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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the degre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bour insertion of the graduates of the 

Faculty of Law when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rest of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ex, 

labour situation during the university pathway and the average academic grade. The data comes from the Labour Insertion 

Survey to the graduated population of Catalan univers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Agency for Quality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Catalonia (AQU) in 2014. The sample used corresponds to 3,425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The 

technique used is b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used contingency tables and for the 

explanatory, b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all graduates of the Faculty of Law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occupation. Stability in employment on fixed contracts is higher in men than in women; the 

full-time work is predominantly homogeneous in both groups, and the monthly salary shows an in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the women have the most precarious conditions. In this way, the results obtained allow us to validate two hypotheses and 

refute a third one.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 and the academic grade; 

secondly, gender inequality is confirmed in favour of men in terms of working conditions. Finally, unlike expected, it is observed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adequacy or matching between the work done and the training received at the university. 

Keywords: Labour Insertion, Graduates Employment, Gender Inequality, Labour Conditions, Labour Market,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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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在性别、大学期间工作情况以及平均分的影响下，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就业情

况的程度和特点以及与该大学其他院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比较。所有资源都来源于由加泰罗尼亚地区大学质量体系

研究局制定的2014年加泰罗尼亚所有大学毕业人口的就业调差问卷。样本来源于巴塞罗那大学3425名毕业生。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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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分析技术是多元化和复合式的。比较分析方面我们使用列联表来得出结论，而解释分析方面则采用二元逻辑回

归的方式来体现。从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律系的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状况成高就业率的状态。在工作的稳定方面，男

性毕业生拥有固定合同的数量高于拥有固定合同的女性毕业生；全职工作的工作方式在这两组人群中占主导方式，在

月收入方面在男毕业生和女毕业生出现一个不平等现象，女性有更多不利因素。所以，以上所得出的结果可以验证两

个假设以及反驳一个假设。首先发现在就业占有率和在校成绩二者之间成正比关系，其次，证实在工作条件方面有利

于男性的性别不平等性。最后，不同于预期，我们观察到在我们所从事过的工作与大学期间接受的教育之间有一些适

合性。 

关键词：就业，毕业生就业，性别不平等，工作条件，劳动力市场，法律系，巴塞罗那大学 

 

1．引言 

从影响用工需求的社会经济环境状况以及有可能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方面来看，就业是一个需要考

虑到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因此，有必要去研究大学在青年就业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传播正确的价

值观，同时也会改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1]。在这种情况下，

想知道。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方面有什么影响？本科毕业生

的工作条件怎么样？ 

基于大学与就业市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这项研究分

析了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2009-2010届毕业生与该校同届

的其他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及两者的比较。调查的

数据来源于由加泰罗尼亚地区大学质量体系研究局制定

的2014年加泰罗尼亚所有大学毕业人口的就业调差问卷。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提出一个源自于多个具体目标的

总体目标。这个总体目标是对法律系毕业生与该校其他院

系毕业生的就业程度和特点的比较分析。 

具体目标为以下内容： 

1 法律系毕业生已就业学生的工作条件与该校其他

系毕业生作比较，同时考虑工作合同的种类、工

作时间、薪资、职业级别、性别和所从事的工作

与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合适性等等相关因素对工作

条件的影响。 

2 在性别划分为前提下，以比较分析的方式研究法

律系毕业生以及其他院系毕业生的社会出身（父

母的受教育水平）。  

以下是基于这个研究而引出的假设。 

1 法律系毕业生的工作条件与该大学其他院系的毕

业生相似。 

2 大学学习使社会家庭出身带来的影响最小化，尤

其是在女性毕业生当中效果看起来更加明显。 

2．理论框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全民的教育水平已经开始产

生持续的增长。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

渐进入大学学习，目前女性群体比重的增长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整个西班牙在过去十年中多于三分之一的青年人已

经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既是量变又是质变。从18到22岁的

大学教育的净增长率由1992学年的19%到23%之间增长到

2010年的28%到32%之间[2],[3]。另一方面，这一变化同

样可以在学生类型的质量方面被发现：更加的女性化，不

同的目的性以及不同的年龄段[4]。这些特征以及其他相似

特征作为“大学民主化”这一熟知的现象被突出显示出来，

并且提出了一个涉及到目前和将来大学教育战略来适应

这些特点变化[5]。 

这些变化是规划我们分析每一个专业的现状特别是

提醒如果变化被认为是结构上的或者紧跟教育扩展这一

被熟知的过程开始的潮流趋势。 

Fachelli&Planas[6]向我们展示了在持两种完全不同

的观点的作者之中产生的争论。一方面，有些作者认为青

年人的“过量教育”是比较危险的，另一方面，一部分支持

提高教育水平。面对这些相对立的观点，应该发问毕业生

在通过大学文凭资格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大学机构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因此再一次回到这个重要的问题，相较于没

有进入大学学习的青年，大学教育是否在就业方面有所帮

助？ 

多样的研究显示出如何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达到一

个本科学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

样的也是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的有效手段之一[7],[8]。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学这一步骤代表了向成年人生

活的过渡，从而向劳动世界的过渡。因此，这是一个借助

多种方式（例如就业指导办公室，企业论坛以及其他积极

主动的方式）指引毕业生职业生涯的复杂过程，但是同样

也是社会和经济的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

根据作者Cantonnet, Berbegal&Ochoa[9]在他的著作里对

毕业生的需求也进行了条件限定。 

总的来说，就业这一概念被习惯用于展示人类进入经

济活动的这一过程。从José Navarro[8]的观点来看，我们

提及的就业是由许多个人因素的综合来确定的，例如主要

的有教育和职业培训，寻找工作的策略，寻找工作所花费

的时间，职业期望以及薪资期望。如此，得到一个大学文

凭是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性的方法之一。 

展现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把临

时合同的使用作为工作岗位收入机制的趋势的明显特征

以及具有就业延误与上一代人的工作转换相比较的特征

[8]。 

另外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主题是社会出身在就业方

面的影响。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文献是十分丰富的。一方

面着重指出在社会优势上，父辈的资本会转移到子女身上，

并且同样可以在不同方式的教育系统中可见[10],[11],[12]，

发现阶层越高的子女选择更高的学术方向发展的趋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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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阶层越低的子女会在职业类型的方面有更多的规划，例

如技术领域相关的工作[13]。同样可以被了解到的是选择

学习什么样的专业与这个学生以及其家庭成员因学业有

成而得到的机会和经历有关系。周期长的专业意味这一个

多年的长期投资，这对于那些之前都没有良好的大学前期

学术背景的人有可能存在失败的风险[14],[15]。 

同样的存在众多的文献来研究本科学历在社会组成

方面所产生的作用[16]。从假设角度出发，子女有可能更

多的在与父母职业相似的领域选择自己的专业，比如Van 

de Werfhorst&Luijkx[13]，曾经调查了在荷兰社会中父母

的职业对于其子女在专业选择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者确

实发现了在社会阶层和受教育水平关系的作用下，子女通

常会选择与父辈职业关系密切的专业来学习。 

最终，似乎证明了在大学内部依然运行按照社会组成

情况的学历分层机制[16],[12]，但是个人因素也同样会在

其中产生影响。Troiano&Elias[15]提出一个在专业选择方

面会包含发挥作用的因素的模式，这些因素既源于个人同

时又于集体。专业选择是在偏好（个人、社会和意愿期望）

与对这个选择的相对成本评估所产生的风险（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同样也有收入）以及成功概率三者

平衡的结果（可能的选择，个人能力，期限和预期困难）。 

那么，当开始分析就业结果的时，一通过大学的筛选

便逐渐获得了大学学历，社会出身的影响力就看起来变得

微弱了。Carabaña在他的很多研究分析中就是持这种观点

[17],[18]，同时其确定性与可靠性也被展示出来，当一个

人成功的进入大学，如果他能毕业，那么就会使他的社会

出身所带来的影响比重最小化。也就是说通过大学的学习

有可能软化阶级冲突[19]。同样的，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所

有毕业生在之后的工作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大多

数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仍然处于学历的影响之下，并没有发

现社会出身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20]。 

最后，经济危机的环境也促使我们发问，面对着我们

正在经历的长期经济危机，毕业生们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活

动来更好的应对：学习？或者说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停留在

这个方面，最新的数据允许证明这个猜想。事实是在2014

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公立大学的76,8%的毕业生继续他们的

学习，其中40%选择硕士教育[21]。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考

虑的因素是所从事的工作质量越高职业级别越高的毕业

生展现的对大学教育与工作应用的之间关系的评价水平

越高[22]。 

3．方法和数据分析类型 

使用的方法是定量分析法，通过列联表和线性回归的

统计技术，这个方法使估测毕业生就业现象成为可能。列

联表可以被认为是作为分析定性变量的具有重要性特点

的手段以及为社会分析员在各种现象当中关系的可以快

速阅读提供技巧帮助。用这个方法可以确定在变量里是否

存在关联以及这是一个怎样的联系。或者相反，并不存在

这个关联性，而且我们可以说在这些变量之间都是相互独

立的。如果存在关联性，伴随着介于0至1之间变化的

Cramer V系数，越渐近1表示行列关联很强，接近0表示关

联很弱或不相关，这个联系力将能够被估测1
[23]。因此，

根据毕业的地点对列联表进行过分析来观察在研究中参

与的定性变量之间的关联水平。 

在线性回归的分析中两个假设都将会被测验，为此我

们将使用两组（法律系和巴塞罗那大学其他系）的学生的

年收入作为因变量(Yi)。自变量是性别（男、女），工作

合同类型（固定合同，临时合同，自主合同等其他合同），

工作时间（全职，兼职），工作职能（大学专业方面，非

大学专业方面）,职业级别（高级，中级或者低级）以及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初级，中级或者高级）。 

Yi=α+β1X女性+β2X固定+β3X兼职+β4X非大学的+β5X低+β6X小学+εi 

最后，关于所使用的变量“职业级别”我们来做一份方法
说明。 

我们根据由 Fachelli&Montolio[22]制定的分类，把来源
于国家职业分类应用的九大职业分成 3 组，如表 1 所示。 

表1 来源于国家职业分类应用的职业级别变量分组。 

职业等级 国家职业分类(CNO) 

高 
1负责人和经理 

2专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中 
3技术人员;基础专业人员 

4会计人员,办公室行政和其他人员 

低 

5服务人员,餐馆饮食人员,安保和售货员 

6农业方面的熟练工人,牧场人员,林业人员和渔业人员 

7工匠和制造业熟练工人和建筑工人 

8机器和设备的操作员和装配工 

9基础工作 

进行这项调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由加泰罗尼

亚地区大学质量体系研究局（以下称为AQU
2）制定的2014

年加泰罗尼亚所有大学毕业人口的就业调差问卷 

从2001年开始，AQU在加泰罗尼亚社会理事会的帮助

下对大学毕业生毕业三年之后的就业状况进行三年一次

的调查活动，以此来了解就业的时间、质量和就业方式以

及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这个 2014 年出版的第五个版本的研究总体是

2009-2010学年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和24个附属中心（比

前一版多出两个附属中心）的毕业生的总和，即31279人

次。样本总数是17337位毕业生，占总体人数的55%，抽

样误差范围为0.51%
3
 [24]. 

然而这个统计研究的范围是由巴塞罗那大学共计

7759位毕业生组成的，研究该校法律系的917名毕业生与

其他院系学生的不同。二者的样本分别是3076人和349人

（图表2）。 
 

 

                                                             

1在社会现象当中Cramer V系数代表的关联力达到了0.6 

2加泰罗尼亚地区大学质量体系研究局,是推动和促进加泰罗尼亚大学

教育质量的主要机构具有对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大学和高级教育中

心范围内针对质量的评估、确认和委托的目标. 

32014年第五版的调查问卷的总体、样本、回答比率和样本误差的数据

均被展示于A附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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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总体,样本,回答的百分比法律系的样本误差范围。 

学位 总体 样本 回答的百分比 样本误差 

公共行政管理 58 37 63,79% 9,78% 

工作关系 256 97 37,89% 7,86% 

犯罪学 122 68 55,74% 7,94% 

法律 435 114 26,21% 7,89% 

政治科学 46 33 71,74% 9,17% 

总和 917 349 38,06% 8,87% 

 

4．结果 

4.1.就业,失业和不工作 

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着重研究了大学毕业生与就业市

场的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类型。通过对正在进行有偿工作

的、目前失业正在寻找工作的以及处在职场范围之外的

毕业生们的逐渐了解，一个整体性观点均衡的概括了毕

业生目前的就业程度和状况。 

巴塞罗那的毕业生在毕业三年之后的就业程度被认

为是非常高的，因为83%的学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关于

失业率，是成降低趋势的，因为只有12%的毕业生失业，

每2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不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处于

就业市场之外的（既不工作也不寻找工作）。在法律系和

其他院系毕业生中，这些数据都是相似的。正如图表3所

体现的那样，尽管这样，在两组数据里并不存在一个重要

的差异。 

表 3 巴塞罗那大学所有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工作状况 
2014年 

法律系 其他院系 总和 Chi-Square Cramer V系数 

目前工作情况       2,315a(0,314) ------ 

就业 299 85,70% 2.545 82,70% 2.844 83,00%   

失业 34 9,70% 385 12,50% 419 12,20%   

不工作 16 4,60% 146 4,75% 162 4,70%   

失业状况       2,247a(0,134) ------ 

未失业 315 90,30% 2.691 87,50% 3.006 87,80%   

失业 34 9,70% 385 12,50% 419 12,20%   

 

4.2.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和其他院系毕业生的工

作条件的区别 

在这一章里通过以下变量可以了解到正在工作的毕

业生其工作条件的质量水平：工作合同类型，工作时间类

型，职业级别，月收入以及所从事的工作与受教育水平的

合适性（图表4）。关于工作合同类型，在巴塞罗那大学

所有正在工作的毕业生之中，有多于一半的人表明拥有固

定合同，同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临时合同。自主就业占

毕业生的10%，实习生的比例很少（5%），无合同就业的

比例更加微不足道。 

表4 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和其他院系毕业生的工作条件的区别。 

工作状况 
2014年 

法律系 其他院系 总和 Chi-Square Cramer V系数 

性别       27,567a(0,000) 0,104(0,000) 

女性 163 54,5% 1.178 70,3% 1.341 60,0%   

男性 136 45,5% 757 29,7% 893 40,0%   

工作合同类型       66,720c(0,000) 0,153(0,000) 

固定 199 66,8% 1.279 50,3% 1.478 52,0%   

临时 43 14,4% 865 34,0% 908 32,0%   

自主就业 49 16,4% 237 9,3% 286 10,1%   

实习生 6 2,0% 128 5,0% 134 4,7%   

无合同 1 0,3% 34 1,3% 35 1,2%   

工作时间类型       38,778d(0,000) 0,120(0,000) 

全职工作 252 86,0% 1.652 68,4% 1.904 70,31%   

兼职工作 41 14,0% 763 31,6% 804 29,7%   

职业等级       26,578a(0,000) 0,0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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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况 
2014年 

法律系 其他院系 总和 Chi-Square Cramer V系数 

高 172 51,2% 1.913 65,1% 2.085 63,6%   

中 112 33,3% 743 25,3% 855 26,1%   

低 52 15,5% 284 9,7% 336 10,3%   

月收入       32.259c(0,000) 0,110(0,000) 

一千 82 30,0% 1.116 46,3% 1.198 44,6%   

二千 103 37,7% 807 33,5% 910 33,9%   

高于二千 88 32,2% 488 20,2% 576 21,5%   

所需要的       21,911d(0,000) 0,088(0,000) 

非大学功能 105 35,1% 582 22,9% 687 24,2%   

大学功能 194 64,9% 1.963 77,1% 2.157 75,8%   

 
比较法律系与其他院系的毕业生，法律系的拥有固定

合同和自主就业合同的毕业生数量占优势。在第一种情况

下，法律系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拥有固定合同，而其他院

系拥有相同类型合同的人只占50%。在第二种情况下，16%

的法律系毕业生自主就业，而其他院系自主就业的比例只

有9%。巴塞罗那其他院系的毕业生的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

34%的人有临时合同，5%的实习生和1.3%的无合同工作者。 

其次，通过区分全职工作的和兼职工作的毕业生来分

析工作时间这个变量。正如我们在图表4所看到的，在巴

塞罗那大学所有毕业生当中有70%的人是全职工作，而从

事兼职的只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关于工作时间的类型，通过观察到的法律系毕业生全

职工作的人数比例是最高可以看出法律系与其他院系的

毕业生相比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法律系毕业的人

的86%正在从事全职工作，而其他院系的学生只占68%。相

反的，从事兼职工作的情况在其他院系的毕业生当中更加

普遍：兼职比例为三分之一。 

紧接着，通过毕业生职业等级的评估来对就业质量

的数据分析，在巴塞罗那其他院系毕业生中展示出一个

清晰的优势。这个差异尤其体现在越高的等级当中，但

是当然，也体现在越低的等级之中。首先，法律系50%

的毕业生从事高级别工作，而其他院系有三分之二的人

处于相同情况。其次，低成绩的在法律系毕业生当中的

出现率是15%，而在其他院系里只有9%。 

月收入同样也是衡量分析工作条件质量的指标。可以指

出的是在所有已毕业的工作者中，月收入在1千欧元左右的

将近占总人数的一半（45%），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月赚2

千欧元左右，最后，那些月工资更高的人的比例为22%。 

在比较法律系和其他院系毕业生的收入情况时，可

以发现在两组中存在着不一样的分配情况，法律系学生

的收入形势是更有利的。其他院系毕业生大概有一半的

人（46%）月收入最低（每个月大概在一千欧元左右），

而法律系的比例较其低了16个百分点（30%）。相反的，

法律系有大概70%的毕业生的月收入达到了平均值（2000

欧元）或高于平均值（多于2000欧元）,而其他院系的人

只有54%达到相同水平。 

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可以用来解释就业质量的重要因

素是所从事的工作是否与其受教育水平相符合。换句话

说就是拥有本科学历这个事实。这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

关系，因为76%的巴萨罗那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职能与

其大学文凭是相一致的。但是与其他院系的毕业生相比，

法律系的学生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情况中。65%的法律系

学生正在从事的工作与他们的专业有关系，而其他院系

的人数比例则达到了76%。 

4.3.父辈的教育水平(法律系和该校其他院系) 

个体的社会出身是对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产生影响的

一个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阶层，职业等级，或者父辈的

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子女的大学学习程度以及学历类型方

面产生作用。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根据父辈的受教育水平来展示毕

业生的社会出身（图表5）。所得到的结果表明巴塞罗那大

学67%的毕业生的父母拥有中级或者高级的教育水平，而剩

下的三分之一的学生，他们的父母的教育水平为初级。 

通过观察毕业于法律系和其他院系的学生的数据可

以发现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 

针对于法律系毕业生同样也分析了父辈受教育水平

与毕业生本身性别（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关

系并不十分重要，两者均为独立存在的。 

表5 毕业生父母的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 

父母教育 
2014年 

法律系 其他院系 总和 Chi-Square Cramer V系数 

初级 128 37,0% 1.009 33,0% 1.137 33,4% 4,961a(0,084) ------ 

中级 106 30,6% 876 28,6% 982 28,8%   

高级 112 32,4% 1.176 38,4% 1.288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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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属关系的研究 

接下来展示从属关系的分析结果。（图表6）因变量

是工作者的年收入。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比较两组的结

果：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和该校其他院系的毕业生

（法律系的毕业生占该校总体毕业生的10.2%）。 

第一个我们应该说明的是巴塞罗那法律系的毕业生

与该校其他院系的毕业生之间存在差异。在法律系毕业生

收入方面产生影响的特点是以下几条: 

a 女性收入少于男性收入。 

b 一固定合同工作的收入要高于以临时合同工作的人，

自主就业的收入要更少于前两者。 

c 全职工作的收入高于兼职。 

d 从事大学职能的工作的人的收入要高于从事非大学

职能的人。 

e 根据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并没有发现子女在职业等级

方面重要的不同。 

f 在巴塞罗那大学其他院系毕业生的收入中产生作用

的特点，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综合概括: 

g 女性比男性的收入少。 

h 拥有固定合同的人的收入多于拥有临时合同的人，但

是拥有其他种合同的人与有临时合同的人收入没有

区别。 

i 从事全职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从事兼职工作的人。 

j 进行具有大学职能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从事不具有

大学职能工作的人。 

k 在职业等级方面，从事中级或者高级的人的收入高于

从事低级别的人。 

l 父母具有中级教育水平的子女收入低于父母教育水

平为低级的子女收入，最后，针对父母学历高低的比

较，在毕业生的收入方面没有发现重要的差异。 

表6 毕业生的就业(法律系和其他院系)根据年收入状况。 

自变量 

法律系的毕业生 

非标准化系数 典型化系数. 
t 有意义的 

B 标准误差 Beta 

(Constant) 13668,9 1882,2 
 

7,3 0,00 

性别:男性(*) 
     

女性 -5526,1 941,8 -0,3 -5,9 0,00 

合同:临时的(*) 
     

固定 3588,1 1183,0 0,2 3,0 0,00 

自主就业 -3507,7 1644,5 -0,1 -2,1 0,03 

其他或者无合同 -1680,1 4715,0 0,0 -0,4 0,72 

工作时间:兼职(*) 
     

全职 8711,7 1321,5 0,3 6,6 0,00 

进行的功能:非大学的(*) 
     

大学的 3622,0 1130,8 0,2 3,2 0,00 

职业等级:低(*) 
     

中 -2759,7 1435,3 -0,1 -1,9 0,06 

高 -1632,5 1512,1 -0,1 -1,1 0,28 

父母的教育水平:初级(*) 
     

中级 523,2 1105,7 0,0 0,5 0,64 

高级 197,4 1135,6 0,0 0,2 0,86 

R2修改的:0,327  

n=301毕业生  

因变量:年收入(范围的中点) 

表6 继续。 

自变量 

其他院系的毕业生     

非标准化系数 典型化系数.  
t 有意义的 

B 标准误差 Beta 

(Constant) 8040,4 551,8  14,6 0,00 

性别:男性(*)      

女性 -2489,9 292,5 -0,1 -8,5 0,00 

合同:临时的(*)      

固定 3768,6 288,0 0,2 13,1 0,00 

自主就业 719,2 503,1 0,0 1,4 0,15 

其他或者无合同 -1700,4 975,4 0,0 -1,7 0,08 

工作时间:兼职(*)      

全职 7006,5 295,9 0,4 23,7 0,00 

进行的功能:非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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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其他院系的毕业生     

非标准化系数 典型化系数.  
t 有意义的 

B 标准误差 Beta 

大学的 3607,6 340,3 0,2 10,6 0,00 

职业等级:低(*)      

中 1498,7 508,9 0,1 2,9 0,00 

高 2369,9 487,6 0,1 4,9 0,00 

父母的教育水平:初级(*)      

中级 -959,4 333,6 -0,1 -2,9 0,00 

高级 -18,4 313,9 0,0 -0,1 0,95 

R2修改的:0,359      

n=2633毕业生      

因变量:年收入(范围的中点) 

 
5．结论 

这篇文章展示了通过区分巴塞罗那大学法律系与其

他院系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程度，工作条件、家庭

的社会出身以及父辈的受教育水平等方面进行的一个比

较分析。 

一些重要的发现表明了在两组中高就业率的相似性：

五分之四左右的毕业生拥有工作。 

然而在法律系毕业生和其他院系毕业生之中针对工

作条件质量方面依然出现了重要的差异。在以下方面法律

系毕业生的工作条件具有更大的优势：具有更大的工作稳

定性，全职工作率和收入都是更高的。然而，其他院系毕

业生在职业等级方面更占优势，并且工作职能与大学教育

水平的协调性也更高。 

对于父辈的教育水平，在两组（法律系和其他院系）

中的关系并不重要，同时也不认为在法律系学生中与性别

变量的关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如我们在理论框架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一般情况

下，青年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大学教育，尽管不

能解决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所有问题，但可以提高年轻人

口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程度以及改善其工作条件。 

针对巴塞罗那大学毕业生的具体情况，通过从属关系

的分析，在就业方面展现出众多相似性，男性工作者、具

有固定合同的、从事全职工作的以及其工作是进行大学职

能的工作者都会有高额收入。最后，对于社会出身，正如

我们在理论章节看到的那样，并不存在父母学历越高则子

女收入水平越高的关系，因此，当研究就业市场的收入状

况时，社会出身的影响没有再一次在巴塞罗那大学毕业生

中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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