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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促进大学生求职择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從社會?Y本角度对大学生就业

问题进行了阐述，从高校和大学生自身两个方面对积累和利用社会资本以实现大学生的顺利就业提出了一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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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社会资本理论 

    1.1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社会资本理论最早出现于经济学研究领域，它继人力资本之后又一次延伸了“资本”的内涵，因为社会

资本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视。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

一个系统的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外关系网络”的占有

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是个人和团体有意识投资的产物。本文主要采用布迪厄对社会资本

的定义，将其视为大学毕业生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可以获取的社会资源的集合。 

    1.2 与就业有关的社会资本理论 

    国外研究社会资本对个体求职影响始于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他研究了社会关系对个人求职

的影响，并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假设。他认为在个人的网络关系中，能够提供有重要意义的信息和帮助

的关系并不是那些亲密或熟悉的人（强关系），而是那些关系较疏远的人（弱关系）。他提出人们经常使用

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寻找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而后来边燕杰等人的“强

关系力量假设”对马克·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理论提出挑战。强关系假设认为，在以伦理为本位

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个人社会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和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的，因

为求职者即使获得了信息，但没有关系强的决策人施加影响，也可能得不到理想的工作。 

    2  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 

    2.1 帮助收集、筛选就业信息 

    在求职过程中，就业信息的获取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信息不同于一

般的社会招聘信息。格兰诺维特强调过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获取求职信息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

发展是对传统经济学中“零信息成本假设”的否定，信息的获取、传递都是要花费成本的，社会资本正因为

是一种能够节省信息成本的资源而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就业信息的获取是求职过程的

第一步，是就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一个人与外界的联系总是有限的，如果通过学校、人才市场、亲戚朋友等

社会关系，可以帮助大学毕业生建立起一个可信度较高的信息网络。 

    2.2 有利于降低就业信息的不对称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完善，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用人单位与大

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缺乏公开性和易得性，即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用人单位和大学

生双方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大大降低了就业的成功率，使许多用人单位不能准确识别人才，也使大学生与



许多工作机会失之交臂。但是，如果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因为社会联系是建立

在对双方一定认知的基础上，所以，这种社会联系（即社会资本）就可以降低甚至消除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 

    2.3 提供择业方面的建议和指导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精力投入，而大学生拥有的社会关系能减轻就业过

程中的精神压力，减轻精力投入，使毕业生做出更符合理想的选择，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降低

失业风险。 

    3  社会资本获得的途径与手段 

    3.1 学生自身方面 

    3.1.1 积极开发利用校友资源 

    大学校友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相互支撑的关系网络，在毕业生的就业和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运用好

校友这一社会联系，对于一个人的求职和就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它将成为大学生拓展社会资本的另一

个途径。开发校友社会资本需要大学生在校期间多与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打破年级、院系的界线，扩大同

学圈的范围；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入各种学生组织，这些都是扩大同学圈的有效途径。这样的同学圈形成了

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所以，当同学圈中的一些人工作后，这种联系就会转变为大学生的就业社会资本。 

    3.1.2 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社会资本 

    大学生与社会接触少，是缺少“社会资本”的重要原因。大学生要独立地走向社会，在实践中探索，加

强与社会的交往，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实践、兼职、打工、实习、毕业设计等各种机会，积累自身的社会资

本。另外，大学生在校期间应积极加入各种组织和团体，创造与其他成员联系的机会，并与他们成为好朋

友，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大学生的社会联系，积累社会资本。 

    3.1.3 加深亲情交流，充分利用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是以父母和子女为核心的各个小单位所组成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大学生与父母和家庭中其

他成员及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大学生的一种社会资本。因此，大学生在求学期间也要经常保持跟家人

及亲戚朋友之间这种血缘和亲缘联系，并充分利用寒暑假回家的时间多跟家人、亲戚朋友进行沟通，交流思

想，加深情感。在求职过程中更应该要学会分析、调动和利用自己已有的家庭社会资本，顺利地实现自己的

就业理想。 

    3.2 学校方面 

    大学生就业问题涉及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宁，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重

视。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关系本位型的社会之中，这种作用表现得

尤为突出。因此，高校应意识到社会资本对于学生就业的重要性，更多地督促和引导学生关注、分析自己的

社会资本水平，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发展就业社会资本，为大学生成功就业提供有效的帮助。 

    3.2.1 打造专业品牌 

    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成为名校，但是每个学校总有一门或几门优势专业。通过打造专业品牌不仅能提高

学校的知名度，还能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开辟道路。这种品牌效应会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深刻的印象，有

利于双方的沟通，同时，也会减少相互了解的时间，有效地维护学校现有的社会联系。同时，还会吸引许多

社会组织与其产生社会联系，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因此，高校要通过打造专业品牌拓展其社会资本，通过这

种努力吸引更多的用人单位，为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3.2.2 加强与其他院校的联系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本身具有其他机构所没有的优势。高校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了解相关学

校的发展信息，及时完善和丰富自己的信息网络。不同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建立起新的社会资本。

不同院校学生的联系，可以从多方面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积累与动员社会资本是解

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大学生要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N方

式和渠道积累与动员社会资本，合理利用社会资本以实现成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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