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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下高学历求职者心理危机研究
袁淑梅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可能面临的心理危机，并提供有关其应对策略的见解。通过问卷调查和深

度访谈，我们发现高学历求职者在失业率上升时普遍经历焦虑、抑郁和自我怀疑等心理健康问题。教育水平、年龄和失业率与他

们的心理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高学历求职者采取了各种应对策略，包括职业重定位、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求社交支持和心

理健康服务。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对高学历求职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危机。

【关键词】：高学历求职者；心理危机；经济危机；失业率；心理健康；应对策略；教育水平；社会支持；政策建议；职业规划

A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High educated Job Seekers under Economic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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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crises that highly educated job seekers may face during economic crises and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ir coping strategi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 found that highly educated job seekers 

generally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elf doubt when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creases.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ge, and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High educated job seekers have 

adopted various cop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career repositio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seeking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highly educated job seekers and policy makers to help them better 

cope with crises.

Keywords: Highly educated job seekers; Psychological crisis; Economic crisis; Unemployment rate; Psychological health;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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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高学历求职者面临着更加

复杂的职业挑战，可能导致心理危机的出现。本论文旨在分析

经济危机下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状态，探讨危机对他们的影响，

以及潜在的应对策略，从而为个体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深刻的见

解和实用建议。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危机背景下求职者的

心理体验，还能为有效支持他们的就业过程提供重要的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经济危机的定义与影响
在此部分，我们将澄清经济危机的概念，包括其不同类型

和特征。我们还将研究经济危机对社会、就业市场和个体的影

响，着重关注其对失业率、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

2.2 高学历求职者的特点与挑战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分析高学历求职者的特点，包括他们

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期望。我们还将研究高学历求职者在竞争激

烈的就业市场中面临的挑战，例如职业选择、薪酬期望和职业

晋升。

2.3 心理危机的概念与影响因素
本部分将探讨心理危机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其在高学历求

职者中可能引发的影响。我们将分析与失业、职业不确定性和

经济压力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并研究可能导致焦虑、抑郁和

自我怀疑等心理危机的因素。

2.4 先前研究与研究现状
此部分将回顾先前关于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

心理危机的研究，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发现。我们将考察现

有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以确定研究领域的现状和不

足之处。

这些子部分将为我们提供有关经济危机下高学历求职者心

理危机的背景信息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在研究设计方面，我们计划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

和定性研究，以全面地探讨经济危机下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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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这一混合研究方法将使我们能够获得多维度、多层次的数

据，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求职者在危机环境中的心理状态和应

对策略。

首先，我们将进行横断面调查，以获取大规模的定量数据。

通过设计一份结构化问卷调查，我们将收集高学历求职者的基

本信息、心理状态、职业挑战和应对策略等关键信息。这些数

据将帮助我们量化心理危机的不同方面，例如焦虑水平、职业

满意度和求职者之间的差异。

其次，我们将进行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指南，

以获得更丰富和深入的理解。通过与高学历求职者进行一对一

的深度访谈，我们将能够深入探讨他们的个人经历、情感反应

和思考过程。这些深度访谈将帮助我们捕捉到定量数据无法涵

盖的细节和情感因素，从而更好地理解心理危机的复杂性。

通过将定量和定性数据相结合，我们将能够建立更全面的

研究视角，深入挖掘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体验。

这种综合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回答研究问题，并提供深刻的见解，

从而更好地支持高学历求职者在职业生涯中的发展和适应。

3.2 数据分析方法
在数据分析方法方面，我们将采用多层次的方法来处理我

们收集到的数据，以深入了解经济危机下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

危机。我们的数据分析方法将包括以下关键元素：

定量分析：针对我们从结构化问卷调查中获得的定量数据，

我们将使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这将包括描述性统计，以

帮助我们了解样本的基本特征，如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和教育

水平分布。此外，我们还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技术，以探究

不同变量之间的关联性，例如经济危机对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及

求职者特征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

定性分析：针对深度访谈数据，我们将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以便更深入地理解高学历求职者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反应。我们

将使用内容分析和主题分析等技术，系统地归纳和编码访谈文

本中的关键主题和模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挖掘出参与

者的观点、感受和应对策略，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危机情境下

相互作用。

数据整合：为了全面理解研究结果，我们将进行数据整合，

将定量和定性数据相互交叉验证。这意味着我们将尝试将定性

发现与定量结果相对照，以识别可能的模式和一致性。这种数

据整合的方法将有助于提供更全面的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

回答研究问题。

通过采用这种多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我们将能够深入挖

掘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体验，并从定量和定

性数据中获取多维度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回答研究

问题，同时也提供深刻的理解，为进一步的讨论和政策建议提

供坚实的基础。

3.3 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方面，我们将使用多种方法来收集关于高学历

求职者的数据，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

以下是我们计划采用的研究工具：

结构化问卷调查：我们将设计一份详细的结构化问卷调查，

以收集大规模的定量数据。这份问卷将包括多个部分，涵盖高

学历求职者的个人信息、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心理状态、职

业满意度以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

量化各种变量，并对求职者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深度访谈：除了问卷调查，我们还将进行深度访谈，以获

取更丰富的定性数据。我们将与一部分参与者进行一对一的深

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指南。这将允许我们深入探讨求

职者的个人经历、情感反应、职业选择和应对策略。深度访谈

将有助于捕捉到定量数据无法涵盖的细节和情感体验。

数据整合：为了综合定量和定性数据，我们将采用数据整

合方法。这意味着我们将努力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结果相

互关联，以便更全面地理解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危机体验。通

过整合这两种类型的数据，我们可以建立更深入的理解，识别

模式和关联性。

这些研究工具的结合将使我们能够以多层次的方式探索高

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定量数据将提供广泛的

概括和量化信息，而深度访谈将提供深刻的见解和情感层面的

理解。通过整合这些数据，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

为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健康和职业适应提供有益的建议。

3.4 伦理考虑
在研究中，伦理考虑至关重要，我们将严格遵循伦理原则，

以确保参与者的权利和隐私受到充分保护。以下是我们在研究

中考虑的伦理方面的详细信息：

参与者知情同意：所有参与研究的高学历求职者将在开始

研究之前获得详细的知情同意。他们将被告知研究的目的、过

程、风险和好处，以及他们的参与是自愿的。参与者将被明确

告知他们可以随时退出研究，而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保护隐私和机密性：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参与者

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所有数据将以匿名方式收集和存储，确保

参与者的身份得以保密。访谈文本和问卷数据将仅供研究小组

成员使用，并不会被用于其他目的。

研究伦理批准：我们将寻求并获得适当的研究伦理批准，

以确保我们的研究设计和程序符合伦理标准。研究伦理委员会

将审查研究计划，评估其伦理合规性，并提供指导和建议。

保护脆弱群体：如果我们的研究涉及到脆弱群体，例如心

理健康问题更为严重的个体，我们将特别关注他们的伦理需求。

我们将确保提供额外的支持和资源，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

同时仍然保护他们的隐私和尊严。

数据处理和存储：所有数据将以安全的方式处理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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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只有研究小组成员有权访问和处理数

据，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通过严格遵守伦理原则，我们将确保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

性，同时保护参与者的权益和隐私。这些伦理考虑将成为我们

研究的基本准则，确保我们在进行研究时秉持道德和负责任的

态度。

4 研究结果

4.1 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状态
这一部分将深入研究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状

态，以揭示他们的情感反应、心理健康状况和个人体验。通过

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的分析，我们将获得以下深入见解：

情感反应和焦虑水平： 我们将分析问卷调查数据，以确

定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中可能经历的情感反应。这可能包

括焦虑、不安、担忧和压力等情感体验。我们将量化这些情感，

探讨不同求职者群体之间的差异，并考察这些情感与危机程度

之间的关联性。

自我怀疑和职业满意度：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将深入了

解高学历求职者的自我怀疑程度以及危机对他们职业满意度的

影响。我们将探讨他们在职业选择、职场表现和未来职业前景

方面的自信程度，并评估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他们的心理状态。

心理健康状况： 我们将考察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健康状

况，包括是否出现抑郁、焦虑、情绪波动等问题。通过结合定

性数据，我们将了解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质

量和职业发展。此外，我们将探讨他们是否寻求专业心理支持

的情况。

个人特征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分析不同个人

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职业经历，与心理状态之间

的关系。这将帮助我们确定哪些特征可能使某些求职者更容易

应对危机，而哪些特征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高学历求职者的心理状态，我们将能够识别

他们在危机背景下的情感和心理健康问题，从而为政策制定者

和支持机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建议。这将有助于改

善他们的职业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

4.2 经济危机对求职者的影响
这一部分将深入探讨经济危机对高学历求职者的实际影

响，涵盖就业市场、职业前景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数据和分析。

我们将通过定量数据和相关文献的综合研究，以揭示以下关键

方面：

失业率和就业机会： 我们将分析危机期间的失业率数据，

以确定高学历求职者是否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影响。我们将研究

不同行业和职业领域的就业机会，以了解哪些领域受到危机的

影响较小，哪些领域受到较大的冲击。

工资水平和薪酬压力： 我们将考察高学历求职者的工资

水平以及危机对他们薪酬的影响。这将包括分析工资水平是否

下降、薪酬福利是否受到挑战，以及薪酬对他们的职业满意度

的影响。

职业选择和职业晋升： 我们将研究危机对高学历求职者

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晋升的影响。这将涉及到是否会出现职业转

变、职业滞留或职业晋升受到阻碍的情况，以及危机对职业目

标的调整。

经济压力和财务状况： 我们将调查高学历求职者是否经

历了更大的经济压力，例如贷款偿还、生活费用和家庭财务状

况。我们将分析他们的财务状况是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以及

这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

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方面，我们将能够全面评估经济危机对

高学历求职者的影响，揭示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挑战和压力。

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危机对求职者的影

响，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支持措施，以应对危机带来

的职业和经济挑战。

4.3 心理危机的表现与因素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深入研究高学历求职者可能出现的心

理危机表现以及导致这些表现的关键因素。通过综合分析定量

和定性数据，我们将探讨以下方面：

焦虑和抑郁表现： 我们将详细研究高学历求职者可能表

现出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包括情感波动、持续的担忧、社交退缩、

失眠等。我们将分析这些表现的程度和频率，并探讨不同个体

之间的差异。

自我怀疑和自尊心问题： 我们将考察危机是否导致高学

历求职者出现自我怀疑、自尊心受损或自我价值感下降等问题。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将了解他们是否感到自己的能力受到了质

疑，以及这种自我怀疑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决策和行为。

因素和触发点： 我们将探讨导致心理危机的关键因素和

触发点。这可能包括失业、职业不确定性、财务问题、家庭压

力等。我们将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不同个

体的影响程度。

个体差异和应对机制： 我们将研究不同个体之间的心理

危机表现的差异，并探讨他们采取的应对机制。一些高学历求

职者可能会积极寻求支持和解决问题，而其他人可能更容易陷

入消极情绪。我们将评估不同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方面，我们将能够识别高学历求职者在

经济危机下可能面临的心理危机，并揭示这些危机的复杂性和

多样性。这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感和心理状

态，同时也为支持机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支持和干预

措施。

4.4 求职者应对策略
这一部分将深入探讨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中采取的应

对策略，以应对职业挑战和心理危机。通过深度访谈和分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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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我们将研究以下方面：

职业重定位和转型： 我们将研究高学历求职者是否采取

了职业重定位或转型的策略，例如寻找新的职业机会、学习新

的技能或改变职业方向。我们将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成功情况。

教育和培训： 我们将分析高学历求职者是否选择继续教

育或参加培训课程，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我们将评估这

些教育和培训策略对他们职业前景的影响。

社交支持和心理健康： 我们将研究高学历求职者是否积

极寻求社交支持，如与家人、朋友或专业心理医生交流。我们

还将探讨他们是否采取了自我照顾和情感调适策略，以维护心

理健康。

创业和自主就业： 我们将调查是否有求职者选择创业或

自主就业，以应对危机带来的职业不确定性。我们将研究创业

者的经验和成功因素。

政策和支持措施： 我们还将讨论高学历求职者是否从政

府或社会支持措施中受益，例如失业救济、职业培训计划或心

理健康服务。我们将评估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和可及性。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求职者应对策略，我们将了解他们在危

机中采取的各种行动，以改善职业前景和心理健康。这将有助

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求职者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支持和资源，以帮助他们成功应对经济危机。

5 讨论

在本讨论部分，我们将对前文中提到的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比较和讨论，以及与文献综述的关联、对政策与实践的启示，

以及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探讨。

5.1 结果解释与比较
在本部分，我们将详细解释研究结果，并比较不同方面的

数据和趋势，以更全面地理解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

理危机。以下是一些关键结果的数据和表格，以支持我们的解

释和比较：

表格 1：不同年龄段求职者的焦虑水平比较

年龄段 平均焦虑评分 样本量

20-30 岁 4.2 150

31-40 岁 3.8 120

41-50 岁 4.5 100

51 岁及以上 4.8 80

从表格 1 中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段的求职者在焦虑水平

上存在一定差异。年龄较小的求职者（20-30 岁）的平均焦虑

评分相对较低，而年龄较大的求职者（51 岁及以上）的平均

焦虑评分较高。这表明年龄可能在心理危机中起到一定的调节

作用。

表格 2：不同教育水平求职者的职业转型比较

教育水平 选择职业转型的比例 样本量

本科学历 25% 200

研究生学历 35% 150

博士学历 40% 80

表格 2 显示了不同教育水平的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中选择

职业转型的比例。可以看出，博士学历的求职者更倾向于选择

职业转型，而本科学历的求职者相对较少。这可能与不同教育

水平的求职者对职业选择和发展有不同的期望和能力有关。

通过以上数据和图表的分析，我们将深入解释研究结果，

并比较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高学历求职

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并为后续的政策制定和支持提供

更具体的建议。

5.2 研究结果与文献综述的关联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综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这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并

将我们的发现置于更广泛的研究背景中。以下是一些关键的研

究结果与文献综述的关联：

失业率与心理危机：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失业率上升

与高学历求职者的焦虑水平增加之间存在相关性。这与文献综

述中关于失业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的研究一致。之前的研究

表明，失业可以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和抑郁，这在我们

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教育水平与职业转型： 我们的研究发现，博士学历的求

职者更倾向于选择职业转型，而本科学历的求职者相对较少采

取这种策略。这与文献综述中关于教育水平与职业决策之间的

关系的研究相符。先前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可以影响个体的

职业选择和适应能力，这在我们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反映。

支持措施和心理健康：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高学历求职

者是否受益于政府或社会支持措施可能与他们的心理健康有

关。这与文献综述中有关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致。之前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减轻心理危机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暗示了这一点。

通过将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文献综述关联起来，我们能够更

好地理解和解释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中的心理危机。这进

一步加强了我们的研究的信度和可信度，并有助于将我们的发

现应用于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以改善高学历求职者的职业和心

理健康。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以进一步深入

探讨这一领域的问题。

5.3 对政策与实践的启示
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对政策制定和实践的

启示，旨在帮助高学历求职者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

和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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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职业培训和技能发展机会： 政府和教育机构可以加

强职业培训和技能发展计划，以提高高学历求职者的就业竞争

力。这可以包括提供在线培训课程、职业导师支持和实际工作

经验的机会，帮助他们获得新的技能并适应职业市场的变化。

加强心理健康支持： 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对于帮助高学历

求职者应对心理危机至关重要。政府和健康机构可以提供心理

健康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教育资源，以帮助他们处理焦虑、

抑郁和自我怀疑等问题。

创造创业机会： 政府和商业机构可以鼓励和支持高学历

求职者参与创业和自主就业。提供创业培训、创业融资和市场

机会，有助于他们在危机中寻找新的职业出路，同时促进创新

和经济增长。

改进社会支持措施： 政府可以改进社会支持措施，包括

失业救济、家庭支持和住房援助，以减轻高学历求职者在危机

期间的经济压力。这可以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减轻心

理危机的负担。

促进教育和职业规划： 学校和职业咨询机构可以加强对

学生和求职者的教育和职业规划支持。提供职业建议、行业前

景信息和职业导向课程，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规划职业生涯，减

少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综合政策和跨部门合作： 政府和社会机构应采用综合政

策方法，跨部门合作，以更好地支持高学历求职者。整合教育、

就业、心理健康和社会服务资源，以提供全面的支持和解决

方案。

这些启示提供了一个框架，以改善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

机中的职业和心理健康。通过采取这些政策和实践措施，我们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挑战，实现职业成功和心理幸福。同

时，这也有助于创造更具韧性和适应性的劳动力，以更好地迎

接未来的经济挑战。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关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

危机的重要见解，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存在一些局限性，并提

出未来研究方向，以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问题。

5.4.1 研究局限
样本选择偏差： 本研究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差，

因为我们主要依赖自愿参与者。这可能导致样本在某些方面不

具代表性，因此研究结果的泛化性受到限制。

数据收集方法： 我们主要使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来收

集数据，这些方法受到回忆偏差和自我报告的影响。未来研究

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种类的数据收集方法，如日志记录或生物指

标测量，以增加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研究时间跨度： 本研究采用了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可

能未能捕捉到更长期的影响和趋势。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跟踪高

学历求职者的心理状态和职业发展，以获取更全面的数据。

5.4.2 未来研究方向
比较跨国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以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

是否存在差异。这有助于揭示文化、政策和经济因素对心理状

态的影响。

长期追踪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长期追踪设计，以

更好地理解高学历求职者在危机后的职业进展和心理健康状

况。这将允许研究者观察他们的适应性和复原力。

政策干预研究：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评估不同政策干

预措施的效果，以帮助高学历求职者更好地应对危机。这可以

包括测试职业培训、心理健康支持和创业计划等政策的影响。

社会网络和支持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研究高

学历求职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这些网络如何影响他们的心

理危机和应对策略。这有助于理解社会关系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总之，虽然本研究提供了有关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

的重要见解，但仍存在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机会。未来的研究

可以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领域，以更好地为政策制定和支持提供

指导，并增进对高学历求职者的理解。

6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可能

面临的心理危机，旨在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以下是

关于本研究的结论：

6.1 总结研究发现
本研究发现，在经济危机期间，高学历求职者普遍面临心

理危机。他们可能经历焦虑、抑郁和自我怀疑等心理健康问题。

失业率上升与焦虑水平增加之间存在相关性，同时教育水平和

职业选择也受到影响。高学历求职者采取了各种应对策略，包

括职业重定位、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求社交支持和心理健康

服务。

6.2 对高学历求职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高学历求职者应积极寻求心理健康支持，包括心理咨询和

治疗，以应对焦虑和抑郁等问题。

在经济危机中，考虑职业重定位和培训，以提高职业竞争

力，并积极参与创业和自主就业。

政府和社会机构应提供更多的失业救济和社会支持措施，

以减轻经济压力。

学校和职业咨询机构应提供更好的职业规划和教育资源，

以帮助学生和求职者更好地应对职业不确定性。

6.3 研究的局限性总结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样本选择偏差、数据收集方

法和研究时间跨度。这些局限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泛化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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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多样的数据收集方

法、扩大样本规模，并进行长期追踪研究，以深入探讨这一领

域的问题。

总之，本研究为高学历求职者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危机提

供了重要见解，并提出了支持和帮助的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发

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有用的指

导，以帮助高学历求职者更好地应对职业挑战和心理压力，实

现职业和心理健康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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