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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赋还是后致"

什么在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马永霞!张
!

雪

!摘
!

要"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解锁这一问题的关键

之一在于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现有研究多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讨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

影响因素!缺少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先赋性%后致性因素的影响机制$基于全国
()

所高校本科生的调查数据!利用先赋后致理论模型对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

的实证研究发现'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和后致性因素的高校培养%个人努力共同

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先赋性因素$进一步!在后致

性因素中!个人努力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校培养&在先赋性因素中!以家庭收入%父

母职业和学历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且通过高校

层次和教育质量异质性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同时!家庭背景因素也通过个人

努力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但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

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效应最大$基于此!提出了强化个人努力%

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帮扶弱势群体和实现教育公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能力&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

一*问题提出

就业是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大事$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

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然而在现实中!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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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也愈见严重$而解锁就业

难的关键之一在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特别在当今越来越重视个人努力和能力

的社会!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成为突围就业难困境和实现向上流动的)利剑+!

其不仅决定着大学毕业生初职的取得!也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大学生实现最初就业*维持工作和必要时获得新的工

作的能力!

" 其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家庭背景等先

赋性因素!也有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等后致性因素$先赋性因素是大学生就

业能力获得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发现了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受教育程度*

社会政治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的重要作用$例如!彭树宏,

()"!

-发现家庭收

入*父亲职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史秋衡和王芳,

()"=

-发

现我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在性别*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不同的

差异$岳昌君,

()"=

-指出城镇大学生在能力增值上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后

致性因素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得以发展的关键!其中!高校培养的过程性因素

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例如!宋齐明,

()"=

-指出课程教学*课程支持和实

习效果对大学生就业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程玮,

()"H

-发现专业设置*

职业规划*评价激励*校园文化*教学能力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因

素$近年来!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汪昕宇,

()"!

-发

现个人参加校外兼职*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和有针对性的培训对大学生就业能

力有积极作用$鲍威,

()"H

-发现大学生在课程学习和课外活动中的投入对就

业能力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综合来看!学界从教育学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

而从社会学角度对先赋性*后致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却较少被提及!虽然相关

研究也有涉及某一种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有学者,史秋衡*王芳!

()"=

-分

析了个人先赋性因素*教育培养因素和个人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

影响!但没有明确界定先赋性*后致性因素!也没有分析两类因素的影响程

度和作用机制$大学生就业能力主要是源于先赋性因素!还是更多地依靠后

致性因素. 后致性因素能否有效阻断或减轻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家庭背景*

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它们之间又有怎

样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 为此!本研究将基于先赋后致理论模型!探究先

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作用!以期为大学生就业能

力提升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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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模型

#一$理论基础

先赋后致理论源于美国社会学家
U%/6

和
Y6.1/.

,

"*HI

-提出的地位获得

模型,

e7/763S77/-.29.7_$59%

-$他们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对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美国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考察!比较了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先赋

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模型中包括两大类的五个核心变量"一类是先赋性因

素,

/31A-@954/17$A

-!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另一类是后致性因

素,

/1,-9:954/17$A

-!包括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初职社会经济地位和当前社会

经济地位$它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为因变量!以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

赋性因素!以本人受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后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因

果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的获得同时受到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研

究发现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
(

'

G

左右可以由个人教育程度来解释!说明了教

育这一后致性因素较先赋性因素而言在决定职业地位获得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的职业地位并无直接影响!而是间接通过父亲的

职业和儿子的教育来发生影响$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儿子现职成就包含了直接

影响和间接影响!间接影响是通过对儿子的教育和初职的影响来实现的$这

一研究使人们意识到!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而教

育导致了社会地位流动和再生产的双重结果$自此之后!家庭背景和教育作

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最重要的代表!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具有

重要影响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证实$

多数学者认为毕业生初职地位的获得受到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共

同影响!其地位流动呈现继承流动和竞争流动的双重特征,高玉玲!

()"!

-$

有学者认为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在个人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更大,袁红青*李荔

波!

()"G

#陈书伟*韩丽!

()"I

-#也有学者认为家庭背景的影响依然存在

,文东茅!

())F

#岳昌君*杨中超!

()"(

-!主要涉及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

会获得的影响和家庭背景在高校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吴愈晓!

()"I

-$研究者

针对家庭背景之于教育获得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尽管有学者发现家庭背景与

教育获得的关联有所下降,刘精明!

())H

-!多数学者认为家庭背景维持了教

育获得的不平等,王伟宜!

()"G

-!体现在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导致的教育质

量的差异上,丁小浩!

())H

-$换言之!高等学校的层级越高!对学生的能力

要求越高!家庭出身的影响也越强,刘精明!

()"!

-$由此!优势阶层子女获



第
"

期 先赋还是后致%什么在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II

!!!

取更多的上重点大学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梁晨等!

()"(

#吴晓刚!

()"H

#

叶晓阳*丁延庆!

()"F

-!为获得较好的工作打下基础,李春玲!

()"!

-$也有

研究者针对高等教育对初职获得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院

校的办学质量*学术声誉及所拥有的资源等存在很大差异!就读于不同院校

的学生面临的职业前景不同,王伟宜!

()"G

-!以及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

化部门就业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叶晓阳*丁延庆!

()"F

-$也有学者认为

与个人能力和努力相关的教育因素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上升!而无

关因素则下降,陈恢忠!

())F

-$但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并没有促

进地位上升!而是扮演了地位再生产的角色!个人教育资质与所获阶层地位

的关联甚至逐渐变弱,

UA99./.5X$%57,$A

C

9

!

())"

-$

相比毕业生初职获得而言!从先赋后致的角度分析大学生能力获得的影

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学业成绩和在校表现!且研究结果

不尽相同$例如!高耀等,

()""

-指出优越的家庭条件与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

成绩*担任学生干部*获奖具有正向关系!认为学校把家庭背景的不平等转

变为能力的不平等$乔志宏等,

()"!

-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学生英语成绩

更好!也更有可能在学校担任学生干部!但在入党方面!父母职业层级越低*

家庭收入越低的学生入党的可能性更大$权晓娟和边燕杰,

()"I

-考察城乡背

景对大学生在校表现的影响!发现农村学生学习能力更强!但组织协调和沟

通表达能力与城市学生无显著差异$李梦竹,

()"=

-发现出生贫寒的大学生!

在党员身份获得*奖学金获得*科研项目获得以及学习成绩上!都要显著优

于优势阶层大学生$熊静和余秀兰,

()"F

-的研究表明在入学之初贫困生与非

贫困生的总体学业能力存在显著差距!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二者差距逐

渐缩小并变得不显著$而专门针对就业能力的研究更加稀少!代表性的文献

主要有!陈永杰,

()""

-发现就业能力强的学生毕业于重点院校!而进入这些

名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强势社会阶层的家庭$刘精明,

())H

-指出能力分化不仅

由个人努力因素所决定!先赋性条件*学校教育过程与教育制度都可能导致

不同的能力结果$马道明,

()"F

-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制约了农村大学生的学业

成就*心理状态和职业能力$尽管上述研究呈现出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

学校教育和个人努力等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学业表现*能力素质的影响!但

很少有从动态的视角把脉大学生入学之前*在学期间和毕业后的就业能力发

展历程!深入分析家庭背景*高等教育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先赋*后致性因

素的作用机制仍然处于一个)黑箱+状态$

总体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家庭背景作为先赋性资源影响个人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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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得!而后致性因素的高等教育和个人努力也会对此产生影响$高等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背景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但家庭背景的影响依

然存在!不仅影响最终结果的职业地位获得!而且影响中间过程的教育机会

获得*高等教育经历和能力素质提升$就业能力是连接先赋性*后致性因素

与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桥梁!既受到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和后致性的学校教

育*个人努力的共同影响!又影响毕业生初职的获得$

本研究核心的研究问题是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

能力$具体包括"家庭背景是如何通过教育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经历和个人

自身努力影响就业能力的. 高等教育能否独立于家庭背景促进能力发展的)阶

层流动+!还是维持了)原有阶层+能力的再生产. 大学生个人努力能否打破家

庭背景的限制而实现就业能力跃升. 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是否意味着大学生

能够摆脱家庭背景的限制!通过教育培养和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 不同层

次的院校的教育质量的差异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获得.

#二$研究模型

根据已有文献!我们发现仅仅考察先赋性和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

力的影响是有局限的$家庭背景这一先赋性因素意味着家庭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资本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得到转化从而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不同

层次类型院校的教育质量的异质性会进一步造成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差异!学

生的个人努力也会受到家庭背景和高校培养的影响!但同时又具有发挥个人

能动性的潜能!可见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先赋性*后致性因素的影响过程和机

制非常复杂$

本研究建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先赋性*后致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见图

"

-$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和后致性因素的高校培养*

个人努力分别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家庭背景通

过高校培养间接影响就业能力!家庭背景通过个人努力间接影响就业能力!

高校培养通过个人努力间接影响就业能力$具体针对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机

会获得!家庭背景通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院校层次及教育质量影响就业能

力$针对高校培养与大学生就业能力!院校层次与教育质量交互影响大学生

就业能力!即高校层次越高!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水平越高$

基于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

"先赋性因素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

"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

"父母职业阶层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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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学历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

"后致性因素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

"高校培养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

"个人努力正向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G

"后致性因素比先赋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更大

`

G/

"高校培养比家庭背景影响更大

`

G@

"个人努力比家庭背景影响更大

`

!

"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教育质量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

"家庭背景影响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院校层次

`

!@

"院校层次影响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

`

!1

"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影响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

`

!5

"不同层次院校的教育质量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效果不同

`

F

"家庭因素通过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产生影响

`

F/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不同

`

F@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同

`

F1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效果不同

`

H

"高校培养通过个人努力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图
F

!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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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指标设计

"&

因变量

大学生就业能力采用课题组编制的就业能力六因素模型量表!分为个性

品质*决策能力*人际能力*学习规划*通用技能*职业规划六个维度!共

有
(F

个题项$采用
M-V9A7F

点计分法!按照)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分别

记为
"

/

F

分$本研究将
(F

个指标取均值处理!得到总体就业能力这一指标$

(&

自变量

,

"

-先赋性因素

先赋性因素是与生俱来或自然条件下获得的背景!主要是指家庭背景!

具体包括家庭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分别以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职业阶

层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代理变量$本研究将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低收入的

小于
!)))

元*中等收入的
!)))>I)))

元和高收入的大于
I)))

元!以低收入

为参照组$父母职业阶层分为行政管理人员!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办事人

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上层!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

员*私营企业主*工人构成的中层!底层以农民*农民工*无业*失业*半

失业构成!以底层职业为参照组$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本科及以上*大专高

中和初中以下!以初中以下为参照组$

,

(

-后致性因素

后致性因素是通过后天教育和努力可获得或改变的因素!在本研究中是

指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高校培养借鉴程玮,

()"F

-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培

养量表!编制了包含
(F

个题项的量表$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题项和维

度!

i_f

值为
)&*IG

!

U/A7%977

检验值的显著水平小于
)&))"

!说明非常适

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专业教学*实习实

践*就业指导三个因子!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大于
)&F

!说明会聚效度很好$

各维度的信度系数为
)&*(*

*

)&*GG

和
)&*!G

!说明信度很好$

个人努力由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两部分构成$个人开发采用汪昕宇

,

()"!

-的大学生个人就业能力开发量表!包括校外兼职实习*职业资格考试*

业余学习培训共有
G

个题项$自我参与借鉴鲍威,

()"H

-的就业能力自我参与

"

本研究中的受教育程度与学历为同一含义!在此处的变量定义上使用受教育程

度!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使用学历作为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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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并根据大学生*教师访谈进行改编!包括积极投入专业学习*积极参加

实习实践*创新创业*就业活动!共有
!

个题项$

上述变量均采用
M-V9A7F

点计分法!按照)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分

别记为
"

/

F

分$

G&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以女生为参照组#生源地即学生上大学之前的家庭

所在地!分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农村!以乡镇农村为参

照组#

" 高校层次分为
*=F

高校*

(""

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以普通本科高校

为参照组#专业分为理工农医和经管文教!以经管文教为参照组#年级分为

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以大四为参照组$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理工大学)基于顾客满意度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课题组在

()"I

年
!

月至
()"I

年
H

月对全国高校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问卷主

要包括大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所在院校信息*高校教育培养活动*个人开

发活动*个人参与高校培养活动*就业能力情况等$选取我国东北*华北*

西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区!每个区选取
(

/

G

所高校!包括
*=F

高

校*

(""

高校和普通高校!涵盖理科*工科*经管*医科等几乎所有学科门

类!覆盖从大一到大四的各年级本科生$课题组成员在图书馆*教室*宿舍

现场发放和回收$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F)

份!有效回收率

为
*(&F)W

!剔除关键变量遗漏回答!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IFF

份!有效率

为
=I&IFW

$

#三$数据描述

如表
"

所示!大学生就业能力总体均值为
G&FI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先

赋性因素中!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

元的占
!(&GW

!

!)))>I)))

元占

G(&IW

!

I)))

元以上占
(F&)W

$父母职业层级为高层,含行政管理人员!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办事人员!各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占
!"&HW

!

中层,含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工人-占
GG&IW

!低层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农民*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占
(!&HW

$父母受

教育程度为本科以上占
(H&GW

!大专高中占
G*&IW

!初中及以下占
GG&*W

$

后致性因素中!高校培养总体均值为
G&=G

!各维度从高到低为实习实践

"

在本研究中生源地作为控制变量!实际上生源地也可以作为先赋性因素的一种表

征!但本研究以最能反映学生先天条件的家庭背景因素作为先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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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就业指导,

G&*"

-和专业教学,

G&HF

-$个人努力总体均值为
G&(=

!其

中自我参与,

G&)I

-高于个人开发,

G&*(

-$控制变量中!生源地为省会城市*

直辖市的占
("&)W

!地县市占
!*&*W

!乡镇农村占
(=&FW

$院校层次!

*=F

高校占
(I&=W

!

(""

高校占
(H&FW

!普通高校占
!F&(W

$年级!大一占

((&HW

!大二占
"=&!W

!大三占
"*&=W

!大四占
G=&)W

$专业!理工农医

占
!(&FW

!经管文教占
FH&GW

$性别!男生占
!G&IW

!女生占
FH&GW

$

表
F

!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就业能力
非常低

K"

!比较低
K(

!一般
KG

!比较

高
K!

!非常高
KF

G&FI )&IH" "IFF

专业教学

实习实践

就业指导

非常不符合
K"

!比较不符合
K(

!一般

KG

!比较符合
K!

!非常符合
KF

G&HF )&=GI "IFF

G&*( )&=(! "IFF

G&*" )&=)! "IFF

个人开发

自我参与

非常不符合
K"

!比较不符合
K(

!一般

KG

!比较符合
K!

!非常符合
KF

G&)I "&)!F "IFF

G&!! )&*"" "IFF

多类别变量 变量定义 取值的百分比

家庭月收入
分为低于

!)))

元*

!)))>I)))

元*高于

I)))

元

"

"低于
!)))

元,

!(&G

-!

(

"

!)))>I)))

元,

G(&I

-!

G

"

高于
I)))

元,

(F&)

-

父母职业阶层 分为高层*中层和低层
"

"高层 ,

!"&H

-!

(

"中层

,

GG&I

-!

G

"低层,

(!&H

-

父母教育程度 分为本科以上*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

"

"本科以上,

(H&G

-!

(

"大

专高中,

G*&I

-!

G

"初中及

以下,

GG&*

-

生源地 分为省会市*地县市*乡镇农村

"

"省会城市,

("&)

-!

(

"地

县市,

!*&*

-!

G

"乡镇农村

,

(=&F

-

院校层次 分为
*=F

高校*

(""

高校*普通本科

"

"

*=F

高校,

(I&=

-!

(

"

(""

高校,

(H&F

-!

G

"普通本科

高校,

!F&(

-

年级 分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

"大一 ,

((&H

-#

(

"大二

,

"=&!

-#

G

"大 三 ,

"*&=

-#

!

"大四,

G=&)

-



第
"

期 先赋还是后致%什么在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G

!!!

续表

二分变量 变量定义 取值为
"

的百分比

专业 理工农医
K"

!经管文史哲教
K)

理工农医,

!(&F

-

性别 男性
K"

!女性
K)

男,

!G&I

-

四*结果与分析

#一$先赋性%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采用层次回归和逐步回归分析法!表
(

的模型
"

为先赋性因素对大学生

就业能力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的大学生的就业

能力显著低于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以上的大学生
)&"G*

,

C%

)&))"

-$父母

从事高级阶层职业和父母从事中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分别比父母

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显著高出
)&"*(

,

C%

)&)"

-和
)&"*"

,

C%

)&))"

-$

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

大学生
)&)*(

,

C%

)&)F

-$可以判断出家庭背景的高收入*高职业阶层和高学

历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假设
`

"/

*

`

"@

得到了证明!

`

"1

得到了部

分的证明$

模型
(

*模型
G

为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回归!模型
(

为高

校培养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教学,

C%

)&))"

-和就业指

导,

C%

)&))"

-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实习实践影响不显著$模型

G

为个人努力对大学生就业能力进行回归!个人开发,

C%

)&))"

-和自我参与

,

C%

)&))"

-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后致性因素的

高校培养和个人努力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从回归系数来看!个人

努力的影响程度高于高校培养!其中自我参与,

(

K)&(!F

-高于个人开发,

(

K

)&"HG

-!就业指导,

(

K)&"F=

-与专业教学,

(

K)&"FH

-的影响程度相近$模型

!

和模型
F

是逐步回归!所得结果与模型
(

*

G

一致!说明模型较为稳定$假

设
`

(/

和
`

(@

得到了证明$

为了进一步比较先赋*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程度!将先

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和控制变量纳入到一个线性回归方程中!模型
H

结果

显示!在先赋性因素中!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

低于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以上的大学生
)&"(G

,

C%

)&)F

-!父母从事高级

阶层职业和父母从事中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分别显著高于父母从事

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
)&""I

,

C%

)&)F

-和
)&"F"

,

C%

)&))"

-!但父母学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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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在后致性因素中!个人开发,

(

K)&"FI

!

C%

)&))"

-*自我参与,

(

K

)&"F(

!

C%

)&))"

-仍然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自我参与的回归系数较

模型
F

有所下降$而高校培养中仅有就业指导,

(

K)&)==

!

C%

)&)F

-正向显著影

响就业能力!且回归系数有所下降!其他维度影响不显著$整体来看!后致性

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大于先赋性因素!个人努力较高校培养更为重要!

而先赋性因素仍然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因素$该结果验证了布劳邓肯

的地位获得模型$假设
`

G@

得到了证明!

`

G/

没有得到证明$后致性因素的回归

系数下降说明可能存在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效应!需要进一步探究$

表
G

!

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模型
L

模型
H

常数
G&FIH

###

(&(F!

###

(&"IH

###

(&(F!

###

(&"*F

###

"&IF"

###

男生
)&")(

##

)&"G(

###

)&"")

##

)&"(I

###

)&")I

##

)&"()

###

*=F

高校
)&)GF >)&)*F

#

)&)HF >)&")H

#

)&)F( >)&)((

(""

高校
>)&"=)

###

>)&"=I

###

>)&)H( >)&()(

###

>)&)II >)&")=

##

理工农医
>)&"!=

###

>)&"*=

###

>)&"")

#

>)&"HH

###

>)&)=I

#

>)&")G

##

大一
>)&"H*

##

>)&((=

###

>)&)FH >)&(G(

###

>)&)H* >)&""(

##

大二
>)&(*"

###

>)&(=F

###

>)&"="

###

>)&(II

###

>)&"=(

###

>)&"*(

###

大三
>)&((I

###

>)&"==

###

>)&")F

#

>)&"*=

###

>)&""*

#

>)&"(G

##

直辖市省会市
)&)=F )&()I

###

)&()*

###

)&)=( )&)*H

#

)&)=*

地县市
)&)"* )&"(F

##

)&"!"

###

)&)"G )&)!H )&)GG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
>)&"G*

##

>)&"GI

##

>)&"()

##

>)&"(G

##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GF )&)(= )&)"*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

)&"!F

##

)&"(H

#

)&""I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

)&"HF

###

)&"F*

###

)&"F"

###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F )&)H( )&)H= )&)FF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

)&)="

#

)&)GF )&)!G

专业教学
)&"FH

###

)&"!*

###

)&)FH

实习实践
)&)H* )&)HH )&)H!

就业指导
)&"F=

###

)&"FI

###

)&)==

##

个人开发
)&"HG

###

)&"H)

###

)&"FI

###

自我参与
)&(!F

###

)&(GH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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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模型
L

模型
H

调整后
8

(

)&")" )&()! )&(I" )&((I )&(=I )&G"H

8

(

)&")* )&(") )&(IH )&(GF )&(*F )&G(!

d "G&I"!

###

GI&G!H

###

F=&!I(

###

(=&HFG

###

!"&(F!

###

!)&()(

###

!!

注"

#表示
C%

)&)F

#

##表示
C%

)&)"

#

###表示
C%

)&))"

!

'K"IFF

#二$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教育质量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根据上述得出先赋性*后致性因素共同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结果!在

此需要分析先赋性因素通过后致性因素影响就业能力的作用机制!即先赋性

因素的家庭背景通过学生接受教育质量的差异!最终导致大学生就业能力的

差异$

"&

家庭背景与院校层次

将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职业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与高校层次进行交

叉列联统计描述!如表
G

所示!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社会地位高*受教育

程度高的学生进入优势高校!即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多来自优势阶层家庭!

而普通本科的生源构成则多来自弱势家庭$这与入学机会平等的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弱势家庭的子女虽然有机会上大学了!但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却减少

了$换言之!在国家重点院校里!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了较大的份额!而

在资源缺乏*教育质量较弱的地方院校中!则聚集了最多弱势家庭的学生$

假设
`

!/

得到了证明$

表
K

!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进入不同层次高校的差异

变量 水平
QSL

高校#

J

$

GFF

高校#

J

$ 普通本科#

J

$

家庭人均月收入

高
G)&I (H&( ()&*

中
GF&G GG&! G)&)

低
G!&) !)&! !*&"

父母职业阶层

高
!=&! !!&! GF&=

中
(I&( G(&= G=&(

低
(!&F ((&= (H&)

父母教育程度

高
GH&G (=&F "=&*

中
GI&" !)&) !"&=

低
(H&H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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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层次与教育质量

由于不同层次院校的办学质量*学术声誉及所拥有的资源存在很大差异!

就读于不同院校的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也有所不同$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

如表
!

所示!

*=F

高校*

(""

高校*普通高校在专业教学*实习实践*就业指

导上存在显著差异!

C%

)&))"

$通过
MeY

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

*=F

高

校的教育质量显著高于
(""

高校和普通高校!

(""

高校显著高于普通高校!

证实了重点高校的教育质量普遍高于普通高校$换言之!重点高校的大学生

享受优质的教学资源*实践体验和职业规划$假设
`

!@

得到了证明$可以推

断!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接受教育质量不同!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接受

高质量的教育!即家庭背景通过院校层次进一步影响教育质量$假设
`

!1

得

到了证明$

表
C

!

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质量的差异

变量 高校层次 样本量 均值
A

1

O/#04"

专业教学

*=F

高校
!=I G&*H

(""

高校
!H! G&H"

普通高校
I*( G&!=

F!&="= )&)))

实习实践

*=F

高校
!=I !&("

(""

高校
!H! G&*!

普通高校
I*( G&IG

F!&*F! )&)))

就业指导

*=F

高校
!=I !&"F

(""

高校
!H! G&=*

普通高校
I*( G&II

GF&**G )&)))

G&

家庭背景*院校层次*教育质量与就业能力

为检验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质量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构造高校层

次与教育质量的交互项!表
F

的模型
"

*模型
(

和模型
G

是没有控制先赋性因

素的情况!结果显示专业教学*实习实践和就业指导分别正向显著影响就业

能力!而且专业教学*就业指导分别与
*=F

院校的交互项正向显著影响就业

能力!说明
*=F

高校的专业教学*就业指导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较大!即

重点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较强$假设
`

!5

得到了证明$

模型
!

*模型
F

和模型
H

是在控制先赋性因素的情况下!得出专业教学*

实习实践和就业指导分别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但仅有专业教学与
*=F

院

校交互项显著影响就业能力!且其系数比模型
"

结果小!实习实践*就业指

导与院校交互项不显著$与模型
">G

相比!先赋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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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培养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说明家庭背景因素在学生进入高校后继

续发挥潜在的作用!显著影响着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

表
L

!

家庭背景%高校培养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模型
L

模型
H

常数
(&H)I

###

(&FHI

###

(&!!G

###

(&F"*

###

(&!I"

###

(&GF(

###

男生
)&""H

##

)&"GH

###

)&"(=

###

)&""!

##

)&"G(

###

)&"(F

###

*=F

高校
>)&)I= >)&)H* >)&)H=

>)&")F

#

>)&)*I

#

>)&)*H

##

(""

高校
>)&"!F

##

>)&"I=

###

>)&"HH

###

>)&"=)

###

>)&("H

###

>)&()!

###

理工农医
>)&()!

###

>)&((I

###

>)&("*

###

>)&"F)

###

>)&"H*

###

>)&"HG

###

大一
>)&(HG

###

>)&()I

###

>)&"*(

###

>)&(I)

###

>)&("H

###

>)&()"

###

大二
>)&(*H

###

>)&(=)

###

>)&(!=

###

>)&(*I

###

>)&(=!

###

>)&(FG

###

大三
>)&"=H

###

>)&("=

###

>)&"H*

##

>)&()H

###

>)&(GH

###

>)&"=*

###

直辖市省会市
)&)HF )&)*= )&)*!

地县市
)&)"H )&))* )&))H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
>)&"GG

##

>)&"!)

##

>)&"G"

###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
)&)(F )&)(G )&)GH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F(

##

)&"F(

##

)&"F(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I)

###

)&"H(

###

)&"HI

###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H= )&)F* )&)H!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II )&)*F )&)I*

专业教学
)&G(=

###

)&G"G

###

实习实践
)&G"I

###

)&G)F

###

就业指导
)&G!G

###

)&G(*

###

*=F

高校
#

专业教学
)&)!I

#

)&)G=

#

(""

高校
#

专业教学
>)&))G >)&))(

*=F

高校
#

实习实践
)&)(H )&)"H

(""

高校
#

实习实践
>)&))F >)&))!

*=F

高校
#

就业指导
)&)G*

#

)&)(H

(""

高校
#

就业指导
>)&)(H >)&)(I

调整后
8

(

)&"=) )&"HI )&"=( )&()* )&()) )&("!

8

(

)&"=F )&"I( )&"=I )&("= )&()* )&((G

d

G=&"*!

###

G!&*!"

###

G=&=FI

###

(F&*IH

###

(!&F=F

###

(H&IGF

###

!!

注"

#表示
C%

)&)F

#

##表示
C%

)&)"

#

###表示
C%

)&))"

!

'K"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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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背景通过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在此需要分析家庭背景通过大学生个人努力影响就业能力的作用机制!

即家庭背景与个人努力交互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

家庭背景与个人努力

采用单因素方差法比较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个人努力方面的差异!

如表
H

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在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方面高于高收入

家庭的大学生!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的大

学生在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方面显著高于父母学历为本科以上和父母学历为

初中以下的大学生$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在个人开发方面显著高

于父母从事中级阶层职业和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在自我参与方面显著高

于父母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具有中

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较高!特别是在自我参

与方面!说明家庭背景较好的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和实践活

动$假设
`

F/

得到了证明$

表
H

!

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的差异

变量 水平
个人开发 自我参与

均值
A

1

O/#04"

均值
A

1

O/#04"

家庭人均

月收入

低
(&**

中
G&"!

高
G&")

G&!!( )&)F

G&GI

G&FF

G&!(

H&G!= )&)"

父母职业阶层

低
(&*(

中
G&)*

高
G&"!

H&"!F )&)"

G&G(

G&!(

G&FG

I&I== )&)))

父母教育程度

低
(&*!

中
G&"I

高
G&)=

I&*)I )&)))

G&GG

G&F!

G&!F

=&)FH )&)))

(&

家庭背景与就业能力

采用单因素方差法比较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差异!如表
I

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略高于

高收入家庭大学生$父母学历为高中*大专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高于父母

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大学生!略高于父母学历为本科以上大学生$父母从事高

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显著高于父母从事中级*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

生$综合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具有中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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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就业能力较高!说明家庭背景较好的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支出了费用!投

入了精力!并以其社会交往潜移默化影响子女的就业能力$假设
`

F@

得到了

证明$

表
R

!

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的差异

变量 水平
就业能力

均值
A

1

O/#04"

家庭人均月收入

低
G&!"

中
G&I)

高
G&HH

(=&(!H )&)))

父母职业阶层

低
G&GG

中
G&H"

高
G&H=

G)&H!" )&)))

父母教育程度

低
G&!(

中
G&H!

高
G&HH

"=&*"G )&)))

G&

家庭背景*个人努力与就业能力

为检验不同家庭背景下的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构造家庭背景与

个人开发*家庭背景与自我参与的交互项!如表
=

的模型
G

和模型
!

所示!

个人开发*自我参与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而且个人开发*自我参

与分别与家庭中等收入的交互项正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中等收入家庭

的子女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高$但个人开发*自我参与与父

母高学历的交互项分别负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相比低学历家庭的大学

生!高学历家庭的大学生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低$自我参与

与父母中等职业交互项负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说明相比父母从事低级阶层

职业的大学生!父母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通过自我参与方式提升就业

能力的成效较低$总的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

业的大学生更加依靠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假设
`

F1

得到了证明$综合来

看!中等收入家庭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较强!就业能力也较好!即家庭背

景通过个人努力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但本研究也发现!父母中等学历*从

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较强!就业能力也较好!但其作用

效果不如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提升

就业能力的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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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

家庭背景%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常数
G&FIH

###

(&"*F

###

G&!FF

###

G&F!=

###

男生
)&")(

##

)&")I

##

)&")!

##

)&"()

###

*=F

高校
)&)GF )&)F( )&")"

#

)&)"=

(""

高校
>)&"=)

###

>)&)II >)&)F*

>)&"(F

##

理工农医
>)&"!=

###

>)&)=I

#

>)&)H"

>)&"(F

##

大一
>)&"H*

##

>)&)H* >)&)(* >)&"(G

##

大二
>)&(*"

###

>)&"=(

###

>)&"IG

###

>)&"*F

###

大三
>)&((I

###

>)&""*

#

>)&")*

#

>)&"FH

##

直辖市省会市
)&)=F

)&)*H

#

)&)H(

)&"(F

##

地县市
)&)"* )&)!H )&)(G )&)FF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
>)&"G*

##

>)&"()

##

>)&""*

##

>)&"(F

##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
)&)GF )&)"* )&)G) )&))G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

)&"(H

#

)&"!*

##

)&")"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

)&"F*

###

)&"IF

###

)&"FF

##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F )&)H= )&)HI )&)*F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

)&)GF )&)!I )&)!*

个人开发
)&"H)

###

)&G""

###

自我参与
)&(GH

###

)&G"!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
#

个人开发
)&)(!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
#

个人开发
)&)F(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个人开发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个人开发
>)&))H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

个人开发
>)&)H(

##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个人开发
>)&)G!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
#

自我参与
)&)"I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
#

自我参与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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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就业能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自我参与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自我参与
>)&)!!

##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

自我参与
>)&)FG

##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自我参与
>)&))"

调整后
8

(

)&")" )&(=I )&(!G )&(H=

8

(

)&")* )&(*F )&(FG )&(II

d

"G&I"!

###

!"&(F!

###

(F&=(!

###

(*&(GF

###

!!

注"

#表示
C%

)&)F

#

##表示
C%

)&)"

#

###表示
C%

)&))"

!

'K"IFF

#四$高校培养通过大学生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影响

将高校培养对个人努力进行回归!表
*

的模型
F

代表高校培养对个人开

发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践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

回归系数分别为
)&(==

和
)&"HI

!

C%

)&))"

$模型
H

为高校培养对自我参与

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践正向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回

归系数分别为
)&G"!

和
)&(I=

!

C%

)&))"

$结合模型
G

和模型
!

!当高校培养

与个人开发*自我参与同时对就业能力进行回归时!专业教学*就业指导回

归系数降低!但个人开发和自我参与仍然显著!即高校培养通过个人努力对

大学生就业能力产生影响$假设
`

H

得到了证明$

表
Q

!

高校培养%个人努力对就业能力的回归

自变量
就业能力 个人努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模型
L

模型
H

常数
G&FIH

###

(&(F!

###

"&=""

###

"&*(*

###

"&*HH

###

"&(=!

###

男生
)&")(

##

)&"(I

###

)&""=

###

)&"(F

###

)&)G= )&))H

*=F

高校
)&)GF >)&")H

#

>)&)(G >)&)HG >)&GH=

###

>)&"I"

##

(""

高校
>)&"=)

###

>)&()(

###

>)&"")

#

>)&"FG

###

>)&!"G

###

>)&"*I

###

理工农医
>)&"!=

###

>)&"HH

###

>)&)*G

#

>)&"!H

###

>)&G(!

###

>)&)II

大一
>)&"H*

##

>)&(G(

###

>)&"")

#

>)&"IG

###

>)&F!)

###

>)&(G!

###

大二
>)&(*"

###

>)&(II

###

>)&"*I

###

>)&((=

###

>)&GFH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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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就业能力 个人努力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K

模型
C

模型
L

模型
H

大三
>)&((I

###

>)&"*=

###

>)&"()

#

>)&"H!

###

>)&G!*

###

>)&"G=

##

直辖市省会市
)&)=F )&)=( )&)HH

)&""(

#

)&)H*

>)&""*

##

地县市
)&)"* )&)"G )&)"* )&)!) >)&)(H >)&")H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
>)&"G*

##

>)&"GI

##

>)&"((

##

>)&"G)

##

>)&)HH >)&)(I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元
)&)GF )&)(= )&)G( )&)"G >)&)"F )&)H"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高层
)&"*(

##

)&"!F

##

)&"GG

##

)&""G

#

)&)F!

)&"(=

##

父母从事的职业为中层
)&"*"

###

)&"HF

###

)&"F!

###

)&"F!

###

)&)!= )&)!G

父母受教育本科及以上
)&)=F )&)H( )&)!H )&)I) )&)IG >)&)G)

父母受教育高中或大专
)&)*(

#

)&)="

#

)&)F" )&)F( )&"GG

#

)&""H

##

专业教学
)&"!*

###

)&)=!

##

)&)H*

#

)&(==

###

)&G"!

###

实习实践
)&)HH )&)I"

#

)&)FI >)&)(! )&)GF

就业指导
)&"FI

###

)&""*

##

)&)=I

#

)&"HI

###

)&(I=

###

个人开发
)&((F

###

自我参与
)&(F(

###

调整后
8

(

)&")" )&((I )&G)) )&(*" )&((= )&(*"

8

(

)&")* )&(GF )&G)= )&(** )&(GI )&("*

d

"G&I"!

###

(=&HFG

###

G*&(!(

###

GI&HI"

###

(=&*"(

###

G*&IG"

###

!!

注"

#表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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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先赋后致理论模型!基于全国
()

所高校本科生的调查数据!

探讨了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机制!得出主要研

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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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能力受到先赋*后致性因素共同影响!后致性因素影响

更大

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是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背景优

越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处于优势!因为优势家庭的子女的起点高!他们享受丰

富的教育资源!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所培养的能力

素质不仅整体较高!而且表现出与高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相契合$

后致性因素的个人努力是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作用

不仅强于高校教育的影响!更是超越家庭背景的制约!显示出个人奋斗*自

立自强的力量$高等教育也是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能力

为导向的选拔机制和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活动为大学生创造了能力发展乃至向

上流动的新机遇$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总体上决定了大学生能够通过高等教

育和自身努力实现能力的提升!表明了高等教育所承载的个人梦想和社会期

待仍能实现$

(&

家庭背景通过不同层次高校教育质量的异质性导致大学生就业能力

差异

家庭背景是无法改变的限制性因素!使优势家庭的大学生拥有进入重点

高校的机会高于弱势家庭的大学生$而高等教育出现分化!以)

*=F

工程+高

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教育质量普遍较高!使得优势家庭的大学生接受较高质

量的教育!进而他们获得的就业能力较高$对于弱势家庭的子女!早期教育

资源的弱势使他们输在起跑线!即使他们当中有个别能考上大学!也少有机

会上好大学!接受优质的教育!这使他们与优势家庭的子女有较大差距$这

一过程体现了教育不平等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教育会以直接排斥或隐性排斥

的方式将部分群体排除在升学和择校的竞争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

)能力无能+现象$高等教育促进了弱势家庭的子女通过能力跃升实现向上社

会流动!但这种能力优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G&

个人努力突破家庭背景限制实现就业能力跃升!但家庭背景影响依然

存在

个人努力克服了家庭背景的劣势!实现了个人能力的提升!又同时又受

制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单独从努力程度和就业能力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

母中等学历*从事高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更加努力!其就业能力也较强$但

从努力效果来看!中等收入家庭*父母低学历*从事低级阶层职业的大学生

依靠个人努力提升就业能力的成效较高$这说明家庭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弱势大学生个人学习发展的机会!但也激发了他们自我奋斗的意识和改变



*!

!!!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命运的内驱力$他们在学习上态度认真!踏实勤勉!实现了对优势家庭背景

的大学生的赶超$一方面!他们通过校外兼职实习实现就业能力的增殖!通

过担任学生干部*入党*考证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

庭背景的劣势$但是另一方面!家庭背景的隐性影响仍然存在!不仅赋予了

大学生个人培养就业能力的资源条件!而且通过家庭教育*社会关系潜移默

化地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

#二$对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论从先赋性*后致性因素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提

供了依据!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

强化个人努力!倡导自我奋斗

个人努力是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也是减轻家庭背景影响的

传递的重要途径$为此!大学生应树立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奋斗精神!主

动挖掘个人的吃苦耐劳*踏实认真等优势!找到个体能力提升的潜在增长点$

还应基于自发性的意愿!投入课堂学习!参加实践活动*参与兼职实习*考

取资格证书!实现个人的综合发展$高校教师和辅导员应鼓励全体学生依靠

自身努力成长成才!激发弱势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内驱力!独立自主的意识和

改变命运的勇气$

(&

提高办学质量!促进资源共享

高校培养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层次高校的教育质

量存在异质性$相比优势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高校!多数弱势阶层的子女进

入普通高校$而重点高校的教育质量高于普通高校!造成了不同家庭背景的

大学生就业能力上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应实施严格竞争考试制度!采取某

些手段扶助教育机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从而控制和弱化考试竞争所导致的

阶层教育机会差异$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财政补贴以提高

办学质量!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改善弱势阶层子

女的就学环境!使学生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可借助)互联网
J

+技术推

进名师课堂等网络课堂建设和应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G&

帮扶弱势群体!弥补先赋劣势

家庭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不仅直接影响!而且通过高等教育实现能力

的再生产$尽管先赋性因素父母的教育背景*社会阶层和家庭收入是既定的!

但父母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加强亲子互动!强化父母期望等方式弥

补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不足$高校应加强对出身弱势家庭的大学生的关注!

引导他们调整心态!积极融入大学生活!鼓励他们通过参加学生社团*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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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干部等途径弥补个人能力的先天劣势!并且给予一些保障性和发展性的

资助支持!帮助弱势大学生提高就业能力!从而控制和弱化因阶层导致的能

力差异$

!&

践行教育公平!起点过程并重

教育公平不仅要追求教育的起点公平*更要关注教育的过程公平$优势

家庭的大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比例高于弱势家庭的大学生!而重点高校的教

育质量普遍较高!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较高!说明了先赋性因素的潜在的

影响$为此!国家应继续实施高校招生倾斜政策!增加对弱势家庭大学生的

教育倾斜!改善他们的就学环境和条件$高校也应推出招录农村优秀学生的

专项优惠政策!提高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并完善就学就业资助服务

体系!加强对弱势学生就业指导!帮助弱势大学生提高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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