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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专业大学生就业心理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欧秀全 , 陈志驹 , 周　捷

(香港理工大学 纺织及制衣学系 ,中国 香港)

摘要:以学生选择从事服装打版职业为例 ,调查分析中国大陆 7所高等服装院校的 325名学生的

就业心理 ,找出影响学生对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 ,学习兴趣对就业心理影响显著 ,而学

校类型 、专业方向等与学生是否选择打版职业无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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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 1998年高校扩招以来 ,我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 , 使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学毕业生

的人数迅猛增长.然而 ,与之相对的是 ,就业率连年持续下滑.2001年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超过 80%,

2002年底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0%, 2003年就业率降为 75%,2004年为 73%,2005年为 72.6%.

可见 ,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同样 ,我国服装专业的教育在得到较大的发展的同时 ,就业率也呈明显下

降的趋势.但调查发现 ,服装企业却很难招收到合适的服装打版师或打版人员.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我国近

几年服装业的迅猛发展 ,另一方面就是服装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从事打版这一工作.为找出影响服装专业

学生就业心理因素 ,从根本上解决服装专业学生就业难与服装企业用工难的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制

衣学系在中国大陆进行了为期 4个月的调查.文献[ 1]调查分析中国高等院校纸样设计课程的教学现状 ,

本文给出了服装专业大学生就业心理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结果.

1　研究方法

(1)　调查时间　2005年 5月至 2005年 8.

(2)　调查对象　中国大陆 7所高校在校服装专业的大学生.

(3)　调查方法　以调查问卷为主 ,面谈为辅的方法进行.

(4)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问卷共有 28个题目.内容主要包括 3个方面:一是有关学生在校的学习情

况;二是有关学生对企业了解的情况;三是有关学生的就业情况等方面.本研究所涉及到的题项如表 1.

(5)　数据的统计处理　主要采用 SPSS 13.0数据统计处理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

2　数据分析

被调查学生整体情况统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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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题项

编码 题　项
选择项

1 2 3 4 5

X 1 性别 男 女

X 2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X 3 专业 服装设计与工程 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与表演

X 4 地区 华南 华北 西北

X 5 学校的类型 工科院校 艺术类院校

X 6 对纸样设计课程的兴趣程度 很感兴趣 兴趣一般 没兴趣

X 7 认为纸样设计课程的难易程度 很容易 容易 一般 较难 很难

X 8 自我评价纸样设计的水平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很不好

X 9 认为打版师在服装企业的作用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无作用

X10 打版师在服装企业的作用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X11 认为在服装企业打版师的地位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X12 当前服装企业对打版师的需求情况 了解 了解一点 不了解

Y 是否愿意从事打版师这个职业 是 可以考虑 不

表 2　被调查学生整体情况统计

院校 指标
性别

男 女

专　业

服装工程 服装设计 服装表演

年　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合计

院校 1 人数 9 38 44 3 20 12 15 47

百分数/ % 2.81 11.88 13.75 0.94 6.25 3.75 4.69 14.69

院校 2 人数 22 3 19 9 9 4 22

百分数/ % 6.88 0.94 5.94 2.81 2.81 1.25 6.88

院校 3 人数 7 16 6 16 1 5 16 2 23

百分数/ % 2.19 5.00 1.88 5.00 0.31 1.56 5.00 0.63 7.19

院校 4 人数 5 37 4 34 4 21 12 8 1 42

百分数/ % 1.56 11.56 1.25 10.63 1.25 6.56 3.75 2.50 0.31 13.13

院校 5 人数 57 16 51 22 2 8 35 28 73

百分数/ % 17.81 5.00 15.94 6.88 0.63 2.50 10.94 8.75 22.81

院校 6 人数 3 24 21 6 1 9 6 11 27

百分数/ % 0.94 7.50 6.56 1.88 0.31 2.81 1.88 3.44 8.44

院校 7 人数 27 59 54 31 1 5 17 64 86

百分数/ % 8.44 18.44 16.88 9.69 0.31 1.56 5.31 20.00 26.88

合计 人数 108 212 162 143 15 24 68 103 125 320

百分数/ % 33.75 66.25 50.63 44.69 4.69 7.50 21.25 32.19 39.06 100.00

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 ,从问卷中选取影响学生就业心理的自变量.选取自变量依据两条准则:一是选

取的自变量是与影响学生就业心理密切相关的因素;二是所选取的自变量之间不能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使

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在计算机上经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完成数据分析.回归方程为

Y =b1 X1 +b2 X 2 +…+bnX n ,

式中 　Y 为因变量 , X 1 , X2 …, X n为自变量 , bn为回归系数.

问卷中自变量 X 1 , X3 , X 4 , X 5 属于间断变量 ,在回归分析中 ,应将其改变为虚拟变量后代入回归方

程中.X 1 中原来的 1代表男生 ,2代表女生.将其转换为 0 ,1 ,也就是 0代表男生 ,1代表女生.X 5中的原来

的 1代表工科院校 ,2代表艺术类院校.将其转换为 0 ,1 ,也就是 0代表工科院校.1代表艺术类院校.X 3 和

X 4 的原始变量与虚拟变量的转换见表 3和 4 .X 2 为学生所在年级的编码 ,不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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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X3 的原始变量与虚拟变量的转换

原始变量
虚拟变量

X3-1 X3-2 X3-3

服装设计与工程 1 0 0

服装设计 0 1 0

服装设计与表演 0 0 1

表 4　X 4 的的原始变量与虚拟变量的转换

原始变量
虚拟变量

X4-1 X4-2 X4-3

华南 1 0 0

华北 0 1 0

西北 0 0 1

　　注:X2-4 , X 3-3 和 X 4-3 在回归方程中被作为对照变量;1— 是;0— 不是.

将这 11个调查结果和Y (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服装打版工作)按量化数值输入计算机 ,通过 SPSS 对

资料的处理.11个自变量简单相关系数列入表 6.
表 5　11 个自变量相关矩阵

变量 X 1 X 3-1 X 3-2 X 4-1 X 4-2 X 5 X 6 X7 X 8 X 9 X 10 X11 X 12

X 1 1 -0.313 0.269 -0.165 0.193 0.160 -0.052 0.043 0.038 -0.016 -0.096 -0.024 0.005

X 3-1 -0.313 1 -0.936 0.225 -0.260 -.415 0.069 0.017 0.054 0.016 0.040 0.051 0.034

X 3-2 0.269 -0.936 1 -0.195 0.279 0.310 -0.053 0.005 -0.067 -0.040 -0.011 -0.064 -0.066

X 4-1 -0.165 0.225 -0.195 1 -0.301 -0.172 0.105 -0.063 0.077 -0.082 -0.059 0.211 0.028

X 4-2 0.193 -0.260 0.279 -0.301 1 -0.113 -0.093 0.087 -0.056 -0.062 -0.040 -0.061 0.074

X 5 0.160 -0.415 0.310 -0.172 -0.113 1 0.011 -0.083 -0.084 0.032 0.096 -0.042 -0.111

X 6 -0.052 0.069 -0.053 0.105 -0.093 0.011 1 0.195 0.265 0.093 0.132 0.092 0.093

X 7 0.043 0.017 0.005 -0.063 0.087 -0.083 0.195 1 0.228 0.012 0.077 0.063 0.081

X 8 0.038 0.054 -0.067 0.077 -0.056 -0.084 0.265 0.228 1 -0.016 0.040 0.156 0.103

X 9 -0.016 0.016 -0.040 -0.082 -0.062 0.032 0.093 0.012 -0.016 1 0.324 0.083 0.179

X10 -0.096 0.040 -0.011 -0.059 -0.040 0.096 0.132 0.077 0.040 0.324 1 0.092 0.075

X11 -0.024 0.051 -0.064 0.211 -0.061 -0.042 0.092 0.063 0.156 0.083 0.092 1 0.415

X12 0.005 0.034 -0.066 0.028 0.074 -0.111 0.093 0.081 0.103 0.179 0.075 0.415 1

由表 6可见这些变量之间简单相关系数均小于 0.8 ,可视为 11个自变量相关程度不高 ,不存在较强

的线性关系.所以 ,以上 11个自变量作为预测效标变量(就业心理)的预测变量.

采用 SPSS 13.0数据统计处理软件 ,选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分析结果如表 7.
表 7　预测学生影响学生选择职业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编码 选出的变项顺序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增加解释量■R F 值 净 F 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1 X6 0.381(a) 0.145 0.145 51.173 51.173 0.319

2 X8 0.449(b) 0.202 0.026 9.850 25.182 0.138

3 X7 0.485(c) 0.235 0.016 6.327 18.237 0.146

4 X9 0.497(d) 0.247 0.013 4.945 16.224 0.129

5 X1 0.509(e) 0.259 0.011 4.571 14.727 0.150

6 X4-1 0.534(f) 0.285 0.014 5.872 12.983 0.132

11个预测变量预测效标变量(学生就业心理)时 ,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共有 7 个 ,多元相关系数

为 0.534 ,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0.285 ,就是表中 7个变量能联合预测学生就业心理 28.5%的变异量
[ 2]
.

就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 ,以“对纸样设计课程的学习兴趣”层面的预测力最佳 ,其解释量为 14.5%.

标准化方程为

Y =0.319X 6 +0.138 X8 +0.146X 7 +0.129X 9 +0.150 X1 +0.132X 4-1.

3　讨　论

学生就业心理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 各种因素之间又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 用单因素分析方法处

理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 难以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和相互之间的作用 , 并因可能存在有混杂因素而影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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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在此种情况下 , 本文采用了多元分析的方法 , 即用数学模型来分析和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和相

互之间的作用 , 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本文用多元逐步回归法分析法对 11个可能对学生就业心理的产生

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 , 旨在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 更好地解决学生就业难 ,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 这些因素中 ,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就业心理影响最显著;其次与学生对自己

纸样设计水平的评价 ,学生的性别 ,对课程难易程度的评价 ,对打版师地位的评价 ,以及学校所处的地区相

对较显著.再从分析结果看 ,与学生对就业情况的了解 、专业方向 、学校的类型及特征等与学生是否选择打

版师这个职业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建议加强培养学生学习纸样设计课程的兴趣;多途径提高学生纸样设

计水平.学校要增强学生学习纸样设计课程的自信心 ,消除学生的畏惧心理;对学生加强职业观 ,就业观的

教育 ,树立职业平等观和消除性别观;不同地区的院校要针对本院校的特点引导学生选择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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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mployment

aspirations of fashion students in China

AU J .S ., CH AN C.K ., Z HOU J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 thing , The Hong Kong Po ly technic Unive rsity , H ong kong , China)

Abstract:T aking fashion students w ho wo rking in the area of pat te rn making in China as an example , the

psycho logical facto rs inf luencing the employment aspi rations a re investig ated and analy sed through ques-

tionnaire survey , which includes 325 fashion students f rom 7 dif fe rent universities in the mainland China ,

and the main facto rs w hich inf luenc students employment are found out.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y in-

terest is the main facto r impacts to employment , but schoo l and major etc.have no relevant relat ions w ith

students′employment.

Key words:fashion majo r;the psychology of underg raduates in employment;quest ionnaire survey;m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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