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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tend to form a fixed impression on accounting undergraduat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women are more suitable for accounting-related work than men, while they 
neglect the other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work. This, in turn, will affect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accounting undergraduate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this study, male and female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accounting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their scores on gender, school fame, age, family 
and place of student source by using the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RSQ).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gender scor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dimensions, 
which demonstrating that accounting undergraduates are really influenced by professional gender 
stereotyp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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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长期以来，人们对会计专业大学生容易形成固化的印象，认为女性相比于男性更

适合从事会计相关工作，而忽略其它因素对工作的影响，进而影响不同性别下的会计专业大

学生的职业状况。本研究使用拒绝敏感性量表，选取了本科院校会计专业的男女大学生，对

其在性别、学院、年龄、家庭、生源地几项维度上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性别上的得分差异明

显高于其他维度，证明会计专业大学生确实受到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根据以上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引言 

在会计职业领域，人们往往认为女性相比于男性更适合从事会计相关工作，在此背景下，

会计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倾向、职业表现均受到影响。而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作为一种涉及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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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关于某个人类群体的知识、观念与预期的认知结构,它是人们对某个群体中的人形成的一

种概括化的产物，并以一种自动化的方式作用于人们工作中的日常观念和行为。近年来，国

内外学者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已经有较多研究，但对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职

业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其对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职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却没有涉及。本研究通过

对会计专业大学生在拒绝敏感性量表的结果进行分析，探讨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对会计专业大

学生的职业影响，并且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2．会计专业大学生刻板印象研究 

2.1 拒绝敏感性量表的调查 

2.1.1 拒绝敏感性量表的设计 
本次试验是以调查问卷的方式组织。本量表根据Mendoza-Denton和Downey（2002）编制

的基于种族的拒绝敏感度量表(RSQ-Race)，改编编制了适用于本研究的会计职业拒绝敏感性

量表，将原量表中“关于种族的中性场景”更改为“关于会计职业的中性场景”。该量表是以12
个场景模式设定的，这12个场景也是结合了性别的特点；同时在场景的左右两侧设有A和B两
种问题，分别有6种不同程度的选择。其中A表示有多大可能是因为你的性别引发了这样的消

极结果？B表示对于你的性别引发了消极结果这个事实，你有多大困扰？并且以数字1、2、3、
4、5、6代表程度的逐渐增加。在本次试验中我将A项中的数字1代表“非常不消极”、数字2代
表“不消极”、数字3代表“有点不消极”、数字4代表“有点消极”、数字5代表“消极”、数字6代表

“非常消极”。同时B项中的数字1代表“非常不困扰”、数字2代表“不困扰”、数字3代表“有点不

困扰”、数字4代表“有点困扰”、数字5代表“困扰”、数字6代表“非常困扰”。 
2.1.2 拒绝敏感性量表的计分规则 

该问卷的分数计算方法需要将两个维度的得分相乘。将题目左边的有多大可能是因为你

的性别引发了这样的消极结果，即（A）得分与右边的对于你的性别引发了消极结果这个事

实，你有多大困扰，即（B）得分相乘后除以12（共12个场景）平均后的得分，就是我们所

需要的替换分数。 
2.1.3 拒绝敏感性量表的调查 

本研究选择以本科院校会计专业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将90份量表分为3份，分别在一

本、二本、三本大学中进行量表的发放，以男女平均分配的方式在会计专业的大学生中随机

抽取男生45名、女生45名；90名会计专业大学生同时集中在一个大型多媒体教室中，由设计

量表的人对量表进行讲解后，每位学生要通过第一反应进行填写，不能有迟疑、不可以相互

商量、不可以互相抄袭等等。量表的填写要做到细心、整洁、符合填表要求。当会计专业大

学生将90份量表全部填写完整后统一收回90份量表。从而能够为分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对男

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程度提供可靠数据。 

2.2 拒绝敏感性量表的结果分析 

2.2.1 拒绝敏感性量表在性别维度结果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建立数据库，对（性别、学院、年龄、是否会计家庭、生源地、年

级）六组分类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一个P值，P值是一个显著性水平，将得出的数据与

数值0.05比较，这里大于0.05的数值表示两组数据没有差异，小于0.05的数值，表示两组数据

差异明显。 
对会计专业男性大学生和会计专业女性大学生的拒绝敏感度分数作独立样本t检验的分

析，以考察结果是否表明两组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结果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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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拒绝敏感性男性与女性组在情景严重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性别 
数据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男性 45 14.35 3.52  

9.47***   

女性 45 8.66 2.12
注：*p<0.05,**p<0.01,***p<0.001 

从表1可以看出，会计专业男性大学生和会计专业女性大学生在敏感度的分数上存在极其

显著差异（P<0.001）。并且男性拒绝敏感度分数是高于女性的（14.35＞8.66）。 
2.2.2 拒绝敏感性量表在其他维度结果分析 

根据会计职业拒绝敏感度量表发放及其收回状况，90份量表全部完整收回并且90份量表

全部有效。 
收回的量表做了重新的整理，按照性别、高低年级等等，将量表进行了归类。利用Excel

软件中的公式，将消极结果维度数据（有多大可能是因为你的性别引发了这样的消极结果维

度A）与困扰维度数据（对于你的性别引发了消极结果这个事实，你有多大困扰维度B）进行

了统计，将得分相乘后除以12（共12个场景）平均后的替换分数，使用SPSS16.0对男性和女

性的替换分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考察结果是否表明两组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 
1）一、二本院校和三本院校的调查分析结果 
对一、二本院校会计专业大学生和三本院校会计专业大学生的拒绝敏感度分数作独立样

本T检验的分析，通过得到的结果判断两组数据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2 拒绝敏感性会计专业一、二本学院与会计专业三本学院在情景消极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院校 
数据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一本二本 45 10.13 3.38  

-3.20*   

三本 45 12.77 4.37
注：*p<0.05,**p<0.01,***p<0.001 

分析得出的P值，小于0.05，也就是说一、二本院校会计专业大学生和三本院校会计专业

大学生具有显著差异。 
2)是否是会计家庭的调查结果分析 
对会计专业会计家庭的大学生和会计专业非会计家庭的大学生的拒绝敏感度分数作独立

样本T检验的分析，以考察结果是否表明两组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拒绝敏感性会计家庭与非会计家庭在情景消极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家庭 
数据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会计家庭 35 14.70 3.70  

7.71*   

非会计家庭 55 9.39 2.82
注：*p<0.05,**p<0.01,***p<0.001 

从表3中可以看出，会计家庭出生大学生和非会计家庭出生大学生在敏感度的分数上存在

显著差异（P<0.05），并且会计家庭出生的大学生得分高于非会计家庭出生的大学生。 
3) 年龄调查分析结果 
对22岁以上年龄的会计专业大学生和22岁以下年龄的会计专业大学生拒绝敏感度分数作

独立样本T检验的分析，以判断两组得分是否具有显著的差异。结果如下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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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拒绝敏感性21岁以上年龄与22岁以下年龄在情景消极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年龄 
数据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22岁以上 39 14.48 3.61  

8.01*   

22岁以下 51 9.14 2.73
注：*p<0.05,**p<0.01,***p<0.001 

结果显示P值，小于0.05，也就是说具有显著差异。22岁以上的会计专业大学生得分的平

均值低于22岁以下的会计专业大学生。 
4)城市与农村调查分析结果 
对会计专业大学生农村、城市的敏感度得分作为独立样本，通过T检验从而验证会计专业

大学生不同生源地（农村、城市）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是否存在差异。如下表5所示： 

表5 拒绝敏感性农村与城市在情景严重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城乡 
数据分析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农村 44 13.99 3.73  

7.17   

城市 46 9.03 2.78
注：*p<0.05,**p<0.01,***p<0.001 

从表5中看出，来自农村的会计专业大学生和来自城市的会计专业大学生在得分上差异不

显著（P＞0.05）。 

3．结束语 

3.1 结论 

通过对性别、学院、年龄、是否会计家庭、生源地五个维度的比较，虽然在性别、学院、

年龄、家庭四个维度下均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但是差异极端显著的一组是性别组，可见在性

别维度上，拒绝敏感度的差异 为明显，证实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是存在的。进一步对拒绝敏

感度分数的均分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男性14.35分大于女性8.66分。所以会计职业性别刻板印

象中男性会计专业大学生较女性大学生受到的影响更为消极。 

3.2 对策 

首先，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可能会对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职业倾向产生影响，对于已

经就业的男性大学生，可能会使其工作受到负面影响。其次对于用人单位，可能由于职业性

别刻板印象的存在，对会计专业大学生产生性别方面的歧视。此外，从国家层面来看，可能

导致会计行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增加，造成人才流失。 因此针对会计专业大学生，高校应

该把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写入培养方案，不仅重视大学生的理论学习，还应提高其正确的职业

性别观。其次对于用人单位，应提倡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采用高效准确的测量手段。并且

在工作中，用人单位也应该重视消极的刻板印象存在的影响，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其影响，

降低偏见，并增加对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员工的人文关怀，从而提高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职业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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