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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家庭文化资本对择业观的影响研究
———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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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革新与高校毕业生的快速增加，硕士研究生就业难问
题愈演愈烈。文章研究以法国学者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综合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两

种方法，探究硕士研究生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对

研究生个体择业观的建构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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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伴随１９９３年开始的就业制度的市场化，大学
毕业生人数开始大幅度增长，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５万
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７９５万［１］。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

机制的改革，高校生源的快速扩招，大学生就业

难问题愈演愈烈，硕士研究生就业难问题也逐渐

凸显。

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后的成人教育，与

本专科教育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首先，在教育

方式方法上，硕士研究生教育更倾向于学生自主

学习，日常由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多，课业负担较

小；第二，在专业范围上趋于窄化，学习内容上

更为精专；第三，研究生年龄更大，阅历更丰富，

在知识深度与广度上较普通大学生更为高深。以

硕士研究生为对象，深入剖析当前高校研究生就

业观的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

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典型的理工科学校，在

硕士研究生培养上与非首都高校、非重点高校、综

合性大学等其它高校存在较大差异。以北航硕士研

究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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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影响关系，对完善北航硕士择业观培养，进一

步促进北航硕士生就业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维度划分

（一）理论基础

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指个体拥有的符合

上级阶层要求的技能、修养、习惯等可以有效左

右个体发展的一类资本。他认为文化资本是决定

个体阶层身份的重要因素，是造成个体社会成就

差距、社会阶层分化的关键［２］。文化资本丰富的

个体从小就受到社会推崇的语言文化的熏陶，从

而逐渐养成的行为习惯、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和

语言方式等在学校教育中被进一步承认。在个体

的社会发展中，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个体也更容

易被主流劳动力市场吸纳。

（二）维度划分

１．家庭文化资本
布迪厄把文化资本细分为身体化形态、客体

化形态以及制度化形态三类，本文借鉴布迪厄的

文化资本概念，将家庭文化资本定义为：家庭成

员通过相互交流和实践所积累起来的、能够对子

女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的、符合上层阶级要求的、

主要存在于家庭内部的文化资源。身体化形态家

庭文化资本指个体通过遗传上一代身心特点以及

后天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与修养水平，随个体

消亡而消亡，只能通过教育等中介方式传承，是

其它两类文化资本的基础；客观化形态家庭文化

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产品化的文化产品数量，前

提要求是个体需要对相应文化产品拥有一定的鉴

赏能力，这种文化资本可以直接传承买卖；制度

化形态家庭文化资本指个体的教育文凭、各类技

能证明等文化符号，被所在社会认可，不因为个

体的消亡而消亡，影响更为长久深远。可是如果

对各阶级之间的阶级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的这一类

资本的代际传承是平行的，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

那么阶级之间的流动也将是停滞的。笔者经过前

期访谈工作并参考孙远太等人的研究，发现一个

人拥有的文化资本并不能代表道德水平与品质的

高低，而道德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一个人社会发展

的重要因素。一个人道德水平越高，则相对在社

会中的发展就更为有利。道德品格的不同，也可

以很好的解释当前社会阶级的流动，弥补布迪厄

理论的不足。所以笔者在上述三种家庭文化资本

基础上，又加入了品格文化资本这一类家庭文化

资本。最终，笔者将家庭文化资本划分为身体化

家庭文化资本、客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制度化家

庭文化资本与品格家庭文化资本四类。

２．择业观
国内有关择业观研究较多，相关研究在择业

观对于学生就业是否存在影响的问题上都给予了

肯定态度，经过整理笔者发现有四位学者较为典

型，一是郭万牛、杨蓉，二人将大学生择业观划

分为择业理想目标、择业心理动机、择业认识状

况、择业价值取向、择业实现途径五个维度［３］。

二是陈成文、胡桂英，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认为择业观是个体选择职业的期望或标准，是人

们关于职业发展、薪酬等相关因素的稳定认知［４］。

三是薛利锋，认为择业价值观主要涉及职业选择

时的基本价值判断、权衡利弊的原则、决定取舍

的标准等观念［５］。四是张音，认为择业观是职业

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社会活动的影

响和约束下个体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

在择业方式、择业标准、择业类型等几个方面［６］。

笔者借鉴已有研究，将择业观界定为：个体在职

业自我认知、职业期待、择业心理动机等方面形

成的比较稳定的观点与看法。其中，职业自我认

知是指社会人在择业过程中对就业相关因素的综

合认识，包括对自身具备何种能力的认识、对何

种类型的职业感兴趣并愿意从事何种职业的认识；

职业期待反映了社会人在选择职业对未来职业发

展的预估，如薪资期待、工作前景期待与职业规

划度等；择业心理动机是指社会人结合个人能力

素质、兴趣爱好、性格特质等情况，确定左右个

体职业选择的源动力。

　　三、文化资本对高校学生就业的

影响研究

　　国内外针对文化资本对学生择业观影响的研
究不多。斯金伯格、萨博等认为个体的职业意识

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孕育，并随着年龄、教育层次

等方面的提高而变化，个体的择业观成型于青少

年早期，早起受家庭影响很大，经过并且会长期

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他们还认为职业倾向

的形成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７］。张阳对四川

省多个高校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指出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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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并指出不顾子女性格特点

强调学而优则仕、不尊从就业规律讲求就业一步

到位等家庭文化资本欠缺的表现，也一定程度上

对子女职业价值观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８］。钟昌

红通过对北京、天津及河北三地共三所不同层次

学校的８１７多份样本进行文化资本与就业结果关系
分析，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选择工作时的职

业期望、单位类型有显著影响。不同家庭文化资

本家庭对就业影响因素划分以及大学期间的兼职

态度大相径庭［９］。张晗通过对河南、内蒙古、山

西、广东、辽宁等１７省的三百多名在校大学生进
行调研和研究发现，拥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大

学生所形成的择业观存在差异。家庭文化资本不

仅仅对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

且对大学生个体全面发展也会产生增进作用［１０］。

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文化资本对择业观影

响的研究不足也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家庭因素在大学生择业观形成中占

据了重要地位，虽然有部分相关研究，但往往流

于浅表，不够深入；第二，国内外对文化资本界

定并不十分清晰，诸多针对文化资本的影响作用，

其研究都指家庭文化资本，但相关研究并未点明，

容易导致概念混淆；第三，国内外研究对象多数

为本专科生，有关硕士研究生家庭文化资本及就

业观的相关研究往往不作为重点。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做出如下

研究假设：硕士研究生家庭文化资本对择业观的

架构有很大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的学生择

业观建构更为良好，不同家庭文化资本存量的硕

士研究生择业观存在差异。

（一）访谈工作

访谈工作从２０１６年９月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以
年级、性别、专业、硕士类型为分类标准确定访

谈对象，共持续４个月。最后对１７位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了有效访谈。以年级为标准

划分，研一７位，研二５位，研三５位。以性别为
标准划分，男性１３位，女性４位。以专业类型为
标准划分，社科类４位，理工类１３位。以硕士类
型为标准划分，专硕５位，学硕１２位。访谈目的
一是为了完善问卷的设计，二是为了完善整体研

究，剖析家庭文化资本对北航研究生择业观的影

响机制。

在访谈提纲设计中，为了保证访谈信息不被

泄露，保护受访者隐私，研究创造了一种有效使

被访者基本信息与具体访谈内容分离的方法，如

“甄夏”，姓名字母拼音为 “ＺＨＥＮＸＩＡ”，位于英
文２６个字母的２６、０８、０５、１４、２４、０９、０１位，
则用数字 “１０９２４１４０５０８２”代表此人 （密码反过

来并将开头结尾数字去掉）。将所做的访谈提纲中

非基本信息部分与密码一起装订，基本信息部分

打乱顺序另外装订，从而确保两份文件分离，增

强保密效果。

（二）问卷设计工作

１．问卷信度分析
问卷总体信度检验结果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达到０８７３，分部分信度检验家庭文化
资本部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达到０７１０，择业
观部分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系数达到０９１２，表明本
研究所采用的量表信度较高，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和稳定性。

２．问卷效度分析
通过对所得数据问卷进行结构效度分析，

ＫＭＯ值＝０９０９，Ｐ＝００００，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经过对比参照，六个主要成分基本符合

问卷维度分化，且六个主要成分可以解释总体的

６７３％。同时每道题在相应维度上的载荷值均高于
０６４４。以上检验说明学习过程部分的四个维度具
有很好效度。在李克特式５级量表下，该维度划分
的信度和效度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是合理的。

３．问卷分发流程与样本分布情况
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３月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对北航校

内硕士研究生开展调研，通过各院系学生会成员、

教师等直接向学生发放纸质版问卷，或利用问卷

星调查系统生成网络版调查问卷。最终得到样本

４３４份，排除无效样本３８份，共获得有效样本３９６
份，有效率９１２％。本次调研对象的选择，主要考
虑了性别、学位类型、年级、户籍来源、院系的分

布。在调研中尽量保持性别、学位类型、各院系在

数量上的比例趋向平均，在年级选择上既有研一新

生，又有研二和研三学生，也包括少部分已毕业学

生，保证了调研样本的客观性与普遍性。

五、研究结果

经过前期的文献梳理以及访谈工作，笔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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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已有量表与访谈信息，进一步完善了已有问卷，

并进行了问卷的分发与回收工作，然后对相关数

据进行了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一）访谈结果分析

所有访谈对象都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人择

业观有影响，且１７位访谈中有１４位对象认为家庭
文化资本对自身择业观影响很大。家庭文化资本

较高的家庭子女，其薪资期待、自我评价等方面

就高，越承认家庭文化资本在个人择业观形成中

的作用；家庭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子女，其薪资

期待、自我评价等方面就低，择业信心相对不足，

越否认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人择业观的影响。

（二）数据结果分析

１．相关分析
（１）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相关分析
“父母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与 “您是否清楚

自己适合或不适合何种工作”、工作能力中的 “理

解交流能力”、 “管理合作能力”、 “职业素养”、

“心理素质”、“工作前景”呈正相关，见表１。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给您报兴趣或特长

班种类”与 “父母学历与职业”、 “父母学习习

惯”、“家庭文化设施”、“父母品格对子女的教化

对自身择业观的影响”呈正相关，见表２。
（２）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相关分析
“父亲学历水平”与学生 “是否清楚自身性格

特点”、 “父母自身品格及对子女的品格教化”、

“父母对子女就业期望”呈正相关，见表３。
（３）品格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相关分析
“与父母沟通频率”与 “是否有清晰的职业生

涯规划”，自身的 “理解交流能力”、“管理合作能

力”、“职业素养”、“知识技能水平”、“工作前景

预期”成正相关，见表４。
２回归分析
（１）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回归分析
将 “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与 “学生是否清

楚自身适合何种工作”做回归分析，模拟 Ｒ方为
０１９，拟合程度一般。模型是显著的，模型显著性
水平为０００４，回归方程为：３１６＋０１１６现在
父母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 ＝是否清楚自身适合何
种工作，意味着自我工作认知受父母家庭年文化

产品支出影响，父母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为１，则
是否清楚自身适合什么工作增加１，见表５。

表１　父母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与择业观

选项
自己适合

何种工作
理解交流能力 管理合作能力 职业素养 心理素质 工作前景

父母家庭年

文化产品支出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４６ １９６ １９８ １５８ １５３ １６１

显著性 （双侧）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表２　自身特长班种类与择业观相关分析

选项 父母学历与职业 父母学习习惯 家庭文化设施

　在您的成长过程
中，父母给您报兴

趣或特长班种类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２２６ ２１５ ２１５

显著性 （双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３　父亲学历与择业观相关分析

选项
您是否清楚自己

的性格特点
父母学历与职业

父母自身品格及

对子女的品格教化

父母对子女

就业期望

您父亲的

最高学历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５１ ２６６ １６１ １４２

显著性 （双侧）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５

表４　与父母沟通频率与择业观相关分析

选项 职业生涯规划 理解交流能力 管理合作能力 职业素养 知识技能水平 工作前景

与父母沟通频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２６０ １３７ １４５ １４９ １４６ １７５

显著性 （双侧）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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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父母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与工作适合度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３１６０ １０４ ３０３１５ ０００

现在父母家庭年文

化产品支出
１１６ ０４０ １４６ ２９３３ ００４

（２）品格家庭文化资本与择业观回归分析
将 “与父母沟通频率”与 “学生是否有清晰

的职业规划”做回归分析，模拟 Ｒ方为０６５，拟
合程度较好。模型是显著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００，回归方程为：２６５４＋０２１５与父母沟通
频率＝是否有清晰的职业规划，意味着与父母沟
通频率每增加１，对是否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也增加

１，见表６。
将 “家庭氛围倾向”与 “择业心态”做回归

分析，可得二者的调整 Ｒ方为为０４６，拟合程度
一般。模型是显著的，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００，回归
方程为：２４３４＋０２１５家庭氛围＝择业心态，意
味着择业心态受家庭氛围倾向影响，家庭氛围增

加１，择业心态也增加１，见表７。

表６　与父母沟通频率与自身职业规划度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２６５４ １１５ ２３０８５ ０００

现在与

父母沟通频率
２１５ ０４０ ２６０ ５３３７ ０００

表７　与父母沟通频率与自身职业规划度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２４３４ １９４ １２５６５ ０００

您的家庭氛围

倾向于
２１５ ０４８ ２１９ ４４５９ ０００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１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择业观的影响
（１）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对择业观的影响
前期访谈工作中，访谈对象１０９１００７１４１５１在

成长过程中未报名任何特长班，原因之一是父母

不认为特长班对子女发展有益。在访谈中认为自

己工作能力一般，工作前景一般，择业观不良，

择业信心不足。

相关分析显示父母给子女报兴趣或特长班种

类，也就是父母对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度与对自

身适合何种工作认知，自身职业规划清晰度呈正

相关，父母为学生报的特长班种类越多，越清楚

自身适合何种工作，职业规划越清晰，认为父母

学历与职业、父母学习习惯、家庭文化设施、父

母品格对子女的教化对自身择业观的影响越大。

回归分析中，家庭年文化产品支出可以影响到学

生对自身适合何种工作的认知，家庭年文化产品

支出越多，则学生对自身适合何种工作越明晰。

两类研究综合可见，父母对子女全面发展的重视

度是影响个人择业信心的重要原因。

（２）客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对择业观的影响
前期访谈工作中，访谈对象７１４０９２５０７１４０９２５１４０１０

认为家庭文化对自身的择业观有较大影响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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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从小经常出入于各种培训学校，受周围

文化场所影响，所以有做教师的意愿，这是客

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影响个体择业动机的典型

佐证。

（３）制度化化家庭文化资本对择业观的影响
前期访谈工作中，访谈对象９２５２１１２１４０１２父

母都是研究生学历，自己在本科毕业后本不想读

研，但是父母对自身的学业非常支持，通过父母

对其分析研究生的重要意义，最终选择读研，读

研后渐渐发现了读研在个体就业中的重要性，进

一步建构了更高级的职业期待。

相关分析中，父亲学历水平与学生是否清楚

自身性格特点在００１水平上呈正相关，父亲学历
越高，自己对自身性格特点越清楚。回归分析中，

父亲学历可以影响到学生是否清楚自身的性格特

点，父亲学历越高，则学生对自身性格特点越

明晰。

（４）品格家庭文化资本对择业观的影响
前期访谈工作中，访谈对象７１４０９２５０７１４０９２５１４０１０

指出父母培养方式倾向于民主管理，现在仍然与

父母每周沟通四次，父母的意见对自身择业影响

较大。访谈对象４２１０１５０１２１指出，父母对自己的
教养方式倾向于民主，家庭氛围十分和睦。该生

在择业中的价值取向以及工资预期，说明该生的

择业信心较高。相反的，访谈对象 １０９１００７１４１５１
成长过程中父母倾向于言语惩罚，使自身怀有自

卑心态。在工作能力自评与工资预期等方面评价

很低，说明该生择业观不良，择业信心不足。对

比发现，家庭气氛越和睦，父母教育越民主，子

女的职业期待就越高。

相关分析中，与父母沟通频率与是否有清晰

的职业生涯规划、自身的理解交流能力、管理合

作能力、职业素养、知识技能水平、工作前景预

期几项成正相关，与父母沟通频率越高，职业生

涯规划越清晰、自身的理解交流能力、管理合作

能力、职业素养、知识技能水平、工作前景预期

越高。回归分析中，家庭氛围倾向可以明显地影

响到学生的择业心态。家庭氛围越和睦，学生择

业心态越自信。

２总结对比
普通家庭文化资本中，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

与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两类对个体择业观影响较

明显，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高，父母在学生的性

格培养与特长发展上更为看重，更加重视子女的

全面发展，高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家庭往往处于

一个较为文化资本丰厚的社区中，也有利于儿童

受到正向的文化熏陶，从而有利于儿童成年后的

进一步成长。也就更加容易的建构起一个完善的

人格及对自我能力与特长的正确认知，从而进一

步建构良好的择业观。客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影响

相对不明显，已有研究发现客体化文化资本往往

不作为影响个人择业观形成的主要方面，但一个

人所在环境是否优良对个人成长的具体作用依然

是不容忽视的。制度化资本较高的家庭，父母更

加看重学历水平与技能水平在社会中的有利作用，

看重对个体发展的有利优势，从而对儿童个体发

展中的学历增长更为重视，会利用更多的时间与

经济与精力帮助儿童得到高水平的更优质的教育，

此种家庭生长的儿童往往拥有更强的能力上的信

心，希望自身实现社会价值，对自身拥有一个更

高的职业期待。品格家庭文化资本往往以间接形

式对个体择业观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家庭氛围越

和谐，父母越重视品格教育，亲子之间沟通越频

繁，则个体人格发展就更为完善，在择业中也更

加自信主动。但并非普通家庭文化资本高的家庭

品格文化资本一定高，但大体来说，普通文化资

本高的家庭，对品格家庭文化资本的教育较为重

视。后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品格家庭文化

资本对个体择业观的影响明显，品格家庭文化资

本高，个体择业信心越强，职业规划越清晰，择

业观建构更为优良。

（二）对策建议

基于所得结论及对结论充分有效地分析，笔

者从社会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层面、学生个人

层面分别提出解决办法。

１社会层面
首先，在高考招考录取政策上，政府要保证

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子女具有获取高等教育机会

的公平性。第二，政府的应积极设置相关政策，

对家庭文化资本家庭不良的个体予以政策倾斜。

进一步开展成人教育工作，完善各类函授大学以

及老年大学的建设，促进文化资本匮乏的中老年

人成长，积极开展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促进农

民生产生活观念的不断革新，在根本上改变文化

资本分配上的贫富差距问题，使文化资本在全社

会得以更加均衡的分配，而非仅仅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第三，公共媒体应该坚持正确的舆论价值

导向，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对弱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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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及弱势家庭的大学生加以关注，为其实现顺利

就业创造舆论支持。

２高校层面
首先，在根本上积极建构完善的有利于就业

择业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宏扬积极的就业观；第

二，在毕业季增设就业服务渠道，丰富学校招聘

方式；第三，积极开设就业辅导专项课程，请校

外企业人力资源处工作人员来校授课；第四，积

极完善学生与校外企业的实习对接，对学术硕士

及在就业中处于弱势的社科类硕士，也积极推荐

实习机会，使学生在毕业前能够深入了解就业市

场；第五，增设心理咨询岗及学生就业辅导心理

咨询处，关注弱势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硕士研究生

的生活，服务弱势家庭文化资本家庭学生就业，

关注品格文化资本不良的学生，促进其品格转变

与完善；针对就业中的问题学生，在教师队伍中

由上至下都应给予强烈关注。

３学生家庭层面
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中对个体发展有重

要影响的主要是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身体化家

庭文化资本以及品格家庭文化资本三类。不论是

传统家庭还是新晋家庭，首先都应提升制度化家

庭文化资本。在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不足的情况

下，也可以通过搬到大学城附近居住生活、与高

文化资本个体的交流、主动读好书、自学各类技

能及锻炼自身文化爱好等方式提升身体化家庭文

化资本，而且在生活中慎独自律，时时自省，不

断提高自身品格，并将对子女的品格教育作为家

庭教育的重中之重。

４学生个人层面
学生自身在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之后，要

充分利用研究生期间的时间以及高校内的各种资

源，积极拓展自身的文化资本，积极考取各类

“含金量高”的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书，增强自身

“制度化文化资本”，为顺利就业增加筹码。先天

不足，后天来凑，学生要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拓

宽人际网，利用课余时间主动走向社会，参加社

会实践，利用兼职打工、实习等机会有意识的拓

展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学生要打破从一

而终的择业观念，加强自身思想政治教育，杜绝

择业上的自卑心理和攀比心理。最重要的一点是，

家庭文化资本处于优势还是劣势，都应积极反省

自身缺点，尤其是改变来自于儿童少年期家庭和

社会影响的不良惯习，长善救失，建构自身完善

品格，促进自身品格文化资本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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