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Values,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Planning–Taking a University in Zhuhai as an Example 

Ping-ting Fu1,Ming-chun Lian2,Ke Wang3* and Jia-han Li4 
1,2,3,4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 Hai, Zhu Hai, Guangdong,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Ke Wang Email: wang2005ke@126.com 

Keywords: career values, self-efficacy, career planni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scale and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mode in China,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graduates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help students plan their career well. This 

study takes occupational values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self-efficacy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nd career planning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occupational values and career planning.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A university in zhuhai, collected 236 valid questionnaire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occupational valu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planning. (2)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areer planning. (3)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After 

controlling self-efficacy,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values on career planning is reduced but still 

significant. In other words,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occupational values on caree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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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就业方式的变革，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急需解决，

高校如何如何帮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良好的规划具有深远的意义。研究以职业价值

观为自变量，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职业生涯规划为中介变量，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

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价值观与职业生涯规划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对珠海 A 高校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 236 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职业价值观对自我效能感、职业生

涯规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涯规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自我

效能感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在控制了自我效能感后，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

降低了但仍显著，即在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中，自我效能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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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每年高校毕业人数不断增长,近三年来，2016 年 765 万人，2017 年 795 万人，2018
年则达到 820 万人[1]。在 2018 年 11 月份时，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提出，2019 年这一群体的

数量将扩大到 834 万人，同比增长 1.7% [2]随着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就业方式

的变革，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急需解决。研究针对珠海 A 高校进行，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

一，提高职业价值观和自我效能感机制在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应用，并在指导工作的过程中给

予理论支持；第二，有助于为提高学生的自我信心以及学生的素质能力建立理论基础，起到

指导的作用；第三，为企业招募与管理人才提供理论支持；第四，丰富我国职业生涯规划研

究领域的对象范围并完善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影响的研究体系。 

 
图 1. 2011-2019 年高校毕业人数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研究运用实证分析来验证职业价值观、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关系。将三个变量

划分了维度。其中职业价值观划分的维度声望地位、保健、发展；职业生涯规划分为五个维

度，包括自我完善、职业目标、职业探索、人际关系和职业计划。本研究将重点讨论二者对

工作投入的影响，同时研究情感承诺对两者之间的中介影响。根据本研究列出了如下图 1 所

示的理论模型。同时本研究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定，加入三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生

源地、年级。在理论综述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本研究各变量间的关系，并提出本文

的研究假设： 

 
图 2 研究框架 

H1：职业价值观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1：声望地位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2：保健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3：发展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声望地位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2：声望地位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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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声望地位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4：声望地位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5：声望地位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6： 保健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7： 保健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8： 保健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9： 保健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0：保健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1：发展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2：发展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3：发展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4：发展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5：发展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涯规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1：自我效能感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2：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3：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4：自我效能感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5：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  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作用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以珠海 A 高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并通过线上问卷

的形式进行调查，实际回收有效问卷数量为 236 份。根据收集的有效问卷的数据，对研究

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的样本资料分布说明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资料的描述性统计（N=236） 

各变项 分类标准 频率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105 44.5 44.5 
女 131 55.5 100.0 

生源地 
城市 140 59.3 59.3 
乡镇 55 23.3 82.6 
农村 41 17.4 100.0 

年级 

大一 0 0 0 
大二 35 14.8 14.8 
大三 92 39.0 53.8 
大四 109 46.2 100.0 

2.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主要根据凌文辁等（心理学报,1999）编制的职业价值观问卷，

共 22 道题目[3]，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0，同时根据采用 Schwarzer （1997）编制的一

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4]，Cronbach’s α 为 0.825，采用于海滨（2008）编制的职业生涯规

划问卷，问卷中含有 20 个测题[5]，Cronbach’s α 为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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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对职业价值观、自我效能感、职业生涯规划间的回归分析，假设验证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检验结果

H1：职业价值观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1：声望地位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1-2：保健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1-3：发展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1：声望地位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2：声望地位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3：声望地位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4：声望地位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5：声望地位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6：保健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2-7：保健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2-8：保健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2-9：保健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2-10：保健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11：发展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12：发展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13：发展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成立 
H2-14：发展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2-15：发展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3：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涯规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1：自我效能感对自我完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3-2：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目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3-3：自我效能感对职业探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3-4：自我效能感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3-5：自我效能感对职业计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成立 
H4：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价值观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作用 成立 

4 研究讨论 

4.1 相关性讨论 

通过相关性研究，三个变量的各个因子之间都是相互存在相关性的。其中，声望地位、

保健、发展与职业计划相关系数较高，证明声望地位与职业计划、保健与职业计划、发展与

职业计划的相关度都较高。职业价值观高的人，工作的动机和目的性也就更强，越是有想要

的东西就越会努力，便会为自身制定一个良好的职业计划，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因此越重视

声望地位、保健和发展的学生越会制定好职业计划。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目标、职业探索、人

际关系均是相关度较高的，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自信心越强，越会更加了解自身以及有明确的

职业目标，为了达成目标便会主动地去了解职业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进行职业探索，同时在探

索职业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人际关系来了解信息。因此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职业目标、职业探

索、人际关系也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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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性讨论 

（1）职业价值观与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由结果可得知，声望地位和发展均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当学生越重

视自己在职业生活中的声望和地位，以及越重视自身的发展和实现，对自己完成工作的行为

的信心和信念就会越高。其中声望地位的影响比发展的影响要大，注重自己的名声威望等这

些外在方面的人，想得到更高的声望地位，那么就会相信自己能做到，对自己的信心更加强

烈，自我效能会越高，与陈静和李卫东（2011）的研究结果[6]相符合。 
（2）职业价值观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回归分析 
由结果可得知，声望地位对自我完善、职业目标、职业探索、人际关系、职业计划都会

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发展对自我完善、职业目标、人际关系、职业计划也是会产生明显的

正向影响，而其中保健只对职业计划产生正向影响，说明通过影响职业价值观中的声望地位、

发展能更好的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在职场上，不同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生涯规划。重视自

身的声望地位和自我发展的人，往往会为了达到目标而更加主动去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3）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回归分析 
由结果可得知，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规划的各个变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如

Bandura（1997）所说[7]，自我效能低的人，因为信心的缺乏，会尽量避免自己无法掌握完成

的工作，反之，自我效能高的人会勇于挑战，从而有更多的选择。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人，信

心越高越有更加大成就动机，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因而更会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4）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分析 
在经过中介效应的检验后，证实了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职业价值观高的人，在降低

自我效能感的情况下，信心和动机会降低，由于对问题的不自信，便不会主动的去进行职业

生涯规划。同时该结果也告诉我们，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因子不是单一的，各因子对职业生

涯规划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他们之间会受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学校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导的时候，可以从职业价值观和自我效能感两个

因素方面切入。在通过培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来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应该更加注重声望

地位以及自我发展的培养，而在通过自我效能感来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由于声望地位

和发展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大并且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性也大，因此可以通过

声望地位以及自我发展的培养来提高自我效能感，并间接的提高职业生涯规划。学校在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教导的时候，应该结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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