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介绍

1.� 问题的提出
家庭社会资本是大学生所拥有的重要社会资本

来源，那么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未来就业有哪些影
响呢？ 本研究试图从社会资本中的家庭资本角度，以
及就业过程中的择业取向角度，以苏南一所“211”大
学（以下称 S 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研究家庭社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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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社会资本是大学生重要的社会资本来源，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 本文以苏南某
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将家庭社会资
本分解为父亲的职业、母亲的职业、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五个维
度，将择业取向分解为毕业后走向、就业地区选择、就业单位选择、期望月薪四个维度，通过实证分
析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确实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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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amily Social Capital on Students’ Career
Orienta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 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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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ocial� capital� held� by� students，and�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undergrad-
uates� of� S�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By� using� questionnaire� re-
search，the� family� social� capital� is� divided� into� five� dimensions�:�father’s� occupation,� mother’s� oc-
cupation,� father’s� education� degree,� mother’s� education� degree,� household� annual� gross� income.�
The� career� ori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 such� as� employment� destination� after� gradu-
ation,� employment� areas� selection,� workplace� selection,� salary� expectations.� The� research� aims�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ts� by�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so-
cial� capital� have� an�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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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关系。 具体说来，本研究试图
回答以下几个问题：①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的基本状
况如何？ ②大学生未来毕业时的择业取向基本状况如
何？ ③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有什么影响？
即家庭社会资本各维度对大学生择业取向各维度变
量是否有影响，有哪些影响？

2.�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

方面，本研究在广泛阅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
家庭社会资本和大学生就业之择业环节这两个维度
进行单独研究， 避免了以往研究中的笼统化倾向；第
二，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已有研究大多选择已经就
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则涵盖了
本科阶段所有年级大学生，以期对高校在校生的就业
指导提供一定参照。

本研究可能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对象
的数量上，最终的有效样本仅 208 个，而且均为同一
所大学的学生，未能覆盖所有校区，样本的代表性和
广泛性上存在不足；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
的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法，缺乏访谈等其他研究方法
的补充，对研究结论难以做出客观归因，在研究方法
上有待进一步创新。

二、概念界定

1.� 社会资本
法国社会学学者布迪厄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最先

界定这一概念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
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组
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是制度化的。［1�］随
后，科尔曼从理性选择论出发，从功能角度把社会资
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
产，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
社会组织等。［2�］以后，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组
织、团体及个人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财富或利益，主要
包括关系结构、人际互动和关系结构中个体所拥有的
共同愿景和语言。［3�］还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
个体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种社会性资源，通过个体社
会关系获取，具有资本的特征。［4�］

从布迪厄、科尔曼的经典定义到各研究者的自定
义，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都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资
本是资本的特殊形式，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

2.� 家庭社会资本

本文所指的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大学生家
庭之中，并能够为大学生利用以便实现某些工具性目
的的家庭背景。［5�］

3.� 择业取向
大学生择业取向是大学生个体在就业问题上建

立在客观条件上的主观想法，是大学生择业价值观的
集中体现，是大学生个体在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
对未来职业做出的判断和规划。［6�］

三、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以下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论支撑和后
续实证结果分析依据。 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以父亲
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
家庭年总收入作为分析维度，在择业取向方面，以毕
业后走向、就业地区选择、就业单位选择、期望月薪作
为分析维度（图 1）。

图 1� � 分析框架图

四、 研究对象及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随机选取的 S 大学 2014 年

在读本科生，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各个年级的
学生。 实际发放问卷时抽样选取了 S 大学校本部、东
校区、新校区三个校区不同专业的学生。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 份， 回收问卷 256 份，
问卷回收率为 85.3%，其中有效问卷 208 份，问卷有效
率为 81.3%。 所选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 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是在一篇现有的硕

士论文设计的调查问卷基础上做了小部分修改，形成
“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择业取向情况调查问卷”。 对
数据的分析采用 SPSS� 17.0（中文版）。

五、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大学生家庭社会资本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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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频率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92 44.2

女 116 55.8

年级

大一 44 21.2

理学类 65 31.3

工学类 41 19.7

体育艺术类 22 10.6

其他 24 11.5

家庭所在地
城镇 102 49.0

农村 106 51.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7 13.0

共青团员 174 83.7

群众 7 3.4

大二 48 23.1

大三 70 33.7

大四 46 22.1

专业

文史类 56 26.9

1.� 父母职业
在调查问卷中，父母的职业类别包含干部、工人、

农民、商人、知识分子、服务人员、其他。 从调查结果
看，超过半数的学生的父亲职业和母亲职业为工人和
农民，两者比例之和分别达 55.8%和 58.7%。 父亲职业
第二多的是商人，占 15.4%，而母亲的则是知识分子，
占 11.5%。父母职业为干部和服务人员的比例都很少。

2.�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在调查问卷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

下、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五个类别。 在父亲的
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多数学生选
择了大专以下，其比例总和分别为 86.1%和 91.3%。 父
亲受教育程度在比例上由多到少依次为高中、初中及
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母亲的则依次为初中
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 父亲、母亲的
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硕士以上的都很少， 分别占
1.4%、1.0%。

3.� 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年总收入是本研究中用以调查大学生家庭

社会资本状况的重要方面，家庭年总收入反映了家庭
的经济状况，对子女的行为选择可能会产生影响。 在
调查问卷中，家庭年总收入分为 10万以下、10-15万、

15-20万、20万以上四个类别。 从结果看，家庭年总收
入在 10 万以下的占 27.4%，10-15 万的占 31.7% ，
15-20万的占 27.9%，20万以上的占 13.0%。

（二）大学生择业取向基本状况

1.� 毕业后走向
大学生毕业后走向包含就业、读研、出国、创业、

其他五个类别，关于毕业后的走向，绝大部分学生选
择了就业或读研，两者合计达 89.9%。极少数学生选择
出国、创业或其他，可见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和继续
升学的仍是大部分学生的选择。

2.� 就业地区选择
在问及“您最理想的工作地点”时，选择最多的是

地级市，占 40.9%，其次为副省级城市，占 35.6%，再次
为直辖市，占 15.9%，选择其他的为 7.7%。 在问及“毕
业后愿意到农村地区就业”和“毕业后到西部艰苦地
区就业”的意愿时，大多数学生选择了不愿意。

3.� 就业单位选择
对于“首次就业期望进入何种单位”，选择最多的

是事业单位， 占 38.0%， 其次为国有或集体企业，占
17.8%， 然后是外资企业、 党政机关， 分别占15.4%、
10.1%，选择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只有极少数，此外
还有 12%的学生选择了其他。 可见，大部分学生在选
择就业单位时可能更倾向于低风险、 相对稳定的单
位。

4.� 期望月薪
对于“期望首次就业的月薪范围”的回答，选择最

多的是 3000-4000 元， 占 37.5%， 其次为 4000-5000
元，占 26.4%，再次为 5000 元以上，占 21.6%，极个别
的选择了 1000-2000元，占 1.4%。

（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影响分析

由于家庭社会资本各维度变量和大学生择业取
向各维度变量在数据录入时均设为非连续型变量，因
此， 在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影响
时，采取秩相关的分析方法，得到家庭社会资本各维
度与大学生择业取向各维度的秩相关系数，以此对家
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关系进行初步判定，
作为后续研究的参照。 统计结果详见表 2。

1.�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毕业后走向的影响
从相关分析结果看， 家庭社会资本各维度中，父

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大学生毕业后的走向呈正相关，且

表 1� �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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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职业

母亲
职业

父亲受教
育程度

母亲受教
育程度

家庭年
总收入

毕业后
走向

r .049 .062 .144* .073 .049

p .481 .372 .037 .298 .482

就业
单位

r .012 .060 -.062 -.116 -.179**

p .866 .388 .037 .094 .010

就业
地点

r -.046 -.054 -.138* -.054 -.145*

p .512 .441 .047 .438 .037

西部地区
就业意愿

r -.064 -.034 -.060 .063 .101

p ..359 .624 .391 .362 .148

农村地区
就业意愿

r -.277 .086 .038 .052 .111

p .696 .216 .581 .456 .111

期望
月薪

r -.008 -.028 .260** .164* .274**

p .909 .688 .000 .018 .000

相关性显著。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毕业后
越倾向于读研。 而家庭社会资本中的其他变量对大学
生毕业后走向则无显著影响。

2.�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
在大学生未来就业地区的选择方面，与之相关的

变量包括大学生就业地区选择、西部地区就业意愿和
农村地区就业意愿。 结果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
家庭年总收入与大学生就业地区选择均呈显著负相
关，而对西部地区就业意愿和农村地区就业意愿则无
显著影响。 这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越倾
向于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大学生
也越倾向于选择到大城市工作。

3.�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单位选择的影响
在大学生未来就业单位的选择上， 结果显示，家

庭年总收入与大学生就业单位选择呈显著负相关，父
母亲的职业和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就业单位选择
均无显著影响。 这表明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大学生越
倾向于选择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4.�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期望月薪的影响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

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均与大学生期望月薪呈显
著正相关，父母亲的职业对大学生期望月薪没有显著
影响。 这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受教育

程度越高，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大学生期望月薪越高。

六、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调查和分析， 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择业取向确实有一定影响，主
要表现为：第一，在毕业后走向方面，家庭社会资本变
量中的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毕业后越倾向
于读研；第二，在就业地区选择方面，家庭社会资本变
量中的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选择到
大城市工作，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大学生也越倾向于
选择到大城市工作；第三，在就业单位选择方面，家庭
社会资本变量中的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大学生越倾向
于选择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第四，在期望月薪
方面，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中的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
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大学
生期望月薪越高。

从总体上看， 在家庭社会资本的所有变量中，父
亲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总收入这两个变量对大学
生择业取向的影响相对其他变量来说更加突出，而父
母的职业对大学生择业意向各个维度几乎没有影响，
这一点与以往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有较大差异。 以往的
研究中，父亲或母亲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
的职业选择，而在本研究中却未得到体现。 这可能是
由于本研究与其他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与样本量
的差异造成的。 此外，对于为什么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和家庭年总收入会影响大学生的择业取向，在后续研
究中可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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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家庭社会资本各维度与择业取向各维度的相关结果

注：**.�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
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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