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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择业观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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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研究生职业的选

择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分析这些相关因素，可以对研究生的就业选择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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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力量，做好研究

生就业指导工作，对国家的稳定、学校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

实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择业观是人们关于职业理想、职业

动机、职业标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择业者个人价值观在

职业上的集中表现和在社会职业岗位上的初步定位。研究生

的就业选择受择业观的影响很大，其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

过程，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影响。 

一、社会价值观对研究生择业观的影响 

个人的择业观念大多来源于其所生活的社会，是社会环

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和渗透的结

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开始步入转型时期，过去价值

观念赖以依存的同一性文化让位于现代多元的异质性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传统价

值观念在现代新型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以自我

为中心，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取向功利

化，价值目标短期化”价值观受到人们的推崇。身处传统与

现代两种价值观念夹击之下的青年一代处于无所适从的迷

茫与困惑之中。 

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侵蚀了部分研究生的就业

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使其无法正确处理物质与精

神、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思想变得功利化，从而产生了

错误的择业观念。同时，随着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实施，

一些学生更加注重投资绩效比，希望自己在学习期间失去的

机会成本得到 大的补偿，在择业中重实惠、轻理想，重物

质、轻精神。以华南理工大学 2000 年至 2003 年机械工程学

院研究生毕业流向统计结果为例，4 年来，机械工程学院共

培养 173 名全脱产硕士研究生，其中 65%的学生来自广东省

以外的内陆省份。毕业的时候 90.8%的学生到了广州、深圳

及珠江三角洲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工作；9.2%的学生到内地

及其他地区工作。沿海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发展前景较

好，成为大多数研究生的毕业首选。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不

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过去艰苦年代可以号召学生到农

村去、到基层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把学生放在

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考虑他们的择业问题。 

二、家庭价值观对研究生择业观的影响 

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是不

同的。由于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每个家庭持有的价值观也会

不同。家庭拥有的职业愿望、教育抱负会对研究生的择业观

产生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讲家长文化程度愈高，其对子女的

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教育经济回报率的不断提高，

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选拔和分配社会成员的功能使之成为社

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向上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文凭和学历不

仅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大多数人获得不同职业

的重要依据，是个人未来职业收入的指标。一些处于社会中

下层的家庭有意识地培养子女读书，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子

女的命运，使之能够向上流动。这样也导致研究生在择业选

择上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重视眼前利益而轻个人的长远发

展，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以经济收入作为自己职业

定位标准。北京地区 1994 年对研究生择业标准进行调查发

现，位列前三位的择业标准分别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能

否发挥专长。这些现象表明了研究生的择业已趋于功利化。  

三、个人价值观对研究生择业观的影响 

价值观是人们评价事物对与错、优与劣或者决定一件事

情值得去做或不值得去做的一套内在标准体系。个人价值观

不仅是人生处世的定向工具，也是道德行为的定向工具。个

人价值实现的 根本途径是实践活动。实践扩大了人的社会

交往，促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改变，从而改变了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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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个人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自我意识不断地调整价值目标与现

实的距离，一方面通过个人现实性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另

一方面通过改造自身、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来实现个人价值。 

我国很多学者对研究生的价值观进行了调查，他们认为

研究生总体价值观是积极进取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

注意的现象，一些研究生在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中出现了角

色不清的现象。由于社会上考研热潮持续高涨，使其内心的

自负感越来越强，对就业的期望值不断攀升，不想做“小事”，

不愿从基层做起。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中高层次人才，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也应该是社会中高层次的。这种在研究生就业

中存在的贵族化择业倾向，与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

的鸿沟。 

研究生的择业观不仅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影

响，同时还受到社会上很多隐性因素的影响。随着研究生招

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的择业观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加强思想教育，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

研究生思想活跃，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强。但是面对纷繁复

杂的社会，有时会迷失自己，缺乏正确的判断。学生面对社

会腐败现象，有时会产生迷茫，这对他们的择业观构成了一

定的影响。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他们保持健康的心理和

成熟的心态。研究生择业观的形成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培养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尤

为重要。在对待工资待遇上要使其明白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

需要同样重要。在对待职业社会地位上，不应以主观判断来

选择职业，而应客观地看待职业的社会地位，充分地认识社

会和自我。 

其次调整研究生择业心态，将就业理想与现实相结合。

一些家长与学生把就业期望值定得过高，认为研究生毕业之

后，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和拿到称心的薪水。随

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择业观必须改变。研

究生择业时应减少理想化的成分，面对现实科学定位，找准

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积极参与竞争，勇敢面对挑战。同时

要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要先就业，再择业，后创业。职业选

择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不断的变化的，必须协调好职业理想

与职业本身的关系。 

再次开展研究生生涯设计教育。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

践等形式，让学生了解社会和就业形势，培养学生的职业意

识、竞争意识；为学生提供职业信息、专业信息、人际关系

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人际关

系的能力。对研究生进行求职知识指导可以使学生 大限度

地展示出自己的才能，获得理想的职业。同时对毕业研究生

进行心理调适，帮助其做好心理准备，勇于面对就业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后培养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研究生培养单位

应将创业教育贯穿于研究生择业教育的全过程，重视研究生

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业技能的培养。创业教育要与就业

指导有机结合，提高研究生创业的质量，同时注重结合实际

问题，运用激励和引导机制，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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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postgraduate admission scale,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postgraduates have been giv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all fields of society. The choice of their career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family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 

analysis of these factor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choice of a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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