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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如何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已成为当下心理学研究热点。
文章利用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 收集上海部分高校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影响因素， 并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焦虑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高校大学生就业
焦虑影响因素包括自身因素和非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中，知识储备、能力欠缺和学校辅导对大学生
焦虑程度起正向影响，学校名气对焦虑程度起负向影响；非自身因素中，同龄竞争和就业形势对上
海市大学生就业焦虑程度均起正向影响；相较于自身因素，非自身因素对毕业生就业焦虑影响效果
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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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lleviating� their� employment� anxiety� becomes� a� hot� topic� in� psychology�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ment� anxiety� of� some�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ghai,�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on� employment�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analyzed� based� on� orderly� Lo-
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self-related� factors� and� non-self-related� factors.� Among� their� selves� factors,� knowledge� reserve,�
lack� of� ability� and� school� guidance� have� positive� impacts� and� school� reput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nxiety� level.� Among� the� non-self� factors,� peer� competition� and� employment� situa-
tion�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degree� of� employment� anxiety.� Compared� with� self-related� fac-
tors,� non-self-related� factors� have� more� obvious� effects� on� graduates'� employment�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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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显示，在2018届高校毕
业生中，82%的毕业生感到“毕业焦虑”，其中，52%的
受访者因毕业去向没有确定而感到焦虑。 高校毕业
生就业焦虑现象是指大学生在临近毕业找工作之
际， 对理想职位与实际求职情况带来的心理落差而
造成的挫败感情绪体验。［1 ］当前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人才竞争也愈发激烈， 高校毕业生不同程度的焦虑
感也随即产生。 研究表明，适度的就业焦虑对毕业生
就业具有一定的刺激和激励作用， 促使其积极应对
求职环境，做好职业决策，但过度焦虑感有可能导致
毕业生无法参与正常求职工作， 且使人长期情绪低
落、焦躁不安，影响正常生活，阻碍心理发展并破坏
心理平衡。［2 ］

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城市， 人才竞争压力大，
高校学子未入社会前便已感受到就业压力，并出现焦
虑等症状。 探讨上海市大学生就业焦虑影响因素对焦
虑程度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现实意义。 本
次研究选取上海市松江大学城三所高校（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的毕业生，通过
半结构式访谈记录并筛选影响上海市大学生就业焦
虑的前十影响因素，制成李克特式五级问卷，结合任
化娟2010年编制的《大学生就业焦虑问卷》，［3］对三所
高校毕业生（大四学生及研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运
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各影响因素对就业焦虑水平
的影响程度，确定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的主要
影响因子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文献回顾

1. 就业焦虑状况
有关就业焦虑状况的分析，李运华等认为高校毕

业生就业焦虑现象表现为程度较为严重的面试焦虑，
且认为高校毕业生面试焦虑的根本原因来自于对面
试官、面试内容、面试结果的恐惧心理；［4］梁杰珍对广
东省的基层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基层
就业焦虑水平在年级、性别、专业、经济状况、家庭所
在地上存在显著差异；［5］ 黄桂仙也从人口统计信息入
手，开展对云南师范大学的就业焦虑现状调查，发现高
校大学生在性别、专业、生源地和年级层面存在就业焦
虑程度差异：相对于理科生，文科生的焦虑感更高；大
三学生就业焦虑感最高， 大四学生的焦虑程度反而最
低。［6］这些研究表明多种因素会造成大学生就业的焦
虑，而焦虑主要集中于面试过程。

2. 就业焦虑影响因素及其相关研究
就业焦虑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集中在心理学量

表的开发与测量， 探究各心理变量对焦虑程度的影
响。 如杜启明分析自尊程度与就业焦虑程度的相关关
系，选用就业焦虑问卷和自尊量表，研究结果显示大
学生就业焦虑与自尊感呈显著的负相关，自尊程度越
低则焦虑水平越高，而且就业焦虑与自尊具有显著的
线性回归关系；［7］赵紫暄等选用自制的就业焦虑测量
问卷及焦虑自评量表，对河海大学本科毕业生进行抽
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焦虑情绪的发生率
为27.2%，其中生源地、调查时是否签订就业协议、是
否有社会经历、所学专业四类因素显著影响大学生的
就业焦虑感；［8 ］王瑾等使用成人心理弹性量表、自我
分化量表、就业焦虑问卷探讨心理弹性、自我分化与
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关系，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弹性
通过自我分化对就业焦虑产生影响，并针对此提出提
升大学生心理弹性和自我分化水平的缓解就业焦虑
感的建议。［9］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从心理角度着手，
通过量化的方法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 由于量表设计
不同，很难据此得出比较主流的结论。

3. 就业焦虑干预研究
就业焦虑的干预以疏导缓解心理压力为主要手

段，如刘会兰等在研究就业焦虑特征、就业焦虑形成
的原因及影响就业焦虑表现的机制的基础上， 通过
分析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状况，并从实际角度出发，
对大学生的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进行干预辅导，
干预结果显示团体辅导能有效降低大学生的就业焦
虑情绪；［10 ］ 刘月芳以团队音乐疗法作为缓解女大学
生的就业焦虑的手段，该疗法主要通过聆听音乐、演
唱、 演奏、 创作音乐等与大学生个人爱好有关的活
动， 旨在让接受治疗的焦虑感患者在温馨的氛围中
舒缓神经，降低焦虑感；［11 ］蔡云改（2016）则是从学生
的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入手， 通过对常规组和实验组
进行前后测量判断就业焦虑程度变化， 研究发现职
业生涯辅导对于缓解高校大学生就业焦虑具有一定
的功能性作用。［12 ］

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

对上海市高校大学生就业情况访谈结果进行筛
选，选取被提及率最高的前十大影响因素，分别是“知
识储备、能力欠缺、发展前景、同龄竞争、薪酬水平、就
业形势、家庭期望、工作地点、学校名气、学校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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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李克特式五点计分，将以上十大因素制成就业焦
虑影响因素问卷。 另外选用任化娟编制的《大学生就
业焦虑问卷》作为测量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程
度的工具，问卷整体α系数达到0.939，生理行为焦虑和
主观感受焦虑的α系数均达到0.89以上，方差贡献率为
61.623%， 因此该问卷的信度指标满足心理学研究的
要求和标准。

回收问卷后对以上十大影响因素采用因子降维
分析，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抽取主成分，采用最大方差法和巴特利球形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71。旋转后成分矩阵
显示原影响因素被划分为两类影响因子，降维后因子
一（自身因素）包含知识储备、能力欠缺、学校名气、学
校辅导，其中学校名气和学校辅导归根结底属于人为
可抗逆因素，主体自身可通过积极努力改变所处的学
校并搜寻就业信息，从而避免因学校就业辅导的缺失
而造成的焦虑情绪；因子二（非自身因素）包含同龄竞
争、就业形势。 因子分析后对各组公因子的信度进行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自身因素Cronbach α值为0.789，
非自身因素Cronbach α为0.772，均在0.6以上，问卷分
析有意义。

基于上述，本研究从自身因素、非自身因素两个
维度， 定义对上海市大学生就业焦虑起主要影响的6
个指标为分析变量， 以就业焦虑水平为被解释变量，
然后根据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降维后的六大因
子对焦虑程度的影响，建立累计的回归Logistic模型进
行分析。

三、上海大学生就业焦虑的Logistic回归分析

1. 数据来源及特征
本调查对象来自上海市三所高校（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中的大四和研三的
毕业生， 调查过程共发放问卷239份， 收回有效问卷
224份，问卷有效率达93.7%。 其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被访学生达97名，上海外国语大学64名，东华大学78
名。 样本占比分布均匀，因此调查数据具有较高的可
靠性和代表性。

2. 上海市大学生就业焦虑程度分析
本次研究的数据分析工具主要使用SPSS25.0版

本，利用本次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本
次研究因变量为就业焦虑程度（很低、较低、较高、很
高），采用李克特式四点计分，属于各变量间距离相同

的分类变量，满足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条件，回归分
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影响因素对焦虑程度的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b值 显著性

5.613 0.934

截距 1 -0.353 0.761

学校名气（x3） -0.26 0.105

学校辅导（x4） 0.367 0.035

非自身因素
同龄竞争（x5） 0.525 0.005

就业形势（x6） 0.526 0.005

平行线检验
卡方 显著性

截距 2 5.902 0

自身因素

知识储备（x1） 0.382 0.048

能力欠缺（x2） 0.43 0.052

截距 3 10.277 0

截距 4 - -

从自身因素分析来看，知识储备、能力欠缺及学
校辅导对就业焦虑程度均起正向影响，学校名气对上
海高校大学生的焦虑程度起负向作用。 从有序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看出，以上三个正向影响因素对焦虑程
度的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其中，大学生对于自身能力
方面的不足最易引起对未来就业的担忧，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当下上海市大学生最为看重且对于未来就业
最关键的因素。 学校名气对焦虑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即学校名气越大，焦虑程度越低。

从非自身因素来看， 同龄竞争和就业形势对就业
焦虑程度均起显著正影响。 同学之间良性竞争给予同
伴正向激励作用， 毕业生心理状态较差或者非良性竞
争环境均易引起毕业生就业焦虑情绪。 当下就业形势
对学生焦虑感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学生对周围事物的
判断容易受环境影响， 尤其就业形势不景气易引起学
生的担忧，怕自己就业碰壁。 上海市高校大学生的就业
焦虑影响因素中，非自身因素对焦虑程度的影响最大。

非自身因素较之自身因素更易引起毕业生的就
业焦虑。 非自身因素相较于自身因素为不可控因素，
毕业生对于不可控因素陌生感较强，因此更易引起焦
虑感。 综上所述，同学竞争和就业形势给予毕业生更
大就业压力，个人能力、专业知识储备因其归属于自
身因素，在个体可控范围内对于学生就业焦虑程度影
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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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

本次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将影
响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的影响因素通过筛选、
因子分析后降维成自身因素和非自身因素，并基于有
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焦虑的
影响程度，研究结论和相应的建议如下：

影响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的自身因素包
含知识储备、能力欠缺、学校名气和学校辅导，学校
名气和学校辅导属于人为可抗逆因素， 学生自身可
通过努力以及积极搜寻就业讯息避免因此造成的焦
虑感。 其中，知识储备、能力欠缺及学校辅导对就业
焦虑程度均起正向影响， 学校名气对上海高校大学
生的焦虑程度起负向作用，即知识储备量不足，对自
身能力的不自信易造成就业焦虑；学校名气越小，则
学生就业焦虑程度越大。 为此，大学生应主动增强自
身理论素质储备，加强实践能力锻炼，缓解紧张的就
业压力。

影响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的非自身因素
包含同龄竞争和就业形势，同龄竞争和就业形势对毕
业生就业焦虑产生正向影响。 就业形势愈严峻，同龄
竞争愈激烈，学生的焦虑程度愈明显，原因在于学生
的主观判断意识较浅，易受周围环境影响，认为大形
势对自己不利则容易产生不良情绪， 影响学习生活。
因此学生需要积极应对环境变化，调整自己以适应当
前就业条件。

非自身因素对毕业生就业焦虑程度的影响指数
大于自身因素， 即毕业生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更为明

显。 因此，为解决学生就业焦虑，应鼓励同学之间互帮
互助，如分享就业心得和就业技巧，相关就业辅导机
构也应及时提供关于就业局势的判断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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