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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托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主要从人口学要素、行为意愿、主观规范、知觉行为

控制等方面考察了商学院本科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了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研究表明，商学院本科生就业意愿与年级、专业等有关，就业促进因

素对商学院学生就业意愿提高大都有帮助，但本科生就业教育却降低了就业意愿。 

 

一、 研究理论模型 

本研究基于 TPB——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被观测者的行为意向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

觉行为控制三种要素的影响。其中态度指被观测者对该行为所抱持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感觉，

主观规范指被观测者对于采取某种行为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反映个人过

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另外，由于有一些其他因素要影响就业意愿，本小组在 TPB 模型

中加入了本科就业教育、过去体验、环境适应、朋友榜样等影响因素。 

通过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就业意向问题，已经有相关研究，陈仪梅等（2007）提出

了大学生人格特质对求职行为作用的机制模型并加以验证。结果表明：除神经质外, 大五人

格中的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可有效预测大学生求职行为。李瑛（2014）则在中

国经济结构视角下构建大学生就业行为模型和度量表，对社会经济环境、大学生就业行为进

行分析。赵洁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学生对就业地域选择的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

行为控制会对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刘玲玲（2019）进一步深化了 TPB 理

论应用范围。从大学生内、外两个方面对创业意愿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根据分析结果找出

影响大学生创业主要因素及困境。罗云云等（202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研究生就业意

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体现了对 TPB 理论的应用和一定的深化，具

有借鉴意义。 

二、  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于随机发放的问卷回收得到的数据。本组共收集到来自商学院 2020 级、

2019 级、2018 级、2017 级四个年级的共 124 份问卷，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显示，问

卷克伦巴赫信度系数为 0.906，表明问卷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获得的 KMO 值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sig.值）分别为 0.832 与 0.000，故问卷通过 KMO 检验与 Bartlett 球形检

验，本问卷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问卷中设置的变量如附录所示。问卷数据的基本人口学指标汇总如下：性别分布方面，

男生有 44 人，占比 35.48%，女生有 80 人，占比 64.52%。年级分布方面，大一占比 17.74%，

大二占比 29.03%，大三占比 33.87%，大四占比 19.35%。专业分布方面，贸经或国商占比



 2 

23.39%，管理科学占比 2.42%，会计学占比 28.23%，财务管理占比 25%，市场营销占比 11.29%，

商英占比 1.61%，商法占比 4.03%，智能会计占比 4.03%。 

各变量之间相关性如下，可以看出对应于相同潜变量的测量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好，本

文测量具有有效性。从表中也可看出环境适应、过去经历、知觉行为控制（资源禀赋感知）

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提示既往实习经历和就业资源禀赋提升有利于提升商学院

本科生对就业环境的感知和适应能力。 

表 2 各变量间相关性 

另外，本文考量了调查所得人口学要素和就业意愿之间关系，通过 ANOVA 检验得到，

专业对就业意愿的影响和年级对就业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结果如下。从专业上看，管理

科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英文实验班专业就业意愿较高，这提示专业与实务结合更为紧密

的学生就业意愿较高。从年级上看，大二年级和大四年级就业意愿较高，这提示对就业市场

充满幻想的大二学生和对就业形势有一定深入了解的大四学生就业意愿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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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问卷数据，本文构建了如下结构方程模型，用以探究各

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根据 TPB 理论，本小组所设定的基本假设为： 

（1）TPB 模型正确，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对就业意愿有影响。 

（2）就业教育和实习等就业体验对意愿和态度有影响 

（3）榜样作用和就业环境感知和适应对就业意愿有影响。 

在计算结构方程模型之前，本文还使用 PCA 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试图

通过其因子旋转情况和主成分 OLS 回归结果验证所选 TPB 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以及假设是否

正确。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 

三、 探索性因子分析——PCA 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是实证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数据降维方

法，本文采用 PCA 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原有 21 个问卷测量变量的主成分，按照总贡献率

85%的原则筛选出了 12 个主成分， 

筛选出的主成分因子旋转结果如下，可以看出 factor1 对知觉行为控制（cont1 和 cont2）

的代表性很好，factor2 对角色榜样（friend1、friend2 和 friend3）的代表性很好，factor3 对

高等教育（edu1、edu2 和 edu3）的代表性很好，factor5 对主观规范（norm1 和 norm2）的代

表性很好，factor9 对过去经历（exp1 和 exp2）的代表性很好，factor12 对文化认同（culta 和

cultb）的代表性很好，提示 TPB 模型选择正确。 

表 3 因子旋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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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又用得到的主成分对就业意愿进行了 OLS 回归，结果如下。可知模型总体显著，

但 R-squared 为 0.289 提示还有很多其他要素未包括在模型中。各主成分回归结果提示假设

1-4 成立，但是就业教育对就业意愿有负向影响。 

表 4 OLS 回归结果 

  

四、 验证性因子回归结构方程模型 

1.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是多元数

据分析的重要工具。本文依照图 3 所示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下。 

 

内源变量方程 

 

 就业教育度量 𝐸𝑑𝑢 = 0.674 ∗ 𝑒𝑑𝑢1 + 0.736 ∗ 𝑒𝑑𝑢2 + 0.598 ∗ 𝑒𝑑𝑢3  

就业经验度量 𝐸𝑥𝑝 = 0.95 ∗ 𝑒𝑥𝑝1 + 0.75 ∗ 𝑒𝑥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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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规范度量 𝑁𝑜𝑟𝑚 = 0.672 ∗ 𝑛𝑜𝑟𝑚1 + 0.447 ∗ 𝑛𝑜𝑟𝑚2 + 0.195 ∗ 𝑛𝑜𝑟𝑚𝑥 + 0.565 ∗ 𝑛𝑜𝑟𝑚3  

知觉行为控制度量 𝐶𝑜𝑛𝑡 = 0.894 ∗ 𝑐𝑜𝑛𝑡1 + 0.917 ∗ 𝑐𝑜𝑛𝑡2  

朋友影响度量 𝐹𝑟𝑖 = 0.608 ∗ 𝑓𝑟𝑖1 + 0.541 ∗ 𝑓𝑟𝑖2 + 0.546 ∗ 𝑓𝑟𝑖3 + 0.524 ∗ 𝑓𝑟𝑖4  

环境适应度量 𝐶𝑢𝑙𝑡 = 0.739 ∗ 𝑐𝑢𝑙𝑡𝑎 + 0.771 ∗ 𝑐𝑢𝑙𝑡𝑏  

 

外源变量方程 

 

就业态度度量 𝐴𝑡𝑡𝑖 = 𝑎𝑡𝑡𝑖1 + 0.853 ∗ 𝑎𝑡𝑡𝑖2 + 1.115 ∗ 𝑎𝑡𝑡𝑖3 + 1.242 ∗ 𝑎𝑡𝑡𝑖  

 

总方程 

 

态度决定方程 𝐴𝑡𝑡𝑖 = 0.149 ∗ 𝑒𝑑𝑢 + 0.082 ∗ 𝑒𝑥𝑝   

主方程  𝑊𝑖𝑙𝑙 =  0.668 ∗ 𝑎𝑡𝑡𝑖 −  0.305 ∗ 𝑒𝑑𝑢 +  0.098 ∗ 𝑒𝑥𝑝 +  0.413 ∗ 𝑛𝑜𝑟𝑚 +  0.182

∗ 𝑐𝑜𝑛𝑡 +  0.027 ∗ 𝑓𝑟𝑖𝑒𝑛𝑑 − 0.221 ∗ 𝑐𝑢𝑙𝑡 

 

从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看出，假设 1-3 成立，但是对就业环境的适应能力与就业教育对就

业意愿影响为负。 

五、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过去经历、就业教育等对就业意愿影响较大，且是

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改变的，因此为了提高商学院本科生的就业意愿和推动其未来发展的综合

考虑，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我们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鼓励商学院本科生多实习，在实习中增强就业意愿。由分析可知，过去经历能正

向地提升大家的就业意愿，此外实习有助于同学了解就业现状和对找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2）提供更多的实习资源，整合实习信息。可以从更多种渠道获得、整合实习信息，

增强同学们实习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 

（3）更合理安排本科生课程，让同学们在实习和学业中做好平衡。 

（4）减少不必要的就业教育。由分析可知，就业教育对就业意愿影响为负，因此要减

少不必要的就业意愿，以免学生产生就业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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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变量情况 

变量名 变量描述 变量衡量 备注 

ID 问卷编号   

ddsex 性别 1.男 2.女 分类变量 

ddgrade 年级 1.大一 2.大二 3.大三 4.大四 分类变量 

ddmajor 专业 

1.贸易经济（含国商方向）2.管理

科学 3.会计学 4.财务管理 5.市场

营销 6.工商管理英文实验班 7.工

商管理-法学实验班 8.智能会计 

分类变量 

ddprov 省份  分类变量 

ddincome 消费额度  分类变量 

dddist 地区  分类变量 

att1-4 就业态度 越高，则对就业态度越高 定序变量 

norm1-3 主观规范 
越高，则他人对自我就业期待越

高 
定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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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x 主观规范 
越高，则越容易受到他人要求影

响 
定序变量 

cont1-2 知觉行为控制 越高，则自我对于资源感知越高 定序变量 

exp1-2 过去经历 
越高，则之前参与的就业有关活

动越多 
定序变量 

edu1-3 商院教育 
越高，则主观认为商学院就业促

进环境越好 
定序变量 

friend1-4 身边人对自我影响 
越高，则自我更容易受到他人体

验影响 
定序变量 

culta 环境了解 越高，则更了解就业环境 定序变量 

cultb 环境适应 越高，则更适应就业环境 定序变量 

will 就业意愿 越高，则就业意愿越强 定序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