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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大学生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研究

王炳成，王　俐，王　森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５９０）

　　摘　要：以青岛３所高校的毕业生为研究对象进行样本抽取与问卷调研，对获得的２６４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

处理，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刻板印象的５个构面：女性职业刻板印象、男性职业刻板印象、女性特质刻板印象、男性

特质刻板印象与行为刻板印象。在此基础上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刻板印象与毕业生就业情况之间

的关系的结果表明：女性职业刻板印象对毕业生就业情况有显著性负向影响，且毕业生在该构面的测量值上每增

加１分，“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比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概率将减少７．９６％；男性特质刻板印象构面对毕业生就业

情况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且毕业生在男性特质刻板印象的测量值上每增加１分，“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比未签订

就业协议”的概率将增加１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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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多，毕

业生就业问题不容忽视，“就业难”现象使得学者

们对可能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因素展开研究。部

分学者从刻板印象的角度出发，对求职中的问题

进行研究。例如，李爱梅等［１］通过实验对招聘面

试中的相貌刻板印象进行研究后发现，招聘者对

求职者的简历筛选明显受到相貌刻板印象的影

响；原丁［２］从女大学生就业中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的现状着手，对刻板印象社会化建构的原因进行

分析，并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佐斌和温芳芳［３］则

从职业刻板印象着手，考察了自我卷入程度对不

同声望和性别类型职业刻板印象的影响，并发

现，对于不同性别类型的职业，职业性别刻板印

象普遍存在；王勇慧［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

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将影响到女性的就业情况。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均表明，刻板印象特别是就业

性别刻板印象，对就业会产生一定影响。

所谓的刻板印象（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就是由知觉者

对于某些社会群体的知识、信念和期望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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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结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ｒｏｌｉｅｒ，１９８６）；Ｌｉｐｐｍａｎ［５］

认为刻板印象指的是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

业等相关特征进行社会分类，以此形成的关于某

一类人的固定印象。以此进行延伸，可以将就业

性别刻板印象视作知觉者对于某一固定性别群

体所从事职业类型的固有认知，是对职业进行性

别划分、归类的趋向，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招聘广告中所常见的“限男性”等要求便反

映了此种趋向。虽然学者们对刻板印象的定义

并非完全一致，但不难发现，凡是刻板印象大都

具有如下特征：（１）对社会人群的一种过于简单

的分类方式；（２）都与事实不符，有时甚至是错误

的；（３）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固定印象。这 ３

个特征使得刻板印象成为人际交往时产生偏见

的主要原因［６］。而宋淑娟与刘华山［７］也指出，目

前许多研究都证实了社会文化中广泛存在着各

种刻板印象，国外学者经大量实证研究后发现，

负性刻板印象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并将此种现

象命名为刻板印象威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Ｔｈｒｅａｔ）。

Ｓｔｅｅｌｅ和 Ａｒｏｎｓｏｎ［８］总结认为，刻板印象威胁指的

是一定文化对于某些群体所持有的负性刻板印

象，被刻板对象在特定情境下，担心他人会以此

种观念来判断、对待他，同时担心自身表现会证

实这种刻板印象而产生的威胁感。部分学者的

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威胁会使个体产生评价担

忧，影响个体动机，并造成工作记忆容量缩小［７］。

由此可见，刻板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

视。那么，作为刻板印象的一个子类，就业性别

刻板印象是否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产生

影响呢？本研究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

验证。

但纵观过往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多数研

究大都通过实验法（如 ＩＡＴ等）对刻板印象进行

测验与衡量，这在管理学领域中并不易实施。并

且，大部分学者针对就业及刻板印象所展开的研

究多基于招聘人员或其他外部人员的视角，甚少

涉及到大学生（应聘者本身）对性别间就业差异

的认知情况。因此，本文在参照过往学者围绕性

别刻板印象所展开的研究的基础上，整合、修正

就业性别刻板印象调查问卷，随机选取即将毕业

的大四学生，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其是否具有

就业性别刻板印象，并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

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构成，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对各构面与就业情况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涉及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因

此，应选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

次调研随机选取山东青岛３所高校的四年级毕

业生进行问卷调研。由于在离校前的５月份，大

部分毕业生已签订就业协议，因此本研究于２０１５

年５月２７日展开调查，问卷至２０１５年６月２日

全部收回。研究共发放问卷２８０份，因实行现场

跟进答题的形式，最终将问卷全部收回，问卷回

收率为１００％。将不合格问卷予以剔除，得到有

效问卷为２６４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２９％。

其中男性填答者所占比例为４８．１１％，女性填答

者所占比例为５０％，缺失值为１．８９％。

（二）研究问卷设计与构成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就业性别刻板印象问卷

主要参考了成剑慧［９］、姜晓琳［１０］和梅真［１１］的研

究问卷，共由 ３３个题项构成。所有题项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五点量表进行测量，由被调研对象勾选“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以及“非常

同意”中的一项，并分别赋予分数１、２、３、４和５。

而就业情况则通过毕业生就业协议的签订与否

来进行反映，也即采用选择式的方法，请学生在

“您是否已经签订就业协议”中的“是”和“否”两

个选项间进行选择。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问卷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８５３，近似卡方值为２１６５．１２０，自由度为２１０，显

著性小于０．００１，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

“题项—总分”相关值（Ｉｔｅｍ－ｔｏ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不

小于０．４、共同性不小于０．３、因素负荷量不小于

０．５的原则，对不符合要求的题项予以删除，最终

共得到５个因子，且５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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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３．２７０％。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出各题项

设置得较为理想。我们将 ５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女性职业刻板印象”“男性职业刻板印象”“女

性特质刻板印象”“男性特质刻板印象”与“行为

刻板印象”。

表１　刻板印象问卷的旋转成分矩阵

题　项
成　分

女性职业

刻板印象

男性职业

刻板印象

女性特质

刻板印象

男性特质

刻板印象

行为刻

板印象

女性更适合送货员这一职业 ．８１０

女性更适合司机这一职业 ．７８０

女性更适合修理工这一职业 ．７７６

男性更适合服装导购员这一职业 ．７６１

女性更适合厨师这一职业 ．６５６

男性更适合计算机工程师这一职业 ．８１５

男性更适合飞行员这一职业 ．７８７

男性更适合建筑设计师这一职业 ．６８３

男性更适合律师这一职业 ．６１６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表达能力更强 ．７９１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加沉着冷静 ．７８７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加认真细心 ．７００

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亲和力更强 ．６７３

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加独立 ．８１４

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精力更加充沛 ．８１２

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加吃苦耐劳 ．８１０

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责任心更强 ．６９６

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做事更果断 ．６９３

女性更符合吃瓜子、糖果等零食这一行为 ．７７４

男性更符合用打架解决矛盾这一行为 ．７０９

女性更符合看到老鼠吓得尖叫这一行为 ．６４９

特征根 ２．８４７ １．７７９ １．５４８ ５．８９８ １．２１４

方差解释率（％） １３．５５５ ８．４７４ ７．３７２ ２８．０８７ ５．７８２

累积方差解释量（％） １３．５５５ ２２．０２９ ２９．４０１ ５７．４８８ ６３．２７０

ＫＭＯ＝０．８５３，ｘ２＝２１６５．１２０，Ｄｆ＝２１０，Ｓｉｇ．＝．０００

·８３·

王炳成，王　俐，王　森：大学生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研究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样本的描述性

统计，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抽取就业性别

刻板印象的各个构面，并检验各个构面的信度、

效度及相关性。研究中“就业协议签订情况”作

为因变量，属于（０，１）二分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方法对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
各个构面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作

为因变量，被具体操作化为“您是否已经签订就

业协议”，并设有两个选项，即“否”和“是”。在

统计中，分别被赋值为０和１。最终得到毕业生
就业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毕业生就业情况

就业情况

性别

未签订就业协议 已签订就业协议 缺失值

数值 百分比 数值 百分比 数值 百分比

女 ８７ ３２．９５％ ４５ １７．０５％ ８ ３．０３％

男 ４７ １７．８０％ ７７ ２９．１７％

合计 １３４ ５０．７５％ １２２ ４６．２２％ ８ ３．０３％

　　由表２可知，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占总
样本的５０．７５％，比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百
分比高出４．５３％，表明目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
容乐观，显示出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而已

签订就业协议的女生仅占总样本的１７．０５％，少
于已签订就业协议的男生１２．１２％；未签订就业
协议的女生占据总样本数的３２．９５％，高于未签

订就业协议的男生１５．１５％，高于已签订就业协
议的女生１５．９０％，数据差距较大，反映了在就业
难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难，而女大学生就业

更难的现状。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各个构面的信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就业性别刻板印象问卷各构面信度检验

构面名称
女性职业

刻板印象

男性职业

刻板印象

女性特质

刻板印象

男性特质

刻板印象

行为刻

板印象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 ．８４４ ．７８０ ．７６０ ．８６５ ．７２３

　　由表３可知，各构面的信度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值）均高于 ０．７，符合 Ｎｕｎｎａｌｌｙ［１２］所提出的标
准。因此，本问卷的各个构面都达到了信度

要求。

由表１可知，各个构面题项的因素负荷量不

小于０．５，且不存在在两个因子上同时大于或小
于０．５的现象，故问卷具有收敛效度和区辨
效度。

（三）相关性分析

各构面的相关性系数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各构面间的相关性系数

构面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女性职业刻板印象 ３．３００ ．９１７ １．０００

２ 男性职业刻板印象 ３．６７７ ．６９４ －．１８４ １．０００

３ 女性特质刻板印象 ３．６２６ ．６８６ －．０７３ ．４０２ １．０００

４ 男性特质刻板印象 ３．２５１ ．９５０ －．３９３ ．４０３ ．２７９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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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构面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５ 行为刻板印象 ３．２７８ ．８６５ －．３４１ ．３９４ ．２３１ ．３４２ １．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四）大学生就业刻板印象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
首先将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各个构面作为

自变量纳入模型，考察它们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

影响。最终得到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检验及个别参数显著性的检验表

步骤 投入变量名称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Ｅｘｐ（Ｂ）

步骤０ 常数 －．１３４ ．１２６ １．１３２ １ ．８７５

步骤１

女性职业刻板印象 －．２２９ ．１５２ ２．２６６ １ ．７９６

男性职业刻板印象 ．０９９ ．１９６ ．２５７ １ １．１０４

女性特质刻板印象 ．０５４ ．１８０ ．０８９ １ １．０５５

男性特质刻板印象 ．４２９ ．１６３ ６．９５９ １ １．５３６

行为刻板印象 －．１６９ ．１６４ １．０６９ １ ．８４４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 卡方值＝１６．９７７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值＝５．００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步骤０为各变量不在模型内时所得到的检
验结果。可以看出，当各个变量不在模型内时，

常数项的Ｗａｌｄ值为１．１３２（ｐ＞０．０５），说明常数
项对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影响并未达到显著性

水平。

步骤１为当添加就业性别刻板印象的５个构
面至模型内时所得到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就

业性别刻板印象的５个构面对大学生就业情况
预测的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卡方值为

１６．９７７（ｐ＜０．０１），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整
体对大学生就业情况具有显著性影响；而Ｈｏｓｍｅｒ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值为５．００２（ｐ＞０．０５），未达到
显著性水平，进一步表明各个构面所建立起的回

归模型适配度非常理想。由具体数据分析结果

可知，在５个构面中，女性职业刻板印象与男性
特质刻板印象的Ｗａｌｄ值分别为２．２６６（ｐ＜０．０５，
β＝－０．２２９）与６．９５９（ｐ＜０．０１，β＝０．４２９），说明
女性职业刻板印象对大学生就业情况有显著性

负向影响，而男性特质刻板印象则对大学生的就

业情况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表５中显示，女性职业刻板印象的胜算比
值，也即Ｅｘｐ（Ｂ）为０．７９６，说明大学毕业生在女

性职业刻板印象的测量值上每增加１分，“毕业
生签订就业协议比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概率将减

少７．９６％；男性特质刻板印象的 Ｅｘｐ（Ｂ）为
１．５３６，说明大学毕业生在男性特质刻板印象的
测量值上每增加１分，“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比
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概率将增加１５．３６％。两个
子变量能够有效解释就业情况的变化，而其他三

个构面对就业情况的影响程度并未达到显著性

水平。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由分析结果可知，女性职业刻板印象对大学

生的就业状况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男性特质刻

板印象对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具有显著性正向影

响，说明大学生关于女性职业及男性特质的固有

认知能够影响其择业与就业。

（一）女／男性职业刻板印象
在女性职业刻板印象与男性职业刻板印象

所保留的题项中，分别涉及到诸如“女性更适合

厨师这一职业”与“男性更适合建筑设计师这一

职业”等正、反向选择题，各个题项按照传统意义

上认为的较为“适合”或“不适合”女性或男性所

从事的职业进行问卷设计，以此来测试毕业生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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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中对于女性及男性所从事职业的期望类型。

而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职业刻板印象对大学生的

就业情况有负向影响，也即毕业生脑海中所固有

的对于女性职业的定位程度越深，越阻碍其择业

与就业的最终结果；而男性职业刻板印象则对就

业情况并无显著性作用。

这一研究结果说明，虽然男女平等思想已成

共识，女性就业的宽度与高度也逐渐拓展，但大部

分毕业生在就业时还是会受到传统刻板印象的影

响，此种顽固思想使女性在择业上面临较大限制，

亟须打破。而思想的转变则需经历一个较为长远

的过程，国家与各高校等可从政策以及思想教育方

面入手，而女大学生个人则需积极树立正确的职业

观念，逐步接受与适应更多类型的职业。

（二）女／男性特质刻板印象
在女性特质刻板印象与男性特质刻板印象

所保留的题项中，分别涉及到诸如“相对于女性

而言，男性做事更果断”与“相对于男性而言，女

性更加认真细心”等题项，以此来检验毕业生对

于自身性别特质的认知情况。最终数据分析结

果仅验证了男性特质刻板印象对大学生就业情

况的正向作用，也即随着男性特质刻板印象的加

深，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会越好。在之前的描述性

统计中我们发现，男生最终签订就业协议的样本

量较大，说明传统意义上对于男性特质的定位有

利于男性就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女性就

业。这一结果证明了人们对男女特质固有印象

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威胁的存在，同时也从侧面显

示了女大学生对自身特质的不自信。研究结果

对当今社会诸多企业不愿招聘女大学生，甚至提

出“只限男生”的现象有所启发，要解决这一问题

既需要正确地引导与教育，也需要女大学生建立

对自身性别特质的自信度，充分发挥女性的优

点，以使自身素质契合职业所需。

（三）行为刻板印象

行为刻板印象涉及到大学生对于男性与女性

的行为认知情况，研究结果并未表明行为刻板印象

会对就业情况有所影响。考虑到行为刻板印象所

保留的题项涉及到“男性更符合用打架解决矛盾

这一行为”等题项，因此，产生这一结果可能的原

因在于：（１）这些行为本身在招聘中并不会受到企
业的重视，或者说重视程度还不够高，使得其产生

的影响不及职业刻板印象与特质刻板印象对就业

情况所产生的影响大；（２）随着“中性”这一概念的
产生，人们对于男性或女性该有的行为的认知已开

始发生相互交融的趋势等等。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山东青岛 ３所高校的四年级毕业
生为研究对象，对获得的２６４份有效问卷进行数
据处理。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就业性别刻板印象

的５个构面，分别为：女性职业刻板印象、男性职
业刻板印象、女性特质刻板印象、男性特质刻板

印象与行为刻板印象。并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的方法对就业性别刻板印象与毕业生就业情况

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最终得出：（１）女性职业刻
板印象构面的 Ｗａｌｄ值为 ２．２６６（ｐ＜０．０５，β＝
－０．２２９），说明该构面对毕业生就业情况有显著
性负向影响，且大学毕业生在女性职业刻板印象

的测量值上每增加１分，“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
比未签订就业协议”的概率将减少 ７．９６％（Ｅｘｐ
（Ｂ）＝０．７９６）；（２）男性特质刻板印象构面的
Ｗａｌｄ值为６．９５９（ｐ＜０．０１，β＝０．４２９），说明该构
面对毕业生就业情况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且大

学毕业生在男性特质刻板印象的测量值上每增

加１分，“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比未签订就业协
议”的概率将增加１５．３６％（Ｅｘｐ（Ｂ）＝１．５３６）。

由研究结果可知，就业性别刻板印象，尤其

是女性职业刻板印象与男性特质刻板印象，对大

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最受

影响的是女大学生的就业状况。针对此问题，首

先需要改变的是当前人们关于性别的固有认知，

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国家、政府、高校

及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尤其对于女大学生而

言，应树立对自身性别特质的自信，充分发挥其

优势，积极尝试与接纳新的职业，为改变对于女

性具有负向威胁的刻板印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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