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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畢業生求職行為的影響機制研究 

 

馮彩玲19  張麗華 1  時勘 2 
1 中國人民大學勞動人事學院 2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管理學院 

 

摘要 

 
揭示求職行為影響機制的“黑箱”一直成為心理學、社會學和管理學關注的重點。基

於計畫-行為理論，通過對 836 名高校畢業生的實證研究，考察了求職行為的預測因素

及其作用機制。層次回歸分析和結構方程分析表明，在控制了城鄉和政治面貌兩個人口

統計學變數的效應後，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和主觀支持是

求職行為的有效影響因素，求職自我效能、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和主觀支持對求職行

為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而求職期望則對求職行為具有負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求職意向在求職期望和求職行為、情緒控制和求職行為、主觀支持和求職行為之間的仲

介效果均顯著，在自我效能和求職行為以及人格外傾性和求職行為之間的仲介效果不顯

著。 

 

關鍵字：求職行為、求職意向、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社會支

持。 

 

1. 引言 

社會經濟方式的變化導致我國就業方式發生了重大轉變——由傳統的“統包統

配＂到現代的“自主擇業＂[1],由此而來的大學生就業心理和行為模式的變化成為改革

開放以來中國社會最重大的變革之一，“找工作難＂已是擺在大學生面前的一項嚴峻緊

迫的任務。求職行為是動態的、迴圈的自我調適過程，是一種有目的地、且受主觀意願

驅動的行為模式，它開始於就業目標的識別，進而為實現就業目標付出努力[2]。求職行

為已被證明是預測就業的重要變數[3，4]，然而，在中國期刊網以“求職行為＂為關鍵

字檢索 2009 年以前的實證文章僅有 9 篇（3 篇是關於高校畢業生[5-6]，6 篇是關於失業

群體），基於失業人員求職行為的研究而發展起來的結論未必適用于高校畢業生群體，

因此，探討高校畢業生求職行為的影響因素對於大學生就業輔導和職業生涯規劃具有重

要的理論和現實意義。 

關於求職行為影響因素的研究比較多（Schwab et al.[2]，1987；Kanfer et al.，2001；

時勘等，2001；張淑華等，2008）[7-9]。歸納起來，主要包括兩類因素：個人因素和環

境因素。個人因素包括：人口學變數、人格特質、求職期望、自尊、就業承諾、就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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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求職自我效能、動機控制、情緒控制、知覺到的就業機會、就業狀況（就業或失

業）、職業偏好、培訓和個人能力；環境因素包括：經濟壓力、社會支持、主觀標準、

就業政策和勞動力市場供求狀況。以往國內外實證研究也在嘗試驗證不同的個人因素和

環境因素對求職行為的影響，但研究結果卻不盡相同。本研究在文獻和訪談的基礎上，

擬將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作為個人因素，社會支持作為環

境因素，試圖揭示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是否對高校畢業生的求職行為產生影響以及相互

作用的機理。 

 

2. 研究問題與假設 

2.1 個體因素與求職行為 

求職自我效能是指個體能夠成功表現特定的求職行為，並獲得工作的一種自信

（Wanberg,Watt&Rumsey,1996）[10]。 儘管以往相關研究發現，自我效能與求職行為之

間的關係很弱或不顯著[11]，如宋照禮等[12]對北京市西城區的 366 名失業(下崗) 人員

進行了 8 個月的追蹤研究，結果表明求職自我效能對求職行為無顯著的預測作用，

VanRyn 等也發現類似的結果[13]。但也有實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是預測求職行為的有

效指標[14-17]，只不過自我效能的信念會經由認知的、動機的、情感的和決策的過程引

導出個體不同的行為作用[18]。據此，本研究預期，高校畢業生的求職自我效能能夠對

求職行為產生積極的影響。 

期望—價值理論(Expectancy-Value Theory)是一種認知-動機理論。這種理論把個體

達到特定目標的動機水準與實現預期目標的期望和對特定目標的主觀價值聯繫起來

（Feather,1982，1990）[19，20]。求職期望與求職行為的關係受到期望-價值理論的支持，

然而以往實證研究結果卻相互矛盾：一些研究表明求職期望對求職行為具有積極預測作

用[21，22]，另一些研究則發現求職期望與求職行為存在負相關[23-24]，馮彩玲等首次

在中國情境下探討了高校畢業生求職期望與求職行為的關係，也發現求職期望對求職行

為有負向的預測作用[17]。為此，本研究假設求職期望對求職行為起負向的預測作用。 

情緒控制是指與求職相關情緒有關的認知、行為與情感[25]。求職行為是一種易受

挫折的活動，大學生要維持較高水準的求職行為，需要不斷集中精力於求職活動，情緒

控制正是這一傾向的體現。時勘等研究發現，情緒控制直接制約著下崗職工的求職行

為，進而影響其再就業的成功率[8]。那麼，情緒控制是否也能積極預測高校畢業生的求

職行為呢？這有待於進一步驗證。 

人格被視為預測個體行為的深層次變數，尤其對內外傾的人格特質研究一直受到學

者們的關注[26]，研究結果也較為一致。相關研究均表明：外傾的人更善於與人溝通交

流，更能有效利用公共資源，使用求職仲介，積極投簡歷和做廣告，通過親戚朋友等求

職方式打聽可能的工作機會，更懂得如何與潛在的老闆溝通等，因而外傾特質的個體更

容易在面試中取勝進而獲得工作機會[6，27]。 鑒於此，本研究預期，人格外傾性有助

於增強求職頻率。 

綜上，對於個體因素與求職行為的關係，本研究假設： 

H1：個體因素（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對求職行為具

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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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境因素與求職行為 

社會支持是人際關係中的支持因素，指個體遇到緊張情境時的一種應對資源。父

母、配偶、子女、集體、社區以及周圍人情感上的關心和支持都屬於社會支持。一般認

為，社會支持從性質上分為兩類[28，29]，一類是客觀支持，這類支持是客觀的、可見

的或實際的支援，包括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和社會網路、團體關係的存在和參與，是客觀

存在的現實。另一類是主觀支持，這類支持是個體體驗到的或情感上感受到的支持，指

個體在社會中受尊重、被支持、被理解而產生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度，與個體的主觀感

受密切相關。對這兩類支持的重要性，不同的學者有不同的看法，多數學者認為主觀支

持比客觀支持更有意義，因為雖然感受到的支持並不是客觀現實，但是“被感知到的現

實卻是心理的現實，而正是心理的現實作為實際的變數影響人的行為和發展＂。 諸多

實證研究表明，社會支持是求職行為的一個重要的預測源，如 Mallinckrodt 與 Fretz(1988)
在對一組較大年齡的男性失業工人的調查發現，社會支持與求職行為之間有顯著相關

[30]；Wanberg(1999)也發現社會支持對求職行為具有預測作用[4]，但張淑華以瀋陽失業

人員為被試，結果發現社會支持的三個維度（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支持利用度）對求

職意向和求職行為的預測作用都不顯著，並將部分原因歸因於中國的面子文化[9]。總起

來說，在各種社會因素中，社會支持對求職行為和就業都有較強的預測作用。因此，本

研究假設： 

H2：環境因素（社會支援）對求職行為具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H2a：客觀支持對求職行為具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H2b：主觀支持對求職行為具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H2c：支持利用度對求職行為具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2.3 求職意向的仲介作用 

求職行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理論是 Ajzen 的計畫-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該理論認為，行為的產生直接取決於行為意向。行為意向表明一個人

執行某種特定行為的動機，反映出一個人願意付出多大努力、花費多少時間去執行某種

行為。行為意向又受社會因素（主體規範）與個體因素（態度和感知到的行為控制）影

響[31]。該理論經常被用來預測各種情境中的意志行為，也被成功地應用於求職和就業

研究中。有關失業下崗人員的實證研究也驗證了該理論模型，即求職意向是求職行為的

最強預測因素，求職態度和主體規範是求職意向的決定因素[13，32，33]，也有研究發

現社會支持對求職意向、求職頻率、再就業率都有最強的預測作用[10]，人格通過求職

意向影響求職行為[6]等。但關於感知到的行為控制對求職意向和求職行為的預測作用卻

存在爭議[34-35]，因此，未來的研究需要對感知到的行為控制力進行更為精確的測量，

並驗證該因素對意向或行為的預測作用[36]。基於計畫行為理論，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3：求職意向在個人因素和求職行為之間起到仲介作用 

H4：求職意向在環境因素和求職行為之間起到仲介作用 

 

 

 

 



 4-38

3. 研究方法 

3.1 被試和取樣程式 

本研究中的求職者—高校畢業生，特指初次進入勞動市場的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

不包括專科畢業生和研究生畢業生。考慮到樣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結論的可推廣性，我們

在取樣時注意到中國東西南北不同的地區、不同類型的學校和不同的專業，然後選取找

工作的、不考研的應屆本科畢業生為被試。在地區方面，我們主要從中國東北、華東、

華南和西北 4 個地區選取瀋陽、煙臺、南京、廣州、西安、蘭州 6 個城市。在學校類型

方面，綜合類院校 3 所，理工類院校 3 所，師範類院校 2 所，財經類院校 1 所，共 9 所

院校。在專業方面，涉及心理學、教育學、工商管理、經濟學、機械設計、電子資訊工

程、電氣工程、交通運輸、文學、新聞、醫學護理等專業。 

本次共發放問卷 1000 份，回收 878 份，其中有效問卷 836 份，回收率 87.8%，有

效率 83.6%。男生 467 人（55.9%），女生 369 人（44.1%）；城市 344 人（41.1%），鄉鎮

219 人（26.2%），農村 268 人（32.1%），未填 5 人（0.6%）；共產黨員 278 人（33.3%），

共青團員 471 人（56.4%），群眾 76 人（9%），未填 11 人（1.3%）。全部資料錄入電腦，

採用 SPSS15.0 和 Amos7.0 進行資料處理。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選擇問卷時主要遵循適合性的原則，儘量援用國內外成熟的問卷。對於國

外的問卷，如求職期望問卷和求職意向問卷，採用標準的翻譯-回譯程式。採用求職期

望問捲進行小樣本預測，對資料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根據結果適當地修改專案表述，

以確保問卷專案通順易懂。 

求職行為問卷。採用 Blau（1994）編制的求職強度問卷（JSI）在中國的修訂版[37]。
該問卷直接測量了具體求職行為的頻率，是求職行為測量中應用最廣泛的問卷，有較好

的內部一致性係數(e.g. .80: Wanberg et al., 1996; .82 and .86: Wanberg et al., 1999)。該問卷

共 12 道題，其中的條目如“搜尋報刊雜誌或海報中的用人資訊＂、“在報紙或公告欄

中登載個人求職資訊＂等。採用利克特 5 分等級量表進行評價，由“1－從不＂到“5－

非常頻繁＂。 

求職自我效能問卷。採用 Lewen 等（2002）編制的的求職自我效能問卷[38]，該問

卷只有一個專案，因為一個專案比多個專案有更高的會聚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和

預測效度。採用 Liket5 分等級量表進行評價，由“1－信心很小＂到“5－信心很大＂。

一個條目為“你對求職工作順利的信心有多大＂。 

求職期望問卷。採用 Maarten Vansteenkiste（2005）等編制的求職期望問卷[24]，採

用 7 點計分，由“1－完全不同意＂到“7－完全同意＂。共 3 個題目，其中 2 道採用反

向計分，分別是：“我對於未來找工作比較樂觀＂、“我對未來找工作沒有期望＂(R)、
“我在面試過程中遭到了很多次的拒絕，以至於我不再期望找到工作了＂（R）。問卷的

a 係數為 0.60。 

情緒控制問卷。採用 Wanberg（1998）編制的情緒控制問卷[25]。共 6 個題目，如

“我容易發火＂，“一想到面試我就擔心＂。採用 5 點李克特量表評價，由“1－沒有＂

到“5－總是＂，分數越高代表控制力越弱。統計時將資料反轉，分數越高代表情緒控

制越強。 

社會支持問卷。採用肖水源（1986，1990）編制的社會支持問卷[39]。測定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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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總分、客觀支援、主觀支援和對社會支援利用度等方面的得分情況。該量表總分為

34.56±3.73，兩個月重測總分一致性 R＝0.92（P<0.01）,各條目一致性 R1-10 在 0.89±0.94
之間，表明問卷有較好的重側信度。本研究結合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對量表中的一些專

案進行了修訂，如第 4 題中的“同事＂改為“同學＂，第 5 題中的“夫妻＂改為“戀

人＂，同時刪除“兒女＂一欄，第 6、7 題的“配偶＂改為“戀人＂，“同事＂改為“同

學＂。 

人格外傾性量表。採用艾森克等人編制、陳仲庚主持修訂的成人 EPQ 版本中的 E
分量表。EPQ 是一種有效的人格測量工具，對分析人格的特質或結構具有重要作用。目

前，已被廣泛應用於心理學研究與實際應用、醫學、司法、教育、人才測評與選拔等諸

多領域。EPQ 是一種自陳式人格量表，E 分量表有 21 個條目，主要測量性格的內外傾

向。每一題都對應著“是＂或“否＂兩個備選答案。 

求職意向問卷。採用 Vinokur 等（1987）編制的求職意向問卷[32]。該問卷包括 2
道題，“下個月您準備花多大力氣去找工作＂、“下個月您有多大可能花很大力氣去找

工作＂。採用利克特 5 分等級量表進行評價，由“1－不花力氣＂到“5－很大力氣＂。

van Ryn 和 Vinokur(1992)測得的量表一致性係數為 0.80。 

控制變數。在所有的統計分析中，控制了畢業生的城鄉和政治面貌。 

 

4 研究結果 

4.1 各研究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相關係數和信度係數 

表 1 列出的是各研究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相關係數和信度係數。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的內部信度係數 a 均在 0.60 以上，基本可以接受。各變數的平均數

均在中等以上，說明所調查樣本的求職信心較大，求職期望較高，情緒控制較強，人格

較外傾，社會支持較多，求職意向較強，求職行為頻率較高。從各變數之間的相關來看，

求職行為均與自我效能（0.172）、求職期望（-0.104）、情緒控制（-0.180）、人格外傾性

（0.161）、客觀支持（0.086）、主觀支持（0.170）和支持利用度（0.166）存在顯著的相

關，求職意向與求職行為也呈顯著的相關（0.285），這就滿足了我們進行仲介效應檢驗

的前提條件[40]。從控制變數與各變數之間的相關方面，城鄉與客觀支持（-0.082）、支

持利用度（-0.094）和求職行為（-0.100）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0.10）；政治面貌

與求職自我效能（-0.102）、情緒控制（-0.082）、人格外傾（-0.085）、支持利用度（-0.124）

和求職行為（-0.123）都有著顯著的負相關。因此，在採用層次回歸分析探討求職行為

的預測因素時，引進上述控制變數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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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研究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相關係數和信度係數 

變數 均值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自我效能 3.354 0.912 -          

2 求職期望 4.939 1.078 0.383** 0.626         

3 情緒控制 3.326 0.687 0.208** 0.286** 0.773        

4 人格外傾 1.600 0.161 0.311** 0.226** 0.192** 0.622       

5 客觀支持 2.558 0.815 -0.020 0.173** 0.023 0.132** 0.633      

6 主觀支持 3.067 0.582 0.051 0.144** -0.023 0.190** 0.440** 0.683     

7 支持利用 2.570 0.572 0.098* 0.043 -0.115** 0.247** 0.197** 0.324** 0.646    

8 求職意向 3.529 0.945 0.043 0.125** -0.127** 0.031 0.110** 0.162** 0.121** 0.915   

9 求職行為 2.939 0.579 0.172** -0.104** -0.180** 0.161** 0.086* 0.170** 0.166** 0.285** 0.829  

10 城鄉 1.889 0.861 -0.058 0.034 0.037 -0.062 -0.082* -0.052 -0.094* 0.040 -0.100*  

11 政治面貌 1.787 0.597 -0.102* -0.044 -0.082* -0.085* -0.063 -0.071 -0.124** -0.050 -0.123** 0.042 

注：* p<0.05，** p<0.01；對角線上的斜體資料是各研究變數的內部一致性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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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求職行為影響因素的層次回歸分析和仲介效應檢驗 

根據 Baron&Kenny(1986)[41]的建議，仲介效應存在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1)引數

的變化能夠顯著地解釋因變數的變化；(2)引數的變化能夠顯著地解釋仲介變數的變化；

(3)當控制仲介變數後，引數對因變數的影響應等於零或者顯著降低，同時仲介變數對因

變數的影響仍顯著。另外，還有一些學者[42,43]也建議，最好使用“Sobel test＂來檢驗

間接效果是否顯著，將更能符合仲介效果的意義。表 2 是採用 Baron&Kenny(1986)的仲

介檢驗結果，表 3 是採用 Sobel test 的仲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 2 求職行為影響因素的層次回歸分析結果 

變數 求職意向 求職行為 求職行為 

人口學變

數        

家庭 0.046  0.060  -0.084* -0.097* -0.083* -0.035  -0.052  

政治面貌 -0.062 -0.053  -0.115** -0.097* -0.104* -0.088* -0.074* 

引數        

自我效能  0.008     0.226*** 0.223*** 

求職期望  0.116*     -0.202*** -0.233***

情緒控制  -0.168***    -0.191*** -0.146***

人格外傾  -0.018     0.108* 0.113** 

客觀支持  0.033     0.032  0.024  

主觀支持  0.104*    0.118** 0.090*  

支持利用

度  0.072     0.055 0.035  

仲介變數        

求職意向    0.287***   0.270*** 

F 1.699  4.867*** 6.609*** 23.643*** 5.546** 11.968*** 16.732***

R2 0.006  0.071  0.021  0.103 0.019  0.157  0.225  

△R2 0.006  0.065*** 0.021*** 0.082*** 0.019** 0.139*** 0.068*** 
注：*p<0.05，**p<0.01，***p<0.01 

 

 

如表 2 所示，在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和社會支援對求

職行為的關係中，在排除了控制變數的影響之後，其△R2=0.139。具體來說，除客觀支

持和支持利用度對求職行為的影響沒有達到顯著外，求職自我效能（0.226）、求職期望

（-0.202）、情緒控制（-0.191）、人格外傾性（0.108）和主觀支持（0.118）對求職行為

的預測作用均達到了顯著水準，說明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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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觀支持是求職行為的有效影響因素，因此 H1 得到完全驗證，H2 得到部分驗證。 

在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社會支持與求職意向的關係

中，在排除了控制變數的影響之後，求職期望（0.116）、情緒控制（-0.168）和主觀支

持（0.104）對求職意向的影響均達到顯著水準，解釋的方差變異量為 6.5%。求職意向

對求職行為的影響也達到了顯著水準，在排除控制變數的影響之後，求職意向對求職行

為的變異量貢獻為 8.2%。當同時考慮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

性、社會支持和求職意向時，求職意向對求職行為具有顯著的影響，而主觀支持雖然依

然顯著，但它與求職行為之間的關係已經大為減弱，此結果表明，求職意向在主觀支持

與求職行為之間具有部分的仲介效果（即仲介效應顯著），假設 H4 得到部分驗證。此外，

主觀支持通過求職意向對求職行為有間接效果的影響也是顯著的（見表 3，z=3.56，

p<0.05），也部分支援 H4。相比較而言，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和人格外

傾性對求職行為的預測作用仍然都顯著且都未減弱，沒有達到 Baron&Kenny(1986)的仲

介檢驗標準。然而，如表 3 所示，求職期望通過求職意向對求職行為有間接效果的影響

（z=2.94，p<0.05），情緒控制通過求職意向對求職行為也有間接效果的影響（z=2.85，

p<0.05），因此，求職意向在求職期望和求職行為之間以及情緒控制和求職行為之間的

仲介效果均顯著，部分支援假設 3。 

 

表 3 求職意向的仲介效應檢驗結果 

變數 仲介效應 z 

求職自我效能      求職意向      求職行為 0.008 1.08 

求職期望       求職意向       求職行為 0.02 2.94* 

情緒控制      求職意向      求職行為 -0.029 2.85* 

人格外傾性      求職意向      求職行為 0.03 0.74 

主觀支持      求職意向      求職行為 0.043 3.56* 
注：*p<0.05 

 
 

5. 討論 
5.1 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對高校畢業生求職行為的影響 

（1）個體因素（求職自我效能、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和求職期望）對求職行為

有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個體因素對求職行為有顯著的影響，即求職自我效能、情緒控制、人

格外傾性對求職行為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求職期望則對求職行為具有顯著的負向

影響。在當今中國社會體制轉軌、經濟轉型的變革時期，隨著高校擴招和就業市場對用

人標準的日益提高，大學生之間的競爭越來越激烈，就業壓力也越來越大。面對日益嚴

峻的就業競爭環境，大學生在求職時可能屢試不爽，連受挫折，對找工作失去信心，情

緒低落煩躁，求職消極被動，相反，對找工作充滿信心的大學生，對工作期望值也較高，

情緒控制能力較強，心理承受力較好，求職行為更積極主動，因此，職業心理輔導和干

預對於提高大學生的求職自信心，保持情緒穩定，促進積極求職非常重要。本研究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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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人格外傾性也能有效預測求職行為，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一致[6]。外傾性的大學生

更具社會性——開朗樂觀、精力充沛、友好自信、善於與人溝通，從而獲得更多的求職

資訊，產生積極有效的求職行為。求職期望對求職行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該研究結果

與期望-價值理論不符，但與 Maarten Vansteenkiste 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24]。在文獻和

訪談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該研究結果與期望-價值理論不符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對就業非常自信沒必要求職、臨時選擇了其他事情而沒有時間找工作（如考研、考公務

員等）、就業市場上有許多工作不需要頻繁地求職、在等待工作時機、工作動機不強、

自身比較懶惰被動、不知道如何求職、現實與期望不符、期望過高難以實現等等。 

（2）主觀支持對求職行為有正向影響，而客觀支持和支持利用度對求職行為沒有

影響 

在環境因素方面，主觀支持對求職行為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而客觀支持和支持利

用度對求職行為沒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表明求職行為作為一個易受挫折的活動，大學生

更需要心理上的情感支援而非物質援助。主觀支持是求職行為的重要預測源，來自家

人、朋友、同學、舍友等的主觀支持越多，求職心態就越積極，求職頻率就越高。這點

也可以通過社會資本理論來解釋。Burt（1984）認為社會資本是指朋友、同事和更普遍

的聯繫，通過它們獲得了使用資本的機會，它是競爭成功的最後決定者[44]，相當於中

國社會中人們通常所理解的“關係＂。轉型時期中國勞動力市場的特殊性給了社會資本

更大的發揮空間，大學生就業市場上資訊的複雜性和競爭的激烈性為社會資本發揮作用

提供了條件。社會資本在高校畢業生求職中的重要作用已經被驗證：誰擁有更多的社會

資本，誰就有可能表現出更多的求職行為，更容易找到工作，謀得更滿意的職位[45]。 

5.2 求職意向在個體因素、環境因素和求職行為之間的仲介作用 

揭示求職行為影響機制的“黑箱＂一直成為心理學、社會學和管理學關注的重點。

求職是一種針對就業的有計劃的行為，因此可以用計畫行為理論來解釋整個求職過程

[31]。根據計畫行為理論, 個體的態度、主體規範越積極、感知到的行為控制力越強, 則

執行某種行為的意向越強, 而這種意向越強, 則越可能最終執行某種行為[45]。本研究表

明，求職意向在求職期望和求職行為、情緒控制和求職行為、主觀支持和求職行為之間

的仲介效果均顯著，說明 TPB 理論在我國高校畢業生群體中得到了部分驗證，個體可

以根據個體因素（自身期望、情緒控制力）和環境因素（主觀支持程度）調整求職意向

的強弱，進而實施求職行為促進成功就業。但求職意向在自我效能和求職行為之間的仲

介效果不顯著，該結果與計畫行為理論不吻合的原因可能是：求職意向調節自我效能和

求職行為的關係[17]、對就業非常自信沒必要花力氣去找工作等。本研究還發現，求職

意向在人格外傾性和求職行為之間的仲介效果也不顯著，說明外向的大學生善於與人打

交道，無形中獲得了較多的面試資訊，在面試過程中善於溝通交流，面試成功的可能性

較高，無需花費較大力氣去找工作。 

本研究探討了高校畢業生求職行為的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及其作用機制，但是關於

勞動力市場對求職行為的影響尚未探討（目前尚沒有勞動力市場因素與求職行為之間關

係的研究），但中國勞動力市場對於促進大學生就業起著重要的作用[46]，因此，未來我

們將進一步深入揭示勞動力市場因素對於求職行為和就業的影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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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論 
（1）求職自我效能、求職期望、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和主觀支持是求職行為的

有效影響因素。具體來說，求職自我效能、情緒控制、人格外傾性和主觀支持對求職行

為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而求職期望則對求職行為具有負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2）求職意向在求職期望和求職行為、情緒控制和求職行為、主觀支持和求職行

為之間的仲介效果均顯著，在自我效能和求職行為以及人格外傾性和求職行為之間的仲

介效果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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