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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心理资本、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关系，采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问卷》《社会支持

量表》和《择业效能感问卷》对472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择业效能

感在地域(东西部)存在差异；大学生心理资本、社会支持与择业效能感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心

理资本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来增强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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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 support and job-seeking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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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llege studen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72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Col-
lege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Job-Seeking Efficac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job-seeking effi-
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 support, and job-
seeking 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job-seeking efficacy of col-
lege students by improving their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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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攀升，就业市场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传统的职业选择与就业观念正经历

深刻变革。因此，强化人才培养的质量、促进毕业生就业率的提升，已跃升为高校战略规划的核心议题，

并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成为探讨的热点之一。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因

素对增强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显得尤为关键且富有价值。 
在积极心理学理论浪潮的推动下，美国杰出的心理学家 Luthans (Luthans et al., 2007)及其团队于 2007

年创新性地引入了“心理资本”这一构想，将其视为一种心理资源或内在优势，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成

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它包括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四个核心成分”(靳
娟，2021)。已有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中的子成分希望、乐观、自我效能等在较大程度上对大学生进行职

业选择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显著影响(杨健，蓝海林，2010)。但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并不是对原有概念的简单

拼合，而更多地强调了这 4 种成分的相互作用，进而构成个体心理过程和个性中的积极倾向。因此，不

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对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取向，应该与大学生的

择业效能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刘林艳等，2023)。 
社会支持是人们应对生涯发展和变化的重要的、潜在的心理资源，对于青少年来说，有效的社会支

持包括教育机构、工作场所、家庭和朋友。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从教师、亲密朋友和家庭获得的社会

支持可以预测高中生的生涯准备、生涯规划、生涯探索和生涯能力信念(孟聪，2023)。另外一项研究证实，

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职业适应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 
择业效能感，又称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实现与择业相关任务所需能力的自我知觉，

是自我效能感在择业中的体现(王冬梅，2021)。据已有文献，择业效能感与个体的学业成就、职业决策困

难以及职业满意度等存在显著关联，择业效能感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刘永贤，2013)。 
国内有关择业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心理资本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是择业效能感的重要

预测因子。这表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目前未见有针对东西部大学生这三者之间作用机制的

探索。那么，东西部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社会支持是否在

东西部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对其择业效能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呢？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

深入探讨东西部地区大学生在择业效能感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积极心理资本的独特视角，

提出增强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具体策略。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可以为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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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供心理学依据以及实践建议。 

2. 理论与假设 

2.1. 心理资本与择业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分析 

国内多项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和择业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可以正向预测择业效能感。张轩

辉等研究人员在对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心理资本中的一些积极要素，比如乐观、希望、韧性等，与择

业效能感中自我评价、收集信息等五个维度均呈现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另外，罗小漫等研究人员在分

析心理资本对择业效能感的影响时，发现高职生的职业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心理资本的积极影响。杜

晓静等以 90 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心理资本存量对其就业过程及结果均会产生积极影响，能够提高

个体就业的积极态度。因此，心理资本理应对择业效能感产生影响。 

2.2. 社会支持与择业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分析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的一种弹性资源，不仅包括精神上的主观支持，还包括物质上的客观支持。社会

支持在缓解个体压力，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社会支持被认为是心理应激和心理健

康的重要因素。当个体具备较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时，社会支持系统中的有利资源将会得到充分利用，从

而提高个体择业效能感。2010 年井世洁发现大学生得到的社会支持增高，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概率也

不断升高；2010 年王小玲也发现随着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不断升高，其可能采取解决问题等积极应对方

式的概率越高。2013 年胡淑芳发现随着医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不断降低，其采取的应对方式也越消极，

其心理健康状态也在不断降低。2014 年游向宇等人认为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择业效能感。总结以上结

果，均认为随着个体社会支持水平的增加其择业效能感也会不断增加。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取东西部各个高校的大学生为目标人群，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在线上运用“问卷星”进行调查研

究，向调查对象说明测试情况并取得同意后实施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472 份，调查问卷匿名填写，剔除

选项全部一致和答题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 44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8 份(93.8%)。其中，男生 216 名(50.5%)，
女生 212 名(49.5%)；独生子女家庭 168 名(39.3%)，非独生子女家庭 260 名(60.7%)；城镇户口 182 名

(42.5%)，农村户口 246 名(57.5%)。本研究不对研究对象实施干预，不涉及个人隐私。 

3.2. 研究方法 

(1) 择业效能感量表 
采用国内学者彭永新和龙立荣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彭永新，龙立荣，2001)，

共 39 个项目，包括自我评价、信息收集、目标选择、规划制定、问题解决 5 个维度。采用 5 点记分，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做决策时越有信心。 
(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肖水源(1994)编制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肖水源，1994)，该量表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支

持利用度三部分，共 10 个题项，由于其可靠性和有效性而被研究者广泛使用。针对目前的研究内容，肖

水源的 SSRS 能够很好地体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因此本研究采用此量表进行研究。 
(3) 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张阔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张阔，张赛，董颖红，2010)由乐观、自我效能、韧性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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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维度构成，共 26 个题目。量表采用 5 点记分，得分越高，反映心理资本的积极倾向越高。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全部来自问卷收集结果，由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本研究采用

非记名方式以及设置部分反向计分题项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温忠麟，叶宝娟，2014)。除此还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 13 个特征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

释的变异量为 32.77%，小于 40%。由此可以得知，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并未构成太大影响。 

4.2. 差异性统计结果 

社会支持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达到了中等偏上水平(M = 2.566)。由此可知，

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体水平良好，且东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差异。东西部地区大学生在心理资本、择业

效能感这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p < 0.05)，而且东部大学生在各个指标上得分都高于西部大学生。(见表 1) 
 

Table 1. The results of employment efficacy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1. 东西部大学生择业效能感差异结果 

项目 东部地区(M ± SD) 东部地区(M ± SD) F 

心理资本 4.571 ± 0.880 4.300 ± 0.860 0.11* 

社会支持 2.566 ± 0.384 2.580 ± 0.559 12.251 

择业效能感 3.738 ± 0.845 3.496 ± 0.839 0.22* 

注：*p < 0.05，**p < 0.01。 

4.3. 相关分析 

表 2 列出了各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显

著正相关(p < 0.01)，心理资本与择业效能感也显著正相关(p < 0.01)，社会支持和择业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p < 0.01)。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M ± S 社会支持 心理资本 择业效能感 

社会支持 2.57 ± 0.45 1   

心理资本 4.5 ± 0.89 0.415** 1  

择业效能感 3.66 ± 0.88 0.408** 0.876** 1 

注：*p < 0.05，**p < 0.01。 

4.4. 回归分析 

为探讨心理资本对择业效能感的显著正向影响的内在机制，在研究中进一步引入社会支持做中介变

量，并代入结构方程模型。通过 SPSS 的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周浩，龙立荣，2004)。分析

时选择中介模型的模型 4，将所有被试作为 Bootstrap 的总体，抽样次数为 5000 次。以心理资本为自变

量，择业效能感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对各变量的标准化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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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显示：心理资本能正向预测择业效能感(β = 0.722, p < 0.01)，心理资本亦能正向预测社会支

持(β = 0.305, p < 0.01)，心理资本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对择业效能感起作用(β = 0.581, p < 0.05)。详见

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of variable analysis in the model 
表 3. 模型中变量分析的回归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 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择业效能感 心理资本 0.772 0.521 463.001 0.722 21.518** 

社会支持 心理资本 0.461 0.213 115.04 0.305 8.762** 

择业效能感 
心理资本 0.771 0.594 311.062 0.581 16.682** 

社会支持 0.771 0.594 311.062 0.305 8.762** 

备注：*p < 0.05，**p < 0.01。 
 

中介检验及模型图如表 4 和图 1 所示，本模型中的社会支持对择业效能感的总效应达到显著性水平

(LLCI = 0.44, ULCI = 0.53)，效应值 0.49；心理资本对择业效能感的直接效应达到了显著水平(LLCI = 0.34, 
ULCI = 0.44)，效应值 0.39，效应占比 79.60%；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与择业效能感间的中介效应达到显

著水平(LLCI = 0.07, ULCI = 0.13)，效应值 0.10，效应占比 20.40%。 
 

Table 4.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表 4.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总效应 0.49 0.23 0.44 0.53 

直接效应 0.39 0.24 0.34 0.44 

间接效应 0.10 0.16 0.07 0.13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career choice efficacy 
图 1. 心理资本对择业效能感的中介模型 

5. 讨论 

5.1. 择业效能感的总体概况及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总体处于中上层次，这一发现与前人研究成果基本一致，反

映出大学生群体普遍持有较为积极的择业信心。即便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多数学生仍展现出对求职

过程的乐观态度，坚信能够克服挑战。在面对就业压力时，大多数学生能够保持理性，正视现实环境，

并对自己的能力抱有信心，认为能够凭借个人实力寻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岗位。 
关于性别差异，本研究揭示出男性大学生在择业效能感上展现出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的现象。深入

剖析其缘由，或可归因于当前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常面临多重偏见与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1812


张卉茹 
 

 

DOI: 10.12677/ap.2024.1411812 440 心理学进展 
 

制约因素。普遍社会认知倾向于认为，男性更适宜承担高强度的工作任务，而女性则往往被视为更适合

从事难度较低、劳动强度小且偏重形象展示的职位。这一趋势导致雇主群体逐渐形成了对女性求职者的

某种刻板印象与偏颇评价，进而在无形中影响了男女毕业生对于职业岗位选择能力的自我评估，最终削

弱了她们的择业效能感。 
在年级方面，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展现出更高的择业效能感。这或可归因于高年级学生不仅掌

握了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还积累了宝贵的实习经历，使得他们在职业规划与选择中表现得更为

从容不迫且充满自信。此外，高年级学生因临近毕业，更有可能接触到职前培训资源及最新的招聘信息，

进一步增强了其就业准备与信心。 
在地域差异方面，东部地区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普遍高于西部地区。这一现象背后，社会经济发展

的不均衡性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经济产业结构等因素，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有限且质量不高，薪酬水平亦显著低于东部发达地区。此外，家庭背景亦对大

学生的择业效能感产生深远影响。一般而言，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的学生，因较少受经济压力束缚，拥有

更多时间与资源去追寻理想职业。相反，西部地区学生中，相当比例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城镇或农村地区，

家庭经济状况较为拮据，加之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些不利因素可能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择业心理，

导致其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相对东部地区学生有所逊色。 

5.2. 择业效能感、心理资本、社会支持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资本对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

表明，心理资本不仅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职业效能感，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其择业效能

感，丰富了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内容，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了新的思路。 

5.2.1. 心理资本对择业效能感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资本与择业效能感均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安蓉，辛雪梅，2016)。

心理资本越好的大学生其择业效能感也越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影响职业选择

行为(周紫婷，2014)。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人，看待事物会更加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通过自己

努力就会有所收获。在面临职业决策时，能尽可能多地了解目标职业信息。当面对就业压力时，也会出

现暂时的迷失，但是他们能够进行积极归因，找出自身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择业效

能感和择业信心水平也将随之提高。 

5.2.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与择业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表明，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心理

资本对大学生的择业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首先，说明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其能感受和获得来

自原生家庭、老师、同学、朋友甚至整个社会的帮助和关心越多，进而拥有积极的心理品质，有利于提

高学业表现和学业成就(周佳惠，2024)。再者，也有可能是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拥有良好的社会关

系，他可能拥有良好的心态面对困难，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包昕哲，曹呈旭，李凤清等，2021)。因此，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大学生的积极心态，从而在择业的过程中影响个体的职业效能感。 

6. 教育建议 

6.1. 积极开发心理资本资源，提升大学生择业效能感 

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积极心理的集中展现，是可以开发与有效管理的。首先，使大学生获得更多的成

功经验是开发心理资本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于骞，柳德玉，2013)；高校可通过组织多样化的活动，如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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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轮滑赛事等，让学生在实践中累积成功经历；同时，邀请资深教师举办讲座，分享人生阅历与成

功秘诀，以此激发学生的自信心与潜能。在职业选择阶段，高校应倡导大学生明确职业愿景，并辅助其

制定详尽的规划与执行方案。通过逐步达成小目标，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韧性，还能培育其乐观向上的

心态，进而强化择业效能感。此外，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的归因风格亦是关键一环。心理学研究指出，

当个体将成功归因于稳定、内在且可控的因素时，便构建了积极的归因框架，这种思维模式有助于维持

乐观心境，进而正向作用于择业效能感，助力其更自信地迈向职业道路(聂雪林，2012)。 

6.2. 积极提升社会支持水平，促进大学生择业效能感 

对于大学生而言，构建一个温馨、和谐、开放且充满包容性的家庭环境，不仅是情感与心理的避风

港，更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家庭成员间能够相互理解、尊重与支持，有效缓解

大学生在学业、职业选择及未来规划等方面的压力与焦虑。家庭成员间的积极沟通与情感交流，能够激

发大学生的内在潜能，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为他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提供不竭的动力。 
与此同时，学校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另一重要场所，也应积极发挥其在提升学生社会支持水平方

面的作用。通过开展系统的人际交往技巧讲座，学校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与社交策略，增

强他们在复杂人际关系中的适应能力。此外，丰富多样的校园活动，如团队建设、心理拓展、志愿服务

等，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释放压力的平台，还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进一步拓宽

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在这些举措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将更加乐观地面对未来，勇于探索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并在择

业过程中展现出更高的效能感。因此，构建和谐家庭环境与强化学校支持体系，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

展、实现顺利就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6.3. 加强职业生涯教育，提高大学生择业效能感 

针对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与快速变化，对大学生实施科学合理且高效的职业生涯教育显得尤为关键，

这不仅是提升他们就业竞争力的核心策略，也是引导他们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首先，大学生要确立清晰的生涯目标，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能力与社会需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生

涯规划蓝图。同时，鼓励学生采用个性化、适合自身特点的方法与策略，去逐步接近并实现这些目标。 
其次，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认知与适应性，学校还应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实习实践活动。这些

活动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的宝贵机会，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入了解不同职

业领域的特点与要求，拓宽生涯选择的视野。通过亲身参与，学生将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与

擅长领域，从而更加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职业方向。此外，实习活动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与综合

素质，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将学会如何与同事有效沟通、如何解决问

题、如何适应工作环境等关键技能，这些都将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周健，2021)。 
综上所述，科学合理有效的职业生涯教育、明确的生涯目标规划、个性化的实现方法以及丰富的课

外实习活动，共同构成了提升大学生择业效能感与就业竞争力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将有力推动大学生

在职业道路上稳步前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双重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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