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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
就业质量指数评价研究

刘 敏 1，陆根书 2，潘炳超 3，李珍艳 2

(1.西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2.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9；3.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本研究选取就业率、离职率、收入水平、专业匹配度、就业满意度 5 个指标，建构了高校本科专业
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并应用对陕西省 53 所高校 41702 名 2017 届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数据，
计算了陕西高校 190个本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指数，进而根据该指数对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
质量进行了分类。研究发现：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且不同本科专业毕业
生在就业率、收入水平、专业匹配度、就业满意度、离职率等方面的差异明显，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不充分、
不平衡的特征显著。 依据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的测度结果，筛选了若干应该鼓励发展或
限制发展的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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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押 This study selects five indicators of employment rate, turnover rate, income level, professional

matching and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and develops the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of college graduat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41702 graduates from 53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study calculates the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of 190 undergraduate majors offered by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and classifies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Shaanxi Province accordingly. Key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overall level of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Shaanxi needs to be improved;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rate, income level, professional matching,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rate between
graduates from different undergraduate majors are significant;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are notably
characterized by inadequacy and imbalance. At last, several undergraduate majors whose development should be
encouraged or limited at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a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押 Employment Quality; Index; Major;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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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努力“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切实推动更高质量的就业，是解
决当前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不充分、不平衡矛盾的重
要举措。 教育部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推动高校
形成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
指出， 要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监测反馈系统，加
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监测与评估。 利用大规模
调查数据， 建构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既
是加强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监测、评估的重要
措施，也是提高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促进高
校本科专业建设、优化本科专业布局的重要手段。

陕西是我国高等教育大省，2017 年陕西高校毕业
生接近 34 万人， 约占我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
4.3%。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的进程中，陕西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质量及其发展态势值得深入研究。 为此，本研究
选取有关指标建构了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
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对陕西省 53 所高校 41702
名 2017 届本科毕业生的调查数据， 计算了陕西高校
190 个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以期深化人们
对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认识，为高校本科
专业毕业生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
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评析

（一）关于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
国外学者或机构对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

许多研究。 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以就业质量为主
要内容的“体面劳动”指标[1]；欧盟委员会创建了“工作
质量”指标[2]；欧洲基金会建立了“工作和就业质量”指
标[3]；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构建了“就业质量”指标体
系[4]。 Olsen等人从外在奖励、内在奖励、工作强度、工作
环境、人际关系、整体工作满意度 6个维度构建了就业
质量主体指标体系[5]；Green 等人从工资、工作期望、内
在工作质量、工作时间质量 4个维度来测量就业质量[6]；
Diazchao等人则强调从内在工作质量、 工作组织和工
作场所的关系、工作条件、外在奖励、工作与生活的平
衡 5个维度测量就业质量[7]。

国内学者对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也进行了许
多研究。 例如，赖德胜等人从就业能力、劳动者报酬、
就业状况、就业环境、社会保护、劳动关系 6 个维度建
构了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对
我国不同地区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评价[8]。 张抗私等人
用就业状况、劳动报酬、就业能力、劳动关系、就业环
境 5个维度的指标，对辽宁省的就业质量进行了测评[9]。
还有一些学者从主客观相结合的维度对大学毕业生
就业质量进行了研究。 例如，柯羽将大学毕业生就业
质量的评价指标概括为薪金水平、 就业地区流向、就
业单位性质 3 个客观性指标与就业满意度、人职匹配
度、职业发展前景 3 个主观性指标[10]；朱钧陶指出大学
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客观指标包括就业率、毕业生
半年内的离职率、毕业一年后的非失业率等，主观指
标包括就业现状满意度、职业指导满意度、专业素质
满意度等[11]。

（二）关于质量指数的研究
质量指数作为一种常用的经济分析方法，已经广

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
了生活质量指数， 并对 34 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指数进
行了测算[12]。任保平等人提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
对中国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和排
序[13]。赵伶俐提出了由规模指数、功能指数、结构指数、
效益指数、主观指数 5 个分类指数组成的高等教育质
量指数[14]。 王战军等人用投入指数、产出指数、结构指
数、国际化指数、满意度指数 5 个分类指数合成研究
生教育质量指数，并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指数进行
了分析[15]。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开发了就业质量指数，
并据此对加拿大的就业质量指数变化趋势进行了动
态监测[16]。 王阳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多
年的就业质量指数作为比较样本，构建了就业质量指
数测评的国际比较框架[17]。 赖德胜等人对我国省级行
政区的就业质量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18]。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就业质量评价、质量指
数构建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
良好基础，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一是在数
据应用方面，使用各类宏观统计数据进行的研究相对
较多，而应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研
究相对缺乏；二是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侧
重于对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进行测算，针对高
校毕业生这一特殊群体就业质量的研究则鲜有涉及；
三是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分析高校毕业生就
业质量各评价指标的基本特征，而对高校毕业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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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差异的比较研究相对欠缺。 有鉴于此，本研
究主要应用陕西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大样本调查数据，
对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进行评价。

三、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构建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以学生为中心”的主

体性原则是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
评价遵循的基本前提。 该原则要求在设计高校本科专
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指标及分析框架时，既要
倾听毕业生的声音，又要反映毕业生的愿景，以实现
通过就业质量指数评价提高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
生就业质量的初衷。

（二）服务性原则
服务学生、学校、国家和社会是开展陕西高校本

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的目的和归宿。 开展
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首先要
为学生合理选择专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提供支持和
帮助； 其次要为促进高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合理设置和调整专业、优化专
业结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增强主动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能力服务；第三
要为国家对高校本科专业实施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
建立健全高校本科专业宏观调控机制、引导高校本科
专业合理定位和办出特色服务；第四要回应社会了解
高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和就业质量的需求，促进社会
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和就业质量评价。

（三）激励性原则
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的

着力点在于激励陕西高校本科专业关注毕业生就业
质量状况，积极引导高校依据就业质量指数评价指标
及时调整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和策略，建立与完善
毕业生就业质量动态反馈与调控机制，以利于形成陕
西高校本科专业合理竞争，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局面，促进陕西高校本科专业的内涵式发展，提升本
科毕业生就业质量。

（四）前瞻性原则
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侧

重于选取监测性指标和预警性指标，以便对陕西高校
本科专业就业质量进行监测和预警，从而有助于教育
主管部门、高校以及社会各界更为直接、客观地了解
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基本特征与发
展前景。

四、研究样本与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陕西省 53 所高校的 2017

届毕业半年后的本科毕业生。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的统
计数据，2017 年陕西省高校共有 339 个本科专业的毕
业生，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覆盖了 314 个本科专业。 基
于对陕西省本科专业就业质量测度的科学性与公正
性原则，本研究选取了被调研本科专业毕业生人数占
本科专业毕业生总人数比重不低于 15%，且被调研本
科专业毕业生人数在 25 个及以上的本科专业， 共计
190个。 调查样本的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

表 1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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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指标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与评析的基础上，依据本科专

业就业质量指数构建与指标选取原则，兼顾科学性与
可操作性，主要选取就业率、离职率、收入水平、专业
匹配度、就业满意度 5 个就业质量评价指标来构建本
科专业就业质量指数框架。 一是就业率。 本研究就业
率的计算公式为： 就业率=已就业本科毕业生人数/需
就业本科毕业生总人数 *100%。 其中，已就业的类型
包括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国内升学、留学、自主创业 5
种。 二是离职率。 本研究调查的离职率主要是指有过
工作经历的本科毕业生（从毕业时到 2018 年 1 月 31
日）有多大比例发生过离职。三是收入水平。本研究调
查的收入是指本科毕业生在接受问卷调查时的工资、
奖金、业绩提成、现金福利补贴等所有的月度折算现
金。四是专业匹配度。本研究依据 Likert式量表编制了
从“非常不匹配”到“非常匹配”6 个等级（分别赋值 1-
6分）的测量题目，调查本科毕业生工作的职业岗位与
个人所学专业的匹配程度。 五是就业满意度。 本研究
依据 Likert 式量表编制了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
意”6个等级（分别赋值 1-6分）的测量题目，调查本科
毕业生对就业单位的总体满意度状况。 然后，根据各
个本科专业在这 5 个指标上的数值和全省平均值之
比，即就业率占比（专业就业率/全省平均就业率）、离
职率占比（专业离职率/全省平均离职率）、平均月收入
占比（专业平均月收入/全省平均月收入）、专业匹配度
占比（专业匹配度/全省平均专业匹配度）、就业满意度
占比（专业就业满意度/全省平均就业满意度）及其权
重来建构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 表 2列出了
陕西省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五个构成指标
的平均数。

表 2 陕西省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
构成指标的描述统计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测算本科专业就业质量

评价指标的权重， 建构本科专业就业质量指数框架。
具体操作步骤为：一是建立递阶层次结构；二是构造

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三是计算判断矩阵的权重向量；
四是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根据选取的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A） 的评价指

标———就业率（A1）、离职率（A2）、收入水平（A3）、专业
匹配度（A4）和就业满意度（A5），建立本科专业就业质
量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

2.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是运用两两重要性程度之比的形式来

表示两个评价要素的相应重要性程度等级。 两两判断
矩阵重要性的标度 aij 共分为 9 个等级：1 表示元素 i
与元素 j 同等重要，3 表示元素 i 比元素 j 稍微重要，5
表示元素 i 比元素 j 较强重要，7 表示元素 i 比元素 j
强烈重要，9 表示元素 i 比元素 j 极端重要，2、4、6、8
表示基于两个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aij=1/aji。

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实现对本科专业毕业生就
业质量评价指标重要性判断矩阵的赋值。 具体步骤如
下：一是将两两判断矩阵重要性的标度及含义匿名发
放给 10 位从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专家或学者；
二是各位专家学者依据标度提出两两判断矩阵重要
性的预测值； 三是将各位专家学者的预测值汇总成
表，经过对比后，再分发给各位专家学者，预测过程经
过三轮反馈，各位专家学者的预测值逐渐趋同；四是
运用几何平均法对各位专家学者的预测评判进行综
合，得到本研究的判断矩阵（如表 3所示）。

表 3 本科专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重要性的判断矩阵

3．判断矩阵权重向量
设本科专业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 A=（aij）

为 n阶矩阵，权重W=（w1,w2,…,wn）T，n=5。 采用算术平均
法计算权重的步骤如下：（1）将判断矩阵 A的每一列向
量进行归一化，得到 B=（bij），其中 。
（2）对 B按行求和得C=（c1,c2,…,cn）T，其中 。

（3）对 C归一化得W=（w1,w2,…,wn）T，其中 。
计算可得W=[0.30, 0.08, 0.30, 0.16, 0.16]T。 这意
味着就业率占比、离职率占比、收入水平占比、专业匹
配度占比、就业满意度占比这五个就业质量指数构成
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30%、8%、3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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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的信息来源于专家们经验性的判断。 因

此，判断信息经过量化后形成的判断矩阵必须进行一致性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保证判别整体合理性的重要前
提。 检验过程如下：（1） 计算一致性指标 CI（Consistency

Index）。 。 其中，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

值。 可作为最大特征值的近似值。 其中，

为 AW 的第 i 个分量， 。 计算可得，
，CI=0.0025。（2）查找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见表 4）。 当 n=5时，RI=1.12。（3）计算一致性比例

CR（Consistency Ratio）。 。 当 CR＜0.10时，认为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应重新构建或修正
判断矩阵。 计算可得 CR=0.0022<0.10，证明本科专业
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评价指标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
一致性。

表 4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五、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测度
与评价

本研究依据本科专业就业质量指数的构成指标
及其权重，对陕西省 190 个本科专业的就业质量指数
进行了测算与排序。 排序依据本科专业“标准化就业
质量指数”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 190 个本科专业分为
12 档：前 2%为 A+，2%～5%为 A（不含 2%，下同），5%～
10%为 A-，10%～20%为 B+，20%～30%为 B，30%～40%
为 B-，40%～50%为 C+，50%～60%为 C，60%～70%为
C-，70%～80%为 D+，80%～90%为 D，90%～100%为 D-。

（一）本科专业就业质量的总体分布状况
就业质量指数排序为 A类的本科专业是： 建筑电

气与智能化、广播电视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法语、信息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软件工程、农业机械
化及其自动化、俄语、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电子科学与技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物联网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这 19个专
业的就业质量高，应优先鼓励发展。 就业质量指数排序
为 D-类的本科专业是：心理学、投资学、音乐表演、文化
产业管理、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园林、财务管理、旅游管
理、物流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植物保护、园艺、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物流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植物科学与
技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编辑出版学。 这 19个专业
的就业质量低，应适度限制发展。

（二）本科专业就业质量指数构成指标的基本状况
（1）就业率：就业率排名前 5%的本科专业是核工

程与核技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非织造材料与
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贸易经
济、矿物资源工程、翻译、地理信息科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平均就业率是 99.52%；就业率排名后 5%的本科
专业是侦查学、音乐表演、劳动与社会保障、艺术与科
技、数字出版、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法学、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境、药学、艺术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平均
就业率是 77.71%。（2）离职率：离职率低的排名前 5%
的本科专业是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核工程与核技术、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生物医学工
程、劳动与社会保障、口腔医学、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信息工程、动物科学，平均离职率是 1.91%；离职率低
的排名后 5%的本科专业是西班牙语、心理学、贸易经
济、财务管理、朝鲜语、工业设计、市场营销、翻译、服
装设计与工程、 编辑出版学， 平均离职率是 43.60%。
（3）收入水平：平均月收入排名前 5%的本科专业是法
语、广播电视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软件工
程、信息工程、西班牙语、网络工程、俄语、农业机械化
及其自动化、德语，平均月收入是 6221.94 元；平均月
收入排名后 5%的本科专业是中医学、 投资学、 教育
学、针灸推拿学、心理学、护理学、小学教育、临床医
学、文化产业管理、药学，平均月收入是 3096.44 元。
（4）专业匹配度：专业匹配度排名前 5%的本科专业是
小学教育、针灸推拿学、口腔医学、学前教育、临床医
学、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水产养
殖学、艺术与科技、物理学，专业匹配度平均得分 5.10
分；专业匹配度排名后 5%的本科专业是物流工程、社
会学、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智能科学与技术、冶金工
程、园艺、农林经济管理、地质学、勘查技术与工程、飞
行器动力工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匹配度平均得
分 2.73分。（5）就业满意度：就业满意度排名前 5%的
本科专业是数字出版、农林经济管理、集成电路设计
与集成系统、侦查学、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法语、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生物工程、信息工
程、戏剧影视文学，就业满意度平均得分 4.53 分；就业
满意度排名后 5%的本科专业是矿物资源工程、 劳动
与社会保障、农业水利工程、地质学、飞行器制造工
程、心理学、药物制剂、植物保护、预防医学、中西医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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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学、音乐表演，就业满意度平均得分 3.54分。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其一，本研究通过就业率、离职率、收入水平、专

业匹配度、就业满意度 5 个指标构建本科专业就业质
量指数，旨在从充分就业、稳定就业、保障就业、匹配
就业、 满意就业等方面考察本科专业就业质量的高
低，以充分发挥就业质量指数的监测、评价功能，有效
提升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

其二，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总体水
平有待提高。 本研究发现，陕西高校不同本科专业在
就业率、离职率、收入水平、专业匹配度、就业满意度
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说明，陕西高校本科专业就
业质量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特征明显。

其三，通过对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
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广播电视
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 19 个 A 类本科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优势明显，应优先鼓励发展这些
本科专业；而心理学、投资学、音乐表演等 19 个 D-类
本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低，应适度限制发展。

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以就业质量指数为基本工具，描述陕西高

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总体特征与分布状况，
及时呈现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不充分、不
平衡特征，为切实破解陕西高校本科专业毕业生就业
问题提供支持。

其二，以就业质量指数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本
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的导向作用，研判应该鼓
励发展的本科专业和适度限制发展的本科专业，为教
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规范本科专业建设、调整本科专业
结构、优化本科专业布局提供数据支持，为高校实现
本科专业的内涵式发展提供数据支持，为学生选择专
业、社会公众关注专业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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