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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大学生就业能力研究

乔 坤 贺艳荣

摘 要: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理论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将一种

新颖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引入该领域。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和对 33 名个案的深度访谈，从大学毕

业生、高校就业指导处和企业招聘者三方收集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理论结构

模型，认为职业条件、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三者共同建构了中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需从大学生、高校、政府和企业的多方视角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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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学生 “毕业即失业”的现象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成

为了社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政府更是把大学

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摆在了工作的突出位置，保

障大学生顺利就业是政府、社会、高校和大学生个

体及其家庭的迫切愿望。本研究旨在通过运用扎根

理论的研究方法，建立本土化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结

构模型，探究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因素，为

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

一、大学生就业能力理论回顾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就业能力的定义也有所

不同。Hillage 和 Pollard 将其定义为获得初始就业

机会、保持就业并在必要时重新就业的能力
［1］。

Fugate 认为是个体在其职业时间段内洞察和实现组

织内、外部就业机会的能力
［2］。结合大学生群体

和我国文化的特点，郑晓明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定

义为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

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就业理想、
满足社会需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

［3］。本文认为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大学毕业生所具有的，获得就业

机会和保持工作稳定性的各种能力和条件的总和。
在此基础上，王培君采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大学

生的就业能力由道德力、求职力、从业力、分析力

和胜任力构成
［4］。高永惠等人采用调查统计法发

现其包括专业能力、概念化能力、沟通力和自我管

理能力
［5］。张丽华等编制的量表中包括思维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自主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应聘能

力
［6］。李颖等的统计分析则将其总结为内在素质、

处理工作能力和社会领导能力
［7］。本文采用扎根

理论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第一手数据资料的深

入分析，构建更具有本土化和实际意义的大学生就

业能力结构模型。

二、质化研究方法———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是 Gla-
ser 和 Strauss 在研究绝症患者和医务人员的互动关

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在过去的 43 年，学者们不断

地对这种质化研究方法进行完善和改进，在国外它

已经得到普遍认同。近几年，国内学者们也积极地

将其引入到各个研究领域，比如管理学
［8］、教育

学
［9］

和旅游学
［10］

等，扎根理论已被证明是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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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本土化的有效途径
［11］。

与量化研究方法不同，扎根理论是在经验资料

基础上得出理论构建，采用自下而上、从实际具体

事件中提炼理论的方式，结合文献阅读和不断比较

分析等方法，在系统收集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发现

核心概念并以此建立理论
［12］。扎根理论是基于严

谨、规范的研究程序对大量资料进行收集、系统分

析和反复检验的研究方法，并在此过程中强调与研

究对象的互动
［13］。它对数据的分析有着普遍适用

性的操作程序，并要求研究者对有可能影响研究的

诸多个人因素有明确的意识和反省
［14］25。

基于扎根理论的这些特征，本文主要将其运用

于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

三、大学生就业能力探究———扎

根理论的运用

(一) 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目的性抽样法，

这种方法可以根据研究目的抽取能够提供最大信息

量的研究对象。理论取样过程随着访谈的进行不断

持续下去，直至理论饱和，即追加数据已经不能增

加新的范畴或检验已有范畴
［14］24。本文采用强度抽

样和链锁式抽样相结合的策略，即首先选取可以为

研究问题提供最为密集且丰富信息的个案进行深度

访谈，继而由他们举荐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本研究

选取经济管理类专业且已工作年限小于三年的高校

毕业生、高校拥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就业指导处

老师和企业招聘实践中的一线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

象。本研究采用问题聚焦访谈法，使用半结构化访

谈方式。被访者共计 33 位，有效访谈案例 30 个，

被访者的具体信息统计请见表 1。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变量 项目 人数 所占份数
人员
类别

性别

大学
毕业生

本科
硕士

企业招聘人员
就业指导老师
男
女

院校
构成
区域
分布

985或 211院校
普通院校

东北地区高校
西北地区高校

12
12
4
2
14
16
14
12
18
8 30.%8%

69.%2%
46.%2%
53.%8%
53.%3%
46.%7%
6.%7%

13.%3%
40%
40%

(二) 访谈与数据分析

确立访谈提纲后，双方就访谈的内容、时间和

地点达成了一致。访谈实行全程对话录音和信息记

录，时间为 40 分钟左右。之后通过简短问卷收集

被访者的个人信息，并对访谈的气氛、时间和谈话

技巧等进行梳理，制作备忘录。经被访者确认记录

信息无误后，保存数据。最后将全部声音信息转换

为文字信息，并标注非语言信息，形成访谈文本。
本访谈最长持续时间为 62 分钟 52 秒，最短持续时

间为 35 分钟 28 秒，共计形成访谈文字 85128 字。
将数据导入到 ATLAS. ti 5. 2 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

码，即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和核心式登录。
第 1，开放式登录

开放式登录是 “研究者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

尽量悬置个人倾见和研究定见，将所有资料按其自

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这是一个将资料打散，

赋予概念，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过

程”［15］。在广泛收集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以概念

的形式对访谈资料进行译码，并制作分析备忘录，

通过不断地比较分析使结果精确化。参照 Strauss
提出的针对开放式登录的五项基本准则

［16］，在对

数据进行逐字逐句仔细分析的同时还要不断地补充

和完善备忘录，通过使用被访者的原话、从文献中

摘取概念或直接命名概念的方式进行译码，并对这

些码号进行类属。
第 2，关联式登录

这个 阶 段 通 常 也 称 为 “轴 心 编 码”， 依 照

Strauss 和 Corbin 提出的范式模型，即 “起因→现

象→情境→影响因素→行为或互动策略→结果”
的分析模式，通过因果关系、时间关系、语义关

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和功能关系等将编译出的

概念类属进行有机关联，并以 “轴心”概念不断

扩展类属。以符合被访者说话的意图和情境为原

则，建立类属之间的关联。
第 3，核心式登录

寻找具有统领性、较高抽象性，并且能够在更

宽泛的层面上将类属概念集中的核心类属，这是最

终理论构建的重要部分。本研究得出的 3 个核心类

属分别是职业意识、职业能力和职业条件，图 1 为

三级登录过程示意图，表 2 为访谈过程中相关范畴

与类属出现的频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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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兴趣{0-1}

自我定位{0-1}

未来职业目标{0-1}

就业偏好{薪酬、地域等偏好}
{0-1}

简历投递技巧{0-1}

就业积极程度{0-1}

获取信息能力{0-1}

机会意识{0-1}

选择招聘高峰期求职{0-1}

压力承受能力{0-1}

吃苦耐劳品质{0-1}

学习与创新能力{0-1}

适应能力{0-1}

洞察与领悟能力{0-1}

当年就业形势{0-1}

家庭经济压力{0-1}

专业、院校、学历{0-1}

在校成绩极及各种荣誉{0-1}

相关实习经历{0-1}

相关项目经历{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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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0-6}

求职时机的把握{0-9}

自我展现能力{0-1}

应对能力{0-1}

自我调控能力{0-1}

解决问题的能力{0-1}

快速成长能力{0-6}

情绪管理能力{0-1}

责任心{0-1}

就业压力{0-3}

学习背景{0-3}

实践经历{0-3}

职业意识{0-5}

职业能力{0-11} 学生个体就业能力{0-5}

职业条件{0-4}

图 1 三级登录过程示意图

表 2 频次统计表

核心类属
职业意识

职业能力

职业条件

关联范畴
职业规划

求职时机的把握

自我展现能力
应对能力
快速成长能力

自我调控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责任心
学习背景
就业压力
实践经历

概念类属范例 频次
“职业发展”、“职业生涯规划”、“期待薪酬水平”、“目标行业
及企业”、“地域偏好”、“自我定位”…
“简历投递技巧”、“就业积极性”、“机会意识”、“获取信息”、
“企业招聘高峰期”…
“面试技巧”、“临场发挥”、“个人形象”、“语言能力”…
“自信”、“人际交往”、“团队合作”、“善于分析”…
“承受压力”、“善于学习”、“创新”、“吃苦耐劳”、“洞察与领悟
能力”、“适应能力”…
“自我总结”、“自我反省”、“设立目标”…
“知识应用能力”、“执行力”、“应变能力”…
“抗干扰能力”、“求职心态”…
“正直”、“诚实”、“敬业”…

“院校”、“学历”、“专业”、“在校成绩和荣誉”…
“家庭经济压力”、“就业形势”

“实习经历”、“相关项目经历”

21

28

17
25
22

16
14
15

17
5
19

(三) 研究的信度检验

数据分析工作由三名小组成员共同完成，在开

放式登录中，三人译码结果的一致率高达 88. 9%，

两两一致率分别为 90. 2%，88. 9% 和 92. 3%。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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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定性数据分析的编码者信度计算公式: 信度 =
一致编码数目 /所有编码数目

［14］71，研究具有较好

的信度。在之后的登录中，小组成员间对于个别关

联范畴出现了争议，但通过进一步地探讨和思考后

都最终达成了一致。

四、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理论的

构建

如图 1 所示，本文最终构建了中国大学生就业

能力的结构模型，职业条件、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

三个因素建构了中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职业条件

包括就业压力 ( 主要是指家庭经济压力和就业形

势两方面)、学习背景 ( 包括学历院校专业和在校

成绩及荣誉情况) 和实践经历 ( 主要指已有的项

目或实习经历)。而职业意识则是指职业规划 ( 主

要指职业兴趣、自我定位、未来职业目标和就业偏

好)、求职时机的把握 ( 主要指简历的投递技巧、
机会意识、广泛获取信息的能力、就业积极程度和

应聘时机) 和自我展现能力 ( 主要指面试技巧、
个人形象和语言能力等)。职业能力主要包括应对

能力 (涵盖求职自信心、思维分析能力和处理人

际交往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快速成长能力 ( 涵盖

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洞察力与领悟能力、创新能

力、压力承受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自我调控能

力 (涵盖自我总结与管理、自我反省和自主意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涵盖执行力、应变能力和知识应

用能力)、情绪管理能力 (涵盖抗干扰能力和个体

心态) 以及责任心 (包括诚实、正直和敬业)。
回顾以往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大学生失

业的类型被总结为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

失业三种。笔者认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解决就业

问题最为关键且基础的一环，前两种失业类型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大学生缺乏职业意识而造成的，后一种

失业类型则更多的是因为职业能力的缺失。所以，大

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要依赖于各个方面的共同提高，

单靠某一方面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

五、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几点

思路

(一)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根据本文构建的理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一个

多维度多元化的概念，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水平是由一

定的职业条件、大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所共同

决定的。这就是说，包括大学生群体在内的社会各方

都需要彻底转变以往从单一维度认识和理解就业能力

的观念，应该从多个着手点努力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

的全面提升，避免“短板效应”的出现。
拥有骄人的职业条件是大学生就业的必要条

件，但并不是充要条件。从职业意识的角度讲，大

学生应该尽早做好自身的职业规划，积极地进行就

业信息、就业技巧以及个体表现等多方面的准备，

努力为之后的求职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这正是

现今很多大学生在求职时最薄弱的环节，盲目且缺

乏准备是导致就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职业能

力考虑，应对能力、快速成长能力、自我调控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以及责任心是

大学生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的着手点。改变以往单

一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身融入社会的多元能力

是大学生就业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 高校、政府与企业的三方合作支持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大学生自身

的努力，最离不开的是社会其他各方的合作与支

持。分析就业的整个过程，高校、政府部门和企业

是最为相关的三方。
作为学生走向社会最重要的桥梁，笔者认为高

校就业指导处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全力提高其服务水

平。第一，提高工作效率，包括增强服务人员的工

作责任心、及时广泛地发布就业信息、高效地办理

就业相关手续和积极举办双选会等。第二，积极与

外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拓展大学生的

就业渠道。第三，通过加强基础性就业指导和就业

前强化训练等工作来帮助大学生提高职业意识。这

些都是高校就业指导处重要且需要长期坚持的工

作，也是促进大学生成功就业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为也非常重要。

发展职业教育、提供公益岗机会、技能培训机会和

支持企业见习基地等，可以有力地帮助大学生提升

其职业能力，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和用工优惠政策

的出台，倡导“到中小城市和基层就业”的理念

等，能够增加大学生的就业机会。此外，在提高人

才市场诚信度和完善就业法律法规方面，进行更加

规范化的政策跟进，以完善就业环境建设。企业，

作为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买方，通过提出专业化的

招聘要求，实施高效化的招聘行为，能够进一步提

升大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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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knowledge． Undoubtedly，all these concepts also derive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Newman’s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i．
e． his ideas 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Newm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relationship;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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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the government，society and university all encourag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tart enterprises themselves upon gradua-
tion，university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is rather ineffective，mostly due to insufficient student social capital． As social cap-
ital helps students better discern business opportunities，obtain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s，realiz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and reduce risk
of entrepreneurship，raising student social capital c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university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to help nurture student social capital: raising students’own social capital，making full use of their teachers’social
capital，and integrating individual as well as institute’s social capital in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social capital，nurture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the Employability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Qiao Kun He Yanrong P94

Abstract: Since the problem of“unemployment upon graduation”has caused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 in China，the present paper
is to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i． e．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to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graduates’employability in China．
The paper reviews current research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analyse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3 subjects，and finally presents a theoretic
model of graduates’employability based on data collecting from university graduates，student employment offices as well as company
recruiters． According to this model，the employability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is determined by their employment qualification，

employment awareness and employment capability．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resolve graduate unem-
ployment problem in China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graduates，the university，th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Key words: graduate employment; grounded theory; data coding; structure model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ment Qu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Yao Yanhong Zhang Jing P99

Abstract: Since th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the number of graduates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stically，and graduate unem-
ployment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evere problem． Under this circumstance，improving graduates’employment capability and em-
ployment quality has been a demanding task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raduates’employment capability，is now receiving greater attention，bu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duates’EI and employment quality is still lacking． Taking current-year graduates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empirical study，the present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graduates’EI has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graduates’EI has a remarkable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mployer quality，graduates’capabilit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has a remarkable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ir employment quality．
Key words: university graduates，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quality of employ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