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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照西方关于求职行为的理论构想，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专家分析和探索性施测，编制了大学毕业生求职行为

问卷，并对正式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初步确定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行为问卷的 3 个测量维度

和 14 个题项。问卷各项测量学指标总的表现良好，经过修改可以作为测量大学生毕业生求职行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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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erring to western construction of Job-search behavior, combined with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ert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surveying, construct the questionnaire of college student job-search behavior, The EFA and CFA of the 

questionnaire determined 3 dimensions and 14 items of the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both 

precise enough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sychometric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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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的普及，就业

方式更加多样化，新时代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和就业

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于此同时就业难的问题也

日益凸显。特别是最近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

强大学生就业培训的的条例》，更是说明大学生就

业形势的严峻性已经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就业是民生之本，能否顺利实现就业关系到每

一个毕业生的成才立业，寄托着数百万家庭的希望 

(周济, 2008, http:// www.moe.gov.cn/publicfiles/ business/ 

htmlfiles/moe/moe_1485/200812/42119.html)。作为

就业的重要预测因素，近年求职行为受到了心理学

和管理学的关注。求职行为(job-searching behavior) 

是个体在特定时期一种动态循环的、不断自我调适

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带有强烈特定目的性，并且

同时受到主观意愿驱动的个体行为模式，它起始于

识别就业目标，表现为在行动中为实现就业目标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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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持续性的努力(冯彩玲等, 2011)，有效的求职行为

可以避免盲目性的求职，缩短求职周期，同时大大

增加成功就业的几率(刘永安和赵曙明, 2008)。 

西方对个体的求职行为测量的研究已形成了

多种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以“态度—行为”模型

为基础构建的个体求职行为模型主要有 Fishbein，

Ajzen 的缘由行为理论、Ajzen 提出的计划行为理

论、Feather 主张的期望—价值理论及布兰特(Bryant)

构建的前景理论(刘永安和赵曙明, 2008)。在求职行

为的心理测评中较有影响力的是 Solberg 提出的一

般决策过程模型、Blau 主张的双维求职行为模型和

Schwab 倡导的职业搜寻与选择模型(时金献和侯德

娟, 2006)，而 Kanfer 等(2001)在对上述三种模型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求职行为可在“频率—强

度”，“内容—性质”，“短期—长期”等 3 个维度上

进行心理测量。如研究者需要探求求职者如何才能

更有效地找到理想的工作，并给予求职者实用性的

建议，Kanfer 等给出的关于求职行为的定义和测量

维度是更合理的(刘泽文等, 2006)。 

本次研究参照 Kanfer 等(2001)关于求职行为的

理论构想，通过心理测量学的程序编制针对大学毕

业生群体的求职行为的问卷。 

1 被试对象与方法 

在西南大学随机整群抽取 300 人作为被试进行

问卷预测。正测对象来自于西南政法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四所不同类型的

高校，随机整群抽取 500 人为正测被试，回收有效

被试问卷 430 份，有效率为 86.0%。 

2 研究工具及程序 

2.1 求职行为问卷的编制过程 

本次研究的程序是：初步理论构想—开放性问

卷收集备选题项—编制初试问卷—初试问卷试测

—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 

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问卷的信效度。 

2.2 大学毕业生求职行为预测问卷的形成 

参照 Kanfer 等(2001)在“频率—强度，内容—

性质，短期—长期”3 个维度上对求职行为进行心

理测量的观点(刘泽文等, 2006)，结合研究者随机访

谈和专家研讨，并参考国外的问卷，设计拟定出了

由 32 个题项构成的初始问卷。使用 Likert 5 级记分

法，得分越高，说明求职行为越努力。“频率—强

度”维度的测量，设计了 5 道题目用来测量求职频

率，为便于统计分析，采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

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点记分法自评题

项所述求职行为的频率。另设计了 7 个题目，用来

测量求职行为的强度。根据求职行为的内容确定

“内容—性质”维度，同时依据正式性，将求职行

为分为：正式求职和非正式求职。“短期—长期”

设计了 6 道题进行测量。为了解被试求职内容

(具体求职方式)、求职性质(自主 /求助) ，初始

问卷中设计了 14 个题项。  

2.3 问卷的施测  

为考察问卷结构并筛选项目，先进行预测。发

放初始问卷 300 份，收回 275 份，剔除无效问卷 16

份，获得有效问卷 259 份。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

修正题项后确定问卷结构，再进行正式测试，确定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2.4 数据处理  

先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再用

Amos7.0 软件进行模型拟合检验。 

3 结果 

3.1 因素分析                                                                                                      

3.11 Bartlett 球形检验 

KMO=0.89 达到显著水平，适合因素分析。选

用主成份分析法分析，同时使用最大变异法进行正

交旋转。 

基于数据分析的结果，综合考虑问卷整体的结

构，删除部分负荷值低于 0.30 和在不同因素上表现

出较高负荷值的题项，共删除 5 个。 

经项目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筛选，共删除

18 个题项，确定 14 个题项的大学生求职行为正式

问卷。 

3.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发出正式问卷 500 份，剔除不合格及试误题不

一致的，最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430 份，有效数据 418

份。用所得数据对保留的 14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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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求职行为求职实践分量表”因素分析结果摘要 

题项变量及题目 最大变异法直交转轴后的因素负荷量 共同性 

 频率—强度 内容—性质 长期—短期  

A13 0.748   0.625 

A6 0.645   0.474 

A9 0.576   0.391 

A1 0.558   0.422 

A5 0.535   0.368 

A7 0.498   0.453 

A2  0.7  0.538 

A10  0.632  0.513 

A11  0.52  0.353 

A8  0.497  0.432 

A12  0.495  0.339 

A4   0.877 0.386 

A3   0.836 0.718 

A14   0.621 0.545 

特征值 2.728 2.342 1.864   

解释变异量 23.487 17.732 11.612  

累积解释变异量 23.487 41.219 52.831  

 

根据对问卷进行碎石图分析(图 1)并计算各个

项目的共同度、负荷值以及各因素的特征值、贡献

率 (表 1)，将问卷确定为 3 个因素，从图 1 中折线

走势也可以看出，提取 3 个因素是比较合适的。同

时，5 个因素的累计贡献率为 52.831%，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 

 

 

 

 

 

 

 

图 1 碎石图分析 

3.2 正式问卷信度分析                                                              

3.21 信度检验 

本次研究以 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正式问卷

进行信度检验，问卷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α值为

0.83，三个维度的 α值分别为频率—强度：0.798，

内容—性质：0.757，长期—短期：0.671，总体上

有良好的信度。 

3.22 效度检验 

3.221 内容效度 

本问卷在参阅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确立了维度

构想，在 4 所高校发放了 140 份开放式问卷，并进

行了个别访谈之后，再根据已有的量表的题目，编

制了 31 个题目，后由专门研究就业、职业方面的

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讨论，修订而成，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 

3.222 结构效度 

对各维度之间和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2)，三个维度之间呈现中等偏低的相关，说明各

维度之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而同时，各个维度内

总分与问卷所有题项相加的总分之间的相关都大

于 0.7，显示出中等偏高的相关，说明各维度题项

都是围绕着问卷统一的主题编制的，可以较好地反

映问卷所要测量的求职行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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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因素之间的相关 

r 频率一强度 内容—性质 长期—短期 

频率一强度 1.00   

内容—性质 0.26 1.00  

长期—短期 0.31 0.41 1.00 

总问卷 0.78 0.81 0.72 

 

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3 所

示，卡方自由比介于 2.0 和 3.0 之间，假设模型和

样本数据的契合度可以接受，RMSEA 低于 0.08

较为理想，除了 CFI 和 AGFI 略低于 0.90 以外，

其他指标较为理想，说明数据与理论假设模型拟

合程度较好。

表 3 模型拟合检验指标 

χ2/ df RMSEA GFI AGFI CFI 

2.78 0.06 0.92 0.894 0.87 

 

综上，从内容效度，因素之间的相关和模型匹

配程度方面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4 讨论 

经因素分析，区分出 3个维度，基本符合Kanfer

的理论构想中“频率—强度，内容—性质，短期—

长期”的三维度的假设，其中，13、6、9、1、5、

7属于频率—强度维度，2、10、11、8、12属于内

容—性质维度，4、3、14属于“短期—长期”维度。

求职“内容—性质”维度中，8，12属于非正式求

职，10，11属于正式求职。 

从各维度间相关情况看，求职短期—长期与求

职强度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非正式求职与求职强

度呈显著正相关，正式求职频率与非正式求职、求

职强度呈显著的正相关。从各维度总分与问卷总体

相关看，各因素总分与问卷总分之间呈显著的正相

关，说明问卷总体上的区分度较好，效度较高，结

构方程拟合分析也说明了问卷结构和理论设想基

本符合，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在问卷的信度方面，总体信度达到0.82，四个

因子中有三个的一致性信度都在0.70以上，表明本

次研究所编制的问卷内部一致性高，性能稳定，符

合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了解大学毕业

生求职行为的心理测量工具。 

5 结论 

此次编制的大学生求职行为问卷，其信度和效

度可靠，可作为大学生毕业生求职行为研究的测量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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