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6.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心理资本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R 2 调整后 R2 β F T 

心理资本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0.805 0.648 0.646 0.805 481.58*** 21.945*** 

注：***代表 p < 0.001。 
 

由表 6 可知，调整后 R2 为 0.646，心理资本可以解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变化的 64.6%。心理资本

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回归系数 β = 0.805 (p < 0.001)，表明心理资本可以有效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

效能感，假设 H2 成立。 
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可就业能力的回归分析 
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预测变量，可就业能力作为结果变量，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可知，调整后 R2 为 0.665，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可以解释可就业能力变化的 66.5%。职业决

策自我效能感对可就业能力的回归系数 β = 0.816 (p < 0.001)，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正向预

测可就业能力，假设 H3 成立。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mployability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表 7. 可就业能力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R2 调整后 R2 β F T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可就业能力 0.816 0.666 0.665 0.816 521.977*** 22.847*** 

注：***代表 p < 0.001。 
 

4)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取 Bootstrap 法检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心理资本和可就业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使用

SPSS 22 中的 Process 插件进行分析，得到表 8 分析结果。 
 
Table 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model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表 8.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中介作用模型的回归分析 

变量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可就业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心理资本 0.979 18.133*** 0.861 12.38*** 0.114 1.339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0.763 11.725*** 

R2 0.499 0.670 0.674 

F 36.163*** 73.788*** 65.723*** 

注：***p < 0.001；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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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模型 1 中，心理资本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

响，心理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a = 0.979 (p < 0.001)。在模型 2 中，心理资本对可就业能力有显著正影响，

总效应系数为 c = 0.861 (p < 0.001)。在模型 3 中，加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

可就业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回归系数为 b = 0.763 (p < 0.001)。然而，心理资本对可就业能力的回归系

数 c' = 0.114 (p > 0.05)，表明心理资本对可就业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当加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后，心理资本对可就业能力的影响效应明显下降。β 系数值

从 0.861 降至 0.114，且 p 值从小于 0.001 变为大于 0.05。这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心理资本和可就

业能力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假设 H3 成立。 
根据上面的检验结果得出如图 2 理论模型图。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图 2. 理论模型 

5. 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第一，大学生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可就业能力。 
第二，大学生心理资本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第三，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可就业能力。 
第四，心理资本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产生影响。 
(二) 实践启示 
首先，大学可以提供全面的心理健康支持计划。这包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和培训课程，以帮助学生应对压力、焦虑和情绪困扰。通过这些支持和培训，学生可以学会更好地应对

挑战和压力，提高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从而增强心理资本。 
其次，大学还应鼓励学生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目标。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和资源，帮助学生制

定明确的职业发展计划。学生可以参加职业测评、实习和行业相关的活动，以获得实践经验并了解自己

在特定领域的兴趣和能力。通过这些经历，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业方向，从而增强职业决策自

我效能感。 
最后，大学可以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和资源。这包括提供求职技巧培训、简历和面试辅导等。同时，

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和就业机会，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增强他们的可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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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改进建议。首先，研究使用的样本来自于便利抽

样，且样本量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规模来减少统计误差，并更好地代表目标群体的特征

和多样性。其次，研究缺乏长期跟踪调查，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或评估变量的变化趋势，未来的研究可以

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以获取更全面和深入的结论。最后，未考虑其他相关变量和领域，未来的研究可以进

行更广泛的文献综述和理论研究，以识别潜在的影响因素，并将其纳入研究框架，从而提供更全面的研

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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