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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识别慢就业与懒就业的差异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自我

决定动机理论，构建了一个懒就业动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包括学习倦怠、懒惰、责任感缺失和自

信心不足四个要素，并进一步细分为控制动机和缺乏动机两个维度。尽管现有文献中懒就业动机尚

未得到充分的实证支持，但这一现象似乎成为中国大学生就业挑战的新动向。本研究通过对 1033 名

在校生（男性占比 50.1%，女性占比 49.9%）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评估量表的

信度，结果显示信度介于 0.877 至 0.929 之间。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证实了构念模型确实包含了控

制动机和缺乏动机两个维度。该模型为深入理解懒就业动机的形成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结果

有助于教育机构、学生等利益相关者准确区分慢就业与懒就业，进而促进大学生形成健康和理性的

就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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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就业竞争

大学生就业力。根据中国智联招聘发布《2021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以及《2023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数据显示，2021-2023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分别约有12.8% 、15.9% 和

18.9% 的比例选择了慢就业，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中国近 10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2021-

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约有909万、1076万和1158万。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

1.2 懒就业

 慢就业。懒就业与慢就业是两种紧密联系而又不一样的就业行为。慢就业是大学生毕业后不快速就业，而做

出其他选择的就业行为。例如留在家里、出国留学、照顾父母、准备职业考试，或者其他非就业的方向与行为。

它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就业心理特征与行为（Wang T, Li S, 2022）。

懒就业动机。懒就业是慢就业行为继续恶化的一种非理性就业行为（王志刚 & 郝利君，2009）。懒就业动机

是具备懒就业心理特征的消极就业动机。这类人具有鸵鸟心态，不愿意正视问题，倾向于成为“啃老”一族（卞

文志，2016）。同样，具备懒就业动机的大学生，可能缺乏责任感、自信心以及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张玉

胜，2020）。而且，他们还可能存在劳动倦怠的观念，没有远大理想，不愿选择有创新性的工作，缺乏艰苦奋斗

精神，否定并逃避体力劳动工作，认为基层就业是 “没出息” 的表现。总是羡慕“一夜暴富”，“不劳而获”



等消极的社会现象（唐振新，2022）。倦怠、懒惰、缺乏责任感、缺乏自信心等许多消极因素是可能的变量集合

（王琦，2020；曹婧，2020；严棉等，2022）。遗憾的是，尚未发现有直接的测量工具。相关构念信息如下表1

所示。

表1 懒就业动机潜变量含义与项目信息表

分类 潜变量 含义 题项 来源 标签

控制动机维

度

学习倦

怠

情感衰竭，表现为个人缺

乏活力、对学习没有热

情、感到心理极度疲劳。

我觉得所学的知识毫无用处。

Neufeld  A,

Malin

G，2021；王清

华，2021

LB1

我觉得每天的学习都很累。 LB2

我对学习感到厌倦。 LB3

我厌烦学习中的测试。 LB4

我想学习但总感觉很枯燥。 LB5

懒惰
好逸恶劳，不思进取，没

有良好的纪律观念。

我的自控能力比较差。

胡宝

明，2011；李

红，2012

LITAB1

我懒得去学习生活技能。 LITAB2

我的生活习惯缺乏规律性。 LITAB3

我认为学习中的迟到与逃课行为很正常。 LITAB4

我不知道学习的目的，也不喜欢主动地思考问

题。
LITAB5

缺乏动机维

度

缺乏责

任感

缺乏对现实学习、未来工

作的热情，无法意识到自

身承担的社会主体责任。

我对职业生涯发展感到迷茫。

吴康妮，2017

LOR1

我不清楚专业发展前景与就业市场对相关专业

的需求。
LOR2

我没有认真规划过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 LOR3

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校期间积累人脉和资源。 LOR4

缺乏自

信心

不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能

力与知识储备表示怀疑,甚

至会质疑自己曾经做过的

事情或曾经做出的决策。

我社恐不太喜欢交际。

车丽

萍，2002；吴

爱梅，2019

LOC1

我在公共场合讲话非常紧张。 LOC2

我觉得以现在的能力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 LOC3

许多时候我都觉得没有其他人那样有本事。 LOC4

我小心翼翼做事但总感觉不太正确。 LOC5

1.3 理论与假设

理论。自我决定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一个自我决定水平不同的连续体,主要由内部动机（Intrinsic 

M otivation）、外部动机(Extrinsic M otivation)和缺乏动机（N on-m otivation）三种类型组成（Ryan, R. M., &

D eci, E. L.，2000）。后续，Ryan 和 D eci(2000)又进一步将内部动机（Intrinsic M otivation）以及外部动机

(Extrinsic M otivation)中的认同调节（Identified Regulation）、整合动机(integrated regulation)归为

autono m o us m otivation 一类。相对应，外部动机(Extrinsic M otivation)中的外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

投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又被归为controlled m otivation 一类。他们（Deci &  Ryan, 2008）认为，个

体行为可能会因为外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的刺激或可能的惩罚而做出反应。即是说，个体为了达到一定

的目的或回避某种结果而刻意采取行动。同样，投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是部分内化的外部动机,个体的

表现和行为是为了感受到自身价值和自我(Ego)，也可能是为了回避羞愧、降低焦虑度、保持自尊等。然而，缺乏

动机的最大特点就是个体完全对活动提不起兴趣，也丝毫认识不到或不认同行为所能带来的结果与影响。除此以

外，控制动机影响下，人们会因为特定方式的思考、条件约束或行动而承受额外的心理压力，这也是该理论的另



假设。懒就业动机可能包含了外部调节(External Regulation)、投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以及缺乏

动机（N o n-m otivation）等元素，类似一种控制动机和缺乏动机的状态。拥有此类动机的大学生，因为外部调节

（例如就业竞争与压力）的刺激或可能的惩罚（无法获取工作）而做出反应。同时，为了回避羞愧、降低焦虑

度、保持自尊等目的（投射调节），从而对就业活动无兴趣，不认同工作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与结果（缺乏动

机）。为了测试模型，我们创建了如下假设：

H1：懒就业动机包含了学习倦怠、懒惰等控制动机维度。

H2：懒就业动机包含了缺乏责任感、缺乏自信等缺乏动机维度。

H3：控制动机维度与缺乏动机维度在懒就业动机内部是相互联系的。

2 研究方法

研究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一所高等职业学院进行。学校官网信息显示，2024年约有20000 名在校生，分

为8 个二级部门，其中有4 个部门的学生人数超过2000人，而剩余的4 个则多于2000人。因此，比例抽样法是

比较适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学生人数低于2000人的4 个二级部门抽样比例为40% ，每个部门平均为10% 。对于

学生人数超过2000人的4 个二级部门抽样比例为60% ，每个部门平均为15% 。而且，在置信度为95 %的情况

下，允许的最大抽样误差为 7 %。最终有效样本由 1033 名在校大学生组成。
2.1 样本对象

被试者中，大约 50.1% 为男性，49.9 %为女性。因为对象都是在校的高等职业学院学生，年龄集中分布在16

岁左右。年级上，大约 29.2% 为大一，31% 为大二，39.8% 为大三。

2.2 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因为缺乏直接的测量工具，并且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将尝试从学习倦怠（王清

华，2021)、懒惰（胡宝明，2011；李红，2012）、缺乏责任感（吴康妮，2017）、缺乏自信心（吴爱

梅，2019）等潜变量进行构念，包含19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学习倦怠变量来自的《中国大学生学

习倦怠量表》显示Cronbach's alpha 为 0.881，缺乏自信心变量来自的《个人评价问卷》显示Cronbach's alpha

为 0.830。
2.2.1 预研究

我们在研究中一次性获得了1033份有效问卷，利用SPSS23.0的 random sample of cases功能从中随机抽取

了约 20%比例的个案（N=219）作为试点研究数据，并进一步分析了问卷的心理测量特性。根据可靠性分析和探索

性因素分析，我们对2个题项（LOC1,LOC2）进行了删除，留下 17个题项，以改善心理测量特性。数据显示，17

个题项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2个，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1.593%。在后续进一步的研究中使

用修改后的调查表，以验证问卷的心理测量特性是否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2.2.2 Validation Study

相关系数。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我们将数据分为两大部分，第二次利用SPSS23.0同样的功能随机抽取了约

80%比例的个案（N=826）作为验证研究数据。数据显示，控制动机维度的Cronbach's alpha为 0.929，缺乏动机



维度的Cronbach's alpha为 0.877，两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86（P<0.05）。

正态分布。我们还计算出每个题项的偏度与峰度系数来检验正态分布情况。数据表明，偏度数值多数分布在-

1与 1之间，近似符合正态分布预期。

2.3 Procedure

离群值。多变量数据可以使用 Mahalanobis Distance进行多元离群值分析（Tabachnick & Fidell, 

2007）。根据相关公式可以计算出案例数据集的临界阈值为40.79。如果个案的Mahalanobis distance大于

40.79，则说明对应的个案是多元异常值。经过分析后发现，第 100号个案是多元异常值，应采取删除的策略。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自陈式调查问卷有可能产生一种名为共同方法偏差的系统误差进而影响测量的效度。采

用Harman 单因子法（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可以检测该种误差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Harman单因

子法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率（未旋转）约为36.857%，小于50%的比例(Philip & Dennis, 1986)。因此，我们认

为研究中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并不严重。

CFA阈值。为了验证假设 H1,H2和 H3，我们进行了CFA分析,采用了CFI,SRMR和 RMSEA等指标来评估构念模型

的结构效度。根据Cutoff Criteria（Hu and Bentler，1999），我们可以得到模型指数的阈值信息。

3 Results

信度与效度。对于懒就业动机模型的CFA 结果和它的两个维度：控制动机和缺乏动机，正如表格 2 和图 1所

示。控制动机维度包含了学习倦怠与懒惰变量。缺乏动机维度包含了缺乏责任感与缺乏自信心变量。它们的

Cronbach's alpha 与 CR 值都接近 0.929 和 0.877。相关的AVE 值也都大于0.5，表明构念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与

聚敛效度。此外，有关HT M T 分析也能进一步判别构念的区分效度。Hair 等人（2017）指出，HT M T 分析是对

模型进行判别效度检验的较优方法。有效的HT M T 指标应该是所有相关性的系数低于0.85。懒就业动机模型

HT M T 值经计算后为0.098，低于0.85 的程度。

表2 构念模型因子载荷、信度描述信息表

Dimension Label Mean SD
Factor

Loadings
Cronbach's

alpha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

Controlled
motivation

LB1 2.666 1.258 0.798

0.929 0.929 0.570

LB2 2.972 1.167 0.725

LB3 2.691 1.352 0.883

LB4 2.705 1.247 0.816

LB5 2.890 1.157 0.734

LITAB1 2.401 1.435 0.831

LITAB2 3.137 1.147 0.660

LITAB3 2.380 1.405 0.852

LITAB4 2.824 1.186 0.726

LITAB5 3.024 1.143 0.655

Non-
motivation

LOR1 2.398 1.369 0.821 0.877 0.877 0.507

LOR2 2.708 1.281 0.754

LOR3 2.936 1.139 0.728

LOR4 2.847 1.065 0.685

LOC3 2.839 1.206 0.723

LOC4 2.884 1.178 0.741



LOC5 2.866 1.139 0.698

CFA 结果。图 1 显示出题项的标准化系数。对应计算出的模型拟合指数，与Cutoff Criteria相比较，可以得

到χ
2
 = 703.491，df = 118，χ

2
/df=5.962（>5，Terrible）, CFI = 0.928（<0.95，Acceptable）, 

SRMR=0.064（<0.08，Excellent）, RMSEA=0.078（>0.06，Acceptable）。

图 1 Results of the CFA for the Employment Motivation Laziness Model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可能的途径。自我决定动机理论认为，内在动机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倾向。它与个体的内部因素如兴趣、享受

等密切相关,是高度自主的动机类型,代表了自我决定的原型。Deci &  Ryan（2008）认为，当受自主动机影响时,

人们可以通过行动来获得自我认可,满足自己的自主性需求。而且，会带来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促进有效的行为表

现。这一点与Dubois, P., G uay, F., &  St-Pierre, M. C. (2023) 的研究相互印证。因此，autono m o us m otivation

有可能让学生在学习与工作不同状态转换之间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这些表明，关注控制性动机向自主动机转变的

机制，对于促进大学生非理性就业动机（例如懒就业动机）向理性就业动机的转变，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途

径。
两种观点。社会中对慢就业存在着乐观主义和批判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对大学生

慢就业行为保持着理解、包容甚至支持的态度（盛会，2018）。批判主义者认为，我们应保持着质疑、警惕甚至

反对的态度（李光考，2022）。其实，这两种观点似乎都缺乏对慢就业和懒就业原因的全面理解（姬迎喜 & 邓泽

城，2022）。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愿意为将来付出更多努力，暂时性放慢获取工作步伐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是

应该得到社会理解与支持的。但是，对于逃避就业，对未来没有明确追求，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追求不劳而获

的消极心理特征与行为，是值得质疑与反思的。因而，采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与行为，能够有

效地辨别慢就业与懒就业，帮助大学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王琦，2020）。
支持与深入。构念模型的信度与效度等指标能够有效支持假设 H 1,H2 和 H 3，表明懒就业动机模型可以从控

制动机以及缺乏动机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与理解。这将有助于学校、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正确辨别慢就业与懒就业，

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与理性的就业价值观。但是，模型拟合指数也表明懒就业动机可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动机要

素，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5 Limitations

构念模型的拟合指数并未达到完美的程度，表明仍然具有不足之处。首先，懒就业动机是一种负面且复杂的

动机因素。控制动机与缺乏动机所代表的两个维度仅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并不代表唯一确定的标准。后面还可

以增加构念所包含的其他变量来进一步完善。其次，样本对象是高等职业学院的在校生。后续的研究还可以进一

步扩展到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以提高样本抽样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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