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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了从 8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我国青年学生择业标准的变迁及其原因
。

同

时
,

探讨了不同职业兴趣类型的人在职业价值观上的异同
。

从而揭示了环境的变化及职业兴

趣类型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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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价值观间题一直是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

特别是近 20 年来
,

更受

社会学家
、

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的重视
。

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家
、

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价值

观的横 向比较
,

来寻找和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

其中
,

最引人注 目的是关于儒家

伦理对近代东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作用的探讨 [l, ’〕
。

另外
,

他们还通过不 同时代人们价

值观的纵向分析
,

来探讨特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与价值观变迁之关系 [3]
。

这使我们看到

了价值观对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
。

另一方面
,

价值观对个人的一生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
。

选择职业是人生 的一大课题
,

更是青年 的一大就职抉择
。

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的体

现
,

就是
“

职业价值观
” ,

也可称之为 择业观
。

它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和态度
,

或是

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取向
。

早期研究者 S u pe r 于 19 5 7 年提 出了 15 项职

业价值观的内容
。

O
’

C on n o r 和 瓦n n

anc
e 于 196 1年将其缩减为独立性和多样化

、

工作条件

和同事
、

社会和艺术
、

安全和福利
、

名望及创造性等 6 个向度
。

19 82 年 L arc
e be au 则抽取 了

名望
、

利他
、

满意
、

个人发展等 4 个因素
。

这些都是对职业价值观的内部因素结构进行了探

讨
。

人们在选择职业时
,

个人 的择业标准以及对具体职 业的评价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职

l) 本文初稿收到日期
: 19 9 8{ 9{ 8 ,

修改稿收到日期
:
19 98 一 1 1一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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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观
。

在这方面
,

我国学者也作 了不少探讨
。

80 年代初
,

金一鸣[4] 对上海中学生的调

查发现
: “

发挥个人特长
”

和
“

有社会贡献
”

是 择业 的首要标准
。

冯伯麟
.

对北京 89 2 名中学

生的调查发现
: “

能充分发挥 自己的全部能力
” 、 “

与 自己兴趣一致的工作
” 、 “

能从事得到乐

趣的工作
” 、 “

与 自己的性格相适应
”

和
“

能实现 自我价值
”

等五项标准排在前面
。

台湾的何

国全
‘ ’

曾对大 陆青年 选择职 业时最重视的决定 因素进行 了调查
,

其顺序是
“

发挥个人特

长
” 、 “

经济收人
” 、 “

社会地位
”

和
“

轻松自由
” 。

另外
,

1994 年北京电视台对大学生与三资企

业双向选择洽谈会的采访调查表 明
,

部分大学生择业的首要标准是
“

发挥所学特长
” ,

其次

是
“

优厚的收人
、

福利待遇
” 、 “

良好的工作环境
”

以及
“

晋升发展的机会
” 。

与此同时
,

台湾

的黄国隆也对三资企业的中国职工 的工作价值观进行了调查 [5]
。

从这些不 同时期的择业

价值观的调查中
,

我们可 以明显地看到
,

随着 时代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经济 的发展
,

我国青

年和学生的择业标准也在不断改变
,

从过去单纯着重
“

实现 自我价值
”

到现在 的 自我发展

与物质利益并重
,

从而反映了他们在职业价值观方面的变化
。

本研究 的目的有二
:

一是在研制适合我国学生用的
“

H o l lan d 式 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的

同时
,

探讨我 国青年学 生的职业价值观的内部结构
,

以考察 90 年代 中期我 国青年学生职

业价值观 的变化情况
;
二是探讨一下不 同职业兴趣类型的人

,

在职业价值观上有何异 同
,

以及它们对择业标准会有什么影响
。

2 方法

2. 1 研究工具

采用作者所研制的
“

Ho n a n d 式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16一 9] 对被试进行职业兴趣分类

。

另

外
,

根据文献资料
,

筛选出 22 条职业价值观条目作为被试择业的评判标准
。

2. 2 被试

抽取 6 所大学 8 类科系共 4 08 名大学生作为被试
,

男 205 名
,

女 203 名
。

2. 3 步骤与程序

( l) 让被试对职业价值观的每个条目
,

在其选择职业时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

按 5 等级

记分
。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

根据 22 条价值观项目评价结果对职业价值观进行分类
,

以考

察我国青年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的因素结构
。

(2) 要求被试对各职业价值观条目在其择业上 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

(3 ) 比较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被试在职业价值观项 目重要性排序上的差异
。

3 结果

3
.

1 职业价值观的因素结构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
,

经陡阶法检验
,

22 条职业价值观项 目被分成三个主成分因素
。

第一主成分包括
:

容易成名成家 (V 19 )
,

工作单位知名度高 (V 1 4)
,

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 冯伯麟
.

中学生职业选择中的主要因素
.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19 87
。

** 何国全
.

大陆员工价值观与台商管理行为的互动—地区次文化差异研究
.

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学研究所

硕士论文
, 19 9 4.



344 心 理 学 报 31 卷

(V 6)
,

工作单位级别高 (V 2 1)
,

有较高的经济地位 (V 2 0 )
,

晋升机会多 (V 12)
,

有出国机会

(V S )
,

工作单位规模大 (V 1 5 )
,

工作单位在大城市 (V 2 2) 等内容
。

这些项 目基本上都与声

望地位有关
,

可以称之为
“

声望地位
”

因素
。

第 二主成分包括
:

有可靠 的劳保
、

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V S)
,

职 业稳定 (V 3 )
,

福利好

(V 2)
,

能解决住房和两地分居 (V 1 3 )
,

职业环境优雅 (V g )
,

收人高 (V I) 等内容
。

这些项 目

内容都与工资收人
、

福利待遇及生活水准等物质利益保障有关
,

故称之为
“

保健
”

因素
。

第三种成分包括
:

符合 自己的兴趣爱好 (v 10 )
,

所学专业能派上用场 (V 1 6 )
,

能充分发

挥 自己 的才能 (V 7)
,

机会均等
、

公平竞争 (V l l )
,

上下班交通便利快捷 (V 1 7)
,

自主性大
、

不

受 约束 (V 18)
,

能提供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 (V 4) 等
。

这些项 目的内容基本上都与个人才

干的发挥和发展有关
,

故称之为
“

发展
”

因素
。

结果列于表 1
。

F I声望地位因素

内容

易成名成家

单位知名度高

较高社会地位

单位级别高

较高经济地位

晋升机会多

有出国机会

单位规模大

单位在大城市

职业价值观项目的主成分分析

F2 保健因素 11

负荷量

表1

项 目 负荷量

内Jt z今j,石, .孟00On7
.

了O‘U‘U亡、�4凡」.

……
n�no八Un000 7 5

0
.

7 2

0
.

6 9

0
.

6 9

0
.

6 6

0
.

5 8

内容

有劳保
、

医疗
、

退休金

职业稳定

福利好

有住房能解决两地分居

职业环境优雅

收入高

负荷量

V16v7Vll柑V18V4
0 7 3

0
.

7 2

0万5

0
.

5 2

0
.

5 0

F3 发展因素

内容

符合兴趣爱好

学以致用

能发挥 自己才能

机会均等
、

公平竞争

交通便利快捷

自主性大
、

不受约束

能提供受教育机会

VSV3vZV13Vgvl
竺vlgvl4v6V21V20vlZvsvlsv22

3. 2 对职业价值观项目重要性的排序结果

1 2
.

1 全体被试及男女被试的排序

每一个职 业价值观项 目都被分成
“

很重要
、

重要
、

有些 重要
、

一般
、

不太重要
”

五个等

级
。

每个被试根据 自己的情况
,

判断在选择职业时是如何考虑各个项 目之重要性的
。

排序

结果示于表 2
。

表2 职业价值观项目的重要性排序

被 试 人 数 项 目 的 排 序

全体 4 0 8 V 7
, V 10 , V l l , V I , V 4 , V 16 , V Z , V 13

,

V 1 8
,

V 2 0 ,
V 3 ,

V 6 , V g , V S , V 12 , V 2 2 , V 17 , V 14 , V S , V Z I , V 1 9 , V 1 5

男 2 0 5 V 7 , V 10 , V l l , V I , V 4 , V 13 , V 2 0 , V 18 , V 16 , V Z , V 6 ,

V 3 , V g , V 12 , V S , V 2 2 , V 17 , V 14 , V S , V 19 , V ZI , V 1 5

女 2 0 3 V 7 , V 10 , V l l
, V I , V 4 , V 16 , V Z , V 3 , V 18 , V 13 , V g ,

V 2 0 , V 6 , V S , V 17 , V 2 2 , V 12 , V Z I , V 14 , V S , V 15 , V 1 9

从表 2 可 以看到
,

无论是全体被试还是男女被试
,

他们认为最重要 的前 5 个项 目不仅

项 目内容一致
,

而且重要性的排序也完全一致
。

由此可知
,

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
,

首先考

虑的择业标准是
:

能充分发挥 自己 的才能 (V 7)
,

符合 自己的兴趣爱好 (V 1 0)
,

机会均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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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竞争 (V l l )
,

收入高 (V l )
,

能提供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 (V 4)
。

在这 5 项 中
,

除 V l( 收人

高 )是
“

保健
”

因素外
,

其余 4 项均为 自我
“

发展
”

因素
。

同时
,

我们还可看到
,

无论是全体被试还是男女被试
,

他们认为最不重要的 5 个项 目
,

在 内容上也都一样
,

只是在排序上略有差异
。

由此可知
,

我国大学生在择业时最不看重 的

是工作单位规模大 (V 1 5)
,

易成名成家 (V 19)
,

单位级别高 (V 2 1 )
,

有 出国机会 (V S)
,

单位

知名度高 (V 14)
。

这些项 目都属
“

声望地位
”

因素
。

由上述结果可见
,

如今的大学生在择业时
,

已不再看重虚名
,

而更注重是否有利于个

人的发展
,

同时也看重经济收入 的高低
。

3. 2. 2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者的职业价值观项目排序

根据
“

Ho lla nd 式 中国职业兴趣量表
”

的测验结果
,

将全体被试分成六类
,

再将这六类

型 的人对职业价值观项 目的重要性排序结果进行整理
,

选出最重要 的 5 个项 目和最不重

要的 5 个项 目进行比较
,

结果列于表 3
。

表3 不同职业兴趣类型者的职业价值观项目排序

兴趣类型

R 实务型

1
.

研究型

A
.

艺术型

5
.

社会型

E
.

企业型

C
.

常规型

人数 最重要的五项 最不重要的五项

V 10 ,

V 10 ,

V 10 ,

V 10 ,

V 10 ,

V 10 ,

V 1 1 ,

V 1 1 ,

V I , V 13 ,

0,、

4,一l,一V lVVVVV 16 ,

V I
,

V 1 1
,

V 1 1
,

V 4
,

V I
,

V 1 1
,

V I
, V 1 1

,

V 1 5
,

V 19 , V S , V 14 , V Z I

V 1 5 , V 19 , V 14 , V Z I
,

V 17

V 1 5 , V 19 , V S , V Z I , V 14

V 1 5 , V 19 , V S , V Z I , V 14

V 1 5 , V 17
,

V Z I , V 19 , V 14

V 15
,

V 19 , V S , V Z I , V 14

�了
.

气尹门尹勺
护叮才,了l VVVVVV内、

76ZQ
声一/乙曰n7气�了h气口

由表 3 可知
,

六种职业兴趣类型的人在最重要的职业价值观项 目的一致之处是
:

都看

重
“

能充分发挥 自己的才能
”

(V 7)
, “

符合 自己的兴趣爱好
”

(V 10)
, “

机会均等
,

公平竟争
”

(V l l) 等三项发展因素
。

另外
,

除了
“

研究型
”

之外
,

其余五种类型的人都把
“

收人高
”

(V I)

作为最重要 的择业条件之一
。

同时
,

我们还可看到
,

他们都不看重工作单位规模大 (V 15)
,

易成名成家 (V 19)
,

工作单位级别高 (V Z I )
,

工作单位知名度高 (V 14)
。

这些均属
“

声望地

位
”

因素
。

六种类型者的职业价值观 的不 同点是
:

实务型和常规型的人在最重要的项 目中都看

重
“

保健
”

因素
“

有住房
”

(V 13 ) ; 艺术型的人看重
“

保健
”

因素
“

福利好
”

(V 2) ;
社会型的人看

重
“

发展
”

因素
“

提供再教育机 会
”

(V 4) ; 企业型的人最看重
“

声望地位
”

因素
“

有较高的经

济地位
”

(V 2 0) ; 而研究 型的人看 重的都是
“

发展
”

因素
“

所学专业能派上用场
”

(V 16)
, “

能

提供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
”

(V 4)
。

4 讨论

4
.

1 我国青年学生择业的价值观变化

将本研究的结果与 80 年代初期 [4] 和 中期冯伯麟的研究结果相 比较
,

就可发现
,

80 年

代选择职业最重要 的标准几乎都是 为了满足
“

自我实现需要
”

的
“

发展
”

因素
。

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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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表明
,

9 0 年代 的大学生在看重 自我发展的 同时
,

也将
“

保健
”

因素列为择业的最重

要条件
。

此结果与 1994 年北京 电视台的采访调查结果及台湾何 国全的问卷调查结果一

致
。

这一变化反映了我 国社会体制 改革所带来的人们观念上的变化
。

由于
“

铁饭碗
”

被

打破
,

职业的稳定性发生了动摇
,

用人制度
、

工资制度
、

住 房制度
、

医疗保险和退休制度的

改革
,

迫使人们 选择职 业时除了重视 自身的发展
,

还得考虑
“

保健
”

因素
。

尤其是 在 目前

多数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
,

青年人在择业观上出现变化是 自然

的
。

正如恩格斯所指的那样
: “

人们首先必需 吃
、

喝
、

住
、

穿
,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
、

科学
、

艺术
、

宗教等等
”
[1 0]

。

我 国青年学生择业价值观的另一突出变化
,

就是以前人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往往看

重工作单位级别
、

地位
、

知名度
、

规模大小 以及是否容易成名成家等
,

而现在这些都被列人
“

最不重要
”

的位置
。

从某种意义上看
,

这也许并不是坏事
。

因为它有利于人才流动
,

有利

于各行各业的发展
。

究其原 因
,

还得从需要理论来分析
。

过去
,

在工资待遇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

人们不 可

能满足更高的物质需求
,

于是只有追求
“

声望
、

地位
” ,

以满足他们的
“

尊重需要
” 。

而今
,

这

些 有
“

声望
、

地位
”

的单位大多都
“

捉襟见肘
” ,

难以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
“

物质需要
” 。

在
“

金钱不是万能的
,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

社会环境下
,

没有经济地位
,

也就没有社会地

位
。

所以
,

那种
“

大
”

却
“

穷
”

的单位 已不再是青年学生所 向往 的工作单位
。

这也反映了 90

年代的青年学生 已不再追求
“

虚名
” ,

而更加讲究
“

实利
” 。

4. 2 关于不同职业兴趣类型者的职业价值观的差异

以上 的讨论是 就全体被试样本而言 的
。

若就不同职 业兴趣类型的人而言
,

本研究的

结果表 明
,

他们在职业价值观上既有共 同点
,

又有差异之处
。

其共 同点基本上反映了
“

全

体
”

被 试样本的倾向
,

而差别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
“

类型
”

的特征
。

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
,

实务型和常规型的人在职业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

没有什么区别
。

艺术型与前两种类型

基本一致
,

而社会型较重视某些
“

发展 因素
” ,

企 业型却更重视一些
“

声望
、

地位
”

因素
。

最

突出的不 同是研究型
。

研究型职业兴趣类型者 的最重要的五个项 目全部都是与个人发展

有 关的项 目
,

没有一项是
“

保健
”

因素项 目
。

这一结果与我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的实

际情况 非常相符
。

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所研制的
“

职业兴趣量表
”

的效度是理想

的
。

4. 3 职业价值观与需要理论

人类行为的动机是需要
。

人们选择职业的 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生的需求
。

因

此
,

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各种人生需要之重视程度 的反映
。

作者认为
,

从人类需要理 论

去看待职 业价值观
,

才能解释我 国的青年学生择业标准的变化和不 同职业兴趣类型的人

在职业价值观上的差异
。

本研究通过对价值观项 目的主成分分析将职业价值观分成三个因素
。

我们发现
,

这

三个因素大致与人们的四类需要相对应
。

即
“

声望地位
”

因素与尊重需要相 对应
, “

保健
”

因素与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相对应
,

而
“

发展
”

因素与 自我实现需要相对应
。

由此可 以看

出
,

职业价值观的因素结构大体与人类的基本需要类型相 一致
,

从而证明了
“

职业价值观

是人们对各种人生需要之重视程度的反映
”

这一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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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 国青年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变迁
,

引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
。

我们可以这

样假设
:
在人们的

“

保健
”

因素有基本保障
,

而且物质待遇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如改革开放

以前我国的情况 )
,

人们的行为 目标往往容易指 向高级的精神需要
。

但如果
“

保健
”

因素得

不到稳定的保障
,

而且又存在着获取更多物质利益之可能性的情况下
,

人们的行为就会向

满足低层次的物质需求方面回归
。

因此
,

人类的行 为并不完全像马斯洛 的
“

需要层次论
”

所描述的那样
,

从低级需要 向高级需要循序上升
。

而且
,

同一时期也不一定就只有一个主

要 的需要支配着人的行为
,

人们的行为 (包括观念 )往往受到其本人的内部因素 (需要
、

个

人特点 )与外部环境 因素 (条件与可能)相互作用的制约
。

单从
“

需要层次
”

理论有时难 以

理解复杂多变的行为现象
。

所以
,

将权变观点
‘

引人人的需要理论
,

方能较好地解释人们

的行为机制
。

这是我们对马斯洛
“

需要层次论
”

的一点修正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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