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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研究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通过对69所高校5151名全日

制专业硕士毕业生抽样调查,运用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了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对专业硕士毕业

生就业起薪影响机制。学生个体层面,外显性人力资本(学习获得)和内隐性人力资本(实践创新能力)仍是

影响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的重要因素;高校层面,合作单位参与培养、权威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毕业生就

业起薪。与此同时,合作单位参与培养、权威信任分别在内隐性人力资本和外显性人力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

薪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此,高校应厚植学生人力资本,塑造学生的实践参与意识;深
化产教融合可持续机制,提高合作培养单位参与深度,实现“1+1>2”的深入合作效果;弱化高校层级所带来

的负面性影响,提供精准就业指导,强化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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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0年

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受到一定影响[1]。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提出“强化高校责任,…高校要主动作为…,细
化本校就业工作安排,精心组织就业活动”的就业指

导要求。合理的就业起薪是实现高校毕业生顺利就

业,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关键指标,毕业生的就业起薪

依然是影响学生就业质量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
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出,到
2025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三

分之二左右,然而产业结构升级、产教融合和产业发

展“卡脖子”等关键问题解决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

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就业,增强专业

硕士毕业生的实践性、职业性和应用性,一直以来都

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关注学生人力

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对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影

响的理论机制,重点分析高校社会资本发挥的调节



作用,以期为提升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质量,实
现专业学位研究生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学生人力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响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TheodoreW.Schultz于

美国经济协会年会上做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报

告,首次提出了人才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应被作为一

种“资本形态”,即人力资本理论(Humancapital
theory)[3]。具体到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言,其人力资

本集中体现于学生个体所掌握的行业知识、具备的

能力[4-6]以及学生工作实践经历[7-8],本研究将以上

方面作为学生人力资本的主要测量维度。人力资本

理论将教育、经验与收入、生产率等要素联系在一

起,众多实证研究表明个体能够通过投资教育来提

高自己的生产能力,进而获得更高的报酬[9],人力资

本积累较多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能够获得竞

争优势,以此获得较高的薪酬。有相关研究表明,学
生的学历层次、专业类型、所获得的技能证书、所参

加的实习经历等均会对学生的就业起薪产生显著的

影响[10-12]。就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言,学生参与校外

基地实习实践、入学前有工作经验、学生创新能力水

平等学生人力资本对全日制专业硕士就业起薪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3]。高校毕业生的学历层次、
学科门类、学习成绩等人力资本依然是影响高校毕

业生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曾担任

学生干部、具有实习经历等学生人力资本对毕业生

就业起薪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4]。综上所述,本研

究将影响就业起薪的学生人力资本按照其表现形式

和易被观察程度划分为外显性人力资本和内隐性人

力资本。其中外显性人力资本主要指专业学位研究

生获得的技能证书、学习成绩排名等容易被观察到

的变量,而内隐性的人力资本则主要指学生内在具

备的各种能力,其并不容易被直接观测。
(二)高校社会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响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的社会性更加关注,社
会资本理论应运而生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研究 过 程 之 中。20 世 纪 70 年 代 学 者 Pierre
Bourdieu首次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的“社会资本”
(Socialcapital)进行分析,其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

在组织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价值。JamesColeman解

释说明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

制度规范、权威关系、多功能或有意建立的社会组

织”[15]。高校社会资本是高校在内外部关系网络的

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内外部的合作组织网络、制度规

范、权威关系等,它们能够通过促进高校内部各要素

互动以及联络外部组织网络来提升高校行使职能的

效率。学校层次、高校教学管理水平能够显著正向

影响研究生就业起薪[16]。刘劲宇和谢丽萍等人通

过对筛选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认为学校声誉对

高校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最高,同时学校提供的锻

炼平台也能对毕业生起薪发挥显著影响[17]。于苗

苗等人通过全国调研的实证检验发现高校所属层

次、学校开展校园招聘和信息发布等高校社会资本

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就业起薪[18]。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经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学生

人力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响,但是仍然缺乏

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影

响机制的理论研究。在此过程中学生人力资本和高

校社会资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上作用过程鲜

有探讨。再者,以往的实证分析过程,往往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但是传统的回归模型要求个体间随

机误差保持相互独立[19],然而同一所高校的毕业生

由于受相同高校社会资本的影响,很难保证学生个

体间的随机误差是相互独立的。基于以上问题,本
研究 采 用 多 层 线 性 模 型 (HierarchicalLinear
Modeling,HLM)的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学生人力资

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影响专业硕士就业起薪的理论机

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教育领域

中的论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图1所示):
H1:学生人力资本(内隐性人力资本、外显性人

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交流机会、组织规范、合作

培养、权威信任)显著正向影响专业硕士就业起薪;
H2:高校提供交流机会、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在

内隐性人力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过程中发挥

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3:高校组织规范、权威信任在外显性人力资

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正向调

节作用。

三、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对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山西省、陕西

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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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对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的理论模型

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14个省(市)69所高

校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展实证调研,选
取样本量较大的金融、法律、教育、翻译、建筑学、工
程、临床医学、工商管理、会计、艺术等10个专业学

位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信息填答不全者的数据,同时

确保每所高校随机抽样数量在10人以上,共计得到

5151份有效样本。其中男生占总样本的48.9%,女
生占51.1%;就所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占总样本

的60%,中西部地区占40%;高校类型中,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样本占总样本的15.6%,世界一流学

科建 设 高 校 样 本 占35.1%,一 般 高 校 样 本 占

49.3%,综合看来选取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择

1.个体特征

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特点,本研究从生理及

学缘特征和个体就业特征两个维度衡量学生的个体

特征。其中生理及学缘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工作职位水平、专业学位类

型、所在高校类型、本硕为同一学科领域;个体就业

特征包括:工作所在地隶属情况、您即将就业的岗位

与所学专业学位是否相关、从事行业性质(公共事业

为对照组)、所在单位性质(事业单位为对照组)、就
业区域(中部地区为对照组)、即将就职的单位的员

工总数变量,具体解释说明见表1所示。
表1 测量变量维度及具体说明

变量 维度 题项 具体说明

个体

特征

生理及

学缘

特征

就业特征

性别 男生=1,女生=2

年龄
20~25岁=1,26~35岁=2,36~45岁=3,46
岁以上=4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学本科=
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6(取二者最高

教育水平)

父母的工作职位水平
无工作=1、低层=2、中层=3、中高层=4(取二

者最高工作职位水平)

专业学位类型 非工程类=1、工程类=2

所在高校层次
一般高校=1、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3

本硕为同一学科领域 不是=1、是=2

即将就业的岗位与所学专业学位是否相关
非常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非
常大=5

从事行业性质(以公共事业为对照组)
制造业、银行/金融/投资/租赁、互联网服务/电
子商务、进出口贸易、建筑、学术及研发机构、卫
生/医疗保健、公共事业

从事岗位性质(以研究及开发为对照组)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法律、销售/市场/品
牌、业务运作/生产/分销、信息系统/技术管理、
研究及开发、业务发展、行政管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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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测量变量维度及具体说明

变量 维度 题项 具体说明

个体

特征

就业

特征

所在单位性质(事业单位为对照组)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行政

机关、事业单位

就业区域(中部地区为对照组) 西部地区=1、中部地区=2、东部地区=3

即将就职的单位的员工总数
1~99人=1、100~499人=2、500~999人=3、

1000~4999人=4、5000人及以上=5

学生人

力资本

外 显 性

人 力 资

本(学习

获得)

内 隐 性

人 力 资

本(实践

创 新 能

力)

您在硕士期间获得奖学金 未获得=1、已获得=2

您在硕士期间获得荣誉称号 未获得=1、已获得=2

您在本专业的学习成绩排名
专业前10%(含)=1、专业前10%~20%(含)=
2、专业前20%~50%(含)=3、专业后50%=4

您获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1、未获得任何职业资

格证书=2

您掌握了本专业(行业)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对所学专业学位对应的职业具有一定的了解

与适应(职业素养)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能够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工具解决实际面临

的问题或完成相应任务(动手操作能力)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能够较快地理解所学知识,并将之转化、运用

到其他方面(知识迁移能力)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能够迅速地对行业知识、素材、数据等日常信

息积累和收集(信息感知和采集能力)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能够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信息(沟通能力)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能够在团队工作中与伙伴互帮互助以提升工

作效率(团队协作能力)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能够很好地应对并迅

速做出反应(适应和反应能力)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高校社

会资本

高校组

织规范

高校提供

交流机会

高校针对专业学位特点,开展就业相关服务(校
园招聘活动、就业信息发布、派遣服务)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高校具有可申请的(含)支持专业学位的专项基

金或资助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学校提供的可使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实习机会、
实践项目选择、校外导师库、案例库、教材库等)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学校提供充足的国际交流合作机会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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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测量变量维度及具体说明

变量 维度 题项 具体说明

高校社

会资本

合作单位

参与培养

权威信任

合作培养单位或校外行业人员充分参与专业学

位培养过程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校外导师或来自行业人员充分参与实践指导

过程

非常不符合=1、比较不符合=2、一般=3、比较

符合=4、非常符合=5

您对学校培养过程的满意程度
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

满意=4、非常满意=5

高校社会整体排名(历年中国校友会排名整理) 百分制计分(标准化处理为5点计分)

因变量 就业起薪
在即将工作单位您转正后的税前薪酬(包括奖金

等)平均 元/月
在SPSS软件中进行标准化处理

  2.学生人力资本

综合学者们对学生人力资本的界定,本研究分

别从外显性人力资本(获得奖学金、荣誉称号、资格

证书)[20-21]和内隐性人力资本(实践创新能力)[14,22]

两个方面衡量学生人力资本,其中外显性人力资本

选择比较容易观测到排名、荣誉称号等题项进行测

量,而内隐性人力资本则构建测量量表(李克特5点

计分)进行测量,详细题项见表1所示。
3.高校社会资本

基于前文概念界定,本研究分别从组织规范、交
流机会、合作单位参与培养、权威信任等四个层面测

量高校社会资本。组织规范是指在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高校内部所建立的组织制度;交流机会

指高校提供的能够增进学生与导师、社会交流的各

种学习、实践交流机会;合作单位参与培养指的是在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高校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协同互动共同培养学生(产教融合);权威信任指的

是高校在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价值以及学生对学校培

养的满意程度。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择第三方

机构(中国校友会)对高校的综合评价结果,分值越

高则表示此高校在社会中的权威信任程度越高。
4.结果变量

本研究采用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起薪对数作为

结果变量,将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税前)使用

SPSS26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结果保存为结

果变量。
(三)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计算变量内部一致性系数对高校社

会资本中的5点计分量表题目进行信度检验。高校

社会资本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6,均高于0.7
的适配标准。在SPSS软件中对高校社会资本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为0.879,显著性为0.000,各题项的公因子方差提

取均在0.6以上,表明以上题项适合做因子分析,如
下表2所示。同时本研究采用AMOS20软件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以上量表变量的效度,以下各

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其中卡方值(Bollen-
StineBootstrap)为32.80,�2/df=1.73(<3),
GFI=1(>0.9)、AGFI=0.99(>0.91)、RMSEA=
0.01(<0.05)、SRMR=0.0349(<0.05)各项指标

均达到适配标准[23],说明以上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

效度。
表2 高校社会资本各题项的公因子方差

具体题项 初始 提取

高校针对专业学位特点,开展就业相

关服务(校园招聘活动、就业信息发

布、派遣服务)
1.000 0.785

高校具有可申请的(含)支持专业学

位的专项基金或资助
1.000 0.812

学校提供的可使用的信息交流平台

(实习机会、实践项目选择、校外导师

库、案例库、教材库等)
1.000 0.754

学校提供充足的国际交流合作机会 1.000 0.840

合作培养单位或校外行业人员充分

参与专业学位实践指导过程
1.000 0.751

校外导师或来自行业人员充分参与

论文指导
1.000 0.746

您对学校培养过程的满意程度 1.000 0.695

高校社会整体排名(历年中国校友会

排名整理) 1.000 0.898

  同时经过可靠性分析,学生实践创新能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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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3,高于0.7的适配标

准,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时经过SPSS中

探索性因子分析,此量表的KMO值为0.938,公因

子方差提取均在0.6以上,达到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的公因子方差提取的可以接受标准,表明此量表适

合做因子分析,详细结果见表3。基于探索性因子

分析的结果,运用SEM的方法通过AMOS20软件

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CFA检验模型,
模型只有一个构想,其中每个观察变量的因子载荷

都 在 0.7 以 上,其 中 卡 方 值 (Bollen-Stine
Bootstrap)为20.816,�2/df=1.04(<3),其他适配

指标中GFI=0.99(>0.9)、AGFI=0.97(>0.9)、
RMSEA=0.002(<0.05)、SRMR=0.049
(<0.05)。以上各绝对适配度指数均达到适配标

准,此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3 学生人力资本中实践创新能力各题项的公因子方差

具体题项 初始 提取

您掌握了本专业(行业)较为丰富的

专业知识(专业知识) 1.000 0.654

您对所学专业学位对应的职业具有

一定的了解与适应(职业素养) 1.000 0.696

您能够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工具解

决实际面临的问题或完成相应任务

(动手操作能力)
1.000 0.675

您能够较快地理解所学知识,并将之

转化、运用到其他方面(知识迁移能

力)
1.000 0.704

您能够迅速地对行业知识、素材、数
据等日常信息积累和收集(信息感知

和采集能力)
1.000 0.689

您能够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信息

(沟通能力) 1.000 0.641

您能够在团队工作中与伙伴互帮互

助以提升工作效率(团队协作能力) 1.000 0.682

您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能够很好

地应对并迅速做出反应(适应和反应

能力)
1.000 0.712

四、模型构建

本研究从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两个层

面构建多层次的HLM模型,进而详细讨论两类变

量对专业学位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响,尤其是

探索高校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毕业生就业起薪。
(一)零模型

零模型(模型1)是不包括任何变量的检验模

型,其目的是检验组间差异是否明显,这也是进行多

层线性模型的第一步,如果组间差异比较明显,才能

进一步进行跨层次分析。两层次的零模型如下

所示。
第一层方程:Yij=β0j+rij,其中rij~N(0,

σ2);第二层方程:β0j=γ00+u0j,其中u0j~N(0,
τ00),在上式中,Yij 表示第j个高校中第i个毕业生

的就业起薪,β0j 表示j高校所有学生平均的毕业起

薪,rij 表示j高校i同学与j学校平均的毕业生就

业起薪之差,也是专业学位硕士个体层面的随机误

差;γ00代表各高校学生毕业起薪的平均值,u0j 表

示j学校与总体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即为高校层面

的随机误差。根据零模型可以得到组间方差占总体

方差的比重,即ICC(1)=τ00/(σ2+τ00),通过ICC
(1)判断校际的起薪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二)随机效果模型

在零模型的第一层方程中分别纳入生理及学缘

特征、就业特征作为背景预测变量(模型2),在此基

础上再纳入硕士期间经历、学习获得、实践创新能力

作为预测变量(模型3),考查学生人力资本对专业

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响。
第一层方程:Yij=β0j+β1jX1+β2jX2+ …

βmjXm+rij,其中β1j、β2j…βmj 分别为变量X1、
X2…Xm 对Yij 影响的偏回归系数[24];第二层方程:

βmj=γmjZj+μmj。其中β1j、β2j…βmj 分别是预测

变量X1、X2…Xm 对Yij 影响的偏回归系数。
(三)截距模型

在随机效果模型的基础上,于第二层方程中纳

入高校社会资本作为预测变量(模型4),此模型考

察高校层面因素对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

响。第一层方程:Yij=β0j+β1jX1+β2jX2+…

βmjXm+rij;第 二 层 方 程:β0j =γ00 +γ01Z1+
γ02Z2+…+γ0nZn,第二层方程式中γ01、γ02…γ0n
分别是学校层面的预测变量(Z1、Z2……Zn)对截距

项β0j 影响的偏回归系数。
(四)全模型

在截距模型的基础上,纳入调节变量(模型5),
检验调节变量在学生人力资本和毕业生就业起薪间

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第一层方程:Yij=β0j+β1j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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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jX2+…βmjXm+rij;第二层方程:βmj=γm0+
γm1Z1+γm2Z2+…+γmnZn+μmj。

五、研究结果

采用HLM6.08统计软件进行两层次的HLM
分析,对69所高校5151份专业硕士就业起薪的数

据进行零模型(模型1)检验,计算组间方差占总方

差的比重,以得到校际差异对专业硕士起薪的解释

力度,ICC(1)=τ00/(σ2+τ00)=0.222/(0.535+
0.222)=0.293。借鉴 Cohen的结论[20],若ICC
(1)>0.138则表明此研究的组间差异十分明显。
本次调研的专业硕士就业起薪校际的差异十分显

著,需要构建分层模型进行分析。同时根据零模型

中方程的内部稳定系数ICC(2)=0.945(>0.7),表
明方程的组内相关系数良好,能够开展层次间的回

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对以上5个模

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逐步将以上变量纳入方程中,
结果表明生理及学缘特征、就业特征等变量对因变

量(毕业生就业起薪)解释力度为39.19%,学生人

力资本解释力度为26.13%,而高校社会资本对因

变量的解释力度为21.62%,详细结果见表4所示。
(一)生理及学缘特征、就业特征对毕业生就业

起薪的影响

从模型2中包含的生理及学缘特征来看,男生

就业起薪显著高于女生(β=-0.153,p<0.001),
但年龄在此次测量中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对毕业生就业起薪没有显著影响,而
父母所从事的工作职位层次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就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38,p<0.01);获得过更多

数量的offer对毕业生就业起薪也具有明显的正向

作用(β=0.029,p<0.01),而所学专业学位类型以

及本硕为同一领域对毕业生就业起薪没有显著影

响,所在高校层次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β=0.15,p<0.001),“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

生就业起薪显著高于一般高校就业起薪。
模型2中的就业特征的影响效果来看,工作所

在地隶属地区为东部地区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毕业

生的就业起薪更高(β=0.376,p<0.001)。值得注

意的是,从事行业性质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毕业生的就业起薪显著高于本次调研中

的其他行业的就业起薪。毕业生所在单位性质为

“外资企业”(β=0.367,p<0.001)、“民营企业”
(β=0.287,p<0.001)的就业起薪显著高于“事业

单位”,而就职于国有企业和行政单位的毕业生则没

有显著差异。学生即将就职的单位的员工总数显著

正向影响毕业生就业起薪(β=0.041,p<0.001),
硕士之前工作年限显著正向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起薪

(β=0.112,p<0.001)。
(二)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对毕业生就

业起薪的影响

在模型3中加入学生人力资本,分别从学习获

得和实践创新能力两个维度分析。其中学生在硕士

期间获得奖学金(β=0.104,p<0.001)显著正向影

响毕业生的就业起薪,同时学生在本专业的学习成

绩排名越靠前则毕业后的就业起薪相对越高(β=
0.031,p<0.01),而获得荣誉称号、获得过相关的

职业资格证书对就业起薪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显著正向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起薪

(β=0.07,p<0.01)。
在模型4中加入学校层面变量高校组织规范、

高校提供交流机会、合作单位参与培养、权威信任,
观测高校社会资本对起薪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校组

织规范(β=0.643,p<0.05)、合作单位参与培养

(β=0.557,p<0.05)、权威信任(β=0.749,p<
0.001)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专业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起

薪,研究假设H1部分成立,详细结果见表4所示。
(三)交互作用项所发挥的作用

在模型5中加入高校社会资本和学生人力资本

的交互作用项,以检验高校社会资本和学生人力资

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的作用机制。经过检验发现,
交互作用项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实践创新能力(β
=0.593,p<0.05)、硕士期间获得奖学金*权威信

任(β=0.232,p<0.05)、硕士期间获得荣誉称号*
权威信任(β=0.296,p<0.05)、本专业的学习成绩

排名*权威信任(β=-0.109,p<0.05)、获得过相

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权威信任(β=0.294,p<
0.05)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和权威

信任分别在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学习获得对毕业生

就业起薪的影响中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研究假设

H2和H3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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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全日制专业硕士就业起薪影响因素HLM分析表

预测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生理及学缘特征

性别 -0.153*** -0.15*** -0.154*** -0.151***

年龄 0.003 0.004 0.009 0.008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 0.008 0.009 0.007 0.006

父母的工作职位水平 0.038** 0.036** 0.036** 0.037**

获得offer数量 0.029** 0.032** 0.032** 0.032**

专业学位类型 0.017 0.051 0.038 0.044

所在高校层次 0.15*** 0.149*** 0.112*** 0.085*

本硕为同一学科领域 -0.017 -0.017 -0.012 0.0004

就业特征

工作所在地隶属情况

(以中部地区为对照组)

西部地区 0.166 0.168 0.134 0.074

东部地区 0.376*** 0.373*** 0.287*** 0.254***

从事行业性质(以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对照组)

制造业 -0.535*** -0.538*** -0.535*** -0.53***

银行/金融/投资/租赁 -0.293*** -0.296*** -0.292*** -0.29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484*** -0.487*** -0.479*** -0.475***

建筑业 -0.566*** -0.572*** -0.539*** -0.55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451*** -0.455*** -0.448*** -0.446***

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0.703*** -0.701*** -0.721*** -0.709***

农、林、牧、渔业 -0.565*** -0.582*** -0.534*** -0.575***

教育、文化、卫生 -0.537*** -0.548*** -0.545*** -0.524***

其他行业 -0.469*** -0.471*** -0.476*** -0.454***

从事岗位性质(以研究及开发为对照组)

人力资源管理 0.075 0.08 0.078 0.073

财务、会计 -0.26*** -0.263*** -0.249*** -0.264***

法律 -0.349*** -0.367*** -0.378*** -0.39***

销售、市场、品牌 -0.179** -0.151** -0.147** -0.166**

业务运作、生产、分销 -0.128** -0.125** -0.135** -0.125**

信息系统、技术管理 -0.139*** -0.14*** -0.136*** -0.135***

业务发展 -0.177** -0.162** -0.167** -0.167**

行政管理 -0.167** -0.149** -0.158** -0.142**

其他 -0.117** -0.118** -0.128**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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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全日制专业硕士就业起薪影响因素HLM分析表

预测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所在单位性质(事业单位为对照组)

行政单位 0.003 0.011 0.015 0.027

国有企业 -0.017 -0.014 -0.012 -0.017

外资企业 0.367*** 0.375*** 0.358*** 0.374***

民营企业 0.287*** 0.288*** 0.278*** 0.293***

其他 0.162*** 0.164*** 0.159*** 0.156***

即将就职的单位的员工总数 0.041*** 0.039*** 0.037*** 0.038***

硕士之前工作年限 0.112*** 0.11*** 0.13*** 0.137***

外显性人力资本(学习获得)

您在硕士期间获得奖学金 0.104*** 0.119*** 0.108***

您在硕士期间获得荣誉称号 0.022 0.031 0.028

您在本专业的学习成绩排名 -0.031** -0.037** -0.029**

获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0.029 -0.031 -0.027

内隐性人力资本(实践创新能力) 0.12** 0.116** 0.125**

高校社会资本

高校组织规范 0.243 0.204

高校提供交流机会 0.149 0.195

合作单位参与培养 0.557* 0.535*

权威信任 0.479* 0.329*

交互作用项

高校提供交流机会*实践创新能力 -0.118

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实践创新能力 0.593*

硕士期间获得奖学金*权威信任 0.232*

硕士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权威信任 0.296*

本专业的学习成绩排名*权威信任 -0.109*

获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权威信任 0.294*

硕士期间获得奖学金*高校组织规范 0.097

硕士期间获得荣誉称号*高校组织规范 0.14

本专业的学习成绩排名*高校组织规范 -0.124

获得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高校组织规范 0.124

τ00(组间方差) 0.222*** 0.135*** 0.077*** 0.029*** 0.022***

σ2(组内方差) 0.535 0.436 0.432 0.430 0.427

加入新变量后,模型增加的解释力 39.19% 26.13% 21.62% 3.1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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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图2可知,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处于不同水

平时,实践创新能力对毕业生就业起薪的影响发生

了方向性改变。当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处于高水平

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能够显著正向影

响毕业生就业起薪,可以理解为通过合作单位参与

培养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当合作单位

参与培养处于低水平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

能力与毕业生就业起薪呈现负相关性,由此可以看

出,合作单位高度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十

分关键,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得到了行

业企业的检验,更能使得学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

求,同时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

获得更好的选择机会起到了促进作用。总之,合作

单位参与培养过程处于较高水平更有助于学生发挥

能力获取较高的毕业起薪。而在本次实证检验中,
高校提供交流机会并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图2 合作单位参与培养在实践创新能力方面

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的调节作用

就权威信任在学生学习获得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而言,如下图3所示,当权威信任处于高水平时,学
生在硕士期间获得奖学金、获得荣誉称号、获得相关

的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排名靠前分别对毕业生就业

起薪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而当高校层面的权威信

任处于低水平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与

毕业生就业起薪呈现负相关性。此种结果表明,较
高的权威信任(学校综合排名靠前、学生对专业培养

更满意)将更有助于学生发挥能力获取较高的毕业

起薪[9],权威信任在“学习获得”对毕业生就业起薪

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六、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建
立了专业硕士毕业生起薪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了

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对专业硕士毕业生就

业起薪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性别、父母的

图3 (组图)权威信任在学习获得对

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的调节作用

工作职位水平、获得offer数量、所在高校层次等生

理和学缘特征显著影响毕业生就业起薪,所从事行

业性质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毕业

生起薪高于其他行业;2.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起薪

受到学生人力资本和高校社会资本两个层面变量的

共同影响,其中外显性人力资本(学习获得)和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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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力资本(实践创新能力)仍是影响专业硕士毕业

生就业起薪的重要个体层面因素;3.高校层面中,合
作单位参与培养、权威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毕业生就

业起薪,合作单位参与培养、权威信任分别在内隐性

人力资本和外显性人力资本对毕业生就业起薪影响

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了高校社会

资本能够影响学生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基于以

上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一)厚植学生人力资本,塑造学生实践参与意

识提升实践创新能力

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仍然存在对学

生自主学习、积极投身实践活动不够重视的问题,特
别是缺乏激励机制,众多高校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未能突出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性以及职业

性导向。本研究中发现,专业学位毕业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对其就业起薪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层面,高校应从注重学科发展和科研

目标为导向的增量式发展模式转为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实践导向的内涵式发展新模式[21],创造并提供学

生实践参与机会,厚植学生人力资本,塑造学生实践

参与意识,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突出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在培养过程中的核心

地位。
(二)深化产教融合可持续机制,真正实现“1+1>

2”的深入合作效果

本研究中发现“合作单位参与培养”能够显著影

响专业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起薪,并且合作培养单位

在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影响毕业生就业起薪中发挥正

向调节作用。就企业雇主而言,学生能力越高给企

业带来的实际效益也就越大,正如YuzhuoCai指出

的,最终使得雇佣者对学生所受教育产生认可的是

来源于毕业生的生产力以及工作后的实际表现[22],
仅仅获得文凭并不能真正获得就业成功。因此高校

应主动适应产业转型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联合用人

单位强化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可持

续机制,提高合作培养单位的参与深度[25],在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各个关键环节(招生考核、联合培

养、实习实践、资格认证),深化新知识生产领域的合

作,真正实现“1+1>2”的深入合作效果,提高专业

硕士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力。
(三)弱化高校层级所带来负面性影响,提供精

准就业指导

本次研究中发现,高校层级所带来的声誉影响

能够使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的就业起

薪,高校权威性在对毕业生起薪影响过程中也发挥

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诚然,名校合理的人才培养结

构和教育质量对毕业生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我

国高校等级化的层次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

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名校权威”,不利于人才的合理

使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结合区域发展和社会稳

定的需要,优化整合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弱化由于高

等学校层级给毕业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更加严格

的标准做好学生就业工作指导,树立专业硕士毕业

生科学的就业观,提高学生就业自信心,同时扩展就

业创业服务平台以方便专业硕士进行各类信息交

流、互换,使学生获得更多就业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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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mploymentispeople’sbiggestwellbeing,andhigh-qualityandfullemploymentofpostgraduatesisakeytaskof
educationreform.Throughasamplesurveyon5151full-time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studentsgraduatedfrom69
universitiesandwithamulti-layerlinearregressionanalysis,thispaperexaminesthemechanismofhowstudenthumancapital
anduniversitysocialcapitalinfluencethestartingsalaryofprofessionalmaster’sdegreegradsinemployment.Attheindividual
level,explicithumancapital(acquiredfromlearning)andimplicithumancapital(thepracticalinnovationability)arestill
importantfactorsindecidingthestartingsalaryofthegradsinemployment;atthe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level,the
participationofcooperativepartnersintrainingandthetrustfromauthoritativebodiesareobviouslyindecidingthestarting
salaryofthegradsinemploymentinapositivemanner.Simultaneously,theparticipationofcooperativepartnersandthetrust
fromauthoritiesplaysasignificantregulatingroleintheprocessofdecidingthestartingsalaryofthegradsinemployment
respectivelyintermsofimplicithumancapitalandexplicithumancapital.Basedonthestudy,thispaperproposesthat
universitiesshouldcultivatestudents’humancapitalandshapetheirconsciousnessofpracticeparticipation;deepenthe
sustainablemechanism reform ofindustry-educationintegration,andencouragecooperativepartnerstodeepentheir
involvementintraining,soastoachievea“1+1>2”effectindeepcooperation;weakenthenegativeinfluencebroughtabout
fromthelevelof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providetargetedemploymentguidance,and escalate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ofthegradsinlabormarket.
Keywords:professionalmaster;studenthumancapital;universitysocial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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