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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H聚类分析的大学生就业
满意度统计及预测

吴亚娟$

摘要

引用满意度指数的概念&根据实际

满意度调查的数据&利用多元统计分析

的方法&对 !%$% 届毕业生选择的第一份

工作的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影

响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主要因子分别为

'单位内部因子(%'个体发展因子(%'外

显所得因子(&其中起主要影响的因素是

'单位因子(&三者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

同时对 !%$% 届大学毕业生对工作的满

意程度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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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2)(*/420(+

""用户满意度指数!B/12(U3)I?201T?420(+ P+*3,&BIP"是目前许多国家

积极研究和使用的一种新型宏观经济指标&是专门用来测量用户对产

品和服务满意程度的质量指标&用来反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状况)$*

&目

前美国已经完成了行业覆盖面最广泛的用户满意度指数体系&

就业是民生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大

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环境正日益发生变化&毕业生择业过程中也呈

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多)!*

&为进一步了解当代大学

生的就业观念&清楚的反映当代大学生就业方面的要求&协调好社

会%学校%学生三者间的关系&引用用户满意度指数的理论和方法&研

究大学生对就业的满意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
?̀42()?+?@V101?+* 4@/123)?+?@V101

?E?>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和发展&它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

的变量!或样品"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

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根据因子的不同还可以对变量进行分类的一

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9*

&

因子分析的基本过程+

$" 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鉴定&考察原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为因子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

是对原有变量中信息重叠的部分提取和综合成因子&最终实现减少

变量个数的目的&所以要求原有变量之间应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否

则&如果原有变量相互独立&不存在信息重叠&也就无需进行综合和

因子分析&

!" 因子提取&研究如何在样本数据的基础上提取综合因子&

9" 因子旋转&通过正交旋转或斜交旋转提取出的因子具有可解

释性&

:" 计算因子得分&通过各种方法求解各样本在各因子上的得分&

为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



?EA>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B@/123)E+?@V101"是根据事物本身的

特性研究个体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将相似的事物

归类&它的原则是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

不属于同一类的个体之间差异性很大&聚类分析的

大部分应用都属于探测性研究&最终结果是产生研

究对象的分类&通过对数据的分类研究还能产生假

设&聚类分析也能用于证实性目的&对于通过其他方

法确定的数据分类&可以应用聚类分析进行检验):*

&

聚类分析有利于处理随意和主观性的不确定问

题&并达到归类效果&而因子分析法是用于将诸多影

响因素归为几个主要指标的统计方法&故将其相结

合用于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研究与分析&

本文采用了 O6均值聚类法)56#*

&这种算法的基

本思想是将每一个样品分配给最近中心!均值"的

类中&具体算法至少包括以下 9 个步骤+

$" 从 (个数据样本中任意选择 L个对象作为

初始聚类中心&对于剩下的样本&根据其与聚类中心

的距离&分配给距离最近的类,

!" 计算获得每个新类的中心&根据各个样本与

聚类中心的距离&重新分配各个样本归属类别,

9" 不断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样本所属类别达到

稳定&或者达到指定的循环次数&

衡量样本间或者类与样本间距离的方法常用的

是欧氏距离&假设有 C个变量&则样本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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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例分析
B?1312/*V

AE?>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就业满意度评价体系列举了现实工作

中的 $7 个评价指标&具体为签约单位的性质5

$

,单

位在同行业的竞争力及实力 5

!

,工作地点及周围环

境5

9

,单位人员结构及用人机制5

:

,规章制度5

5

,单

位在这次聘用的新人情况!学历%毕业学校%户籍

等"5

#

,与专业的对口5

8

,工作强度5

7

,硬件设施5

;

,

实习期间人际关系5

$%

,薪酬及福利待遇5

$$

,在单位

里拥有的个人发展空间5

$!

,对所在单位工作领域获

得的社会声望5

$9

,单位能够提供的培训计划或进修

机会5

$:

,能够对社会做出的贡献5

$5

,实现自我5

$#

,

工作的挑战性5

$8

,工作的创造性5

$7

&每个评价指标

分别按照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非常

不满意 5 个等级要求毕业生评判&评价结果量化分

别对应 5 分%9 分%$ 分%$Q9 分和 $Q5 分&

在满意度调查中&通过校内纸质调查问卷和校

外网络调查&随机抽取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

专业的 !%$% 届毕业生进行工作满意度调查评价&为

保证评价信息的效度和信度&校外网络调查在校园

和高校论坛里进行&评价时间选择安排在毕业生签

约后实习期间&这样保证对用人单位基本情况有所

了解&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 $%% 名毕业生

的评价数据为样本&

AEA>因子分析结果

用 IGII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可行性检验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可行性检验&

由jDA和 \?)2@322检验结果知&jDA值为 %i;%5 q

%i#&同时\?)2@322检验的伴随概率为 %&小于显著水

平 %i%5&以上检验结果都说明原始数据能够进行主

成分分析&

!" 方差分解

接下来对原始数据进行总方差分解&在此设置

提取的因子对应的特征值界限为 $&因子提取和因子

旋转的分析结果表明&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因子

后&前 9 个变量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为 8;i$;9k&这

说明前 9 个特征值包含要调查信息的 8;i$;9k&所

以可以选择前 9 个特征值对应的向量为公共因子&

9" 因子旋转

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7 个评价指标划分为 9

类&再对样本进行分析&为了清楚解释该 9 类因素的

构成&可对因子载荷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得到旋转

前后矩阵&从旋转前的因子载荷矩阵中&每个因子在

不同原始变量上的载荷没有明显的差别&为了便于

对因子进行命名&还需对因子载荷阵进行旋转&而后

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经过旋转后的载荷系数

已近明显地两级分化了&根据因子载荷的大小!在此

取载荷因子 q%i5"&第 $ 个公共因子!&

$

"在指标

5

$

%5

:

%5

5

%5

#

%5

7

%5

;

%5

$%

上有较大载荷&说明这 8 个

指标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归为一类&从整体看这 8

个指标属于单位内部工作实际环境的指标&因此可

以把第$个因子命名为'单位内部因子(,第!个公共

因子!&

!

" 在指标 5

8

%5

$!

%5

$:

%5

$#

%5

$8

%5

$7

上有较大

载荷&同样可以归为一类&这 # 个指标多数属于毕业

生后续发展的指标&因此可以把第 ! 个因子命名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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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发展因子(,同样 5

!

%5

9

%5

$$

%5

$9

%5

$5

归为第 9

类&与工作所带来的经济%地位等变化有关&因此把

第 9 个因子!&

9

" 命名为'外显所得因子(P

从以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影响毕业生就

业满意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可将若干因素归结

为 9个方面&按影响力的大小顺序依次为&

$

'单位内

部因子(%&

!

'个体发展因子(%&

9

'外显所得因子(&

:" 因子分值计算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影响毕业生就业质量的

主要因素&接下去计算这 9 个因子的分值&首先计算

这 9 个因素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出因子的

得分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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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

;

!$

&

;

&

$7"也表示第5

;

个就业满意指标的

得分值P取前 $% 位毕业生就业满意指标的得分带入

表达式&计算各因子得分值P以每个公共因子所对应

的特征值占所提取公共因子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

作为权重计算综合得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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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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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

分别为各对应因子的特征值&依此式计

算 $%名毕业生综合得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

进行排序&即可对每个毕业生进行满意度综合评价&

由表 $ 可以看出&满意度最高的是学生 :&最低

的是学生 #&这符合毕业生实际情况&通过这个实例

证明采取因子分析法对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探讨是

可行的&

表 ?>毕业生满意综合评价表

F?-@3$"_)?*/?231?201T?420(+ 3X?@/?20(+

学生 因子综合评价值& 排名

$ %i$$7 # 8

! %i:$! # 5

9 d%i9;; # 7

: $i9#$ $ $

5 %i$#% 8 #

# d%i5#! % $%

8 %i898 ! 9

7 %i#!$ 5 :

; $i!8% 7 !

$% d%i5%$ 8 ;

AEB>聚类分析结果

利用因子分析法把 $7 个影响因素降维到 9 个

主要因子&其累积贡献率为 8;i$;9k&在聚类过程中

只取这 9 个因子进行聚类分析&

由 IGII自动给定j6均值迭代的初始类中心坐

标&从 5 个初始类的中心开始进行j6均值迭代&每次

迭代都将导致类中心的变化&同时每次迭代导致的

类中心变化量在逐渐减少&第 ; 次迭代导致的类中

心的变化量已经为 %&达到了收敛&至此 $%% 名毕业

生被分成 5 类&

第$类包括$5名学生&其类中心9个主因子分值

分别为d%i88$ #$&$i!5$ !5&%i8%9 58&依大小顺序排

列可知&主因子&

!

分值最大&可以理解为这类毕业生

中该因子满意度较高&其次是因子&

9

&满意度最低的

是&

$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这一类的毕业生对单位

实际工作环境满意程度较弱&应值得用人单位和有关

部门采取措施&提高这类毕业生的满意度&

第 ! 类包括 :! 名学生&其类中心 9 个主因子分

值分别为d%i!99 #%& d%i$$8 59& d%i;9% 85&由于

9 个因子分值都是负数&这一类毕业生在这 9 个因子

方面满意度普遍不高&且比重较大&学校应该加强就

业方面的指导工作&

第9类包括!7名学生&其类中心9个主因子分值

分别为d%i!;; #8& d%i8;# $:&%i5#: :$&满意的程度

依大小分别为&

9

%&

$

%&

!

&这类毕业生对单位情况及自

我的后续发展空间不够满意&

第 : 类包括 ! 名毕业生&其类中心 9 个主因子

分值分别为 9i!$; %;& d!i99; 8$&$i9!7 8!&数据很

明显&&

$

非常高&而因子 &

!

却很低&可知这一类毕

业生对自己的评价和预期可能有些误差&应积极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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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发展方向&改变对已有工作的某些看法和认识&

第 5 类包括 $9 名学生&其类中心 9 个主因子分

值分别为 $i$$# %%&$i%$$ #8&%i885 $#&从这组数据

可知&这类毕业生各项因子满意程度比较均衡&应适

当做好追踪毕业生满意度工作&维持好毕业生的平

均满意度&

B>结语
B(+4@/10(+

""因子分析法结果表明&高校 !%$% 届毕业生就业

满意度影响因素可分为 9 大类&它们分别是'单位内

部因子(%'个体发展因子(%'外显所得因子(&其中

起主要影响的因素是'单位因子(&依次影响程度递

减&可见&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

过程中&大学生择业观也逐渐趋于现实和理性&将

'个体的可持续发展(放到了重要位置&这点在当代

中国社会转型期111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经

济社会转变中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聚类分析后的结果数据可以看到&目前大

学生对就业的满意度普遍不高&有 :!Q$%% 的学生对

上述 9 个指标都未能表示满意&这就要求各就业主

管部门和高校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

程&继续开辟新的就业渠道&进一步完善促进毕业生

就业的政策&努力形成长效机制&

该调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网络调查&有来自江

苏%山东%四川%广东%北京%上海%陕西等省份的毕业

生参与调查&区域分布较为广泛&但是忽略了高校的

类型%学校所处地理位置%学生的专业以及性别差异

等影响因素&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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