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大学生就业“潜市场”：社会资本作为配置机制 

文/高向杰 张维峰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和机制有很多,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剖析，包括毕业生的素
质、用人单位要求、国家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等，但大部分成果仍停留在就业的“显市
场”——主要指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市场——的讨论，本文试图借助社会资本的概念，揭示“潜市
场”—— 主要指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市场——在大学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的作用,并对建构有利于毕
业生就业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做简单论述。 
   一、“潜市场”存在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被正式引入学术研究领域。本文分
析就业“潜市场”，涉及社会资本的三种类型：社会网络，即影响到就业的社会结构、个体的人际
网络关系等；规范和价值、涉及到社会文化中潜在的道德规范，人们之间的信任、互惠程度，做事
的原则和行为的价值追求；行动技巧，主要是指社会主体（政府，学校，家庭、用人单位等）对大
学生的就业行为的指导方式，以及个人如何构建和动用有利于就业的社会资本。 
   从宏观层次看社会资本有利于培养公民普遍互惠的惯例；增进人们彼此间的协调和沟通。从
微观层面看:社会资本节省了:协议谈判、拟定和执行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获取就业信息费用；减
少了毕业生配置不当的损失。此外，社会资本还为毕业生求职提供经济、财政资助和情感支持。 
   二、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配置机制的建构 
   １、 从宏观层面看，关键在于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来建构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有自身结构，并依凭网络结构为社会成员提供互信互惠等社会规则。有学者指出：中国社
会网络的建构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研究，挖掘传统资本的积极效
用；二是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鉴于此，笔者提出三点拙见。 
   首先，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文明中的合理成分，把它作为现代意义社会潜网的资源库。 
   传统儒家文明重视人际关系，推崇人们彼此信任、团结、互爱。而且，儒家文明所倡导的关
系取向，以网络为处理单位和结构理性与西方社会科学界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异渠同归。从这个意
义上讲，它应作为我国新时期社会潜市场构建的基石。 
   其次，宣扬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形成社会舆论，为现代意义社会资本注入新的内
容。 
   我们期望构造的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而非传统意义上以血缘
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此，一方面，政府可借助大众媒体，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倡导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并通过广泛的公民教育，促进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关系以及道德规范
的确立，形成有利于社会资本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政府要保护公民合法权
利落到实处，严厉打击和拆除侵犯公民利益的权利障碍和地方壁垒，为社会资本配置劳动力资源铺
平道路。 
   再次，利用政府权力建立有利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政策法规和相应的实施机构，为现代意
义社会资本建构提供支撑。 
   政府应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积极推
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二是保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合法权利，尤其是有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应当
使学校、家庭、单位、个人参与有关政策和制度的讨论和制定，使各自的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
现；三是建立特定的正式或非正式机构，为公民参与事务创造条件，提供稳定的途径和制度激励，
给社会资本配置劳动力以有利的补充和支持等等 
   ２、 从微观层面看，是个体从质和量两方面建构社会资本 
   首先，通过网络的联结和分解，增加社会资本： 
所谓网络的联结就是通过相互合作，把相同层次或不同层次的小的网络连接成较大网络，不仅扩大
网络规模，还可提高网络层次。 
   网络的分解则是指原有网络分离出支流网络，吸收新的成员嵌入从而增加网络内成员的社会
资本数量，当然这种分化也包括水平与垂直两种情况，包含质、量两方面社会资本的增加。 
   其次，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来增加个体社会资本 
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增强知识技能的主体教育，也包括职业生涯教育。）对社会资本的增值效应，
常表现为直接增值功能和间接增值功能。 
   ①人力资源开发对社会资本的直接增值功能 

 



   表现在：一是劳动力接受教育和培训，利于开展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依据自身条件，科学的
择业、就业，并将在校学习与未来职业相联系。二是教育和培训提高了个人素质，更易遵守就业的
相关政策和规范，增加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任。三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个体人力资本增加，
更容易人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流动。 
   ②人力资源开发对社会资本的间接增值功能 
首先，通过网络刺激扩大功能。网络成员通过刺激而产生互动，形成个体社会资本增加；其次，通
过网络辐射扩大功能，教育培训能够给予毕业生——未来社会的中坚劳动者——有关企事业单位组
织文化、规范或制度的有关信息，利于毕业生更好的适应工作岗位，并将良好的工作和成活习惯辐
射给其他社会成员，超出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形成个体社会资本（作者单位：高向杰/河北大学外
国语学院教师；张维峰/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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