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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在我们这次面对百年来对人类最大挑战的新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际，我希望我们所有

的读者能保持健康和安全。这个问题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例行工作，因此通过诸如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之类的措施进行调整来适应这种情况。但是这些变动并未停止我们期刊的

运作。为了确保维持这个平台的质量，使得学者和研究人员研究能在这个平台发表其研究成果，

我们的编辑团队和评审专家仍在继续努力。 

在 TCI 进行年度评估之后，《社会科学与管理期刊》（CJSSM）的级别仍保持不变，即

TCI2。《社会科学与管理期刊》仍然是该级别中唯一的中文期刊。年度评估有许多建设性的改

进建议，这将是我们将来要改善地目标和任务。 

本期是《社会科学与管理期刊》（CJSSM）的第七期。在本期中，我们接受了来自中国

人民大学，正大管理学院，华侨崇圣大学，阜阳师范大学，兰实大学，博仁大学的十位学者和

研究人员的文章。这些研究涵盖了社会科学与管理的各个不同领域，例如文化创意旅游业的发

展；创业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影响团队创新能力的因素；教师心理资本对绩效的影响；90

后员工在企业中的适应能力；包容性领导对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医患冲突的解决方案；与浮

动市场游有关的中文用法；中泰“足”一词的涵义和教学策略；中国学生对英语沉浸感的理解。 

最后，《社会科学与管理期刊》现在可以在 CNKI 平台上搜索及使用，我们相信这可以

大大提高《社会科学与管理期刊》的曝光率，当然也可以提高文章的曝光率，并促进学术合作

的机会。 

 

主编 

  



Foreword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I wish all the readers remain healthy and safe. As we face this 

most challenging worldwide catastrophe, our routines are undeniably affected by the situation, making 

us shift to work from home that make the publication still possible. Our Editorial team and peers 

continuously worked hard to ensure that this academic and research platform maintain its quality to 

serve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the annual accreditation of TCI,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CJSSM) has remained at the same rank, TCI2. It is the only Chinese journal of its kind to hold this 

rank. There are many constructive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following the evaluation. They 

will be posted as the mission for us to accomplish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is the 7th issue of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CJSSM). In this 

issue, we have accepted ten manuscripts of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from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Rangsit University, and Dhurakit Pundit University. These studies cover various fields such 

as cultural creativ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nnovative team effectiveness;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teachers upon perform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post-90s employees in enterprise; 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turnover intention; the solution for the nurse-patient conflict; Chinese 

language usage relating to floating market tours; the meaning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and Thai word for "foot"; and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s toward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immersion. 

Lastly, we are now available on CNKI platform, and we believe that we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xposure of CJSSM and, of course, the articles,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for academic cooperation.  

 

Editor-in-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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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体，乡村文创旅游，有力促进了北京都市型现代

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然而其发展却受到了旅游目的地资源稀缺的严重制约，而且无论是从区

域发展角度，还是从文创旅游发展形式分析，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均呈现出多形

态、不平衡的发展现状。 

本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快速、平衡发展，因此在分析北京

市发展乡村文创旅游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通过走访部分乡村文创旅游供给主体和消费群

体实地调研并对调研问卷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消费群体特征，结合主成

分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北京市文创消费的主要因素，考虑到乡村文创旅游产业的

高度关联性，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基于主要影

响因素对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规模与发展方向进行了灰色预测。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不仅从市场角度对不同类型、功能的乡村文创旅游的消

费者中，选择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将从供给角度对乡村文创旅游的文创形式、文创产品、

文创服务等方面提供帮助，同时也有助乡村文创旅游供给主体了解消费者市场;同时，从产业

关联和投资环境角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灰预测对形式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进行预测，结果将

为政府对中国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的宏观调控，促进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的平衡、快速发

展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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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rural tourism, rural literary tourism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odern rural tourism in the countryside 

surrounding Beijing. However, its development is severely restricted due to the scarcity of tourism 

destination resources. Moreo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r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in Beijing 

presents a multi-form and unbalanced situa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mote the rapi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rural 

literary tourism in Beij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consumer groups in Beijing 

were examined by visiting several rural literary tourism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and conducting the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Beijing. Considering the 

high level of correlation of the rural literary creation tourism industry, the grey system theo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terary creation tourism in Beijing and make grey 

predi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direction of rural literary creation tourism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 this study not only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the consumer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functions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 but can also help the providers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understand the 

consumer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orrelation 

and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uses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grey prediction to 

forecast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l rural literary tourism.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cro-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in Beijing, China 

and to promote the balanc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literary tourism in Beijing. 

 

Keywords: Beijing Countryside, China Rural Literary Creation Tourism, Grey Relational Degree 

Analysis Method 

 

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与工业用地不断扩张，北京市大城市、小郊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乡

村旅游目的地资源稀缺成为制约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瓶颈之一，同时，无论是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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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还是从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形式分析，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形态、

不平衡的发展现状。 

因此，对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进行研究，促进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的平衡与快速

发展，不仅是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消费需求的前提，而且对繁荣乡村经济、 实现

农民增收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转变乡村发展方式、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研究目的  

1. 对中国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进行研究， 是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消费需求的必要前提。 

在促进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如何促进不同形式、不同功能以及不同

类型乡村文创旅游之间的融合共生和平衡发展，提供特色鲜明、能够彰显个性的创意产品或服

务，不仅是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的需要。 

2. 对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进行研究， 是北京市繁荣乡村经济、提高农民增收的迫切需

要。 

促进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之间的交融、平衡、快速发展，提高创意产品或创意服务的

附加值，不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 (Zhang, 2010)。 

 

文献综述  

1. 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最早于 19 世纪出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引起旅游研究者的关

注。于 20 世纪 70 年代得到快速发展。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较晚，研究也相对滞后于国外研究，并在研究中借鉴了其它各国乡村

旅游诸多发展经验。 

1.1 乡村旅游的定义 

 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和自然环境中的旅游活动的总合 (Wu, 2001)。乡村旅游是

以农村和农业为大背景 (Wang, Zhao & Han, 1999)， 以农业生物资源、经济资源、乡村社会资

源共同构成的统一立体景观为对象 (Yang, 1992)， 满足游客观光、休闲、购物、娱乐、度假等

综合功能的旅游业。 

1.2 乡村旅游的开发 

 在传统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开发者更加重视区别于城市景观的自然景观和田园风光

(Meng, Liu & Yang, 2002)，以观光休闲旅游为主。乡村旅游资源逐渐扩大范围， 既包括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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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田园风光， 也包括农业生产活动、民风民俗等乡村文化 (Ma, 2005)， 形成乡村自然性

和人文文化性的综合吸引力。参加农业生产、参与乡村生活、体验乡村文化等体验性项目成为

乡村旅游的消费热点，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乡村旅游的开发从物质层面向文化层面和精神

层面深入 (Liu & Lu, 2006)。 

2. 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是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理相关学科、利用不同载体而构建的再造

与创新的文化现象。文化创意在文化这个领域创造出新意， 或指文化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文

化创意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创造力”。 

2.1 文化创意产业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为集聚点的产业聚集区， Landry 

(2000) 提出了“创意城市” (Creative City) (Ondry, 2008) 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

集聚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影响力，重塑城市形象，还可以优化城市整体布局，从而重绘城市。此

外， 还有许多学者对各国的创意旅游实践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2.2 文创旅游产业 

 创意旅游的概念是由 Richards & Raymond (2000) 最早提出的，将其定义为：在旅行

过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学习体验从而达到发展旅游者创意潜能的活动。 

 近年来，虽然各国的文化创意旅游发展得很好，但是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方面还有

不足之处，并且缺乏理论和实际经验的论证，实际发展没有相应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因此，

要想突破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实现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大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相关理论基础 

1. 旅游要素论 

 旅游要素论是旅游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一，中国学者对旅游要素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

阶段，即“三要素” (饭店、交通和服务)阶段、“五要素” (吃、住、游、行、买) 阶段以及现

在普遍认可和使用的“六要素” (吃、住、行、游、购、娱)阶段。另外， 也有学者从旅游结

构的支持体角度将旅游要素概括成“三体说” ， 即旅游主体 (旅游者) 、旅游客体 (旅游地) 、

旅游介体 (旅游交通和接待设施) 。 

2. 社区参与模式理论 

 目前，社区参与旅游有三种典型模式—— “分红利” 参与模式、“生态旅游股份合作

制” 社区参与模式、“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的社区参与模式。 

2.1 “分红利” 参与模式 

 由旅游开发公司购买资源开发使用权若干年，村民以分红的方式获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236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7%8E%B0%E8%B1%A1/85022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5%88%9B%E6%84%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8%E5%BF%83/3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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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旅游股份合作制” 的参与模式 

 村民采取资本合股和劳动合股形式参与，以资本合股为主。利益分配结合按股分红

和按劳分红。 

2.3 “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 的参与模式 

 主要由政府和公司投资，收入的分配上，除留出部分作为旅游开发项目的再投入资

金外，剩余部分按照政府、公司、旅行社、协会四等份平均分配，协会这一部分再由协会按照

多劳多得原则分配给农户，农户按劳取酬。 

3. 灰色系统理论 

 1982 年中国的邓聚龙教授创立了以利用贫信息和少数据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为特征的灰

色系统理论， 该理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与完善， 灰色系统理论模型应用于多方面研究， 其

研究方法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Liu, Dang & Fang, 2004) 。 

 灰色系统关联度数学模型是系统分析的一个重要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是其主要 内容之

一，用来分析系统中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密切程度，以区别影响系统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

素 (Chen, Wei & Yan, 2003)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釆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对北京市乡村文创

旅游供给现状、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关联因素以及北京市

乡村文创旅游发展预测进行研究，主要运用： 

1. 文献回顾法 

 乡村文创旅游是 2018 年之后才被正式提出，作为具有全国最大消费市场的北京市乡村

文创旅游得到了学者、政府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通过大量搜

集、阅读关于乡村文创旅游概念界定、内涵探讨、发展模式研究等各国相 关文献资料，把握

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研究的未来趋势，并从中寻找本文写作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点。 

2. 实地调查法 

 只有通过实地调研，才能真实了解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消费现状，真正明确北京市乡

村文创旅游消费者的特征及其消费行为，对分析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消费影响因素才有真 正

意义，为此，本研究釆取随机的形式对北京市市区、郊区县近 500 名不同层次的 消费者进行

问卷调查，并实地走访部分乡村文创旅游供给主体。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现实困难。因乡村文创旅游作为新型乡村旅游业

态， 普通消费者关于乡村文创旅游知晓相对较少， 造成调查不完整， 调查信息大量缺失。因

此本调查 研究的目的仅是对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消费者进行一种市场了解和市场预测，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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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者市场深入研究的基础资料，但其结果为分析和推断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市场需求的

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3. 灰色系统理论与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以及灰色预测等在经济发展分析、经济发展预测 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和应用，本研究基于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相关数据时序短、统计数据不完善等特点，对北京

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的关联因素进行分析，并选择关联性较强的因素对北京市不同形式创意未

来五年内的发展规模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 

 

研究结果  

1. 中国乡村文创旅游发展供给形式 

本文对中国北京的乡村文创旅游形式进行了分类，一是乡村文化创意园，二是多元乡

村文化组合，三是特色农产业，并据此对北京乡村文创旅游发展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2. 中国乡村文创旅游关联因素 

2.1 关联因素指标选择 

 本研究确定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作为调研对象。北京特殊的政治

文化经济背景， 其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相关影响因素， 包括同乡村发展以及旅游发展具有直接

联系的科学研究， 同时也包括了乡村文创旅游的一系列影响因素， 例如居民服务、乡村教育

投资以及技术服务投资等（乡村相关行业指的是与乡村有关的农、林、牧、渔业等行业）对中

国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具体影响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变量 X1 X2 X3 X4 X5 

名称 居民消费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乡村相关服务业

平均工资 

乡村相关行业总

产值 

乡村相关服务业

产值 

变量 X6 X7 X8 X9 X10 

名称 
第三产业劳动生

产率 
第三产业贡献率 

乡村相关业新增

固定资产 

乡村相关行业技

术合同成交数量 

乡村相关行业科

学研究人员数量 

变量 X11 X12 X13 X14 X15 

名称 
乡村相关行业研

究经费支出 

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投

资 

农村教育投资 
文化创意产业收

入 

文化创意产业活

动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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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根据以上关于中国乡村文创旅游类型分析，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将乡村文化创意

园、多元乡村文化组合、特色农产业及三者之和作为系统变量，对相关因素与之发展进行关联

分析，其原始数据如表 2所示： 

 

表 2 北京市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收入原始数据 (单位：亿元) 

年份 
乡村文创旅游收入 

Y0 (亿元) 

乡村文化创意园收入 

Y1 (亿元) 

多元乡村文化组合收入 

Y2 (亿元) 

特色农产业收入 

Y3 (亿元) 

2011 75.98 21.72 8.68 45.58 

2012 87.91 26.88 9.05 51.98 

2013 94.91 27.36 10.20 57.32 

2014 87.44 24.92 11.25 51.27 

2015 94.67 26.31 12.86 55.50 

2016 96.69 27.97 14.35 54.37 

注： Y1、Y2、Y3 和 Y0。分别代表乡村文化创意园、乡村文化组合、特色农业及以上三者的

总和。数据来自： 北京市 (2011-2016) 统计年鉴 

 

结合表 2 数据可知，最近六年以来，北京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营收增长较快， 

第一， 在年度收入水平上，对三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文化旅游，特色农产业收入最高，

多元乡村文化组合收入最低; 

此外， 在总体收入增长速率方面，在三种供给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中，特色农业总体收

入增长率较高，其中， 乡村文化创意收入增长率数值较低; 

最终，在年度总体收入水平上，最近六年以来，以上三种不同形式的收入占据乡村文

化旅游的总体收入比重相对平稳，收入占比值变化较小。其中， 北京市特色农产业收入一直

是乡村文创旅游收入的主体。 

相较于不同类型的乡村文化创意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下表 3 影响因素指标，并将

以上指标作为对应的因变量对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原始数据进行综合

阐述，相关的原始数据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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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相关因素原始数据表 

分类 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收入消费能力 

居民消费水平 X1 (元/年) 32364 35385 39516 42166 45653 48883 

人均可支配收入 X2 (元) 32903 36469 40321 43910 48458 52530 

乡村相关服务业平均工资 X3 

(元) 
40831 40929 48836 49798 51214 54523 

 

表 3 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相关因素原始数据表（继续） 

分类 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生产效率与投入 

乡村相关行业总产值 X4 (亿元) 363.1 395.7 421.8 420.1 368.2 338.1 

乡村相关服务业产值 X5 (亿元) 6.6 7.5 8.0 8.4 8.7 8.7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X6 (元/人) 
163451 173646 184306 193563 206459 215372 

第三产业贡献率 X7 (%) 80.2 78.4 77.2 78.2 90.6 82.4 

科技与生产投入 

 

 

乡村相关行业新增固定资产 X8 

(万元) 
43128 79172 71750 50448 38360 33369 

乡村相关行业技术合同成交数

量 X9 (项) 
660 703 1828 1926 1778 1762 

乡村相关行业科学研究人员数

量 X10 (人) 
1163 6082 5838 6082 6491 5196 

乡村相关服务业研究经费支出

X11 (万元) 
68924 194268 189682 195991 224657 21339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投资 X12 (万元) 
739804 762543 795787 1245982 1292478 1099278 

农村教育投资 X13 (万元) 162900 1635050 172913 195210 211620 231540 

创意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收入 X14 (亿元) 9012.2 10313.6 12377.4 13982.0 15877.8 17885.8 

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从业人数

X15 (万人) 
140.9 152.9 183.6 191.6 202.3 198.1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2011-2016 年) 

 

根据表 3 可知，和乡村文化旅游创意发展紧密相关的三种基本影响因素中 (15 个影响因

素)， 并不是全部的影响因素均与乡村文化创新旅游发展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部分影响因

素在六年之间的变化幅度较大。 

最终， 对照乡村文创旅游发展的各个影响因素和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产业产值变化情

况，北京市创意产业产值平均增长幅度超过各个影响因素指标，这一特点与乡村文创旅游本身

特点和自身行业优势紧密相关，乡村文创旅游不单单是乡村旅游形式的改变，还体现在创意、

科技及文化等在乡村旅游、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升华利用。 



9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4 No.1, 2020 

2.3 灰色关联基本模型 

 在详细分析不同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层面，灰色统计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弥补

了传统统计学方法的缺陷，主体思想是遵循曲线的几何外形的相似程度以判定其内在关系，曲

线越吻合，序列的关联度越高，本质是反映出不同影响因素的变化特点，以实现数据数列的几

何对比，该方法对小样本无规律数据和多因素影响下的序列均有同等应用优势。 

结合研究领域和切入角度差异，可以细分为灰色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及混合灰

色关联度法，为了解决第一二种方法的局限，文章研究选用混合灰色关联度法分析北京市乡村

文创旅游发展相关因素分析法。 

2.3.1 灰色绝对关联度 

时间序列，灰色绝对关联度表现出系统的变量和相关因素在不同时间序列下

的曲线相似度。 

假定 iY 为第 i ( i  = 1，……, n ) 个系统变量值，在时间序列 k 上的数据为 1 

( k ) ( k  = l,……, m ) ，则第 i 个系统变量Y 1 时间序列如下 

(y (1), y (2),......, ( ))i i i iY y m  

 则第 i 个系统变量 r ，始点零像化 
0

1Y 为： 

0 ( (1) (1), y (2) y (1), (3) (1),......, ( ) ( 1))i i i i i i i i iY y y y y y m y m        

 同理，设系统中共有 q 个因素 X ，且第 J 个因素 XJ ( 1,2,......, )j q 在 m

个时点上其时间序列为： 

( (1), (2),......, x ( ))i i i iX x x m ，其中 1,2,......,j q 。   

 则第 J 个因素 Xj 始点零像化 0

iX 为： 

0 (x (1) (1),x (2) (1),x (3) (1),......, x ( ) ( 1))i i i i i i i i iX x x x m x m       

 则第 i 系统变量与 j 个相关因素的绝对关联度为： 

1

1

i j

ij

i j i j

s t

s t s t


 


   
 

 其中由： 

           0 0 0 0

2 2

1 1
1,......, , t 1,2,......,q

2 2

m m

t i i j i i

k k

s Y k Y m i n X k x m j
 

      

 

2.3.2 灰色相对关联度 

 时间序列数据，灰色相对关联度指标反馈的是系统变量和相关影响因素相较

于开始点变化速率的相近度。系统变量和系统相关因素灰色关联度为二者初始值像的绝对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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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结合灰色关联度基本理论， 第 i 个系统变量 Y1 与第 j 个相关变化因素的 Xj 初始值的像如

下：  

 

 

 

1

1

(1) (2) (m)
/ 1 , ,.......,

(1) (1) (1)

(1) (2) (m)
/ x 1 , ,.......,

(1) (1) (1)

i i i
i i i

i i i

j j j

j j j

j j j

y y y
Y Y y

y y y

x x x
X X

x x x

 
   

 

 
    

 

 

上式中， i = 1, 2,……, n  与 j  =1, 2,……, q 。 

第 i 个系统变量初始值像的初始点的像转化为： 

 
0 (1) (1) (2) (1) (m) (m 1)

, ,......,
(1) (1) (1) (1) (1) (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与之相对应，第 j 个相关因素初始值像的始点零像化为： 

 则第 i 系统变量与第 j 个相关因素的相对关联度为： 

1
,

1

i j

ij ij

i j i j

u v
r r

u v u v

 


   
 

其中由： 

           0 0 0 0

2 2

1 1
1,......, , t 1,2,......,q

2 2

m m

i i i j i i

k k

u Y k Y m i n X k X m j
 

      

   

2.3.3 灰色综合关联度 

 灰色关联度不单单体现了系统变量 Y1 与变量相关因素 Xj 折线图的相近程

度，同时也反映了 Y1 和 Xj 数据序列相较于初始点 Y1⑴和 Xj (1)的变化速率的相近程度，可

以系统全面地表现系统变量和影响因素之间联系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假设第 i 个变量和第 j

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指标 Py，满足： 

 1ij ijr      

上式中，θ 表示绝对关联度的相关性程度。 

2.4 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关联分析 

  结合乡村文化创新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及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法、灰

色相对关联度法和混合关联度法表示乡村文创旅游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2.4.1 影响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因素的灰色绝对关联度 

 采用灰色关联度计算法，结合文章中建立的影响因素及指标，计算北京市不

同形式的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和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灰色绝对关联度指标，具体结果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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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相关因素的绝对关联度 

                 系统变量 

 

相关因素 

Y0 Y1 Y2 Y3 

X1 0.5155 0.5582 0.6090 0.5214 

X2 0.5175 0.5641 0.6251 0.5246 

X3 0.5174 0.5636 0.6325 0.5263 

X4 0.5001 0.5006 0.0510 0.5001 

X5 0.4997 0.4997 0.4997 0.4997 

 

表 4 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相关因素的绝对关联度（继续） 

                 系统变量 

 

相关因素 

Y0 Y1 Y2 Y3 

X6 0.5805 0.8210 0.8829 0.6286 

X7 0.4997 0.4997 0.4997 0.4997 

X8 0.9758 0.6182 0.5582 0.7967 

X9 0.5008 0.5013 0.5020 0.5006 

X10 0.5034 0.5137 0.5276 0.5053 

X11 0.7015 0.5503 0.5247 0.6260 

X12 0.8557 0.5889 0.5442 0.7227 

X13 0.5360 0.6441 0.7915 0.5577 

X14 0.5062 0.5250 0.5508 0.5103 

X15 0.5001 0.5002 0.5003 0.5001 

 

根据表 4，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相关因素的绝对关联度关联序分别为： 

1. 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总产值与各因素灰色绝对关联度关联序 Y0： 

X8＞X12＞X11＞X11＞X6＞X13＞X2＞X1＞X14＞X10＞X9＞X4＞X15＞X5＞X7 

2. 乡村文化创意园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绝对关联度关联序 Y1： 

X6＞X13＞X8＞X12＞X3＞X2＞X1＞X11＞X14＞X10＞X9＞X4＞X15＞X5＞X7 

3. 多元乡村文化组合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绝对关联度关联序 Y2： 

X6＞X13＞X3＞X2＞X1＞X8＞X14＞X12＞X10＞X11＞X9＞X15＞X5＞X7＞X4 

4. 特色农产业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绝对关联度关联序 Y3： 

X8＞X12＞X6＞X11＞X13＞X3＞X2＞X1＞X14＞X10＞X9＞X4＞X15＞X6＞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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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不同时间序列点的投入和产出变化情况分析入手，得出从事乡村文化创

意园或者民俗创意行为的人员的文化程度与对应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特色农产业的收入与乡村相关行业新增加固定资产变化相关性较高，所

以，增加乡村相关行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改善设施农业创意发展环境，将有利于特色农产业

的发展及其收入的提高。 

最后，乡村旅游投入和乡村旅游环境外部投资将引发更多的乡村文创旅游收入水

平的提升。 

2.4.2 影响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发展因素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采用灰色绝对关联度法计算，建立相应的影响因素指标和原始数据统计指标，计

算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和其他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指标，具体计算结果如下表 5： 

 

表 5 不同形式创意农业与相关因素的相对关联度 

           系统变量 

 

相关因素 

Y0 Y1 Y2 Y3 

X1 0.8229 0.8734 0.7776 0.8107 

X2 0.8098 0.8582 0.7667 0.7977 

X3 0.7773 0.8207 0.7387 0.7671 

X4 0.7903 0.8356 0.7499 0.7793 

X5 0.6058 0.6223 0.5907 0.6014 

X6 0.8293 0.8804 0.7835 0.8169 

X7 0.5949 0.6097 0.5817 0.5913 

X8 0.5276 0.5239 0.5316 0.5287 

X9 0.6687 0.6946 0.6453 0.6623 

X10 0.8119 0.8607 0.7685 0.8002 

X11 0.5736 0.5636 0.5855 0.5765 

X12 0.8986 0.8447 0.9626 0.9142 

X13 0.6606 0.6857 0.6383 0.65436 

X14 0.5063 0.5251 0.5509 0.5104 

X15 0.5002 0.5003 0.5004 0.5002 

 

根据表 5 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各相关因素的灰色相对关联度可以看出，不同

影响因素和不同形式的文化创意在 2016 年相较于 2011 年的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别，在六年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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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文化创意旅游收入及关联影响因素相较于原始点 (2011 年) 的平均变化速率存在较大的区

别，绝对关联度相比较，北京市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不同关联度影响因素的相对关联度值

更高：  

1. 北京市创意农业总体产值和不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顺序 Y0：  

X14＞X12＞X6＞X1＞X10＞X2＞X4＞X15＞X3＞X9＞X13＞X5＞X7＞X11＞X8 

2. 北京市乡村文化创意园总体收入水平和不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关联顺序 Y1： 

X6＞X1＞X14＞X10＞X2＞X12＞X4＞X15＞X3＞X9＞X13＞X5＞X7＞X11＞X8 

3. 多元乡村文化组合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相对关联度关联序 Y2： 

X14＞X12＞X6＞X1＞X10＞X2＞X4＞X15＞X3＞X9＞X13＞X5＞X11＞X7＞X8 

4. 特色农业收入和不同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关联顺序 Y3： 

X14＞X12＞X6＞X1＞X10＞X2＞X4＞X15＞X3＞X9＞X13＞X5＞X7＞X11＞X8 

第一，以产值或因素数值作为切入点来看，为全方位迎合消费市场的发展需要，

需要积极调整乡村文创旅游的方案和策略，同时考虑到消费者的经济水平对文创旅游市场有着

直接性的影响，乡村创意园的从业人员需要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实际

消费能力，确立自己的目标市场，以提供符合消费者消费水平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创意产业的发展则有利于北京市提高乡村文创旅游收入，尤其是乡村文化

多元组合旅游和特色农产业。 

2.5 影响北京市创意农业发展因素的灰色综合关联度 

系统变量同相关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不同形式的

乡村文创旅游产值同相关影响因素的投入额度在不通时点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二是产值投资

额度相对始点变化速率的相似程度。为有效平衡二者的相关度， 笔者假定 θ=0.5 进行本次研

究。表 4 反映了绝对关联度，表 5 反映了相对关联度，综合两表可知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各影

响因素的综合关联度，并将这一结果统计在表 6 中： 

对乡村文创旅游的类型以及收入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重点分析投入额度在不同

时点同相对始点变化速率的相似度，由表 6 可知，对上述因素按照绝对关联度进行排序，可得

如下关联序： 

1. 乡村创意园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综合关联度关联序： 

X6＞X12＞X1＞X2＞X14＞X3＞X10＞X4＞X13＞X15＞X9＞X8＞X5＞X11＞X7 

2. 多元乡村文化组合旅游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综合关联度关联序： 

X6＞X14＞X12＞X13＞X2＞X1＞X3＞X10＞X4＞X15＞X9＞X11＞X5＞X8＞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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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相关因素的综合关联度 

                    系统变量 

 

相关因素 

Y0 Y1 Y2 Y3 

X1 0.6683 0.7139 0.6939 0.6663 

X2 0.6628 0.7103 0.6962 0.6615 

X3 0.6467 0.6930 0.6856 0.6464 

X4 0.6453 0.6682 0.6252 0.6399 

X5 0.5526 0.5612 0.5456 0.5506 

X6 0.7047 0.8516 0.8330 0.7225 

X7 0.5476 0.5546 0.5406 0.5454 

X8 0.7508 0.5716 0.5452 0.6625 

X9 0.5842 0.5982 0.5738 0.5815 

 

表 6 不同形式乡村文创旅游与相关因素的综合关联度（继续） 

                    系统变量 

 

相关因素 

Y0 Y1 Y2 Y3 

X10 0.6578 0.6873 0.6483 0.6529 

X11 0.6378 0.5573 0.5555 0.6017 

X12 0.8772 0.7169 0.7536 0.8186 

X13 0.5983 0.6649 0.7148 0.6056 

X14 0.7145 0.6953 0.7708 0.7246 

X15 0.6415 0.6637 0.6217 0.6362 

 

3. 特色农产业总收入与各因素灰色综合关联度关联序： 

X12＞X14＞X6＞X1＞X8＞X2＞X10＞X3＞X4＞X15＞X13＞X11＞X9＞X5＞X7 

4. 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产值与各因素灰色综合关联度关联序： 

X12＞X8＞X14＞X6＞X1＞X2＞X10＞X3＞X4＞X15＞X11＞X13＞X9＞X6＞X7 

首先，从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收入与各关联因素分析，北京市若想发展乡村文创旅游

产业，首先需要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健全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其次则是乡村文

创旅游的生产效率与投入，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其也有直接性的影响，这一点同特色农产业

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且，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特色农产业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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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北京市若想发展乡村创意园以及多元乡村文化组合，第一需要实现第三产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需要提高文化以及科技的创意性，并将之运用于产品生产和完善旅游服

务之上。 

最后，无论是北京市乡村文创旅游总收入还是不同形式创意旅游的发展，消费环节的保

障和配套设施的健全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生产条件的完善和生产能力的提高，此

外，也应当注意到创意文化以及创意科技对北京市文创旅游的重要性，加大科技投入比重。 

 

结论  

研究表明： 

1. 首先， 中国北京乡村文创文创旅游的发展需要解决其消费环境以及配套设施的问

题， 其次需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加大生产效率的投入， 此外还需要重点关注

创意产业对其发展的关联度， 这一点同特色农业产品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最后还需要充分

强调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对乡村文化组合旅游的影响， 以配套服务的健全和完善优化乡村文

创旅游事业; 

2. 中国北京市大力发展乡村文创旅游， 首先需要重视乡村创意园的健全和完善， 同时

也需要大力推动多元乡村文化组合的发展， 这就需要积极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 以实现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 随后加大科技投入， 大力研发创意科技， 打造创意文化， 以便为乡村旅游产

品的创新提供可能。 

3. 无论中国北京乡村文创旅游总收入， 还是各类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均需要给予

消费环境以及配套服务设施以高度重视， 同时也需要意识到生和产条件在乡村文创旅游产业

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最后加大创意文化以及科技的研发力度， 以生产、产品创意上的应

用对促进北京乡村文创旅游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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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厘清企业家精神、员工创新行为企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企业家精神对

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在梳理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有正

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等理论假设，使用成

熟量表设计调查问卷，共收集到 507 份有效问卷，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S21.0 对回收的有效

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相关

分析、回归分析，对提出的理论模型和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

各维度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员工创新行为  企业绩效  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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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staff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and summary 

of related studies in which entrepreneurship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staff innovation behavior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using a maturity scale, and a total of 50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SPSSS21.0 was used to conduct 

various types of analysis on the valid data collected,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and hypotheses were verified concurrently.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dimensions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have remarkably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at staff innovation behavior, in par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Staff Innovation Behavio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echanism of 

Action 

 

引言  

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企业是市场最重要的

主体，而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指出要全面进行改革就必须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市场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

家精神，必须要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推动企业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企业绩效，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发

展，推动企业不断取得更新更好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已经是实务界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 

各国学者高度重视企业家精神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研究，也做了不少研究，但是通

过何种途径激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是如何影响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这一些列根本

问题一直尚未解决。本论文将员工创新行为作为中介引入到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

的研究中，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去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Freeman (1987) 提出

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等，他指出创新应该是各要素、各主体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创新是一个系统。企业家和员工都是市场最重要、最活跃的生产要

素，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传导值得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员工创新行为这一重要中介，揭开

新时代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寻求一个新的

路径和解决方案。基于此，本论文提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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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对企业家精神、企业绩效、员工创新行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

解、衡量标准评判不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1. 企业家精神 

 不同的学者基于研究的背景、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的领域不同，对问题的认识角度不

同，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不尽相同。Schumpeter (2007) 认为企业家是能够通过“创造性地破

坏”去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创新重组和再创造，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极具创新精神。

Marshal (1990, 2005)认为，企业家精神指的是企业家自身的一种个体的特征，比如企业家面对

风险时候谨慎但却非常果断。Drucker (1985, 2007) 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能够应对不确定性变化并

能够利用变化作为商业机会的特征。本论文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自身所具备的创新

性、冒险性、开创性等的个人特质。 

2.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是企业用于判断和衡量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Covin & Slevin 

(1991) 认为企业绩效衡量指标应当涵盖销售增长率、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等。Kaplan & Norton 

(1992) 在对多家领先的企业进行实践之后，提出了平衡计分法 BSC 绩效评价体系，这一指标

突破了传统的仅用财务绩效衡量企业绩效的方法，做到多方面平衡，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

标，涵盖了财务、客户、业务管理和人员的培养和开发四个方面。Chen (2009) 基于 Kaplan & 

Norton (1992) 提出的平衡计分卡理论，开发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测量量表，从财务绩

效、企业运作效率、客户和员工的满意度、忠诚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大部分学者对于企业绩效

评价的实证的结果表明，只考虑通过财务指标去评判企业绩效是不准确的，而平衡记分卡方法

不再以财务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唯一指标，而是同时兼顾考虑非财务指标，做到了多个方面的

平衡。本论文认为企业绩效是指从多维度、多方面对企业经营效益好坏和经营业绩大小进行考

评、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全面衡量企业绩效，本论文参照的是 Chen (2009) 基于平衡计

分卡理论开发的企业绩效测量量表对企业绩效进行测量，该量表在中国情境得到实证，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 

3. 员工创新行为 

  员工创新行为是指在生产工作的过程当中，员工积极想出新办法、新技术，改进和优

化工作流程，改进管理方式方法并推动和实施这些新的办法和举措的活动。员工创新行为指的

是个体的创造力，是企业创新的基础。Scott & Bruce (1994) 认为员工创新行为是提出别人从未

提出的新的创意，产生新的构想，想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将产生的创意和构想进行推动并实

践，从而转化成产品或者制度的过程。Liu, Deng, Liao & Long (2005) 指出员工创新行为是指员

工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新构想并付诸实践去开展和实施的活动，具体包括提出创意、推展创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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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意三个方面。本论文参考采用 Liu, Deng, Liao & Long (2005) 对员工创新行为内涵的理

解。 

4. 现有研究评述 

  综合以上文献回顾和梳理，学者们一直持续在努力研究和潜心挖掘，并已经取得一定

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梳理，对企业家精神、企业绩效和员工创新行为单变量和两两之间的变量

的现有研究成果和不足以及未来可研究的方向做如下评述： 

4.1 企业家精神研究评述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目前不同学者对企业家精神认知和解释各不相同， 并且企业

家所具备的精神量化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维度和测量也是存在争议， 虽然

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还没能够形成系统的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

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别、文化，不同个体的企业家精神千差万别。企业家精

神不管作为前因变量还是结果变量的研究成果不多。 

4.2 企业绩效研究评述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对于企业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尚未统一定论。过分追求通过数

据量化并不能全面衡量企业的绩效，也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应当强调经营过程的管控，

包括想办法设置数据衡量之外的其他的评判标准。 可考虑采用主观的方法对组织绩效进行测

量，如产品或服务质量、响应客户需求速度、顾客满意度、员工忠诚度等。未来企业绩效的测

量，在评价内容上兼顾采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在评价方法上兼顾采用主观和客观

评价方法相结合，构建以企业绩效动态评价为主的方法与技术体系。 

4.3 员工创新行为研究评述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中外学者对员工创新行为定义、衡量评判的标准都有不同的观

点。由于理解不同，在分析相关变量因素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上，出现理解分歧与实证分析

的偏差。学者们对于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情境以及个体与情景之间交叉

方面，局限于单纯的个体层面或者单纯的组织层面，进行跨层的研究比较少。此外，对于员工

创新行为的结果变量的研究甚少，未来可作为重点研究的方向。中国学者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

研究尚缺乏且不够系统，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

家、促进企业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4.4 企业家精神、企业绩效和员工创新行为研究评述 

  关于企业家精神、员工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各单独变量的文献比较多，所做研究也

比较深入，三个变量两两之间放在同一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文献也有，如企业家精神正向影响

企业绩效，员工创新行为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等，但是所做研究并不多也不够深，有学者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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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组织创新等中介变量，但是，这些变量仍然具有自身局限性，仍然无法揭示企业家

精神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实证研究是本论文研究基本手段，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

析法。选择合适和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正确的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于检验构建的理论模型和提

出的假设非常重要。论文使用 SPSS21.0 统计分析软件，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描述

性统计分析、信度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 、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相关分析、回

归分析。 

本论文根据成熟量表，遵循主题明确、问卷问题和答案设计合理、题项数量适中、易

于理解等问卷设计原则进行问卷设计，问卷发放范围覆盖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几个主

要省份，包括广西、广东、浙江、山东、安徽、北京、四川、黑龙江、贵州、海南等。研究对

象主要是中国企业中具有决策权的高层管理者以及一些在关键岗位具有一定决策权的中层管理

者作为调查对象，大部分为高层管理者。数据收集时间为 2018 年 1 月至 5 月。目前，企业家

精神和企业绩效的测量方法和工具并不完善，企业家精神难以量化，调查的区域覆盖范围广， 

根据作者自身情况和研究目的，本论文大部分的数据来自企业家培训班 (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鲁柏祥教授创办的企业家培训班、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揭筱纹教授指导的总裁班) 以及一些

企业家召开重要会议的场合 (如中国商务部行政研究院研究员吴雪提供的一些重要会议，帮助

发放帮回收纸质问卷) 。本论文问卷题项数共为 42 项，问卷共提交并回收了 520 份，剔除 13

份无效问卷，最后有效问卷为 507 份，问卷有效率 97.5%。 

研究假设  

1.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 

Covin & Slevin (1991) 提出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绩效，可以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提

高企业绩效的观点。Zahra (1995) 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开发新产品、寻找新的商机，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有重要作用，企业家先发制人具有市场的优势，以获取较高的利润，企业家的

创新性、开拓性、冒险性对企业绩效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论文提出如下假

设： 

假设 H1：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 H1a：创新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 H1b：开创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 H1c：冒险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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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图 

 

2. 企业家精神与员工创新行为 

Scott & Bruce (1994), Tierney & Farmer (2002) 等国外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在不同时期

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研究企业领导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企业家个人特质、企业家精

神、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大部分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风格的领导

者，或者企业家精神对员工创新行为是有相关性的，而且是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作用。企业家

的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的精神能起到榜样的作用，影响和引导员工的创新行为，也能起到

帮助的作用，帮助员工更好的发挥创造性。基于以上分析，本论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2：企业家精神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假设 H2a：创新性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假设 H2b：开创性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假设 H2c：冒险性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图 2  企业家精神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图 

3. 员工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 

Scott & Bruce (1994) 指出员工创新行为是任何高利润、高绩效的基础。创新是企业一

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不断创新，注重个体和团队的创新，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创新精

神，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才能使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市场

最活跃的主体是企业，激发企业员工积极主动地提出创意和构想，并付诸于实践，将大大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论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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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员工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图 

4. 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 

 Freeman (1987) 提出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等，创新是系统工

程，应该是各要素、主体在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员工个人的创新思维和创新

活动才是企业持续创新的源泉。作为企业内部主体要素的员工，是企业创新的前提基础，离开

员工创新，企业创新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普通员工创新行为是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的桥

梁，是一个必要的路径，通过跟企业家的访谈，很多企业家的实践也认同这个观点，因此笔者

认为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重要的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论

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4： 企业家精神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假设 H4a：创新性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假设 H4b：开创性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假设 H4c：冒险性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图 4  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图 

数据分析 

 1.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论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使用 

SPSS21.0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首先，把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自变量，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构

建回归模型 M1；其次，利用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变量，企业绩

效作为因变量一起构建回归模型 M2。其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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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 

 因变量：企业绩效 

 
模型 M1 模型 M2 

β Sig VIF β Sig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0.032 .474 1.027 0.034 .306 1.037 

年龄 0.043 .364 1.133 -0.022 .529 1.143 

文化程度 -0.014 .759 1.081 -0.013 .698 1.081 

是否创始人 0.172** .001 1.330 0.102** .007 1.341 

公司成立年数 -0.065 .302 2.066 0.001 .988 2.076 

公司性质 0.039 .418 1.214 -0.018 .621 1.221 

公司员工数 0.039 .525 1.896 -0.043 .339 1.911 

公司生长周期 0.071 .229 1.795 0.002 .973 1.806 

自变量       

企业家精神    0.678*** .000 1.052 

R2 0.037* 0.017  0.473*** .000  

△R2 0.021* 0.017  0.464*** .000  

F 2.364* 0.017b  49.635*** 0.000c  

△F 49.635*** 0.017  412.187*** .000  

 

从表 1 可以看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以后，企业家精神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具

体而言：模型的 F 值在 P<0.05 的水平下达到显著，这说明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好；VIF 均小

于 5，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R2

为 0.473，企业家精神可被解释变异为 47.3%。企业家精神 (P<0.001) 回归系数显著，这表明企

业家精神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假设 H1 得到验证。 

进一步检验企业精神三个维度，即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分别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

系，其检验结果显示，看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以后，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创新性、开

创性和冒险性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具体而言：模型的 F 值都在 P<0.05 的水平下达到显著，这

说明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好；VIF 均小于 5，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同时

纳入回归模型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R2 为 0.477，企业家精神可被解释变异为 47.7%。创新

性、开创性、冒险性的 P 值均小于 0.001，回归系数显著，这表明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即创

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假设 H1a、 H1b、 H1c 得

到验证。 

2. 企业家精神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按照以上检验方法，检验企业家精神与员工数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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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家精神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检验 

 因变量：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 M1 模型 M2 

β Sig VIF β Sig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011 .813 1.027 .044 .234 1.037 

年龄 -.003 .953 1.133 -.056 .148 1.143 

文化程度 -.064 .163 1.081 -.063 .096 1.081 

是否创始人 .154 .002 1.330 .096 .023 1.341 

公司成立年数 -.142 .025 2.066 -.087 .099 2.076 

公司性质 .036 .455 1.214 -.011 .780 1.221 

公司员工数 .039 .516 1.896 -.028 .572 1.911 

公司生长周期 .039 .511 1.795 -.019 .697 1.806 

自变量       

企业家精神    .563*** .000 1.052 

R2 0.040** 0.009  0.341*** .000  

△R2 0.024** 0.009  0.329*** .000  

F 2.580** 0.009b  28.584*** 0.000c  

△F 2.580** 0.009  227.233*** .000  

 

从表 2 可以看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以后，企业家精神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

为。具体而言：模型的 F值在 P<0.01 的水平下达到显著，这说明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好；VIF

均小于 5，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

性，R2为 0.341，企业家精神可被解释变异为 34.1%。企业家精神 (P<0.001) 回归系数显著，这

表明企业家精神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假设 H2得到验证。 

继续进一步检验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即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分别与员工创新行

为之间的关系，其检验结果显示创新性、开创性、冒险性 P 值均小于 0.001，回归系数显著， 

这表明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即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据此假设 H2a、 H2b、 H2c 得到验证。 

3. 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按照以上检验方法，检验员工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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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员工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 

 因变量：企业绩效 

 
模型 M1 模型 M2 

β Sig VIF β Sig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032 .474 1.027 -.025 .445 1.027 

年龄 .043 .364 1.133 .044 .189 1.133 

文化程度 -.014 .759 1.081 .030 .363 1.086 

是否创始人 .172** .001 1.330 .065 .079 1.354 

公司成立年数 -.065 .302 2.066 .033 .477 2.087 

公司性质 .039 .418 1.214 .014 .685 1.215 

公司员工数 .039 .525 1.896 .011 .797 1.898 

公司生长周期 .071 .229 1.795 .044 .300 1.796 

自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    .692*** .000 1.041 

R2 0.037* 0.017  0.497*** 0.000  

△R2 0.021* 0.017  0.460*** 0.000  

F 2.364* 0.017b  54.574*** 0.000c  

△F 2.364* 0.017  455.014*** 0.000  

 

从表 3 可以看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以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影响企业绩效。

具体而言：模型的 F 值都在 P<0.05 的水平下达到显著，这说明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好；VIF

均小于 5，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员工创新行为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 R2

为 0.497，员工创新行为可被解释变异为 49.7%。企业家精神 (P<0.001) 回归系数显著，这表明

员工创新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据此假设 H3 得到验证。 

4. 员工创新行为中介作用的检验 

根据 Baron & Kenny (1986) 的中介效应的观点，本论文将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将企

业家精神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创始人、公司成立年数、公司性质、公

司员工数、公司生长周期作为控制变量，将员工创新行为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员工创新行为与

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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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之间中介作用检验 

 因变量：企业绩效 

 M1 M2 M3 M4 

控制变量     

性别 -0.032 0.034 -0.025 0.014 

年龄 0.043 -0.022 0.044 0.004 

文化程度 -0.014 -0.013 0.030 0.016 

是否创始人 0.172 0.102 0.065 0.058 

公司成立年数 -0.065 0.001 0.033 0.040 

公司性质 0.039 -0.018 0.014 -0.013 

公司员工数 0.039 -0.043 0.011 -0.030 

公司生长周期 0.071 0.002 0.044 0.010 

自变量     

企业家精神  0.678***  0.420*** 

     中介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   0.692*** 0.459*** 

R2 0.037* 0.473*** 0.497*** 0.612*** 

ΔR2 0.021* 0.464*** 0.488*** 0.604*** 

F 2.364* 49.635*** 54.574*** 78.215*** 

ΔF 2.364* 412.187*** 54.574*** 177.129*** 

 

从表 4 可知，在加入了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企业家精神的系数明显降低，证明员工

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的关系。据此可以判定假设 H4 得到验

证。 

继续进一步检验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即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分

别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其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员工创新行为在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与企业绩效之间中介作用检验 

 因变量：企业绩效 

 M1 M2 M3 M4 

控制变量     

性别 -.032 .035 -.025 .015 

年龄 .043 -.026 .044 -.001 

文化程度 -.014 -.013 .030 .016 

是否创始人 .172 .105 .065 .061 

公司成立年数 -.065 -.004 .033 .035 

公司性质 .039 -.022 .01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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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员工创新行为在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与企业绩效之间中介作用检验（继续） 

因变量：企业绩效 

 M1 M2 M3 M4 

公司员工数 .039 -.042 .011 -.029 

公司生长周期 .071 .002 .044 .011 

自变量     

创新性  .302***  .214*** 

开创性  .307***  .199*** 

冒险性  .219***  .099*** 

中介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   .692*** .461*** 

R2 0.037* 0.477*** 0.497*** 0.617*** 

R2 0.037* 0.477*** 0.497*** 0.617*** ΔR2 0.021* 0.465*** 0.488*** 0.608*** 

F 2.364* 41.032*** 54.574*** 66.347*** 

ΔF 2.364* 138.909*** 54.574*** 180.840*** 

 

从表 5 可知，在加入了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企业家精神的三个维度创新性、开创性

和冒险性系数明显降低，证明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与

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的关系。据此可以判定假设 H4a、H4b 和 H4c得到验证。 

5.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与讨论 

5.1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本论文共包括 4 个总假设，9 子假设， 一共 13 个假设全部通过假设检验，得出的

检验结论汇总如表 6 所示： 

 

表 6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H1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成立 

H1a 创新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成立 

H1b 开创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成立 

H1c 冒险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成立 

H2 企业家精神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成立 

H2a 创新性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成立 

H2b 开创性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成立 

H2c 冒险性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 成立 

H3 员工创新行为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成立 

H4 企业家精神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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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表（继续） 

序号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H4a 创新性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H4b 开创性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H4c 冒险性通过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成立 

 

5.2 假设检验结果讨论 

实证结果显示 13 个假设都通过假设检验。以下对结果进行讨论： 

假设 H1 和 H1a、H1b、H1c 通过检验。企业绩效受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强弱影响， 

企业家的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精神发挥越充分，作用越强，结果表明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越

大，只是三个维度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大小有所差别，创新性和开创性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大于冒险性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第二，验证了假设 H2 和 H2a、H2b、H2c。企业家精神及其三个维度分别与员工

创新行为正相关，其中企业家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逐步增大，冒险

性对创新性和开创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 

第三，验证了假设 H3。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员工创新行

为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员工创新行为越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越大。 

第四，验证了假设 H4 和 H4a、H4b、H4c。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家精神及其三个

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加入了员

工创新行为变量之后，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依然有作用，但回归系数变小，作用变弱，员工

创新行为在企业家三个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的中介作用依次增大。 

结论 

本论文以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变量、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将员工创新行为作为基于自

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理论模型得到验证。但本论文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研究的方向： 

第一，企业家精神受个体年龄、性别、行业、地域、企业性质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从不同行

业、区域、企业性质、性别方面进行研究。 

第二，可以考虑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绩效之间加入其他的变量比如研发能力、制度环境等，进

一步揭示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第三，本论文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创新是复杂动态的过程，影响因素和要素很多，未来可以

考虑做组织层面、社会层面的研究，也可以考虑做跨层研究。 

尽管本文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本文在实践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针对当前中国企

业家精神缺乏，企业员工创造动力不足的现状，本论文的提出的管理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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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生存的核心竞争力是企

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性、虚拟性等特征，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案

件当中，赔偿数额是不容易确定的，很多企业不能得到及时并足额赔款，挫伤企业家积极性。

因此，应当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立法，加强执法力

度，用法律制度给企业保驾护航，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

障。 

第二，增进企业家与员工的交流。企业家应当深入基层，了解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情

况，了解员工的特点，尤其是善于挖掘创新带头人，动员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和热情，发挥每一

个员工创新的能力。对敢于突破创新的员工给予鼓励和肯定，坚定员工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第三，给员工创新行为提供支持和帮助。对于创新的个人和团队，要制定相应的制度

和规定进行保障，在资金上提供保障，在技术上提供支持。重视和加强企业员工的团队建设。

组织员工学习，不断提升工作技能和技术。用企业家自身的创新性、开创性和冒险性精神正

面、积极引导员工突破创新、敢于冒险、除旧革新。 

总之，经过实证分析得知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通过

员工创新行为正向促进企业绩效。应当重视培育企业家精神，激发普通员工创新行为，更应重

视两者之间的传导和影响作用，发挥两者最大效用，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推动中国企业转

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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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北京、天津、石家庄、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等多家不同行业的 90 后企业员工为对象，通过施测生涯适应力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工作状

态表，总计发放 400 份，运用数据统计分析，并对生涯适应力的前因后效变量进行了探讨，得

出如下结论: (1)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主要由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以及生涯自

信四个部分组成，生涯适应力的整体水平与企业员工的生涯适应力有着直接关联， 90 后企业

员工的生涯适应力受其年龄、工龄、学历、企业性质及企业规模等影响。(2) 心理资本在生涯

适应力与工作状态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关键词:  生涯适应力  心理资本  工作状态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at analysis of enterprises having post-1990s employees in various 

industries, such 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 

Beijing, Tianjin, Shijiazhuang, Nanjing, Jinan, etc.,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career adaptabil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d work. The status table, with a total of 400 samples,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data, and the proactive and post-effect variables of career resilience were discussed,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Post-1990s, the career adaptability of employees is mainly 

from career concerns and career control. Based on the four aspects of career planning and career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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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the overall level of career resilienc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areer resilience of the 

employees. Moreover, post-1990s, the career adaptability of employees depends on their age, length 

of service, education, nature of the company and size of the company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2) In 

addit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work status. 

 

Keywords:  Career Adaptabil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Working Status 

 

文献综述 

1. 生涯适应力的相关研究以及维度 

  Super & Šverko (1995) 提出了生涯成熟度理论。随后，Super & Knasel (1981) 两位学

者通过对生涯成熟度理论的不断地修正，于 1981 年最先提出了 Career Adaptability 的概念。

Career Adaptability 常被直译成中文为“生涯适应力”、“职业适应力”或“生涯适应能

力”，本文采用生涯适应力这个概念。他们一致认为，“生涯适应能力”这个词可以定义为

“个体在面对当前或未来从业角色可预知的任务，调节适应无法预知的工作或工作环境改变而

应具备的一种准备状态，这是一种无需经过大挫折大困难就可以进行改变，从而满足变化环境

要求的品质”。Savickas (1997) 对其之前给出的定义进行了简化和补充指出，“生涯适应能力

指的是从业者在面对已知职业发展任务和预期职业发展任务时所应具备的准备状态和资源

等”。青少年或者成人的适应力主要包括生涯计划态度、自我和环境探索以及适应性生涯决策

三个部分。随后，Savickas (2005) 提出生涯适应力主要由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以及

生涯自信四个部分构成。 

2. 资本研究及其测量 

     学界关于“心理资本”的概念界定主要是从经济学、投资学以及社会学等维度进行

的，认为心理资本是一些个性特征，可以影响个体生产率，这些心理资本包括生活理念、工作

情感、价值观念、个体对自我的认知等 (Goldsmith, Veum & Darity, 1997, 1998) 这些研究观点

摒除了传统经济学中对个性特征不可测量或观察的传统认知，运用心理学维度下的心理资本针

对经济学、社会学等范畴下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该视角的研究获得了较多研究者的认可，

如 Hosen, Solovey-Hosen & Stern (2003) 在其研究中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的自我监控、个性化

品质、价值取向等一些具有较高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心理内在基础架构; Cole (2006) 认为心理资

本指的是一种能够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的一些个性特质总和，另外，该学者还提出了自尊、

自我效能、控制点以及情绪稳定性等心理资本构念，即将“核心自我评价”作为度量个体心理

资本的标准 。 

中国研究者认同国外学界关于心理资本结构的观点，在对心理资本测量工作选择方面

也多集中于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心理资本问卷 (PCQ-24)，也有一些研究者针对原始问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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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另外，中国一些研究者从文化背景差异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对于中国

雇员心理资本的研究应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出既能够满足心理资本内涵本质，同时又可以

反映出中国组织雇员实际情况的积极心态 (Ke, Sun & Li, 2009)，验证新的结构要素并编制出了

本土的心理资本量表，也有部分研究者专门针对特定群体开发了心理资本测量工具即事务型心

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其中后者的本土化特性更加明显，如 Li & Xiao (2011) 开发的大学

生心理资本问卷，(Hou, Chen & Chang, 2013) 等开发的知识员工心理资本问卷。 

3. 工作状态相关研究及其维度 

关于工作状态问题，学者们大多是从某一个角度进行研究，Xu (2008) 在研究高校教师

的工作状态时，将工作状态定义为“高校教师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状态，泛指一切跟教师职业有

关的所有情况，包括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Zong (2009) 将教师工作状态分为

广义和狭义两种，他认为，广义的教师工作包括职业内外的所有时间，教师的工作状态也就包

含了所有的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而狭义的工作状态则指教学时的工作状态。Zou 

(2011) 将工作状态定义为“包括工作的情绪、满意感、投入、心理和工作绩效的总和”。综观

目前的研究成果，有关工作状态的研究涉及了工作满意度、工作态度、组织承诺、组织认同、

情感承诺、离职倾向、工作投入、工作士气、工作倦怠等多个方面。其中，关于工作满意度、

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的研究比较集中。Hoppock (1935) 年首先提出“工作满足”的概念，认为

工作满足是员工在心理和生理上对工作本身和工作氛围的满意程度。中国学者卢嘉和时勘将工

作满意度定义为“组织成员根据其对工作特征的认知评价，比较实际获得的价值与期望获得的

价值之间的差距之后，对工作各个方面是否满意的态度和情感体验” 。工作投入主要用以描

述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和热爱迷恋的程度。国内学者 Li (2010) 综合以往的研究认为工作投入

“拥有弥散性以及持久性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种跟工作有关的积极、完满的情绪以及认知状

态”。本研究采用工作状态的三个维度分别为: 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 

 

研究假设及模型  

1.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倦怠关系假设 

  针对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倦怠关系的探讨，可从工作倦怠、生涯适应力以及社会认知

理论等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如下: 首先，从工作倦怠这一维度来讲，工作嵌入理论认为，员工

的工作倦怠主要与员工-组织以及组织-社区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有关，各方之间联系越紧密员

工的工作倦怠越低，而拥有较高生涯适应力的员工，其对工作及其工作环境探索的好奇心越

强，这种好奇心会使得他们更易于建立与周围环境及人员之间良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对未来

职业发展较强的探索欲，获得与环境之间较高的匹配度。其次，从生涯适应力的维度来讲，

Savickas (2006) 提出的生涯构建理论认为，拥有较强生涯适应力的员工能够对所面临的职业环



35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4 No.1, 2020 

境进行主动、有效的调整，使自身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持与环境之间较高的协调性，工作倦怠

也相对较低。再次，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拥有较强生涯适应力的员工，他们在工作中会表现的

更加自信，职业成功理想更加坚定，工作倦怠更低。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假设:  

H1a: 员工生涯适应力与员工的工作倦怠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2.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满意度关系假设 

  工作满意是一项综合评估，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含了个人对自身劳动承载量、专业

程度、人际环境状况、贡献报酬公平性、工作安全和工作压力等方面的认知和评价，有学者甚

至提出工作满意还与工作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 有关 (Zhou & Guo, 2006; Zhou et al., 

2016) 。 

适应力承载着人们对工作未来的期待 (Jia, 2015)，吸收了个体对自己和环境的认知、

判断，这种内化的积极心理资本优势，能够让他们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有了坚持不懈、不屈不

挠、迎难而上的资本。通过这种心理资本内化一吸收一行为态度加强的反复过程，员工逐渐把

对所从事工作或专业活动的依恋、认同以及自觉投入 (Blau, 1985; Dulini & Cohen, 2011)，转化

为工作生涯成长方面的积极自我信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b: 生涯适应力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 

3.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压力关系假设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压力关系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展开了实证研究。Savickas 

(1997) 经实证研究发现，生涯适应力具有对工作压力及相关结果的有效预测作用，另外，

Fugate & Kinicki (2004) 在其研究中也表示，生涯适应力较强的员工会根据自身所处工作环境

状况更加主动调节自身的行为和状态，以更好地适应工作压力进而提高工作绩效。通过实证研

究表明，新入职员工的适应力越强，组织给予他们的工作绩效评价也越高，进而直接或间接地

对员工的工作压力产生正面的作用。由此，进行如下假设:  

H1c: 员工的职业生涯适应力正向影响工作压力。 

4. 生涯适应力、心理资本、工作状态关系假设 

Avey, Luthans & Jensen (2009) 对员工生涯适应力、心理资本和工作状态进行了研

究，指出与生涯战略目标相结合，试图提升和开发员工的心理资本，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工

作场所的压力和离职问题。当员工处于新入职阶段时，员工的生涯适应力在心理资本的完全调

节下，可显著地降低他们的离职意愿;而对于处于未来生涯发展的后期阶段的员工，其生涯适

应力与离职意向之间虽依然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所发挥的实际效用明显降低。经由上述分

析可知，进行以下假设:  

H2a: 心理资本在生涯适应力和工作状态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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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 生涯适应力量表 

本研究主要选用生涯适应力国际版中文量表，其主要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

好奇以及生涯自信四个部分，该量表一共包括 24个题目内容。 

- 心理资本量表 

本文的心理资本量表采取 Luthans (2002) 的四维度观点，也就是心理资本是包括自

信、乐观、希望、韧性这几个因素构成的。采取 Luthans (2002) 的 PCQ-24 心理资本问卷，根

据李超平的中文译本为标准，结合 90 后企业员工的特点，修改部分的语言表述，形成包括 12

个题项的 5级问卷。 

- 工作状态量表 

工作状态量表根据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三个方面进行题目设计，每个维

度设置 4 个项目，共计 12 道项目。 

研究对象 

 对于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的探究，调研主要选取以上五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等不同行业的 90 后企业员工，合理运用方便取样以及网络调查等形式进行问卷调查，一共发

放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78 份，回收率 94.5%，去除 21 份前后明显矛盾或空缺率高的无效

问卷，有效问卷 357 份，有效率 94.4%。主要运用数据统计软件 SPSS21.0，从而对研究样本的

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主要采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针对

问卷的修订部分有项目分析、信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等，对于正式施

测后的问卷数据处理部分有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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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测量 

表 1  调研样本特征 

 样本分析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07 58 

 女 157 42 

年龄 20-24 岁 157 44 

 25-29 岁 207 56 

学历 大专 143 40 

 本科 139 39 

 硕士以上 75 21 

工龄 1-2 年 225 58 

 3-10 年 132 42 

企业性质 国有 171 48 

 私营 186 52 

企业规模 20-50 161 45 

 51-500 196 55 

 

信度及效度检验 

表 2  样表的信度 

 变量名称 题项个数 Cronbach’s Alpha 值 

生涯适应力 

 

生涯关注 4 0.623 

生涯控制 3 0.627 

生涯好奇 3 0.727 

生涯自信 3 0.610 

 

从上表可知生涯适应力共有包括研究变量 17 个，其中除了生涯控制外变量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 值) 均大于 0.6。其中最大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727，最小的值为

0.610。可以说明初测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也就说初测样表所采集到的数据较为可靠，这些

数据能够应用于对可用于进一步研究使用于分析各个关键词是否能否较为客观的表现受试者的

生涯适应力状况，可以作为区分 90 后企业员工的不同生涯适应力水平。 

 

表 3  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指标 KMO 近似卡方 df Sig. 

数值 0.705 879.967 7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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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见，样本的 KMO 值为 0.705。说明所选择的观测变量适于采用因子分析反复

进行分析。Bartlett 球体检验的 P 值在 0.000 水平上，即检验结果非常显著，说明样本具有很好

的效度。 

 

企业规模对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表 4  企业规模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企业规模 
小于 20 人 20-100 人 100-500 人 ＞500 人 

F Sig. 
n=50 n=119 n=98 n=39 

生涯关注 11.88d±5.56 14.84c±10.28 16.02b±6.70 17.5a±3.32 39.386 0.000 

生涯控制 20.28d±5.94 26.16c±10.46 28.68b±6.69 32.20a±3.37 56.024 0.000 

生涯好奇 12.82c±5.64 15.72b±9.65 17.12a±6.03 17.94a±3.03 30.331 0.000 

生涯自信 6.07c±5.86 7.35b±10.10 7.82b±5.83 8.74a±3.15 26.279 0.000 

 

通过表 4 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对生涯适应力有着明显的影响。不同企业规模下的生涯

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之间差异极其显著 (P＜0.001)。其中，大于 500 人规模

的企业中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都明显高于其他规模的企业 (P＜0.001); 

100-500 人规模企业中 90后员工生涯关注、生涯控制明显高于更小的企业，但在生涯关注和生

涯控制方面与 20-100 人规模的企业员工没有明显差异 (P＞0.05)。企业规模小于 20 人的 90-80

企业员工，其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均明显低于规模更大企业 90 后员工

的生涯适应力 (P＜0.001) 。 

企业性质对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表 5  企业性质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均值±标准差） 

 
国企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F Sig. 
n=73 n=84 n=78 n=72 

生涯关注 15.19±5.97 15.4±6.01 14.77±6.18 14.9±5.83 0.844 0.470 

生涯控制 27.07±11.07 27.34±10.09 26.28±11.18 26.35±10.48 0.896 0.443 

生涯好奇 16.33±6.46 16.47±6.54 15.38±6.57 15.70±6.69 2.302 0.075 

生涯自信 7.52±3.24 7.6±3.31 7.28±3.41 7.49±3.29 0.631 0.595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企业性质对 90 后员工的生涯适应力的各要素没有产生影响，各组

内的 P 值均大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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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对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表 6  工龄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工龄 
小于 2 年 2-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F Sig. 
n=37 n=117 n=115 n=38 

生涯关注 8.28d±4.24 13.94c±5.21 16.48b±4.79 21.77a±4.11 269.720 0.000 

生涯控制 14.49d±7.51 24.79c±9.48 29.25b±8.43 38.86a±6.37 279.354 0.000 

生涯好奇 8.47d±4.55 15.11c±6.04 17.69b±5.56 21.73a±4.41 207.787 0.000 

生涯自信 3.88d±2.3 7.12c±3.12 8.27b±2.81 10.1a±2.64 169.998 0.000 

 

从表 6 业员工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都明显高于入职 5-10 年的 90

后企业员工 (P＜0.001); 入职 5-10 年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

都明显高于入职 2-5 年的 90 后企业员工 (P＜0.001); 入职 2-5 年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关注、生涯

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都明显高于入职小于 2年的 90 后企业员工 (P＜0.001)。 

 

文化程度对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表 7  文化程度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文化程度 
硕士及以上 本科 专科 中专 高中及以下 

F Sig. 
n=26 n=104 n=115 n=72 n=16 

生涯关注 22.38a±4.17 15.51b±5.71 14.82b±5.03 12.35c±5.92 8.69d±4.93 93.313 0.000 

生涯控制 39.53a±5.2 27.51b±10.1 26.54b±9.64 21.71c±9.97 15.37d±9.59 91.818 0.000 

生涯好奇 22.06a±4.2 16.53b±5.96 16.18b±6.08 12.77c±6.93 9.11d±5.83 66.576 0.000 

生涯自信 9.86a±2.68 7.99b±3.17 7.41b±3.11 5.99c±3.23 4.43d±3.11 47.853 0.000 

 

从表 7 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因素对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硕

士学历的 90 后企业员工在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这四个维度上都高于本

科学历的 90 后企业员工 (P＜0.001); 本科学历的 90 后企业员工在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

好奇、生涯自信这四个维度上都高于专科学历的 90 后企业员工 (P＜0.001); 专科学历的 90 后

企业员工在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这四个维度上都高于中专学历的 90 后

企业员工 (P＜0.001); 中专学历的 90 后企业员工在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

这四个维度上都高于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 90 后企业员工 (P＜0.001)。 

实证检验及分析 

1.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倦怠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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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倦怠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SYGZ 因子 SYKZ 因子 SYHQ 因子 SYZX 因子 GZJD 因子 

SYGZ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 .132* .146* .107 -.206** 

显著性(双侧)  .020 .010 .062 .000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KZ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32* 1 .164** .150** -.218** 

显著性(双侧) .020  .004 .008 .000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HQ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46* .164** 1 .392** -.159** 

显著性(双侧) .010 .004  .000 .005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ZX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07 .150** .392** 1 -.185** 

显著性(双侧) .062 .008 .000  .001 

N 307 307 307 307 307 

GZJD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206** -.218** -.159** -.185** 1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005 .001  

N 307 307 307 307 307 

 

表 8 表明: 生涯关注、生涯好奇、生涯控制与工作倦怠之前存在着负向相关关系，且负

向相关关系显著。 

2.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表 9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SYGZ 因子 SYKZ 因子 SYHQ 因子 SYZX 因子 GZMY 因子 

SYGZ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 .132* .146* .107 .178** 

显著性(双侧)  .020 .010 .062 .002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KZ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32* 1 .164** .150** .183** 

显著性(双侧) .020  .004 .008 .001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HQ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46* .164** 1 .392** .072 

显著性(双侧) .010 .004  .000 .206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ZX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07 .150** .392** 1 .157** 

显著性(双侧) .062 .008 .000  .006 

N 307 307 307 307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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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Cont.) 

 SYGZ 因子 SYKZ 因子 SYHQ 因子 SYZX 因子 GZMY 因子 

GZMY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78** .183** .072 .157** 1 

显著性(双侧) .002 .001 .206 .006  

N 307 307 307 307 307 

 

表 9 表明: 工作满意度与生涯关注、生涯控制和生涯自信的相关系数显著，分别为

0.178**、0.183**、0.157**，表明工作满意度与生涯关注和生涯控制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生

涯好奇与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工作满意度与生涯好奇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72>0.05)。 

3. 90 后企业员工工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压力的相关分析 

表 10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压力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SYGZ 因子 SYKZ 因子 SYHQ 因子 SYZX 因子 GZYL 因子 

SYGZ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 .132* .146* .107 .062 

显著性(双侧)  .020 .010 .062 .279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KZ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32* 1 .164** .150** .032 

显著性(双侧) .020  .004 .008 .574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HQ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46* .164** 1 .392** .058 

显著性(双侧) .010 .004  .000 .309 

N 307 307 307 307 307 

SYZX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107 .150** .392** 1 .215** 

显著性(双侧) .062 .008 .000  .000 

N 307 307 307 307 307 

GZYL 因子 

Pearson 相关性 .062 .032 .058 .215** 1 

显著性(双侧) .279 .574 .309 .000  

N 307 307 307 307 307 

 

表 10 表明：工作压力与生涯控制和生涯自信的相关系数显著，分别为 0.032 和

0.232**，表明工作压力与生涯控制和生涯自信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工作压力与生涯好奇 

(p=0.058 < -0.05) 和生涯关注 (p=0.062 > 0.05)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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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理资本在生涯适应力与工作状态之间的中介效应 

4.1 心理资本与工作状态的关系 

本文的心理资本量表采取 Luthans (2002) 的四维度观点，也就是心理资本是包括自

信、乐观、希望、韧性这几个因素构成的。采取 Luthans (2002) 的 PCQ-24 心理资本问卷，根

据李超平的中文译本为标准，结合 90 后企业员工的特点，修改部分的语言表述，形成包括 12

个题项的 5级问卷。 

生涯适应力-职业成功信度的总信度 (Cronbach's Alpha) 为 0.833;生涯适应力-心理资

本-工作状态的效度值 (Cronbach's Alpha) 为 0.715，因此认为具有较大的效度，数据可以用来

进行两者关系的检验。 

表 11 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回归关系表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946E-16 .055  .000 1.000 

RX 因子 -.035 .055 -.035 -.639 .523 

LG因子 .072 .055 .072 1.299 .195 

ZX 因子 .219 .055 .219 3.944 .000 

XW 因子 .126 .055 .126 2.267 .024 

 

由表 11 的回归关系表中可以得知，心理资本与工作状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回归关系。 

4.2 心理资本在生涯适应力与工作状态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 12  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的工作倦怠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容差 VIF 

1 

(常量) -2.843E-16 .053  .000 1.000   

SYGZ 因子 .094 .061 .094 1.550 .122 .777 1.287 

SYKZ 因子 .156 .055 .156 2.824 .005 .935 1.070 

SYHQ 因子 .023 .063 .023 .368 .713 .720 1.389 

SYZX 因子 .055 .062 .055 .887 .376 .744 1.343 

ZX 因子 .200 .060 .200 3.343 .001 .795 1.258 

XW 因子 -.013 .055 -.013 -.243 .808 .936 1.069 

LG因子 .045 .068 .045 .662 .508 .615 1.627 

RX 因子 .127 .065 .127 1.947 .052 .673 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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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以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的工作满意度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容差 VIF 

1 

(常量) 2.091E-16 .054  .000 1.000   

SYGZ 因子 .051 .062 .051 .831 .407 .777 1.287 

SYKZ 因子 .123 .056 .123 2.190 .029 .935 1.070 

SYHQ 因子 -.063 .064 -.063 -.978 .329 .720 1.389 

SYZX 因子 .098 .063 .098 1.557 .121 .744 1.343 

ZX 因子 .229 .061 .229 3.760 .000 .795 1.258 

XW 因子 .071 .056 .071 1.270 .205 .936 1.069 

LG因子 .112 .069 .112 1.621 .106 .615 1.627 

RX 因子 -.053 .066 -.053 -.807 .420 .673 1.486 

 

表 14 以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的工作压力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容差 VIF 

1 

(常量) -6.049E-17 .056  .000 1.000   

SYGZ 因子 .031 .064 .031 .494 .622 .777 1.287 

SYKZ 因子 -.003 .058 -.003 -.051 .960 .935 1.070 

SYHQ 因子 -.068 .066 -.068 -1.030 .304 .720 1.389 

SYZX 因子 .203 .065 .203 3.129 .002 .744 1.343 

ZX 因子 .073 .063 .073 1.154 .249 .795 1.258 

XW 因子 -.060 .058 -.060 -1.032 .303 .936 1.069 

LG因子 .102 .072 .102 1.429 .154 .615 1.627 

RX 因子 -.003 .068 -.003 -.043 .966 .673 1.486 

 

由表 14 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的前提下 (VIF<10)，通

过中介变量心理资本的加入，自变量生涯适应力各因子对因变量工作状态各因子的回归关系会

因为中介变量的加入而减弱，甚至变的不显著，但是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仍显著，说明心

理资本在生涯适应力与工作状态间起着中介效应。因此，假设心理资本在生涯适应力与工作状

态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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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讨论与展望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包括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

生涯自信四个维度。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所处行业、工龄、文化程度等因素都对 90 后企业

员工生涯适应力上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和企业性质并未成为影响 90 后的企业员工生涯适应

力的特征因素; 从理论角度分析，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对工作倦怠应显示为负向影响作

用，相关研究表明工作倦怠的影响因素很多，研究的结果表明生涯适应力对工作倦怠也具有影

响。90 后企业员工的生涯适应力越强，其工作倦怠整体呈现出更低的趋势;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

满意度之间呈现正相关。生涯适应力较高的 90 后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往往投入更高的精力，期

望通过实际行动来提升自己实现职场目标的可能性。因此，90 后企业员工的生涯适应力有助

于他们获得更高效的工作满意度; 生涯适应力与工作压力呈现为正相关，即 90 后企业员工的生

涯适应力越强，其工作压力也越强。 

结论及展望 

 90 后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主要由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以及生涯自信四个部

分组成。生涯适应力的整体水平与企业员工的生涯适应力有着直接关联。90 后企业员工的生

涯适应力受其年龄、工龄、学历、职位以及家庭支持等影响。例如，员工工龄越长生涯适应力

越强，学历越高越能快速适应职位的要求，因而适应力工作环境的要求。(2) 心理资本在生涯

适应力和工作状态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 

以上研究为后续探究提供了进一步完善与扩展的空间，未来的研究可在本研究的框架

和结论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长期追踪企业员工，从动态的视角考察生涯适应力发展

的不同阶段起到的作用; 还可以从企业层面视角，探究生涯适应力对企业员工的的影响; 此

外，还可以探讨生涯适应力对员工职业发展以及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以推动企业员工生涯适

应力的深入发展，也为企业员工的发展和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在生涯适应力实践兴起的当今时

代，深入探讨本土情境下的结构及影响效用，不仅能够得出中国本土化研究结论，还可验证、

补充或修正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并为企业员工生涯适应力的研究贡献源自中国的新理论。本

文只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待于日后的不断补充和完善。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涌现出更多、更

扎实的有关此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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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环境下, 以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为主体的

企业,逐步呈现出人力资源多元化、文化差异化、需求多样化等新特征, 企业组织中的员工的表

层多样性和深层多样性愈发突出。因此, 包容型领导是否适应合伙制知识型企业发展的领导力

及对离职倾向影响研究是一个新课题。 

本次研究通过北京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为案例, 创新性的提出了企业团队包容型领导的

模型。本次模型测量工具是 Mobley, Rieckhoff & Voigt (1977) 提出的量表, 主要测量员工对企

业印象的转变、离职的念头、寻找其他工作的行为及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揭示了包容型领导对

员工在合伙制企业中离职倾向的负向相关作用。其次, 从理论和实证方面, 证实了包容型领导在

中国情境 下的合伙制企业的适用性, 为今后更多包容型领导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本研究证实了包容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的合伙制企业的适用性, 对样板企业及其它合伙制

企业的合伙人领导力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也为企业精准降低员工离职倾向提供了参考建议。 

 

关键词: 包容型领导  心理需求  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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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conomic environment represented by mobile interconnection,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workers as the main body, enterprises are 

gradually presenting new features such as human resources diversification,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emand diversification. The composition and deep diversity of employees in the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are increasingly more prominent. Therefore, it is a new topic to study regarding whether 

inclusive leadership can adapt to the leadership roles and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turnover tend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by using the example of an asset appraisal firm in Beijing, innovatively proposed 

a model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for corporate teams. The measurement tool of this model is a scale 

proposed by Mobley, Rieckhoff & Voigt (1977) that mainly measures the change of employees’ 

impressions of the company, the idea of leaving the job, the behavior when seeking another job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a job. It reveal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turnover in partnerships.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spects, it 

prov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with inclusive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more inclusive leaders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applicability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in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artner leadership in model companies and other 

partnerships. It also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companies to effectively reduce employee 

turnover. 

 

Keywords: Inclusive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Needs, Turnover Tendency 

 

引言  

目前关于包容型的研究主要从理论研究的方向出发，关于组织情境和组织绩效的关系

研究并不明显，缺少实证研究的依据。所以，关于包容型的工作环境塑造，主要涉及到包容型

氛围、包容型领导、包容型实践等几个方面，这些情境因素会产生相应的组织绩效，从而增强

组织内部管理的有效性，这也成为当下日益关注的话题。如何提升组织绩效？什么类型的领导

能够提升组织绩效？员工为什么会有离职倾向？领导力与离职倾向有什么关系？ 

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和事务所实践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企业团队包容型领导的

模型，揭示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在合伙制企业中离职倾向的负向相关作用。其次，从理论和实

证方面，证实了包容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的合伙制企业的适用性，为今后更多包容型领导的实

证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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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背景 

理论背景 

 在现有的与“包容型”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多样的研究思路与不同的指导理

论，对包容型概念和相关理论框架进行探讨与研究。Shore, Randel, Chung, Dean, Holcombe 

Ehrhart & Singh (2011) 从归属感和独特性两个视角提出了包容型研究的分析框架。许多相应的

研究表明， 在构建包容型的工作环境中， 包容型氛围、包容型领导、包容型实践等组织情境

因素能够影响到员工的包容型感知以及包容型环境的构建，并进一步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

诺、组织公民行为、员工离职、员工创造力、工作压力、工作绩效等组织绩效产生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 (Shore, Tetrick, Lynch & Barksdale, 2006; Shore et al., 2011) 。 

实践背景 

资产评估行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以鉴证为基础确定过去或未来某一时点的符合市场

发展趋势的公允价值是资产评估的重要特点。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北方

亚事”） 前身为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1993 年经中国原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成

立，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大型全资质评估机构。2015 年，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转制

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行业十强中第

一家特殊普通合伙制机构。 

事务所总部设在北京，以合伙制为基础搭建了全国性的业务平台，目前下设江苏、河

北、海南、湖南、四川等三十几家分所，合伙人 50 余人，并且还在不断扩张中。 

本文以如何培养领导力为出发点，提出了资产评估行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力和员工离

职倾向关系的研究课题。 

理论意义 

 首先，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和事务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合伙企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

的模型; 揭示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在合伙制企业中离职倾向的负相关作用。 

 其次，在理论和实际研究过程中，包容型领导在中国文化氛围和环境影响下，可以更

多更好的促进合伙制企业的发展，为今后包容型领导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实践意义 

 本次研究处于一个不断跨界整合的大变革时代，处于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正在大力

推动合伙制转制的背景下，以员工为主要生产要素行业中，员工自身的被认同需求不断加大，

对工作满意度的心理门槛日益提高，进行包容型领导和工作满意度及离职倾向研究十分重要，



51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4 No.1, 2020 

中国资产评估行业的变革已经开始，正在走上轨道，包容型领导的研究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推

动作用。 

包容型领导和离职倾向的关系 

包容型领导 

包容型领导的定义 

 在领导研究领域，Komives, Lucas & Mcmahon (1998) 认为 “包容”属于关系型领导模

式重要要素; Gao (2010) 将企业核心力的提升作为关键，分析认为“包容型领导强调机会的均

衡、分配的公平与成果的共享”。  

包容型领导的提出 

 包容型思想渗透在组织管理领域，相关研究显示，领导者个人的领导行为和包容型互

为影响  (Shore et al., 2011; Day & Antonakis, 2013; Festekjian, Tram, Murray, Sy & Huynh, 

2014) 。当前的环境下，管理多样性能力和包容型工作环境的构建成为研究重点。领导情境并

非稳定不变，因而需要强化领导者和下属合作力度。 

包容型领导研究的相关变量 

1. 包容型领导的前因变量 

  组织管理领域采取实证研究方法，认为领导背景、领导行为和组织多样性相关

因素，领导包容性具有相应的影响作用 (Kearney & Gebert, 2009; Day & Antonakis, 2013)。 

2. 包容型领导的结果变量 

  Carmeli, Lieberman, Kraversky, Fan, Govorov & Markovich (2010) 将包容型领导与

员工创新行为加以整合，认为心理安全感属于中介影响变量，包容型领导与心理安全感互为影

响; Ma, Cheng & Zhou (2014) 分析中国相关企业，认为包容型领导与员工离职倾向相联系，组

织内包容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离职倾向呈负相关。  

离职倾向 

离职倾向的概念 

 离职倾向 (Turnover intention, TI) 是指工作者在特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考虑

后，蓄意要离开组织的意图，属于主动离职的范畴。离职倾向被认为是导致雇员自愿离职的最

直接的前定变量，也是众多影响雇员自愿离职因素的因变量。 

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 

   Fu, Ling & Fang (2002) 把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六个维度: 个体因素 (教育水平、

绩效、任期等) 、工作相关因素 (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任务多样性、工作环境等) 、组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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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如奖励制度、组织结构、组织管理等) 、个体与组织适合性 (个体偏好的氛围和组织

氛围之间的适合性) 、外部环境因素 (劳动力市场状况、组织外工作机会、社会经济环境) 以及

与态度和其他内部心理过程相关的因素 (承诺、工作满意、觉察到的影响力、工作期望等) 。 

离职倾向的测量 

 在离职倾向的测量方面，大部分学术研究的工具是 Mobley 提出的量表，主要测量员

工对企业印象的转变、离职的念头、寻找其他工作的行为及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小结 

 作者认为影响员工离职倾向的因素分为四类: 外部宏观因素(如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

等)、组织因素 (如组织性质、组织结构成多样性、组织认同、企业文化、内部管理、分配公平

等)、工作因素 (如薪酬福利、工作安全、工作时间、晋升与培训、工作压力等)、个体因素(如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以往离职经历、风险偏好、自我较能等)。本文作者认为

企业领导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包容型领导力对企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员工

又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所以包容型领导对降低员工离职倾向起决定性作用。 

 

研究总结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主要包括文献研究和实地访

谈。定量研究中，利用量表对核心变量进行测量，展开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以搜集的数据为基

础，利用 SPSS 23.0 进行数据分析，以验证研究模型。 

2.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访谈和收集问卷的对象为北京北方亚事总部及分所的合伙人和员工。在定量研

究中，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搜集，调查问卷分为员工问卷和领导问卷两个版本。抽取

57 个工作合伙人，共 57 位合伙人领导，289 位员工，进行合伙人领导和员工的配对，组成一

个研究单元，一次取样，分别收取问卷。 

  本研究发放领导问卷 57 份，收回有效问卷 57 份，回收率 100%; 发放员工问卷 289

份，收回有效问卷 287 份（有两份因个人原因未能回收），回收率 99.3%。其中，普通合伙人

担任领导有 38 人，直接领导的普通员工有 196 人。 

3. 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主要关键变量包括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创始人包容型领导、心理需求 (自主需

求、胜任需求、关系需求)、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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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设计的量表里，都拟使用六点尺度量表法来进行测量，从“1”到“6”，分成

六个程度，来区分“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之间的尺度。 

3.1 包容型领导的测量 

  关于包容型领导的测量量表，来源是 Carmeli et al. (2010) 工作中包容型领导和员工

参与的创造性任务: 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创造力研究杂志》 

1. 他/她对于听取新想法持开放态度。 

2. 他/她关注改善工作流程的新机会。 

3. 他/她就讨论期望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新方法持开放态度。 

4. 能够就问题向他/她进行咨询。 

5. 他/她在合伙人中能发挥持续作用。 

6. 我能够就专业的问题向他/她进行咨询。 

3.2 心理需求的测量 

  关于心理需求的测量量表，来源是 Anja, Vansteenkiste, De Witte, Soenens & Lens 

(2010) 在工作中获取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性: 与工作相关的基本需求满意度量表的构建和初步

验证,《职业与组织心理学杂志》 

1. 在工作中，我觉得能够活出真实的自我。 

2. 我在工作中需要完成的任务和我真正想做的是一致的。 

3. 我能够按照我所认为最好的方式进行工作。 

4. 在工作中，我经常不得不听从他/她人的命令。 

5. 如果我能选择，我会在工作中采用不一样的方法做事情。 

6. 在工作中，我被强迫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7. 我精通我的工作任务。 

8. 我能胜任我的工作。 

9. 我擅长我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 

10. 我觉得，即使是工作中最难的任务，我也能完成。 

3.3 工作满意度的测量 

  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测量量表，来源是 Wright & Cropanzano (1998) 情绪衰竭是工作

表现和自愿离职的一个预测因素,《应用心理学杂志》 

1. 整体而言，我对这份工作本身很满意。 

2. 整体而言，我对自己的同事很满意。 

3. 整体而言，我对自己的上司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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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体而言，我对自己的晋升机会很满意。 

5. 整体而言，我对自己的薪水很满意。 

3.4 离职倾向的测量 

  关于离职倾向量表，来源是 Cammann, Fichman, Jenkins & Klesh (1979) 密歇根组织

评估问卷。未出版的手稿，密歇根大学。 

1. 我经常会考虑从现在组织中辞职。 

2. 明年我很可能会找新工作。 

3. 正在考虑离职。 

3.5 控制变量 

关于确定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方面,在前期的访谈中，与 4 位北方亚事总部及分所的

领导和 1 位员工进行了交流,以捕捉影响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的控制变量。在访谈中发现，

员工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位、级别、工资水平等各不相同，不同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

度对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都有明显的影响，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把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样本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样本分布特征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类别 百分比 

员工性别 1.51 .501 
男 49.5 

女 50.5 

员工年龄 34.27 9.602 

25 岁以下 16.8 

25-29 岁 19.4 

30-39 岁 36.9 

40-49 岁 18.9 

50 岁以上 8.0 

员工受教育程度 3.78 .641 

高中/中专 1.5 

大专 29.1 

本科 60.2 

硕士 8.7 

博士 0.5 

员工受教育程度 3.78 .641 

高中/中专 1.5 

大专 29.1 

本科 60.2 

硕士 8.7 

博士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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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样本分布特征（继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类别 百分比 

领导性别 1.23 .422 
男 77.0 

女 23.0 

领导年龄 46.04 6.596 

30-39 岁 18.9 

40-49 岁 45.9 

50 岁以上 35.2 

领导受教育程度 4.06 .792 

高中/中专 2.6 

大专 18.9 

本科 51.0 

硕士 25.5 

博士 2.0 

 

4. 数据基本分析 

4.1 变量信度分析 

  调查问卷的信度是保证实证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前提，因此在对各变量进行进一

步的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本研究的所有变量的信度水平进行了分析和检验。本研究

主要借助 SPSS23.0 统计分析软件对涉及到的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具体的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信度分析 

变量 条目数量 α系数 

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 9 .97 

创始合伙人包容型领导 9 .92 

心理需求 

 16 .79 

自主需求 6 .64 

胜任需求 4 .90 

关系需求 6 .70 

工作满意度 5 .85 

离职倾向 3 .94 

控制变量: 员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领导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信度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判断变量测量的准确性。变量测量的信度越高，说明变量

测量的准确度越高，研究也更有说服力。通常研究中判断一个变量测量问卷信度的时候，常常

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作为其判断标准: 当 α>0.70 的时候，说明信度可以接受; 当 α>0.8

时，表明变量量表的信度很好。本研究所用的 5 个主要变量中，有 4 个变量的 α 系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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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只有心理需求这一变量的 α 系数为 0.79，其中自主需求维度的 α 系数为 0.64，胜任需求

维度的 α 系数为 0.90，关系需求维度的 α 系数为 0.70。根据此次对所用变量的测量，本研究的

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数据的结果是可靠的。 

4.2 变量效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构念之间的区分效度，运用 AMOS 22.0 的结构方程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前，采用 “项目-结构平衡法” 进行因子打包，将每个变量的题项依

据载荷大小打包为三个因子，然后进行分析。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 A, B, C, D, E 分别代表，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关系

需求）、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创始合伙人包容型领导，“ +” 代表前后两个因子合并。 

 

表 3 结果表明，由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创始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心理需求、工作

满意度、离职倾向组成的五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χ2/df =2.29; 

NFI=0.95; IFI=0.97; TLI=0.97; CFI=0.97; RMSEA=0.07)，且与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字和单因

子模型进行比较，拟合优度最佳，可以进行后续的假设检验。 

4.3 变量相关关系分析 

在研究中，常常将相关分析作为回归分析的基础。基于此，本文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

对所研究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 (具体的结果见表 4) 。 

从表 4 中了解到，包容型领导的均值在 5 左右，表明合伙人具有包容型特征; 员工心理

需求、工作满意度的均值在 4 以上，表明员工在工作中心理需求满足程度高、工作满意度较高; 

此外，员工离职倾向均值为 2.31，表明员工的离职倾向不明显。对于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的

分析，可以看出每个个体对于某一项目的认同程度。一般而言，标准差 (S.D.) 越小，说明每个

人对于某一变量的认同程度越一致。 

模型 因子 x2/ 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模型 1 (五因子) A, B, C, D, E 2.29 0.95 0.97 0.97 0.97 0.07 

模型 2 (四因子) A+B, C, D, E 6.03 0.87 0.89 0.87 0.89 0.13 

模型 3 (三因子) A+B, C+D, E 8.50 0.82 0.83 0.80 0.83 0.16 

模型 4 (二因子) A+B+C+D, E 14.19 0.69 0.70 0.65 0.70 0.22 

模型 5 (单因子) A+B+C+D+E 21.08 0.53 0.54 0.46 0.5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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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相关性与本文前的假设是一致的: 包容型领导与

自主需求 (γ = 0.30, p < 0.01)、胜任需求 (γ = 0.24, p < 0.01)、关系需求 (γ = 0.44, p < 0.01)、工作

满意度 (γ = 0.52, p < 0.01) 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包容型领导与员工离职倾向 (γ = -0.31, p < 0.01)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心理需求与工作满意度 (γ = 0.52, p < 0.01)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员工离

职倾向 (γ = -0.49, p < 0.01)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 4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8.1 8.2 8.3 9 10 11 

1. 员工年龄 1              

2. 员工性别 -.14* 1             

3. 员工学历 -.05 .07 1            

4. 领导年龄 .04 .08 .04 1           

5. 领导性别 -.05 .08 -.02 -.21** 1          

6. 领导学历 .02 -.01 .11 -.15* .16* 1         

7. 普通合伙人

包容型领导 -.05 -.07 -.17* -.09 .05 .07 (.97)        

8. 心理需求 .06 -.18* -.13 -.08 .01 .11 .46** (.79)       

8.1 自主需求 .03 -.06 -.09 -.02 -.03 .06 .30** .78** (.64)      

8.2 成就需求 .22** -.31** -.09 -.14 .10 .03 .24** .58** .21** (.90)     

8.3 关系需求 -.07 -.06 -.10 -.04 -.03 .14 .44** .79** .43** .20** (.70)    

9. 工作满意度 .05 -.06 -.13 -.09 -.02 .11 .52** .52** .44** 30** .39** (.85)   

10. 离职倾向 -.04 .13 .18* .14* .09 -.05 -.31** -.49** -.41** -.28** -.37** -.48** (.94)  

11. 创始合伙

人包容型领导 .01 .09 -.13 -.18* .07 .08 .42** .42** .30** .25** .35** .45** -.18* (.92) 

平均值 (M) 34.27 1.51 3.78 46.04 1.23 4.06 4.96 4.45 3.94 4.80 4.74 4.56 2.31 5.21 

标准差 (S.D.) 9.60 .50 .64 6.60 .42 .79 .76 .51 .66 .76 .69 .74 1.00 .62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值为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值。b 对角线括

号内的数值为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值。 

5. 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 HRM) 的方法来验证假设关系。

层级回归结果列在本节各表中。首先，本文验证了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对于员工的工作满意

度和离职倾向的主效应; 其次，验证了心理需求在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离职倾向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最后，验证了创始合伙人包容型领导所起的调节作用，创始

合伙人包容型领导调节的是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心理需求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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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满意度 

  由表 5 的数据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员工和领导的的性别、年龄、学历六个变量以

后，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对于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M2, r = 0.50, p < 0.01)，由此表明假

设 1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对于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表 5 层级回归结果: 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工作满意度 

变量 
工作满意度 

M1 M2 

常量 5.19** 2.21** 

控制变量   

员工年龄 .01 .01 

员工性别 -.05 .01 

员工受教育程度 -.15 -.05 

领导年龄 -.01 -.01 

领导性别 -.08 -.11 

领导受教育程度 .11 .07 

自变量   

普通合伙人包容型领导  .50** 

2R  
.04 .29** 

F  1.37 10.91** 

2R  
.04 .25** 

F  1.37 65.39**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6.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1. 团队包容型领导与离职倾向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 心理需求 (自主、胜任、关系需求) 在团队包容型领导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成

立，其中自主需求在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胜任需求在合伙人包

容型领导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关系需求在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

介作用成立。 

  3. 创始合伙人包容型领导在合伙人包容型领导与心理需求之间的调节作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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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果的解释与讨论 

  包容型领导和离职倾向是高度负相关的。 

  第一，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包容型领导者在组织日常管理中会注重开放性、可接近性

以及可获得性，员工容易获得组织提供的有用资源，这些资源有可能成为员工提升个人能力的

关键因素。员工在得到组织的恩惠之后，会对组织产生一种信任感，在工作中也会投入更多的

精力，因此，会增强本身的工作满意度，同时降低离职倾向。 

  第二，包容型领导带来的领导信任，也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从理论上来讲，工

作自主权也被证实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根据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和奥尔德弗的 ERG 需求理论，在一个融洽的领导氛围

中,基于相互关系中尊重的需要，领导者能够支持和关心下属的需求,反过来下属也自然会形成

积极的情感反应，进行积极的自我情绪管理，工作态度会明显提升，离职倾向明显弱化。 

  第四，包容型领导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还可能与中国传统的 “家” 文化息息相

关。比起企业所提供的薪酬和福利，现在的员工更看重一个企业所提供的 “家” 的氛围。包容

型领导主张和谐的、自由的工作环境，正适应了员工的这种心理，反之则离职倾向强烈。 

  第五，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满意度

的关系。  

8.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对员工的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能够通过提高

员工的文化认同来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 

  本文的研究对包容型领导为合伙制企业发展正向推动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如下贡献: 

  1. 从理论和实证上拓展了包容型领导的研究。 

  2. 揭示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在合伙制企业中离职倾向的显著负相关作用。 

  3. 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证实了包容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下的合伙制企业的适用性，为今后

更多包容型领导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 

9. 研究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资产评估机构的员工更侧重专业和从业经验。如在评估工作任务中根据实际的工作情

况对关键的评估指标作出专业判断，自主决定及完成评估任务，从而感受到自己在项目中承担

着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角色，将极大降低员工离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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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提升企业包容型领导力，对离职倾向实施积极引导 

9.1.1 作为企业各级领导者，首先需要认识到包容型领导风格对于企业员工工作满

意度提高、员工离职比例降低的积极效应，坚持建树包容型领导力，提高领导水平。 

9.1.2 从组织层面讲，企业要把包容型领导从隐性变显性，从感性变理性，建立一

整套完整的激励制度，通过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规范和特殊的奖励，刺激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

卓越的工作业绩。 

9.1.3 坚持建设以包容型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使员工在公平、民主、公正的文化熏

陶下,上下同心，使员工树立归属感，实现对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共同追求企业认可的价值

观，树立对企业的信任和忠诚。 

9.1.4 企业坚持建设学习型组织，为员工提供培训等发展性学习机会。 

9.1.5 企业各层领导者要坚持自律和无私奉献。工作上推功揽过，分配上不怕吃

亏，生活上不搞特殊。 

9.1.6  尊重员工的自我领导、自我管理能力，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员工

的宝贵工作经验，让员工在组织中、家庭和社会中赢得尊严。 

9.1.7 从员工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员工离职倾向的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理

解行为来解决普遍性的问题，用包容之心解决个别特殊问题。 

9.1.8 强调员工通过各种方式和管道参与决策。上下沟通，充分让员工谏言、论

证，不同意见也要受到尊重，受到保护，让员工在参政议政参与决策的过程中提升对组织的认

同和归属。 

9.2 正确认识离职倾向，科学看待人才流动 

9.2.1 人才流动是客观规律 

  包容就是一种宽容，那么无原则、无底线的宽容就是纵容，是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的放任,包容型领导力的培养和提升对组织来讲既是提升也是挑战。 

9.2.2 离职倾向因素复杂，细分才能对症下药 

本次研究发现，离职倾向在薪酬满意度高的群体中占比较高，其实这正是高

知识员工中的正常反应。 

9.3 中国资产评估机构包容型领导提升的途径 

  包容型领导的作用对象是员工，提升的途径也应以人为本，中国资产评估机构的包

容型领导提升的途径，结合行业特点，应从业务和组织角度出发，一是对分支机构，二是对整

个组织的员工。 

9.3.1 对分支机构大力扶植，去 “地方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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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资产评估行业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支机构的强大与否与已经直接影

响总部的发展，以北方亚事为例，每年总部收入 2 亿元，分所贡献的业务收入可以占到

45%。因此，对分支机构大力扶植，从意识上去掉分支机构的地域性标签，让分所的员工感受

到总部带来的良性推动，将总分所融为一家，是包容型领导提升的重要途径。 

9.3.2 重视行业环境的变化，从重管理向重程序转变 

  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在《资产评估法》颁布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治时

代。在以往的行业管理过程中由于行业处于初级阶段，各项规程的制定和实施中执行人的主观

因素较强，因此机构管理过程中，经常有很多制度，员工在执业过程无所适从。 

10. 本研究理论创新点 

1. 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对包容的认识。 

2. 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以合伙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 

3. 把自我决定理论引入研究模型，以心理需求为中介变量、以创始合伙人包容型领导

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4. 合伙人的包容型领导与特殊普通合伙制资产评估机构的员工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作用。 

5. 合伙人的包容型领导与特殊普通合伙制资产评估机构的员工离职倾向呈负相关作用。 

11.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展望 

1. 本次研究中，我们虽然参考了大量的理论文献并寻找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缺乏

包容型领导和员工离职倾向后续数据的跟踪，仍需要从实践和后期深入研究中得到印证。 

2. 本次研究仅在中国一家特殊普通合伙制资产评估事务所提取样本，并没有大规模的

广泛提取样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 目前选取样本的对象仍处于合伙制转制的探索试验期，内部机制尚未成熟，对于问

卷的质量和出现的同源误差，尚需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调整，进一步保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      

4. 对包容型领导与合伙制内外部关系相关联问题，仍需深入持续研究。未来研究可从

如下方面进行: 

- 扎根组织管理实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并使用不同情境的样本反复测试。 

- 探讨在组织管理实践中，包容型领导更适用于哪些类型的企业。 

- 比较包容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及家长型领导等领导风格在预测组织层面结果的差异性。 

-  关注包容型领导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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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是一个组织生存并不断发展的基础，而创新团队作为创新过程的主体，其有效性

对创新影响重大。本文基于协同理论，专注于企业创新团队的有效性因素探索。通过三步逻辑

的系统分析框架对典型的商业企业创新团队发展的案例进行剖析，结合对高新区内众多创新团

队的实地调研，运用综合分析方法，提炼出一种用于解释创新团队实现有效创新的三维协同创

新机理，并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与支持性案例佐证。随后，以贵阳高新技术国家

经济开发区的 40 余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影响研发

项目团队有效性的五大因素:即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团队运行过程因素、

团队绩效因素和团队协同因素，并就研发团队有效性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提出五个假设，通过检

验，得出项目团队有效性各要素对技术创新总体上均呈现正向影响，得到团队有效性是影响创

新的关键性因素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企业创新团队有效性的管理建议。 

 

关键词: 创新  创新团队  团队有效性  协同 三维协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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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n organization's survival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novation team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factor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eams. Through a three-step logical 

system analysis framework implemented to analyze the typical business enterprise innovation team 

development case,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research of many innovation teams in the high-tech are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extract a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for explaining the innovation team’s achievement of effective innovation and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it,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rovide case support. Subsequently, with 

more than 40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in Guiyang Hi-tech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fiv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teams: input factors 

of the environment, operational processes, team performance, multiple team coordination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D team’s effectiveness on innovation ability. Five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and through the testing,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elements of the project team’s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hole and help to achieve the team’s 

effectiveness as a result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innovation, and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that 

management can us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eam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Innovation, Innovation Team, Team Collaboration Effectiveness,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引言  

创新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占据核心位置。 《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中国创新发展战略进行了详细的布局分析与措施建议，表明了中国为

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创新发展步伐的决心。在创新过程中，创新团队是进行技术创新的主

体， 创其有效性和企业创新能力关系密切，但目前关于组织协同下团队有效性的内涵与外延

还不明晰，关于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理性探索，仍然处于一个学术理论研究相对落后于

实践的状态，构成企业创新团队有效性的因素也不明确。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选择了典型“富

信息”案例进行三维探索，发现 “跨界团队组织”模式是构建创新团队有效性较好的组织形

式，其次，通过实证进一步归纳出 5 大类影响研发项目团队有效性的因素，并结合案例研究和

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企业创新团队的三维协同创新有效性机理，拓展了时空理论在创新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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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应用，接着对创新团队有效性机理进行量化佐证，验证了创新团队有效性影响因素对创新

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在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培育企业创新团队有效性的基本路径与方法，最后，

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管理举措，以促进企业创新团队有效性的提升。 

文献综述 

组织协同相关研究综述 

组织协同概念界定 

 Haken (1987) 于 1973 年提出协同学 (Synergetic) 以研究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规

律。1987 年正式提出协同的概念，在他看来，协同是系统演变的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

统内部之间能够维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这种状态是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

下最终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系统。 

协同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日本战略学家伊丹广之研究发现企业并购会影响企业绩效，其原理即协同效益是否产

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协同效应理论，强调有效协同系统能使企业绩效产生“1+1>2”效

应。Shi (2009) 从企业协同知识管理角度展开研究，指出其所涉及要素诸多，如价值与管理理

念、管理有效性等。 

团队有效性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团队有效性，Sundstrom, Meuse & Futrell (1990) 提出团队实现预定目标的实际结果

即团队有效性。Paris, Salas & Cannon-Bowers (2000) 指出，创新团队有效性是指团队有效的协

调性产出。本文从系统的角度对团队培育与建设机制有效性进行界定，主要是指团队投入、运

行、产出统一。 

一般团队的团队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于团队有效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影响因素上。影响团队有效性的因素很

多，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归纳总结。很大部分学者认为团队与内部群体关系密切，例如：Zhang 

& Wang (1997) 从群体成员角度题出对群体的绩效产生相应的影响因素。Zhao, Yan & Hu (2018) 

指出团队跨边界活动对团队有效性有着倒Ｕ型的影响作用。 

部分学者则从团队整体的角度研究团队有效性。Campion, Papper & Higgs (1996)  考虑

了工作设计、团队构成、环境、相互依赖性和团队运行过程五个方面对团队有效性的影响， 

Lu & Huang (2004) 研究了团队绩效影响因素。Zeng，Yuan & Gao (2011) 探讨了建设项目管理

团队有效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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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企业创新团队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员和组织因素 (Ewusi-

Mensah & Przasanyskid，1994) 、项目各方参与 (Campion, Papper &  Higgs 1996) 、沟通与协调

等方面 (Boehm，1987；Brooks，1995； Dutoit & Bruegge，1998) 。 

  通过对创新团队有效性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发现组织环境、团队培训、团队成员异质

性、团队领导等方面被提到研究较多，创新团队的有效性研究较少，是该领域的一个空白点，

为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了可能。 

研究方法 

典型案例研究法 

 典型案例研究法应至少符合如下两个原则：为使理论验证或推翻的机会最大，选择关键

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个案；为使分析结果可以推广到其他个案情境，选择典型的、具有代表性

的个案。据此，本文最终挖掘了 3 个创新典型案例，作为典型案例研究法进行讨论探讨的对

象，并设计了一个三步逻辑的系统分析框架。第一步，寻找富含创新团队管理信息的典型案

例；第二步，提出一个类似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挖掘创新团队运营过程中的管理经验与要点，

提炼使得创新团队有效发挥作用的要素；第三步，整合有关的研究成果，探索丰富创新团队研

究的机理性新发现。 

 

图 1 本章拟采用的典型案例分析步骤框图 

 

典型案例 1——对“福农宝+”的案例的挖掘 

  “福农宝”是以 “互联网+农资服务”为核心的现代农业服务平台、农资下行、农产品上

行电商平台和农业大数据平台。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福农宝”通过实现产业链上各主体

（农资生产基地、农资经销商、农户、农产品贸易商、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高校、政

府、金融机构）的协同合作，形成新型的团队模式——跨界团队组织。跨界团队协同组织的复

杂性、组织文化价值的差异性和管理理念的包容性是影响跨界团队协同的主要因素，而团队协

同是团队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福农宝”涉及主体众多，利益诉求不同，需要建立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目标、灵活的管

理机制调动各方资源，在相互作用下，这种“跨界团队组织”模式实现了组织渐进性创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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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跨界的协同作用下，基于多方合作协同，带来的技术多元性不断实现创新，是企业实现渐

进性创新的基础，也为农业市场发展拓宽了空间。表明渐进性创新团队通过培育团队的有效性

也能够取得很好的创新成果；“福农宝”案例中跨界团队协同因素起到了黏合作用。跨界团队

协同组织的复杂性、组织文化价值的差异性和管理理念的包容性是影响跨界团队协同的主要因

素，而团队协同是团队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典型案例 2——创新团队有效性探索：百度-SAIC 公司 

 百度的人工智能项目在技术创新上与组织、文化、战略等非技术因素的协同匹配较好，

通过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打造了较为系统的协同体系，在协同各方的共同推动下，构建了高

效的创新团队，产生了较好的团队绩效，尤其在创新管理能力上的表现十分突出，科技创新协

同性良好，团队配合的效率也高，百度因此创造了很多重要成就。通过协同合作，各个主体能

够进行有效地合作，进行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的共享和交换，从而达到创新资源的高效运

用。具体来说，团队投入、运行、产出有效即团队有效性高，团队有效能够推动项目的有效运

行，在组织各要素协同作用下团队合作的有效性将会大大提高创新成果的产出，促进企业突破

性创新的实现。 

“百度公司-SAIC 公司” 案例的团队组织形式是突破性创新组织模式的主要体现，说明

了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团队运行过程因素和团队绩效因素都是团队有效性

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部门之间形成的协同传统、协同氛围、协同制度将大大降低该协同创

新体系的构建难度，组织内部各要素交互作用，达成有效的协同以此来推进企业突破性创新，

突破性创新的实现将推翻原来的主导技术，造成了整个产业和市场的新兴。 

典型案例 3——从“微创新”到“突破式创新”：腾讯公司案例 

 腾讯成立至今，“微创新”在其创新发展的历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微创新”的

观念，来自于 360 集团董事长周鸿祎，意指尽管产品不尽善尽美，但提升使用者的创新体验感

觉，足以将消费者打动。以微信为例，作为腾讯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

费应用程序，在马化腾对创新团队全方位的支持下，于 2011 年亮相市场，微信设计以及对于

版本的升级十分迅速，推出后一年时间之内，腾讯就更新了 45 个微信版本，微信中的各项功

能也不断刷新，使其软件功能能够很好的满足市场的需求。推出 10 个月到 2013 年，微信注册

用户人数由 5000 万增加至 3 亿。截止 2016 年第二季度，微信月活跃用户人数达到 8.06 亿。

由此可以看出，不断地获得用户的体验与反馈，并不断更新迭代产品，在“快”字上下功夫，

是创新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微创新”起到的是典型的渐进性的作用，而渐进性的汇合，则有可能达成颠覆性的效

果，推广到一般，更多的众多企业的对于改进产品（服务）质量，提升产品（服务）功能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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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创新，积沙成丘，也会在宏观上对行业里出现更大的创新（有些可以成为突破性创新）起到

作用。 要实现“微创新”的持续不断关键在于是团队培育与建设有效性——团队投入、运

行、产出有效。在组织各要素协同作用下团队的有效性将会大大提高创新成果的产出，促进企

业突破性创新的实现。 

研究将贵州福农宝公司创新团队案例、百度人工智能创新团队案例、腾讯公司持续微创新

案例作为试验研究对象，根据所使用的典型案例分析步骤，对管理经验的要点进行探索，在整

合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了丰富创新团队研究的机理性新发现，该发现表明无论是渐进

式创新或者突破性创新，项目创新团队的有效性均是该项目能否取得创新的关键要素。而这其

中组织协同、团队组织架构、团队的运作效率等均构成了项目有效性对创新的直接驱动因素。  

质性研究分析方法 

 通过质性方法对数据进行研究时，重点在于对数据的解释，并做出相应的描述，旨在通

过该研究来探究研究目的，且研究者可采用多种方法（直至包括量化的数据）对研究结果进行

解释和说明。因此，本研究结合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解释分析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希望在质

性研究的分析上做出更加灵活的，得到更贴近真实现象的自然展现。 

问卷调查 

 此次调研主要研究企业项目创新团队的有效性是由哪些因素相关的。在内容设计中，包

含项目团队成员的背景、团队的发展历史等。影响因素重要性调査采用李科特 5 点式量表，重

要性划分为很重要、重要、中等、不重要、很不重要五个档次。为了使得调查顺利，特将问卷

中的专业术语转换成通俗易理解的语言，使得调查的进展能够平稳开展，以提升调研工作质

量。调查问卷主要通过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 E-mail 的形式发放和回收。

本次调查选择有代表性的园区内被确认为高新企业的 105 家中的 45 家高新技术企业发送，共

有 40 家企业的项目研发项目团队提交了调查表。这些高新技术企业涉及电子信息、通信、现

代制药等支柱产业，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信度检验 

 对问卷信度进行检验，保证问卷的质量，在信度检验上普遍采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a

系数），a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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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k 为测验的题目总数，S；为第 i 题得分数的方差（变异量），S 为测验问卷总分的

方差（变异量）。a 系数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数值越大信度越高，a 系数达到 0.70 以上说明

数据是可靠的。依据公式，基于调查所得数据，计算得到本量表的α系数为 0.8739（大于

0.70 ），表明问卷相当稳定，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和内部一致性，可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样本描述与结果分析 

 本文在对创新团队有效性的识别中，通过文献综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的

现实意义，确定 63 种影响因素，并通过问卷了解所设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百分比分布以及重要

性分值，来确定各影响因素对创新团队有效性的重要性程度，选取影响因素重要性调査中李科

特 5 点式量表的前两个等级，即“很重要”和“重要”作为衡量影响因素很重要的标志。  

 通过对多种影响因素的权重进行推断与分析，确定 20 种因素确定为影响研发类项目团队

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并运用 SPSS 22.0 将以上多种因素

进行聚类分析，将众多因素归类为五大类：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团队运行

过程因素、团队绩效因素、团队协同因素（见图 2），基于此，可以得出影响研发项目团队有

效性的五大因素，称为“企业项目创新团队有效性主要影响因素结构分析模型”。 

 

图 2 企业项目创新团队有效性主要影响因素结构分析模型 

 

   企业创新项目有效性三维协同机理探索 

 基于前文的研究基础，结合对牛顿、康德与马克思的时空观的了解，启发了笔者的时空

与市场导向三维解释的思路。本文将从哲学领域基本的时空观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创新项目团队

有效性问题。 

 第一维是空间维，是指公司创新团队的内外部协同有效性。在空间上，创新团队通常活

动于一个较小的组织空间，创新团队组织内部协同的有效性应该体现在团队领导协同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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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推动项目朝着功能拓展的方向演化；另一方面，从扩大的空间范围来考虑，企业创

新项目团队必定会和团队外部的资源进行联系交流或协同。因此需要更大的空间范围考量考虑

企业创新项目团队外部协同的有效性问题，无疑这也是企业创新项目有效运作的挑战。 

 第二维是时间维，狭义地看，是指开发阶段的时间协同有效性。体现在创新提出阶段，

创意研发阶段，和创新产品（服务）的规模化生产与市场推广阶段的协同有效性。创意提出阶

段的协同问题，是许多公司面临的管理难题，目前在更多的高科技公司中，越来越注重广泛收

集员工、顾客与第三方的创意，将其通过程序化的管理手段，优化地筛选，给予创新幼苗以早

期支持，是企业推动创新的要务之一。 

 第三维，则是项目的商务（市场）导向的协同有效性，体现在与顾客需求与公司能力方

面的协同有效性，价格与成本协同有效性，财务与金融的协同有效性，等多个方面。很多企业

在推动企业创新演进中，往往对顾客需求研究不够，使企业在市场方向的明确方面误入歧途。

而一些企业在对创客需求，做深入洞察后，却创造出了惊人的业绩，上述腾讯的案例中便是如

此。 

量化佐证 

变量确定 

 贵阳高新技术园区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05 家，我们针对其中有代表性的 45 家企业发放了

调查问卷，根据上一章建立的团队有效性对技术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以及对研发团队技术创新

能力纵向评价结果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根据团队有效性经典理论，本章选取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团队运行

过程因素、团队绩效因素等 5 个分指标作为自变量，作为团队有效性的可测量因素，将创新能

力综合评价作为回归分析因变量。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以上分指标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图 3 影响团队有效性因素分析图 

提出假设 

 研究研发团队有效性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先提出如下假设： 

团队有效性 创新能力 

组成投入因素 

环境投入因素 

运行过程因素 

团队协同因素 

团队绩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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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H1：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对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由于组织管理层的人力资源管理等

属于环境层次上的投入，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是推动的技术创新重要途径。因而

一般来说，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对技术创新发展有促进作用。 

 假设 H2：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对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团队组成既有结构的钢性又有创新

人才培养用 R&D 人员全时当量表示。 

 假设 H3：团队运行过程因素对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团队凝聚力、

团队沟通、团队冲突、团队知识管理聚为一类的过程中，一般过程管理愈有效技术创新能力愈

强。 

 假设 H4：团队绩效因素对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而从企业层面上看，对创新绩效影响因

素较多，分别从企业规模、研发强度、吸收能力、专利水平等等方面展开。 

 假设 H5: 团队协同因素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协同是企业内部甚至企业间各要素主体

相互作用的结果，达到一种整体的均衡状态，普遍认为协同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产出能够推动

技术创新的进步，进而增加企业核心竞争力。 

假设检验 

采用 SPSS 进行相关性检验，其结果如下：  

 

表 1 相关性检验 

 Y X 

Y 

Pearson 相关性 1 .985** 

显著性（双侧）  .000 

N 14 14 

X 

Pearson 相关性 .985** 1 

显著性（双侧） .000  

N 14 14 

 

 由表 1 可以得出，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 的相关性检测值为 0.985，且显著性为 0，小于给

定值 0.05，说明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表 2 拟合优度检验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估计 

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 方更改 F 更改 df1 df2 Sig. F 更改 

1 985a .970 .967 .18082 .970 385.591 1 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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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决定系数 R2=0.970，调整后 R2=O.967，均大于标准值 0.8；而拟合优度检

验显著性等于 0，小于给定值 0.05，说明方程拟合状态良好。 

 

表 3 回归方程检验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2.608 1 12.608 385.591 .000a 

残差 .392 12 .033   

总计 13.000 13    

 

主要检验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由表 3 可知，F 值等于

385.591，显著性为 0，小于 0.05，说明线性回归方程通过 F 检验，高度显著。 

 

表 4 回归系数检验 

模 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7.930E-18 .048  .000 1.000 

X 1.280 .065 .985 19.636 .000 

 

回归系数检验主要目的是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性进行检验。由

表 4 可看出，回归方程的偏回归系数为 1.28，偏回归系数显著性均为 0，说明回归系数通过 t

检验，高度显著。 

回归方程结果表达为：Y=1.28X     （公式 2）                 

由于 X 为根据上一章建立的团队有效性对技术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对研发团队技术创新能

力综合因子 Fa 的综合得分，所以将 Fa 的得分方程系数乘以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建立技术创新

各指标与技术创新的回归方程 2： 

 Y=0.0954x1+0.0962x2+0.0968x3+0.0975x4+0.0676x5-0.0111x6+0.094x7+0.0961x8-

0.0617x9+0.0926x10+0.0921x11+0.0882 x12+0.0848 x13     （公式 3）                
 

其中，X1 代表组织管理层支持和组织结构，X2 代表物理工作环境和人力资源环境。X3

代表项目研发结果，X4 代表团队任务，X5 代表团队规模，X6 代表团队成员构成，X7 代表项

目研发经济性，X8 代表技术创新知识产出，X9 代表团队领导，X10 代表技术产出，X11，

X12，X13代表团队协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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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从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看，组织管理层支持、组织结构、物理工作环

境、人力资源环境等环境投入因素综合水平影响分别为 0.0954 和 0.0962，呈现显著正向影

响，假设 H1 得到验证。可以看出，两者的影响力排名在全部指标中位列第五和第三，说明团

队环境投入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看，团队任务、团队规模等对技术创新能力综合

水平影响分别为 0.0975和 0.0676，呈正向影响，验证假设 H2。物理工作环境影响力排名第 11，

呈微弱正相关，说明几乎所有的团队均不太重视物理工作环境的建设和投入。团队成员构成和

团队领导两个因素综合水平影响分别为-0.0111 和-0.0617，呈微弱负相关，得出结论与假设不相

符。这与团队跨界融合及团队领导职能更加服务化以及引进创新等低端创新模式为主有一定关

系，突破新创新是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且突破新创新靠的是企业内部自身投入，

当用于引进创新的投入过多时，则意味着自身研发能力弱，难以支撑企业的日常经营，同时，

企业对原有产品或技术的开发，会很大地削弱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基于此，企业应将突破

性创新放在首要位置，提升相关方面能力，从而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产品的产出效率。 

从团队运行过程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看，项目研发结果对技术创新综合水平影响为

0.0968，呈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3 得到验证。所有指标中，对团队创新能力的影响力程度排

名第 2，排在前列，说明均对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推动作用较大。 

从团队绩效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看，项目研发经济性、技术创新知识产出和技术产

出对技术创新能力综合水平影响分别为 0.094、0.0961 和 0.0926，呈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4 得

到验证。其中，企业项目研发结果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最大，而另外两个指标中的影响力排名分

别为第 6和第 4，影响均靠前，项目研发结果、项目研发经济性与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 

团队协同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水平影响分别为 0.0921、0.0882 和 0.0848，呈正向影

响，验证假设 H5。团队协同包括项目团队协同组织的复杂性、组织文化价值的差异性及管理理

念包容性，三者排名为第 8、第 9和第 10，影响均较小，说明均对技术创新能力呈微弱负相关。 

 

研究结果 

“跨界团队组织”模式是创新团队有效性构建的较好的组织形式，具有理性价值。 

“福农宝”案例说明，这种将农业产业链上的主体、政府、金融机构、高校连接成为一个跨界

团队组织的模式是创新团队有效性构建的较好组织形式，具有理性价值。随后通过逻辑统计分

析和案例分析，证实了“跨界团队组织”的有效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体现出了这一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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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价值。同样，在对百度人工智能创新团队和腾讯微创新进行研究，从团队环境投入因

素、团队组成投入因素、团队运行过程因素、团队绩效因素四个维度分析研发项目团队有效

性，探索研发项目团队有效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研发项目团队所进行的创新业务，与公

司的未来发展或者战略转型的成败相关。 

团队环境投入、团队组成投入、团队运行过程、团队绩效和团队协同五大类因素是影

响创新团队有效性的因素。通过对贵阳高新技术国家经济开发区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

化访谈，进行影响因子的量值分析，最终确定研发项目团队有效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20 个。

进一步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影响研发项目团队有效性的 5 大类因素:团队环境投入因素、团

队组成投入因素、团队运行过程因素、团队绩效因素和团队协同因素。这些因素与典型案例探

索中提出的创新团队有效性三个维度划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解释创新团队成功的三维有效性

机理。 

团队环境投入、团队组成投入、团队运行过程、团队绩效和团队协同五大类因素对技术

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利用在高新技术开发区获取的数据，对创新团队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假

设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对研发项目团队有效性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相关性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回归方程检验等验证了项目团队有效性各要素对技术创新能力总体上均呈现出正

向影响，基于此，可以得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团队有效性是影响创新的关键性因素。 

 

总结与讨论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和实证的展开，可以得到团队有效性是影响创新的关键性因素，它

能帮助企业经营核心越来越向新技术新产品靠拢，助推企业达到高水平的绩效，打造企业核心

竞争力，帮助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表明了企业能否打造出高效的

创新团队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分析，提出加强企业创新团队有效性的管理

建议： 

加强创新团队外部环境建设。研发项目团队所接触的工作大多属于通过脑力劳动而完

成的创新性工作，这种工作特性表明研发团队在工作期间极易受到工作环境干扰，导致团队成

员思维受限的因素包括：工作氛围及工作地点。所以，高新技术企业想要拥有显著成效，就需

要为成员给予相对和谐、噪音较少的工作场所。 

建立沟通协调与冲突协调机制。成员间的高效沟通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更能保证团

队正常运作，是团队应有的一种重要氛围；建立冲突协调机制：企业研发项目团队与其他种类

团队一样，在研发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出现矛盾，但冲突包括破坏性冲突以及建设性冲突，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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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团队研究项目的进程，而建设性冲突能让研究团队具有新活力、新思想，因此要正确对

待冲突，将破坏性冲突程度降低到可控程度，提倡建设性冲突的发生。 

开拓校企产学研成果共享等合作新机制。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以及新材料、新能源

的不断开发利用，任何一家企业的研发团队都必须寻求新的外部合作机制以提高其核心竞争

力。高科技企业更加追求组织的柔性，通过提高组织的适应性和敏感性，以增强企业的应变能

力和创新能力，以达到企业健康发展的目的。建立其有充分柔性的组织，首先要突破原有组织

的创新范例，创造以速度、柔性和敏感性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产品创新范例，以适应个性化的消

费要求。 

促进区内企业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项目团队的有效运作离不开组

织管理层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在团队所获得的指导与支持中，组织管理层的支持最具有

决定影响力。从高效高新企业研发项目团队的运行过程来看，组织管理层应该提供的支持主要

包括组织战略上的支持和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引导企业建立创新团队的蜂巢式组织结构以及

优化创新团队的人力资源管理。 

  促进企业建设行之有效的创新团队绩效管理体系。团队绩效管理的核心是让团队研发

人员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明确改进的目标，通过改善绩效行为，提高个人绩效，从而达到提

高团队整体绩效的目的。科学的团队绩效管理体系、准确的团队绩效评估可以起到激励团队成

员的作用，同时为员工的升迁、薪酬、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促进培育与创新团队相融合的企业创新文化。高效团队的背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企

业文化作为支撑，企业文化是企业团队建设和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区内企业中，打破传统契约

关系，建立新型的企业文化，使领导者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通过垂直与水平组织结构的系

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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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汉泰人体词语中的代表词 “足” 为研究对象， 运用对比分析，定性定量的方法和

语料库的帮助下，针对现代汉泰语中 “足” 的义项分布情况描写并分析异同。使用的词典分别

以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和《泰国皇家词典》 (2011) 作为参考词典。人体部位

中 ”足” 是语言里核心之一，在 W. Swadesh 的百词表中居 46 位。(Zhengzhang, 2003) 300 词表

中加 “*” 表示是最核心的词，居于第 98 位，并注明这个词和 “腿”、“膝” 有关。汉泰语里的

“足”很多多音义是有相关联的字词。本文旨在针对现代汉泰人体核心词 “足” 的语义项对比分

析基础上讨论教学策略，希望能在实际对外教学中起到辅助教学作用。 

 

关键词：人体核心词  义项  对比  教学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presentative word “foot” in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i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with the help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corpus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ord “foot”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ai is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he 

dictionaries used as reference dictionaries were the Authoritativ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 

and the Royal Thai Dictionary (2011). The word “foot” is one of the core words of the language 

involving the human body, ranking 46th in W. Swadesh’s 100-word List (2005). Zhengzhang (2005) 

add “*”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ds in the 300-Word List, ranking 98th, and indicate tha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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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is related to “leg” and “knee”. Many polyphonic meanings of “foot” in Chinese and Thai are 

associated with these word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item “foot” as a core word of Modern Chinese and Thai related 

to the human body, which may potentially play an auxiliary teaching role in the actual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Keywords：Core Words of the Human Body, Semantic Item, Contrast Teaching 

 

引言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汉语和泰语同属于汉藏语系。在文化上具有一些重合与相似性的人

体词汇方面，我们可以从词义对比和引申等方面下手，比较两种语言在人体词语方面的相同点

和不同点。语言作为思维方式向外表现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传承了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共通性，

反映到人体词汇中，也会有很多的相似或相近之处。不同的身体体验彰显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

异性， 这些差异滲入到语言中，就有了泰汉人体词语引申义之别。把人体词汇其中的核心词之

一放到两个不同的国别之下，进行详实的对比性研究，并从中探求出规律及其他研究价值。  

 

研究目的 

本文以汉泰人体词中的代表词 “足” 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通过汉语与泰语人体词语的比较，探讨汉语与泰语之间人体词语的共性和差异，了解人体

词语的特征词等情况。以全方位、多层次的角度来展现泰汉民族的认知相通性和文化相对性。 

其次，通过汉泰语间的人体词语的比较分析，发现各自语言中的共性与差异。 

第三，用汉语人体词语与泰语相应的义项进行比较，尝试发现现代汉语人体词语与现

代泰语中的人体词语的变化、语义结构和演变等方面的关系，从中寻找人体词语代表词 “足” 

在两语中的共时差异间的关系，探讨汉语人体词语的演变原因，以期对汉泰语词汇对比研究及

其运用在教学上提供一点参考。 

 

文献综述 

1.  从转喻、隐喻方面对人体词语为主的研究 

 对人体词语语义的研究多是试图通过特定人体词语隐喻义的详细阐述，揭示人体词语相

应的认知结构体系。  

Huang (2009) 在综合运用词汇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体词语的语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得出了五点结论：人体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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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除了跟其它普通名词的语义一样具有客观性、历时变化性、共时多义性和文化性的特征

之外，还具有隐喻系统性和转喻性两个方面的独具个性特征；人体词语的转义分别由它的物理

特征和功能特征引申而来，但两方面特征的引申不是均衡的，具体词语有所偏重，这种偏重影

响词语转义所跨涉的语义范畴；同称词并存是词的过度多义造成的结果；得出英汉人体词语语

义在转义数量和转义内容两个方面存在着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而人体词语语义体系之所以能

得以建构有其两方面的基础即经验基础和语义范畴跨界基础。 

Zhao (2010) 从认知语言学、跨文化角度对英汉人体部位词的语义转移及其语义转移的差

异进行了考察和探讨，全方位、多层次和多维度地展现英汉民族的认知相通性和文化相对性。 

Lu (2003) 中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指出“人体隐喻化涉及到具体物质域和抽象概念域的方

面，在汉英语言之间又具有广泛的一致性，由此点可发现，除了人体隐喻化对于人类的认知和

思维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以外，另外可发现汉英语之间在人体隐喻化上存在个性差异，这为两

种语言准确地认知与表达各自社会文化、地域环境上的独特性亦具有重要的个性意义”。 

Wang (2001) 根据 Lakoff & Johnson (1980) 的“理想化认知模式”，对汉语“心”的空间

化的隐喻做探讨。Wu (2004) 通过分析与“心” 有关的词汇和句子中广泛存在的隐喻现象，研

究汉语中存在着的复杂而有序的隐喻认知系统。 

Qi & Wang (2007) 同样根据 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对“心”词

语进行认知分析，描述“心”词语转、隐喻异同性，构建出转喻框架和隐喻框架，并分析了

英、汉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阐释和总结了两种语言语义产生、语义拓展的认知机制。 

此上两位通过以人体名词“心”的隐喻加以分析其在空间化的隐喻过程探讨中体现的思

维现象和异同性，总结了语义产生、语义拓展的认知机制，揭示其心理基础和语义特征。 

Xiang (2007); Ji & Zhang (2007) 的研究都分析汉语“脸”的隐喻意义。前者就对 “脸”  有

关隐喻意义解读，从“脸”相关的各种隐喻，如空间隐喻、本体隐喻、容器隐喻及结构隐喻分

析；而后者运用了隐喻和转喻的理论归纳出 “脸” 的意义可分为五种。 

Xu (2010); Wu & Ma (2012) 在“面”所映射的具体域、空间域和抽象域进行汉语 “面” 的

隐喻语义的分析；然而前者从转喻的机制进行解释 “面” 转喻的几个基本意义，但是没有做出

深刻地分析；后者的研究是解释了“面”在隐喻上的特点，有 “面” 的空间性和可数性，这为

了映射到抽象概念，也为了人能更好的理解抽象概念。 

对人体词语语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特定人类词语的隐喻含义进行详与细阐述，揭示了

人体词语的相应认知结构系统，并同时得出人体词语的隐喻结构。人体隐喻反映的是一种语言

现象，它是人类表达的重要形式，是认知抽象概念的重要工具之一和一种认知现象。隐喻不只

是修辞手段，还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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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人体词义演变规律和构词特点方面的研究 

Feng (2003) 从词汇、语义、语法及语用等语言层面和认知、文化等角度对汉语人体词

语作了综合分析，揭示了汉语人体词语的规律和特点。该论文主要梳理汉语人体词汇的共时系

统并总结人体词汇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人体词语的本义和引申义、静态义和动态义，还分析和

比较了英汉人体词语所反映的表达形式、认知方式和文化蕴含的异同。 

Lu (2003) 中的文章指出了 “人体隐喻化涉及到具体物质域和抽象概念域的方面，在汉

英语言之间又具有广泛的一致性，由此点可发现，除了人体隐喻化对于人类的认知和思维具有

重要的普遍意义以外，另外可发现汉英语之间在人体隐喻化上存在个性差异，这为两种语言准

确地认知与表达各自社会文化、地域环境上的独特性亦具有重要的个性意义”。 

Zhou (2006) 一文则是试图从句法、语义、认知角度对人体词汇进行全面考察。不仅局

限与人体名词的结构和分类，而是重点描述了两种语法结构,即 “方位名词+人体名词” 结构和

“人体名词+方位名词” 结构。该文认为这是语法应用在人体词汇研究中比较独树一帜的内容。 

Zhao (2007) 的博士论文就汉语人体名词的词义演变规律和认知动因进行了探讨。发现

人体名词词义演变的基本特点是义类的规律性和个体的特殊性相交织，认为人体名词词义演变

主要受到两大认知因素的制约：词的语义取像和主体的隐喻和转喻思维。 

 3. 在汉泰语方面，从人体部位词语隐喻的相关对比研究的成果有： 

Ma (2011) 运用了对比语言学、认知隐喻学和心理学的情感理论分析了汉泰熟语的情感

隐喻，总结了泰国学生使用汉语熟语的习得偏误，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观点。 

Xiao (2007) 析了汉语和泰语的 “心” 词语发展演变与 “心” 族词的隐喻特征，包括空间

隐喻、实体隐喻、人化隐喻与时间隐喻。该文以对比分析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语义、隐喻特

征、词类与构词方式、倒顺词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和总结。 

Huang (2014) 用隐喻和转喻理论对泰语和汉语中的人体词语的引申义进行分析和解

释，发现人体部位词语的突显程度各有不同，认为引申义以及引申方式的不同正反映了泰族和

汉族的文化差异。 

Phonlap (2017) 采用隐喻理论，将汉泰语人体名词的引申义分为隐喻义和转喻义，再通

过喻体的取像点分为：位置类、形状类和功能类；通过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分为：部分-整

体、器官-功能/特征、器官-动作/行为。然后，从中分析出其语义特征，揭示了人体名词在两

种语言中的差别。最后，再从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阐述。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汉泰语

人体名的形状隐喻和位置隐喻大同小异，但在功能隐喻上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别就反应在文化

和思维上，通过语义成分分析法来揭示其文化内涵，思维方式、道德观念。 

Wang (2018) 则针对对汉泰两种语言的身体部位词的隐喻进行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

相关知识，对汉语和泰语主要身体部位词进行语义分析，并分析其隐喻意义，同时对汉泰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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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体词汇和熟语这些语料进行分析，分析汉泰语身体隐喻的相同与差异，从而比较中国和泰

国的语言与文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意义对于促进两国语言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作用。 

Meecharoen (1999) 以认知语义学及成分分析法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概念隐喻理论写了

一片关于泰语人体词语的概念隐喻的论文。该文对泰语中人体的外部器官词语进行研究，发现

了在泰语 19 个人体外部器官的词语中总共有 22个隐喻意义，其中人对人体有三个概念，即人

体是空间、时间与人等认知概念。并解析了人体外部器官的概念隐喻与人对其的概念系统。 

Wang (2013) 要研究俄汉人体词汇在隐喻形成过程中的相同与差异点。Zhou (2013) 对

几个带特定词缀的俄语人体词的隐喻研究。 

近年来有关人体词语对比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理论方面运用了对比语言

学、认知隐喻学、概念隐喻理论等理论来分析对比汉和泰语中的人体隐喻义和转喻义。发现汉

语和泰语的人体引申义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语和俄语之间也有差别，而这些差别往往都反映在

各自文化和思维上的不同，揭示了两国文化内涵、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异同。除此之外，在

转喻、隐喻方面还有汉语和越语、韩语、日语、蒙语等之间比较分析的重要成果。 

综上可知，以上前人成果对人体词语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

理论对人体词语进行了仔细、深入地研究分析，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

础。对泰汉人体词语的各个角度研究总。将汉、泰语人体词语进行的对比，主要集中在语义、

语用、文化内涵这三个方面，而分析及对比汉、泰语人体词语的语法结构持征、句法功能，分

析对比汉、泰语人体词语的隐喻认知特点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借

助语料库的帮助对人体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与探讨。 

研究结果   

本文以汉泰语人体词中的代表词 “足” 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通过汉语与泰语人体词语的语义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由于受到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等因

素的影响，使词义发生变化，在语义存在差异，词语的引申义和基本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汉泰语人体名词 “脚、足” 在共时比较中，两者之间具有多义的现象和相同的义项，也存在共

同的特征。 

1. 汉语中  “足”  字的义项 

1.1 名 指人或动物身体下部跟地面接触的部分。 

 例词：足迹（脚印），手足，手舞足蹈，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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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1. 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说文》。 

2. 手足胼胝，面目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韩非子》 

4. 脚著谢公屐。--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5. 如此则荆、吴之势强, 鼎足之形成矣。--《资治通鉴》 

1.2 名 足本（指的是书籍没有残缺删削的本子）。 

例词：足赤，足金（成色十足的金子），足银（成色十足的银子），足下（对朋

友的尊称，多用于书信），足岁（按十足月份和天数计算的年龄）。 

例句：1. 大字足本《三国演义》。 

            2. “行箧中有先王父 一斋公手抄《四溟诗话》，然非足本”。-- 清·沉维材《跋》 

  3. “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三旧本”。--

清·张之洞《輶轩语·语学·读书宜求善本》 

1.3 脚（足的别称，同本义。在秦汉以前, “足” 跟 “趾” 都表示 “脚”，“脚” 表示小腿。 

 魏晋以后，三者都表示脚，但在书面语中，多用 “足”），表示器物下部形状像腿的

支撑部分等意思。如，山脚、裤脚、杯脚、脚注、脚灯等。 

1.4 指足球或足球运动，球类运动之一，主要用脚踢球。 

例词：足球，足球赛，男足，女足，足坛、国足（脚）。 

例句：1. 世界上有很多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2. 我看一场精彩的男子足球赛。 

            3. 现在的世界足坛充满着商业气息。 

            4. 我们国足即将参加世界杯足球比赛。 

1.5 名 姓 足氏，出自姬姓，如 “以王父字为氏。郑国大夫祭足后人，以足为氏”。 

1.6 形 充足； 

例词：富足，十足，丰衣足食，劲头很足。 

例句：1. 中央要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

款，总要延期打折扣。--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2. 人类的目的：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良好的道德。 

            3. 银行将监管统计系统建设纳入本行信息系统建设整体规划，系统框架设计

符合监管统计业务及管理要求，并配备充足的信息科技支持资源。--《银行监管统计数据质量

管理良好标准》（试行） 

1.7 副 够得上某种数量或程度；足以；值得、（多用于否定式），够得上。 

例词：不足为凭，微不足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4%B9%8B%E6%B4%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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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1. 凭他的正常发挥，成绩足以取胜。 

  2. 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

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 

            3.  不足为外人道也。（为，向、对）--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1.8 动 达到应有的或满足需要的程度。 

例词：足够，满足，知足。 

例句： 1.飞机已经加满了足够的油量，可以执行飞行任务了。 

             2. 怎样来满足这样一种教育需求呢？  

             3. 有您这句话就满足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4. 实施义务教育法，一般需要做这样四方面的工作：（1）调查清楚应受义务

教育对角的数量和情况；（2）建立稳定、可靠、数量足够而又能不断增长的经费来源；（3）

培养足够的师资；（4）采取动员、督促和强制学龄儿童入学的具体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主席令第五十二号）》 

1.9 连 承接上文，表示足以做出某种推断。 

例词：足见 

例句：1. 这些难题通过集体研究都解决了，足见走群众路线是非常必要的。 

            2. “小弟衙门里不熟。史大哥肯同走走，足见帮衬”。——《二刻拍案惊奇》卷四。 

            3. 他的发言内容非常丰富，足见他应该是作了认真准备的。 

2. 泰语中 “ขา/ เท้า” 字的义项 

 在泰语中相对应表示 “足” 或 “脚”，分别是 “ขา” 和 “เทา้”，它们意思相同，综合起来有

以下义项： 

2.1 น. อวยัวะตั้งแต่ตะโพกถงึข้อเท้าส าหรับยนักายและเดนิ เป็นต้น (ไทยถิน่อ่ืน ขา 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ตั้งแต่ตะโพกถงึ

เข่า) 

  名 指身体从臀部到脚面的地方，用于支撑和行走的部分（泰语方言中指从臀部到膝

盖的意思）。 

例词：แขนขา 手足、四肢，ขากบ 蛙腿，ขามา้（鱼的）胸鳍，ขาหมา 狗腿 ขาไก่ 鸡腿等。 

例句： 1. มา้ตวันั้นพา่ยแพใ้น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เพราะบาดเจบ็ท่ีขา由于那匹马腿部受伤，在比赛中输掉了。 

2. ท่อนไมโ้ครมลงมาบนเทา้ของฉนั 木段砰然掉在我的脚上。 

3. เขาเทา้ความไปถึงชีวติของเขาเม่ือยงัเป็นเด็ก 他回述自己小时候的生活 

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1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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น. ส่ิงของซ่ึงมีลกัษณะคลา้ยขาส าหรับยนัหรือรองรับส่ิงใดส่ิงหน่ึง  

名 生命物体下部的支撑部分或最下面或最后面的部分（某些器具、裤子的）腿、脚。 

例词：ขาโตะ๊ 桌腿  ขาเกา้อ้ี椅子脚 ขาตั้ง支架  ขาพบั 折层脚（指可以折层起来的桌脚） 

例句： 1. โตะ๊ท่ีมีส่ีขา 一张有四条腿的桌子。 

2. เทา้ของเกา้อ้ีน้ีแกะสลกัอยา่งประณีต 这张椅脚雕刻得很精致。 

น. เรียกส่วนท่ียืน่ออกไปจากส่วนใหญ่เหมือนรูปขา 从裤子的腿部开始，像腿一样伸展的部分。 

例词：ขากางเกง裤脚 

2.2 ส. เป็นสรรพนามบุรุษที ่๓ แทนค าว่า เขาสองคน 作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表 “人”，代表两人。 

例词：ขานั้นเขาดี那人真好，  สองขาพอ่ลุก 父子俩 

例句：เด๋ียวรอใหข้ามาครบ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เร่ิมเล่นกนั 等牌友都来齐了再开始玩。 

2.3 น. เรียกผู้ร่วมเล่นการพนัน 名 指一起赌博的人。 

例词：ขาไพ่牌友， ขาพนนั赌客。 

例句：1. อาการท่ีเจา้ของบ่อนชกัเอาเงินจากขาไพท่ี่เป็นผูกิ้นหรือลูกคา้ท่ีแทงถูกในการพนนั 

         赌场老板拿走打赢的牌友或赌赢的赌客的钱 

       2. พอต ารวจพรวดเขา้มา พวกขาไพก็่พรวดพราดออกไป 

      当警察冲进来时，赌客们就仓皇逃走。 

2.4 当贬义词用，“分子，同伙”。 

例词： ขาเจา้ชู ้风流汉，ขาลว้งกระเป๋า 扒手。 

例句： 1. เจ็ดสญัญาณเตือน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ขาเจา้ชู ้七个迹象警示说他是个风流汉。 

2. เจา้หนา้ท่ีต ารวจแจง้วา่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ขาลว้งกระเป๋าท่ีก าลงัระบาดหนกั ตามศูนยก์ารคา้ต่างๆ 

                   警方警告说在各个商业中心的扒手正猖狂，要特别小心。 

2.5 表 “时，趟，程” 用。 

例词： ขาออก去程，ขามา来时，ขากลบั返程。 

例句：1. ฉนัตอ้งการซ้ือแค่ตัว๋ขาไปอยา่งเดียว ส่วนตัว๋ขากลบัฉนัจะไปซ้ือท่ีนัน่ 

        我只要买一张去程机票 回程机票我会在那买。 

2. ขาไปเขานัง่รถทวัร์ ขากลบัเขานัง่รถไฟ 去程他坐旅游巴士，返程搭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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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量 表数量用。 

例句：ไก่มีสองขา鸡有两条腿   ขาไพ ่๔ คน 四位牌友 

2.7 น. สลงึ, ใช้เฉพาะราคาทองค าทีค่ดิเป็นราคาเงนิบาท เศษทีเ่ป็นส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ขา 

名 泰古代币制单位之一，叫 “盎司”，只用于金的价格。 

 例词：  ๒ ส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ทองเน้ือแปดสองขา  ๓ สลึง เรียกวา่ ทองเน้ือแปดสามขา 

      例句：1. แม่สญัญาวา่หากเขาสอบได ้แม่จะซ้ือสร้อยทองหนกัสองสลึงใหเ้ขา 

她妈妈许诺说，如果她通过考试就买一条 2 盎司的金项链给她。 

2. ราคาทองค าวนัน้ีสลึงละอยูท่ี่ 19,850 บาทต่อออนซ์ 

                                     今天的金价每盎司 19,850泰铢。 

2.8 ว. ค าขานรับของผู้หญิง（เจ้าขา） 

修 常作为女性用语，或用于呼唤语后表示文雅有礼。 

例句： 1. เจา้ขา ฉนัอยูท่ี่น่ี    是的，我在这里。 

2. แม่ขา ช่วยฉนัดว้ย 妈妈呀，救救我呀！ 

2.9 ก. อ้างถึง เช่น เท้าความ 

 动 了解，意识。 

        例句：1. กวา่จะคุยกนัรู้เร่ืองก็ตอ้งเทา้ความกนันาน 要回述很久才清楚。 

2. เขาเทา้ความไปถึงชีวติของเขาเม่ือยงัเป็นเด็ก 他从小就意识到脚踏实地去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当作名词讲的，如 “เทา้คู”้（指桌脚、橱柜脚末端呈弯曲状）、“เทา้

สิงห์”（指呈狮子足状的桌脚、橱柜脚）。 

 

汉语  “脚”  和泰语  “ขา”  词的义项对比 

汉语“脚”的基本义，《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解释为 “人和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

地面的支持身体的部分”。泰语 “ขา” 的基本义，《泰国皇家词典》（2011）解释为 “อวยัวะตั้งแต่

ตะโพกถึงขอ้เทา้ส าหรับยนักายและเดิน เป็นตน้ 指身体从臀部到脚面的地方，用于支撑和行走的部分”。

“足” 在《现代汉语》（第 6 版）一共有 9 个义项，分别如下:  

1. 名 指人或动物身体下部跟地面接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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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 足本（指的是书籍没有残缺删削的本子）。 

3. 脚（足的别称，同本义。在秦汉以前，“足” 和 “趾” 都表示 “脚”；“脚” 表示

小腿。魏晋以后，三者都表示脚，但在书面语中，多用 “足”），器物下部形状像腿的

支撑部分等意思。 

4. 指足球和足球运动，球类运动之一，主要用脚踢球。 

5. 名  姓 足氏，出自姬姓，如 “以王父字为氏。郑国大夫祭足后人，以足为

氏”。 

6. 形 充足 

7. 副 够得上某种数量或程度；足以；值得、（多用于否定式），够得上。 

8. 动 达到应有的或满足需要的程度。 

9. 连 承接上文，表示足以做出某种推断。 

泰语 “ขา” 《皇家学术院词典》(2006)一共有 9 个义项，分别如下: 

1. 名（人、动物的）腿，足。人或某些生命物体身体最下部接触地面的部分，

是人体从臀部到脚踝的运动负重器官，适合倾斜和行走等。如（某些器具、裤子的）

腿、脚。 

2. 作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表 “人” 的意思，代表两人。如：ขานั้นเขาดี那人真好，

สองขาพอ่ลุก 父子俩 

3. 名（打牌、赌博时的）成员，伙伴。如：ขาไพ่牌友， ขาพนนั赌客。 

4. 当贬义词用，“分子，同伙”。如： ขาเจา้ชู้风流汉，ขาลว้งกระเป๋า扒手。 

5. 表 “时，趟，程” 用。如： ขาขาออก去程，ขามา来时，ขากลบั返程。 

6. 量 表数量用。如：鸡有两条腿   ขาไพ ่๔ คน四位牌友 

7. 名 泰古代币制单位之一，叫 “盎司”，只用于金的价格。 

8. 修 常作为女性用语，或用于呼唤语后表示文雅有礼。 

9. 动 了解，意识。 

综合上述，两者的义项对比情况中我们可以得知，汉泰语中人体词 “足” 的义项在数量

上大致相同。汉语 “足” 和泰语 “ขา” 代表词义项中相同的项有一共有 2 项，如下面的表格中，

“足” 做名词时的义项举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9%A8%E5%AE%98/5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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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语 “足” 和泰语 “ขา” 的名词义项对比表 

号 义项 人体词 例子 

1 

 

人体部位 足 足迹、足球、 

ขา แขนขา 手足、四肢，ขากบ蛙腿，ขามา้鱼胸鳍， 

ขาหมา狗腿 ขาไก่鸡腿 

2 人或动物身体最下部 

接触地面的部分 

足 鼎足、碗足 

ขา ขาโตะ๊ 桌腿  ขาเกา้อ้ี椅子脚 ขาตั้ง支架 ขาพบั折层脚 

 

在义项对比中发现，除了本义相同之外，由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词汇的引申义也

与它的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黄伟玲《泰汉人体词语引申义对比研究》（2014）的研究和

分析，主要的差异表现在隐喻和转喻两方面。 

“ขา/ 足（脚）” 在汉泰语里边都有指人和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地面的支持身体的部

分。 

汉语主要表达有 “山脚、裤脚、足迹（脚印），手足，杯脚、脚注” 等。泰语表达有 

“แขนขา 手足、四肢，ขากบ蛙腿，ขามา้（鱼的）胸鳍 ขาหมา 狗腿 ขาไก่ 鸡腿 ขาโตะ๊ 桌腿 ขาเกา้อ้ี 椅子

脚 ขาตั้ง支架 ขาพบั 折层脚” 等。 

汉泰语的隐喻类型中都有位置的隐喻相似性，位置的隐喻都指 “下端、底下部分” 的位

置，但在构词方面泰汉语也存在一些差异，如汉语的构词方式以 “脚+名词” 搭配：脚跟、左

脚、右脚、脚下（足下）、后脚、前脚等。泰语中是没有相应的构词方式的。 

汉语和泰语 “ขา / 足（脚）” 的转喻类型可分为三类 “部分到整体”、“人体词语转指功能

元素” 和 “人体词语转指动作行为”。 

第一类是部分到整体。泰语中的 “脚” 可以指代 “人”。泰语中常当作贬义使用，如：ขาพนนั

赌客、ขาเจา้ชู ้风流汉 、ขาลว้งกระเป๋า扒手等；汉语中常用来表达一种职业，如：脚夫、国脚等。 

第二类是人体词语转指功能元素。汉泰语中 “ขา/ 足（脚）” 从动作中表达出 “情感”。

如：“ตบเทา้ 拍脚”（指生气），“วดัรอยเทา้ 量脚”（指试真本事）等。汉语中有如： “手舞足蹈” 

表示为高兴的样子、“捶脑顿足” 表示悲伤、愤怒的样子等。 

第三类是人体到动作行为。“ขา / 足(脚)” 是人体运动器官之一，它可以指代所有的动作

行为。在泰语中如：“ยา่งเทา้烧脚”（指慢慢地走）、“เตน้เทา้ไฟ跳火舞”（指跳舞技术很好）等。

汉语中如：“失足（脚）”、“立足（脚）”、“缺足（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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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汉泰语中 “ขา / 足（脚）” 的隐喻和转喻类型分类是相似的，但是在构词

方面，汉泰语的构词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对比认识，使 “ขา / 足（脚）” 

在实际教学中更好地应用。 

 

汉泰语  “ขา / 足 （脚）” 词的教学策略 

在汉语和泰语中，“ขา / 足（脚）” 在汉泰语里边都有指人和动物的腿的下端，接触地面

的支持身体的部分。除了本义之外，还能引申为其他义项，因此针对实际教学中要重点突出它

的不同义项，要注意区别义项的辨别。 

在教学策略方面，老师要在充分解读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多样化、多盾次、差异化

的教学。可充分运用游戏教学、讲授故事、手工制作、多媒体展示等方法，充分调动课堂的气

氛，提高学习趣味性和教学的有效性。如采用对比教学法来讲授 “足” 的汉泰语义项分布。对

比教学法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一些具有某种联系和区别的教学内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找

出其相同和不同之处，使学生在明确了一个内容之后能够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内容，并能自行

理解和掌握，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母的。用对比义项方法，教师可直接解释，把两个词义相同

的义项放在一起，同时也有这两个词对应的句子和词语，可以很方便地看出两个词的不同的方

面。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活动教学法、演示教学法和文化教学法等来辅助整个知识点的

教学过程。 

汉泰语人体核心词都可以用来指人体器官。因为汉泰语人体的大多数核心词都有相同

的特定参考对象，所以泰国学生对人体核心词汇的第一个含义和词汇构成可采用直观方法和母

语解释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引导和解释。一方面，这些词语的产生保留了根本意义，另一方面，

词语的衍生意义和基本含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思想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语言中

词汇的含义存在差异。在教学之前，我们可以考虑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

积极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尊重差异，引导多样性。人类话语的文化附加意义通常与联想有

关，因此在外语人类汉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母语和中文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文

化之间的差异。通过联想和比较来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加深对人体 “足” 意义的理解。因此，

我们必须明确汉语中人体器官意义的分布规律和构词规则，使汉语教学更好。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比汉语和泰语中人体词汇 “足” 在共时方面的基本面貌及二者之间的相同

与相异之处，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两种语言的一些基本特点。在汉泰语人体词语之间，进行

词项、词义、隐喻和转喻的共时方面对比，可以深刻地认识汉泰语人体词语之间的关系，补充

汉泰语人体词语分类和对比，深入汉泰语人体词语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通过对汉泰人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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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考察发现，大部分的人体名词具有多义现象，而且两种语言之间相同的义项也比较多。人

体名词引申义虽存在着普遍性，但因受到不同的文化与思想的影响，使每种语言的人体引申义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试着在语义差异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来讨论在实际教学中的策略，希望能在

实际对外教学中起到辅助教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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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简称 CAIC）为研究母体，以 CAIC 大一

至大四年级本科生为研究样本，回收 618 份问卷进行了数据分析。本研究创新点在于采用混合

式研究法，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互补充。本论文研究结果显示在 618 为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

数 (N=372, 60.2%) 以上的本科生同意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平均数值 3.7853）。因

此，本研究假设一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对于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

英文沉浸式所保持的教学态度属于正面。此外，45 名参与半结构性访谈的本科生的访谈记录

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后，研究结果显示，有 77.8% (N=35) 的本科生认同接受建立 SEI 全英语境

教学，并且认为实施的优点甚多，但主要是 SEI 全英语境教学建立可以有助于提高学生们的英

语整体能力。最后，受访者的年龄 (r=.045)、年级 (r=-.017)、和有无海外生活经验 (r=-.011) 三

个方面与建立 SEI 全英语境教学有着正负相关。 

 

关键词: 英文沉浸教学  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  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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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 half of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implementing of structured English Immersion at CAIC fundamental English courses. In 

addition, another 45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and 77.8% of participants accep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I along with providing the fact that SEI 

brings more considerable strengths than weaknesses. At last, age, academic level and overseas life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re correlated with SEI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Keywords: Structured English Immersion, DPU-CAIC General Education Fundamental English 

Courses, Chinese Students 

 

研究背景 

教育全球化深深受着经济全球化所影响，同时，也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构面。因此，

对于中国大陆学生来讲，尤其是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赴海外学习深

造。着眼全球范围，除了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外，位于东南亚的泰国已悄然成为中国留学生

最为主要聚集的国家之一。当前，无论是泰国的公立大学还是私立院校，几乎都开设有规模不

等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国际课程 300 多项，绝大多数的国际课程根据泰国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都

安排使用全英语教学授课。有鉴于此，本研究目的在于调查中国大学留学生对泰国博仁大学东

盟国际学院 (DPU-CAIC) 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性英文沉浸教学利弊的调查分析。 

泰国近几年以来已经十分重视英语教学，近年来政府大力支持英语教学，但是整体效 

果并不理想。泰国高等英语教育办学模式大体分为：一、创办双语学校；二、推出专门设计的

英语课给国内外的学生。中文项目与国际学院对于中国在泰国的留学生而言已经是热门选择，

对于此，本研究针对留泰中国留学生于泰国博仁大学东盟学院本科大学阶段的课程学习做探

讨。 

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DPU-CAIC) 开设的课程主要面对本科、硕士和博 

士，主要的授课语言为汉语。但是，学院为本科生开设有基础英语课程（属于通识教育基础英

语课程），学期末要进行英语学科考试。与此相关，对于硕士与博士学生来说，虽然没有开设

专门的英文课程，但是毕业要求每位学生必须通过 DPU-GET 或 DPU-TEP 英语测试方可顺利

毕业，依此可以看出泰国高教对于留学生英语学习是多么的重视。于此，基础英语课程是国际

学院的中国本科大学生必修的语言课程，甚至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与学习的第一语言。笔者认

为，在国际学院进行英语学习，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相对于国内大学生研习英语的语言环境更为

适合。从认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着眼，学习是一个建构意义的过程，涵盖有四个层面，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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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非常重要，此外还包括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为其建构良好的语

言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结构化英语沉浸教学 (Structured English Immersion Instruction) 已经

发展与演变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国外语言教学模式，经过许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发现，它的语言教

学优势非常 之明显。它将外语学习与周边语言环境进行了有机融合。博仁大学东盟学院的基

础英语课程可 以借鉴加拿大沉浸式教学法 (English Immersion Instruction) 以及美国结构化英文

沉浸教学，面对 母语是汉语的中国留学生，用第二语言英语作为教学工具教授基础英语课程

与 EI 和美国 SEI 有 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调查博仁大学东盟国际学院学生对于现阶段基础英

语课程全英语环境与 实行 SEI 的看法与认知为首要研究任务。 

 

文献探讨 

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概念 

沉浸式语言教学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拿大沉浸式法语教学。 Fortier (1990) 

称其为 “加拿大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教学项目”。Snow (2001) 指出第二语言不仅是教

学目标语，还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工具。沉浸式语言教学模式将单纯的、孤立的语

言学习方式向除语言学习之外的其他不同学科内容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去转变，为学生更好地营

造了除母语外的第二语言学习语境；学生能够主动地接受良好的素质教育、外语水平得到提

高、思维能力得到发展等一系列优势都来源于课堂 (Mohan, 1986)。教师必须具备精通双语教

学的能力，将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工具。学习内容与使用母语教学的课程相同，教学目的是使学

生通过沉浸在第二语言中习得目的语。关于 “沉浸式” 教学研究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

渐流行起来，比如 Genesee (1985) 最早提出沉浸式教学中，目标语既是教学目的，又是教学手

段；从沉浸式法语教学来看，学生利用大量时间学习法语并学习其他课程。研究表明，沉浸式

学生在法语或其他第二语言中获得的功能熟练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形式的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学生

的熟练度 (Genesee, 1994) 。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知，自加拿大沉浸式法语教学法创立以来，围绕 “沉浸教学” 的 

概念界定大部分都是解释说明两个维度：一是第二语言作为教学工具教授第二语言；二是为学

生努力营造非母语的第二语言环境，也就是说学生全部或者大部分时间都 “浸泡” 在第二语言

之中。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 Hymes (1971) 认为，一个人驾驭语言的能力表现在创造 

出合乎语法的句子和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大陆已经熟悉了课堂教学这

种小语境，缺乏使用语言的现实环境——自然社会语言环境。因此，更接近自然社会语言环境

的环境不仅是 “沉浸式环境”，而且还是 “沉浸式教学” 课堂环境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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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相关理论 

已有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与发展、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对结构化英文沉浸 

教学进行研究，不同研究以有关语言输入与输出、认知支架理论、沉浸理论、鹰架理论、课堂

互动、认知建构主义理论、“最近发展区” 对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进行解释 (Dong, 2017; Chen, 

2016; Dong, 2018; Pei, 2005; Yuan, 2011; Yu & Zhou, 2012; Tang, 2017) 。从心理学角度，美国

芝加哥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 Csikszentmihalyi (1975) 提出 “沉浸理论”，该理论首次定义 “沉浸” 

是人们在做一种活动时，如阅读、打球、跑步、音乐创作、工作和玩耍时不受其他事务干扰的

一种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带给人们快乐、使他们忘记疲劳、充满兴趣去不断更新、完善和探索

下一个新的目标或任务 (Tang, 2017; Dong, 2017) 。从微观角度，Krashen & Terrell (1983) 的 “可

理解性语言输入” 理论 (Comprehensible Input)，极大地促进了 “沉浸式教学” 的发展。理论假设

认为 “在学习某种外语时，学习者根据上下文语境，才能理解并 输入高于自己能力的语言”。

接着，Swain (1985) 又提出语言输入是必要的，还要进行理解性知识输出，强调学习者的学习

过程就是输入与输出的互动过程 (Yu & Zhou, 2012) 。Vygotsky (1978) 的 “近端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理论指出，对于学生学习效果最好 的表现就是所获得的新知识超出

其已知的范围 (Fern, Anstrom  & Silcox, 1995) 。从宏 观角度，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世界的

过程，是一种认知的过程。Snow, Met  & Genesee (1989) 提出认知 支架理论，反复强调学习第

二语言时，必须将其与其他部分科目课程相结合，通过使用目标语 进行交流活动，好像在使

用母语般自然；目标语应放置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内容和语言结合在 一起，学生反复接触目

标语，进行各种交际活动 (Yuan, 2011) 。Colin (2011) 提出双 语教学包括四个变量：输入、输

出、上下文和过程。Hymes (1971) 提出在适当的时间、场 合采取合适的方式运用恰当的语言

进行真实的交际能力。建构主义为沉浸式教学提供了教学解 决思路，可以构建不同的语言系

统 (Ouyang, 2018) ，学生既可以用母语去表达，也可以用 所学的语言去表达，关于时间的输

入成本，对两种语言的表达的学习几乎相等。此外，认知建 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重要分支，

Piaget (1959) 强调学习的过程在于意义的构建，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之 中，学习的非结构性、语

境性和社会性相互作用，有两种类型的学习：协作学习和互动教学 (Yu & Zhou，2012) 。激发

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最重要的教学方式就是交互式课堂构建，其教 学模式恰好是具体教学实

践 (Yu & Zhou, 2012) 。马志远进行了实证研究后，结果证实，交互式课堂教学有助于提高教

学质量 (Yuan, 2011) 。国外学者对此几乎也有同样的证实， 师生互动的好与坏影响着沉浸式

教学的成效 (Genesee, Holobow, Lambert  & Walling, 1985) 。 

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测量 

关于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测量，一般来讲，早期进行英语半沉浸式教学，之后根据 

实际情况，判断是否进行全部沉浸式教学实验。经过实验之后，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自我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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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词汇量、口语能力和语感是否得到提高，最后可以给学生进行英语测验，获得客观的英语 

成绩测评 (Zhang, 2017)。 

 

 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相关研究 

作为加拿大沉浸式法语授课对象，母语为英语的儿童在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天，就被教

师安排 “完全浸泡” 在全法语语境之中学习法语和其他部分科目课程 (Qiang & Zhao, 2000) 。 

Cui (2017) 以美国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了在美国小学的汉语沉浸式教学的发展特点以

及施教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Xie (2013) 以美国西雅图笔架山国际小学的国际学生为研究

对象，调查研究了来自中国、越南、老挝、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等国的学生运用沉浸式教学法学

习英文对中国双语教学的启示；Li (2014) 回顾了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光明中文学校的麦迪逊

小学学生的沉浸式教学项目的发展；Ouyang (2018) 以中小学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沉浸式

教学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Chen (2016) 以美国四年级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沉浸

式教学法中师生话语在汉语教学中的策略；Dong (2018) 以美国少数民族小学生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美国小学在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法实施之后得到的启示有哪些。小学阶段开始实施

沉浸式外语教学的模式属于 “早期沉浸式” (Wang, 1995；Yu, 2009；Qiang & Siegel, 2004) 。从

小学开始，学生随着知识面的不断扩大，他们的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学生既可以使用母语

表达，又可以用第二语言表达，而且投入在这两种语言上的时间成本是均等的。另外有些学者

将中学生、高职高专或大学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如 Yu (2009) 以中国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

讨了加拿大沉浸式法语教学对中学英语课程的启示有哪些；Xia (2015) 以中国高水平国际贸易

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沉浸式教学对口语课程教学改革 的意义；Tang (2017) 以中国旅

游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沉浸式教学对其开展双语 教学的应用。在这些研究之中，

我们可以发现，沉浸模式属于 “中晚期沉浸”。还有一些学者将 特殊职业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全球趋势下的 “汉语在外教学”。由此可见，沉浸式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外语水

平，也可以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 (Curtain & Carol, 2010) 。 

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优点 

相对于传统英文教学法，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 

极性；教师和学生之间在课堂或课外进行互动式教学，关注英文课程的学习内容而不是单纯地 

聚焦在表达方式上，学生的自信心得到了提升；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学科的 

知识与英语相结合，丰富英语教学的内容 (Xie, 2013; Yuan,  2011;  Yu & Zhou,  2012;  Ouyang 

2018) 。 

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缺点 

Wang (1995) 指出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仍存在一些缺点：首先，目前关于结构化英文沉

浸教学的教学大纲没有一个统整性的规划意见或者指导思想之类的纲领性文件参考；其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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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英文沉浸教学对教师水平具有一定的要求，为了保证沉浸教学的学习成效和教学质量，具

有沉浸教学资格的教师数量较少，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很多教师重视沉浸教学的“教学大纲”，

忽视了其他基础课程教学；沉浸教学方法教授英文要处理好与其他课程教学的关系，很容易造

成课时比例分配不合理。 

 

研究方法 

Bernard (2006) 在《 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一书中指出，根据资料的形式把研究方法区分定量和定性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 

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深度融合在任何有关人类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基此，本研 

究欲探索英语通识课程中实施结构性英文沉浸式教学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 

源于中国留学生对实施沉浸教学法可能产生的态度以及新教学法的优缺点，另一方面在于学生 

如何真正的在英语沉浸教学课堂中如何更好地学习英文。因此，为了更好地达到研究目的，充 

分了解中国留学生面对英语通识课程实施沉浸教学法的态度、沉浸教学优缺点及学习方式为

何， 故本研究采用混合式研究法，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可以用来相互补充 (Onwuegbuzie & 

Johnson, 2006) 。量化研究部分是在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的大一至大四本科生中随

机抽 取 600 多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在正式问卷之前，随机抽取 30 名学生进行问卷的预试，

检验其 信、效度。回收问卷后，使用软体工具 SPSS 22.0 中的信度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 进

行分析 的 Cronbach Alpha 值确定了问卷的可信度；另使用 Mini TAB 18.0 与 SPSS 22.0 相结

合，进行分析年龄、年级和有无海外生活经验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 除此之外，质化

研究部分是了解本科生对于在基础英文课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看法与实施此教学法之优

缺点，研究人员使用半结构式访谈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探究开放式问题  (Open-ended 

questions) 用来询问学生，此质化资料收集为学生访谈的论点与描述。因为本研究采用混合式

研究法，对于访谈后所收集到的定性数据用数学或者定量的方式来展现，也是一种交叉研究的

体现。基此，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用于系统地总结学生的观点，本质上

讲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半定量研究法，实际操作中把访谈内容的文字、非量化的有交流价值的信

息转化为定量数据，并以此来分析信息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或组织结构的某些特征或进行推理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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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与分析 

RQ1：中国留学生对泰国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沉 

浸式教学的态度为如何? 

针对研究问题一，本研究调查中国留学生对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通识教育

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研究结果从两

个层面进行阐述，量化研究结果与质化研究结果。量化研究部分，研究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有效问卷分析 

问题 (Q) 总人数 (N=618) Mean 平均 S.D. 同意 (N/%) 不确定 (N/%) 不同意 (N/%) 

Q1 618 3.6521 0.9697 353 (57.12%) 195 (31.55%) 70 (11.33%) 

 

Q2 
618 4.0421 0.9064 442 (71.52%) 148 (23.95%) 28 (4.53%) 

 

Q3 
618 3.7087 0.9923 344 (55.66%) 201 (32.52%) 73 (11.82%) 

 

Q4 
618 3.8301 0.8340 387 (62.62%) 210 (33.98%) 21 (3.4%) 

 

Q5 
618 3.9725 0.9480 418 (67.64%) 157 (25.40%) 43 (6.96%) 

 

Q6 
618 3.5065 0.9202 288 (46.6%) 252 (40.78%) 78 (12.62%) 

 

本研究对回收的 618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数据分析，通过平均值、标准差和百分比。在

第一部分的六个单选题中，Q2 的平均值最高 4.0421，标准差 0.9064，有 442 名本科生认为结

构化全英沉浸教学对学生学习英语是有帮助的占比 71.52%；Q1、Q3、Q4 和 Q5 的平均值分别

为 3.6521、3.7087、3.8301 和 3.9725，标准差分别为 0.9697、0.9923、0.8340 和 0.9480，表明 

Q1、 Q3、Q4 和 Q5 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绝大多数本科生认为结构化全英沉浸式教学的建立

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提升学生们的英语能力和学习英语的兴趣；Q6 的平均值最低 3.5065，标

准差 0.9202，虽然有 252 名学生占比 40.78%不确定建立全英解学环境与否，绝大多数 288 名

学生还是支持建立结构化沉浸式全英教学环境占比 46.6%。Q1-Q6 的平均值都大于 3.5，标准

差都大于 0.80%，说明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本科生对于通识教育基础英文课程实施结

构化英语沉浸式教学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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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2：中国留学生对泰国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化英文沉浸 

式教学的利弊为何? 

本研究首先采用质化研究之访谈法，随机抽取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本科生 45 

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男生 20 名占比 44.4%；女生 25 名占比 55.6%。所学专业方面，国贸 17 

名占比 37.8%，旅游管理 8 名占比 17.8%，艺术设计 6 名占比 13.3%，金融 14 名占比 31.1%。 

关于建立 SEI 全英环境，同意的 35 名占比 77.8%，不同意的 10 名，占比 22.2%。根据研究结 

果显示受访者对于如果建立 SEI 全英环境的优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构面：1) 提高英语能力 

(N=20, 44.4%); 2) 增强英语学习兴趣 (N=8, 17.8%); 3) 提升英语教学质量 (N=6, 13.3%）和 4) 提

高招生质量 (N=1, 2.2%)。除此之外，本研究受访者也提出如果建立 SEI 全英环境的缺点大 

致可分为三个构面：1) 英语学习兴趣减弱 (N=5, 11.1%);2) 较难适应全英语境（N=2, 

4.4%) 和 3) 英语学习难度增强  (N=3, 6.7%) 。研究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教学的利弊调查之访谈记录摘要汇总 (N=45)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0 44.4% 

女 25 55.6% 

专业 国贸 17 37.8% 

旅游管理 8 17.8% 

艺术设计 6 13.3% 

金融 14 31.1% 

SEI 全英环境建立 同意 35 77.8% 

不同意 10 22.2% 

优点 提高英语能力 20 44.4% 

增强英语学习兴趣 8 17.8% 

提升英语教学质量 6 13.3% 

提高招生质量 1 2.2% 

缺点 英语学习兴趣减弱 5 11.1% 

较难适应全英语境 2 4.4% 

英语学习难度增强 3 6.7% 

 

其次，本研究又通过量化研究法对收集的 618 份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分析，在第一部

分六个单选题中，Q2、Q3、Q4、Q5 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分别是 4.0421、3.7087、3.8301 和 

3.9725；0.9064、0.9923、0.8340 和 0.9480，表明中国留学生认为实施沉浸教学对于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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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的，比如自我想要发自内心地主动学习英语；单词记忆、语法掌握变得简单，并形成了

浓厚的学习兴趣；学生享受全英教学环境，口语表达变得更加顺畅等。 

针对研究问题二，本研究真正地将质化研究法与量化研究法相结合加以验证，并不是

单纯地使用质化研究法或是量化研究法。原因在于探讨实施沉浸教学法的利与弊，首先就是要

了解受试者对于沉浸教学法的态度，态度决定受试者将认为此种教学法对英语学习是有利的还

是有弊的。如果受试者接受通识英语课程实施沉浸教学法，那么态度显而易见是正面的，认为

沉浸教学法是有利于学习英语的，反之亦然。此外，受试者在面对利大于弊的沉浸教学法实施

过程中，就会潜意识地、竭尽全力地改变原有的学习模式，使用新式教学法提升自我的英语学

习成效。基此，本研究依据 Bernard (2006) 使用混合研究法关于研究问题二探索沉浸教学的利

与弊。 

RQ3：泰国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与本

科生年龄、年级和有无海外生活经验三个方面是否存在相关性? 

针对研究问题三，本研究调查中国留学生对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通识教育 

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与本科生年龄、年级和有无海外生活经验三个方面是 

否存在相关性。本研究结果指出，受访者的年龄 (r= .045) 与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

文 沉浸式教学有微弱正相关。另外，受访者的本科年级 (r= -.017) 与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

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有微弱负相关。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海外生活经验 (r= -.011) 

与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有微弱负相关。研究结果如表  3 与 4 所示。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平均数 标准差 N 

年龄 
 

1.9417 

 

.26675 

 

618 

年级  

2.0453 

 

.81986 

 

618 

海外经验  

1.1489 

 

.45245 

 

618 

 

SEI 

 

22.7120 

 

2.52274 

 

618 

 

表 4 Pearson相关性分析 

 年龄 年级 海外经验 SEI 

年龄 

Pearson  相关性 
 

1 

 

.005 

 

-.009 

 

.045 

显著性（双侧） 

  

.908 

 

.831 

 

.265 

N 
 

618 

 

618 

 

618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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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继续） 

 年龄 年级 海外经验 SEI 

年级 

Pearson  相关性 
 

.005 

 

1 

 

.056 

 

-.017 

显著性 (双侧) 
 

.908 

  

.164 

 

.670 

N 
 

618 

 

618 

 

618 

 

618 

海外经验 

Pearson  相关性 
 

-.009 

 

.056 

 

1 

 

-.011 

显著性 (双侧) 

 

.831 

 

.164 

  

.792 

N 
 

618 

 

618 

 

618 

 

618 

 

SEI 

Pearson  相关性 
 

.045 

 

-.017 

 

-.011 

 

1 

显著性 (双侧) 

 

.265 

 

.670 

 

.792 

 

N 
 

618 

 

618 

 

618 

 

618 

 

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接受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 沉浸

式教学态度正面。 

对  618 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后，结果显示，研究受访者超过一半数（N=372, 

60.2%） 以上的本科生同意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平均数值 3.7853）。因此，本研究假

设一大多数 中国留学生对于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

所保持的教学 态度属于正面。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认为博仁大学东盟学院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文 沉浸

式教学是利多于弊的。 

另一方面而言，一共有 45  名参与半结构性访谈的本科生的访谈记录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后，研究

结果显示，有 77.8%（N=35）的本科生认同接受建立 SEI 全英语境教学，并且认为实施的优点甚多，但

主要是 SEI 全英语境教学建立可以有助于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整体能力。 

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与本科生年龄、年级和有无海外生活经验三个方面有 正负

相关性的发现。 

618 份有效问卷进行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数据分析后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年龄

（r=.045）、 年级（r=-.017）、和有无海外生活经验（r=-.011）三个方面与建立 SEI 全英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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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有正负相关。换言之，年龄（正相关）岁数越年长的受访者越同意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

教学。此外，年级（负相关）越高之受访者反到觉得没有必要实施结构化英文沉浸式教学。最

后，对于有无海外生活经验（负相关）的受访者而言，经验越少的越觉得有必要实施结构化英

文沉浸式教学，反之亦然。 

本研究认为这三个问题存在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首先，中国留学生对于

英语通识课程实施沉浸教学持有正面接受的态度；其次，既然接受这种新式英语教学法，原因

在于其对于大学生学习英语是有很多帮助的，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对一些困难，即

利大于弊；最后，本研究选取的受试者是大一至大四本科生，一定在年龄、年级及有无海外生 

活经验这三个维度对实施沉浸式英语教学存在认知及对英语学习成效好坏上存在差异。总之，

这三个问题始终围绕实施英文沉浸教学对中国留学生英语学习影响来展开的，每一个问题都是

对影响的结果判断。综合所有问题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得知英文沉浸教学对中国留学生英语 

学习的影响都是什么。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主要针对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本科生对于通识教育基础英语课程实施 结

构化英语沉浸式教学之态度与实施的优缺点分析，整体而言，仅仅研究调查局部性本科生的 态

度与想法，实际上在于未来相关性研究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 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语沉浸式教学调查可以扩大整个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所有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 

- 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语沉浸式教学调查可以扩大至所有相关英语课程以应对未来本

硕博生的毕业英语门坎。 

- 英语课程实施结构化英语沉浸式教学亦可以调查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所有教

师长官的态度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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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的教和学关系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高校需要增强自身竞争力，需要教师增

大科研和教研产出，这就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激发教师的工作繁

盛从而增加其绩效已成为当前组织行为学的重要议题。作者从高校组织中资本开发的角度，构

建以心理资本作前因变量，个体动因性工作行为通过工作繁盛影响教师绩效的模型，从中国大

陆地区高校选取 600 名教师作为数据样本，回收 519 份有效数据，采用 SPSS24 和 AMOS24进

行数据检验和路径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个体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相关但不产生直接关

系，需要以动因性工作行为作中介变量；（2）动因性工作行为需要通过工作繁盛对教师绩效

起到正向预测作用；（3）通过模型整合得出心理资本在教师工作繁盛影响绩效的过程中担任

前因变量。 

 

关键词: 中国高校教师  心理资本  工作繁盛  动因性工作行为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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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way people acquire 

knowledge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also chan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has undergone revolutionary changes.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need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meaning teachers should increas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output; this puts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How to inspire 

teachers to be fulfilled with their occupation and increase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rr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 constructed a model with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 the antecedent variable 

and individual motivational work behavior to influence teacher performance through job success. 

From mainland China, 600 university teachers were selected as data samples, and 519 valid samples 

were received, using SPSS24 and AMOS24 data testing and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related to job success but did not have a direct relationship 

and needed to use motivational work behavior as a mediator; (2) motivational work behavior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performance of teachers through job satisfaction; (3)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odels,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used as an antecedent variab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job 

success influenced teachers' performance. 

 

Key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Psychological Capital, Job Success, Motivational Work Behavior, 

Performance 

 

引言 

大学教师绩效管理，是引导教师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科学制度，可以调动教师内在

潜力，推动教师超越自我，实现更好的发展。对目前中国部分高校管理实践案例集进行分析发

现，当下很多高校选择了绩效评估这一机制，通过目标管理理论、平衡记分卡等方式，对教师

工作绩效进行考评，而这些方法最初也是从企业绩效考核中借鉴过来的，现在从具体实践过程

中，可以发现高校对于教师的绩效评估方式、技术和内容等都存在不足指出。只通过事后评估

的方式，并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不能够明显调动教师工作主观能动性，无法更显著的推动教

师工作绩效的提升，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在高校教师重视自我价值实现方面，该群体具有

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依靠制度或者进行评价与考核，督促其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反而容易

压抑其创作意识，造成懈怠。 

通过背景分析，可以看出高校教师对其工作的挑战性较为关注，更重视个人进步与知

识积累，持续不断的追求自身职业生涯发展，不断丰富个人的成长。依据自我决定和马斯洛需

求理论，高校教师在当前满足生存需求的前提下，提升绩效的动机更多的来源于自我实现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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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需求，这也就是说高校教师要更有动力，有积极创造产出的愿望，在这种意愿下能够积极

主动的去完成某些行为，这也符合班杜拉的动因性工作行为的研究；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刺激

教师更有工作热情，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实现高水平的工作繁盛也成为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领

域的重要议题。 

基于理论梳理发现，心理资本研究开始于 2004 年，2007 年开始在中国盛行，在绩效研

究领域心理资本已经相对成熟并作为第四大资本成为影响绩效的原因，而工作繁盛在西方研究

的群体侧重于护士、社区、白领等，中国从 2012 年后开始研究，但是基本都局限于企业员工

的，高校教师换句话说也可以称作知识员工，但其自身有独特的群体特征，该群体的心理和工

作繁盛同样需要关注。因此深入探讨工作繁盛与教师绩效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另外有关心理

资本对绩效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都集中在其担任自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上，将其作为自变

量中担任前置变量的研究还不多见。 

综合以上，本文将以积极心理学、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为分析依据，从心理

资本的视角剖析其如何影响绩效的，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能否直接通过工作繁盛影响个体

绩效。该研究有助于揭示心理资本、动因性工作行为、工作繁盛与绩效间的关系；同时也延伸

了工作繁盛的相关研究，将实证检验工作繁盛作中介变量的整合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

对高校教师心理状态的开发与培训，更为普适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通过理论延伸为中国

高校的管理方法提供新的启示。 

 

文献综述 

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发现，国外有关心理资本概念、内涵的理解是逐步发

展的。最初经济学家认为心理资本属于相对稳定的特质人格，后来组织行为者将其视为一种国

家般的积极心理能力。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Youssef  & Luthans (2007) 本着符合 POB 的标

准，对心理资本概念重新整合，认为心理资本是包括希望，乐观，自我效能和适应力四者结合

的协同体，心理资本概念的产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同。 虽然对内涵的理解逐渐趋于

一致，但有关心理资本的要素仍在不断的被讨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创造力，智慧，幸福，幽

默，信任等积极结构也有可能成为心理资本的新的要素，只是目前还都缺乏验证。基于文化背

景的不同，中国学者在讨论心理资本概念的时候认为应将人际关系方面的积极心态结构放进概

念中加以考量，但在后期量表开发过程中发现该结构变量没心理学属性不明显，理论、实证检

验不足以支撑。总体上，中国学者基本认可已有的心理资本概念与内涵，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有

关心理资本的跨文化适应性，以及相关量表的开发应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概念结构的扩展不

是简单的去列举心理资本的结构要素有哪些，而是找出最大程度符合 POB 标准的积极构念，

在充分验证的基础上进行评估。而国外有关动因性工作行为的研究来自班杜拉，Bandur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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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研究中指出：“当个人的行为更具有动因性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和指导

性。这种有意识，有导向型的行为比在被动，强制的环境下更容易激发活力和学习” 。在工作

繁盛模式中，大家通常更倾向于 Spreitzer, Sutcliffe, Dutton, Sonenshein  & Grant (2005) 等人提

出的两种具体动因性工作行为：任务焦点和相关性关注。任务焦点的特征是当个人在执行与其

工作有关的任务时，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工作时间段，员工通常是完全

的从事手头工作，自愿并有意的将精力投入到工作任务中去 (Kahn, 1990) ，因为任务焦点的核

心行为就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当然，有学者认为任务焦点只会消耗工作中的活力而不是去促

使产生更多的活力 (Niessen,  Sonnentag & Sach, 2012) 。相关性关注的结构特性包括贡献，表现

力和从属性三方面因素 (Weick, 2003) 。 

对中国国内现有研究的分析进行归纳总结，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把理论引入到实证

检验。心理资本的初步研究主要是简单的理论介绍，其次是人力资源领域的应用分析，然后一

些学者修改了规模，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了适应性验证，并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相关工作变

量；2、从专业领域到非专业领域。在早期研究心理资本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样本主要

选择一般意义上的员工，然后选择特定工作环境中的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并分析具体的心

理资本。人口就业，创业和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3、从直接效应到间接效应。最初的实

证研究一般是主要的影响范式，即关注心理资本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在后面的研究中，深

入讨论了作用机制，并寻求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起缓冲作用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目前，虽

然与心理资本相关的实证研究增加了很多，但大多数学者和管理者仍然没有充分了解心理资

本。因此，工作场所心理资本理论应该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应用。 

而工作繁盛这个概念提出也是比较早，但是目前仍然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相关研究

尤其是实证研究比较缺乏，结合以上笔者所做的文献整理，有关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的关系研

究，也是从 2014 年刚刚开始，中国国内相关研究还很少涉及。国内有关工作繁盛的前因变量

研究很少，更多的研究属于理论性的描述，是在解释工作繁盛的发展过程，部分学者也将动因

性工作行为作为能够引起个体工作繁盛的前因，比如：在任务焦点中融入情感要比单纯的只关

注工作任务带来更多效益。此外，在任务焦点中潜藏的注意力和参与度能够产生学习效应。真

正关注行为动因性的员工，会比一般员工更有可能注意并找出更有效的做事方式，在需要获得

额外技能时能识别所在的工作环境，从而成功完成一项任务，并且能够在随后的任务中应用新

获得的技能并产生新的效益；另外目前研究当中所使用的相关量表也都是国外学者测量的，在

中国情境下的使用情况也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和验证。 

根据中国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相关内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评

价与评价以及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在现有研究中，与绩效考核和评估相关的结果

占很大比例。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调整指标设定和指标权重来改进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评价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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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归根结底，学者们将评估和评估作为提高高校教师绩效的措施和手段。对影响工作绩效的

因素的调查目前涉及不同的角度，包括年龄，职称，教学年龄，教育等高校教师的人口变量；个

人工作态度，如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压力。学者们对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研究使得该问题更加重

要，这导致了后续研究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为高校提高教师工作绩效提供了研究基础。 

综上，心理资本和工作繁盛的概念最初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理论研究

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企业组织。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自身特殊性，高校与一般企业组织相

比具有独特的情境属性，因此有必要在高校组织的背景下继续研究这些理论，并深入探索心理

资本，工作繁盛及相关变量、高校教师行为表现机制。回顾现有文献，尚没有研究是有关心理

资本作为前因变量通过工作繁盛影响工作绩效的。 

 

研究目的 

自工作繁盛的概念提出至今，国外学者对其实证模型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验证和扩

充，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在大量阅读相关期刊、著作、文献后，本文将以心理资本

作为切入点，引入积极组织行为学新领域——工作繁盛进行研究，对变量间关系，变量间的作

用和变量对绩效的影响进行探索。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实际调查了解中国高校组织环境

下教师心理资本、动因性工作行为、工作繁盛、工作绩效的现状，验证工作繁盛的维度划分及

现有量表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性，探索并讨论心理资本、工作繁盛和绩效的内部作用机制及人

口属性变量对各变量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为中国高校人本管理提出相关建议。 

 

理论假设 

心理资本影响工作繁盛的理论基础是依托在积极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上的。

Luthans 认为积极心理学的属于有目的的研究，而心理资本是工作环境中的一种积极工作状

态。 心理资本包括希望，自我效能，韧性和乐观 (Youssef & Luthans, 2007) ，并且在概念上和

经验上被证明是二元结构，核心结构预测上面超出其四个单独的组成部分，以及最近的概念和

心理测量评论， (Dawkins, Martin, Scott & Sanderson, 2013) 。心理资本是“基于积极努力和坚持

不懈的情况和成功概率的积极评价” (Youssef & Luthans, 2007) ，最近的一项分析表明它对所需

的工作态度有重大影响，行为和表现 (Avey, Reichard, Luthans & Mhatre, 2011) 。我们建议这种 

“积极的评价” 也会导致动因性工作行为的产生。当员工考虑是否全力关注并专注于任务结果

时，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成功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人确信他们可以在

任务完成（功效）方面取得成功，利用目标导向的能量并主动规划任务完成的替代途径（希

望），坚持面对障碍（弹性），并将自我和消极结果的积极结果归因于环境（乐观）。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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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具有高水平心理资本的员工可能会表现出任务重点，因为他们期望这样

做成功完成任务的结果。为了实现长远发展的目标，高校需要找到多重积极可行的途径，激发

教师的动因行为，改善教师的工作状态，刺激教师的工作繁盛，以便更好地促进高校教师的绩

效。依托积极心理学理论，中国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被视为一种可以提高产出的重要资本，为

心理资本的引入提供了心理基础。 

而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类学习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是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所获得的，这

种观察通常是在社交环境中发生的，当人们在观察行动模式和行动结果时，人们会将事件发生

的顺序记下来，并认为事件之间彼此相关或互为因果。观察这些行为模式可以鼓励观察者参与

他们所学到的行为中去 (Bandura, 1986) 。为了使个人能够为集体作出贡献，他们必须了解他

们的个人贡献如何在集体中得到体现，并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服从从属关系（即，注意相关的组

成部分）。个人必须认识到这样做会为他们带来积极的结果。心理资本的所有四个组成部分都

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但在协作努力中自我效能似乎尤其重要。 Bandura (2001) 总结道关于发

育研究中疗效的经验证据如下：“高度有效的感觉促进了亲社会以合作，乐于助人和分享为特

征的取向，对彼此的福利具有既得利益”。 

根据 Paterson, Luthans & Jeung (2014)  的研究，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的关系，是通

过任务焦点和相关性关注两个维度来连接的，并在之后的实证模型中证实了心理资本对工作态

度，行为和表现 (Avey, Reichard, Luthans & Mhatre, 2011) 都产生影响。在具体工作模式中，笔

者着重于 Spreitzer et al., 2005 提出的两种动因性工作行为：任务焦点和相关关注。根据理论基

础得出以下假设：（图一） 

H1：心理资本对动因性工作行为（任务焦点、相关性关注）起到正向影响。 

H2：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学习、活力、责任）有相关性。 

H3：动因性工作行为（任务焦点、相关性关注）对工作繁盛（学习、活力、责任）起

正向影响。 

H4：动因性工作行为（任务焦点、相关性关注）在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起到中介。 

 

 

 

 

 

 

 

图 1 模型一 

心理资本 

● 希望 
 

● 自我效能 
 

● 韧性 
 

● 乐观 

动因性工作行为 

 

● 任务焦点 
 

● 相关性关注 

工作繁盛 

 

● 学习 
 

● 活力 
 

●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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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献整理后发现，所有有关个体繁盛的研究都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该理论为基

础在不同的情境因素和个体资源共同作用或相互作用下产生繁盛效应的。根据相关研究，工作

繁盛能够比其他的态度变量，比如：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对工作绩效更有影响。 

(Christine, Spreitzer, Gibson & Garnett, 2012) 另外一项研究表明，工作繁盛能够有效增强员工职

业发展和健康水平状况，此外还能通过增加绩效来降低医疗花费使组织收益变得更高，证实工

作繁盛与绩效之间有相关性。Christine et al., 2012年 Spreitzer et al., 2005 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

调查时发现，员工工作繁盛程度高出均值一标准差，其绩效将比低于均值的员工高 16 个百分

点。之后，Paterson, Luthans & Jeung (2014) 也验证了工作繁盛能够预测绩效，回归系数为

0.28。根据 Paterson 的研究，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动因性工作行为的任务

焦点和相关性关注两个维度来连接的，但本人发现，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工作繁盛与

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并未在中国高校情境下得到验证，因此本文又提出（模型二）如下假设： 

H1： 工作繁盛（学习、活力、责任）对工作绩效（教学、科研）起到正向影响。 

H2：动因性工作行为（任务焦点、相关性关注）对工作绩效（教学、科研）不产生影响。 

H3：工作繁盛在动因性工作行为和工作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 

 

 

 

 

 

 

 

图 2 模型二 

研究方法 

变量的测量 

文章涉及变量均借鉴国内外现有成熟量表，基于此进行适当修订。其中心理资本量表

采用 Luthans 等开发的心理资本问卷，由自信、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均

包括 6 个题项；动因性工作行为参考的是 Rothbard (2001) 提出的四个问题来测量任务焦点，

以此来衡量工作中的关注度；相关关注，采用由 Bijlsma-Frankema, Rosendaal & van de Bun 

(2005) 开发的一项量表。由五个题项组成。工作繁盛的测量量表结合了 2012 年 porath 所提出

的，以及惠青山教授在 2014 年通过大样本调查提出的中国本土情境下工作繁盛所包含的维度

学习进取、活力和责任心的 16 个题项。工作绩效量表借鉴 Hu & Mo (2004) 的研究，结合前期

访谈进行修订，最终科研绩效由 5 个题项组成，教学绩效由 4 个题项构成。在上述量表基础上

增加了个人信息，并采用里克特 6 点量表，产生本文章的预调研问卷，预调研历时一个月，共

动因性工作行为 

 

● 任务焦点 

 

● 相关性关注 

工作繁盛 

 

● 学习 
 

● 活力 

 

● 责任 

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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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 70 份问卷，验证标准为 CITC 值大于 0.5，量表信度系数大于 0.7，在剔除了不符合要求

的选项和维度后形成正式问卷（其中心理资本变量下希望维度被剔除），包含心理资本量表的

14 个题项、动因性工作行为的 9 个题项、工作繁盛量表的 7 个题项以及工作绩效量表的 10 个

题项。 

正式调研和样本情况 

本文以中国高等院校（大陆地区）作为样本来源，调研对象是高校在职教师，兼顾科

研与教学任务。参加调查的高校覆盖了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和中部的高校，在学校的选取

上以中国大陆的学校分类为标准，各个类别的院校都有所涵盖，调研对象的选取也是严格按照

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包含了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双肩挑的人员。问卷以电子问卷形式发放，通

过人对人，点对点的发放形式下发 600 份，收回问卷 519 份，样本全部有效，回收率是

86.5%。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男性比例占 43.7%，女性比例占 56.3%；30 

岁以下教师占 9.2%，30-40 岁教师占 59.2%，41-50 岁教师占 22.9%，50 岁以上教师占 8.7%；

工作时长 5年以下教师比例占 16.0%，教龄 5-10 年教师比例占 24.3%，教龄 11-20 年教师比例

占 41.0%，教龄 20 年以上教师比例占 18.7%；职称为助教的教师占 13.7%，职称为讲师的教师

占 49.5%，职称为副教授的教师占 27%，职称为教授的教师占 9.8%；担任管理岗的教师占

14.1%，只担任专业技术岗的占 65.5%，双肩挑的教师比例占 20.4%；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文史

类的占 41.3%，理工科占 50.2%，艺术类占 8.5%；受访学校的类型其中综合类占 29.7%、理工

类占 16.05%、财经类占 12.5%、师范类占 22.0%、语言类占 0.4%、政法类占 0.6%、军事类占

3.3%、农林类占 1.3%、医药类占 10.8%、艺术类占 2.7%、体育类占 0.8%；普通本科高校的教

师比例为 67.1%，211 及 985 高校教师比例为 21.6%、专科院校的比例为 11.4%；教师学历普

遍为硕士及以上，共占比 83.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心理资本、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心理

资本与动因性工作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包括对变量整体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以及研究心理资

本三个维度（自信、乐观、韧性）（希望维度在预调研阶段被净化）和动因性工作行为两个维

度（任务焦点、相关关注）之间的相关强度。 

心理资本与动因性工作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对心理资本及三个维度（自信、乐观、韧性）和动因性工作行为及两个维度（任务焦

点、相关关注）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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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斯贝尔曼相关性分析 

 理资

本 

能 性 观 因工

作 

务焦

点 

关关

注 

作繁

盛 

取学

习 

责 力 作绩

效 

研 

效能 808** .000            

韧性 921** 668** .000           

乐观 843** 512** 695** .000          

动因工作 565** 454** 542** 486** .000         

任务焦点 466** 417** 430** 387** 844** .000        

相关关注 509** 380** 502** 447** 852** 465** .000       

 

由表 1 可知，心理资本与动因性工作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子维度乐观、韧

性分别与任务焦点、相关关注显著正相关。（2）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繁盛的相关分析。 

对动因性工作行为及两个维度（任务焦点、相关关注）和工作繁盛及三个维度（学

习、负责、活力）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繁盛相关性分析 

 动因工作 任务焦点 相关关注 工作繁盛 进取学习 责 力 

动因工作 1.000       

任务焦点 .844** 1.000      

相关关注 .852** .465** 1.000     

工作繁盛 .545** .492** .447** 1.000    

进取学习 .443** .413** .342** .850** 1.000   

负责 .400** .311** .401** .613** .330** .000  

活力 .415** .396** .327** .751** .411** 374** .000 

 

由表 2 可知，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繁盛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任务焦

点、相关关注和学习、负责和活力之间显著相关。 

动因性工作行为在心理资本对工作繁盛的影响的中介作用 

通过结构模型对动因性工作行为整体在心理资本整体与工作繁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检

验。拟合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适配，χ2/df 值为 3.109，小于标准值 5，因此接受原

假设；误差均方根 RMSEA 为 0.064，小于标准值 0.08；NFI、IFI、TLI、CFI 的值均在 0-1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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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值为 1 说明模型完全拟合，本结构模型的值都接近 1，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GFI 和

AGFI值大于标准值 0.8，表明实际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通过模型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统计，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175 

(p=0.189) 因此，心理资本对工作繁盛不产生直接路径，但是两者具有相关性，通过动因性工

作行为对工作繁盛产生作用，通过路径系数统计，心理资本对动因性工作行为的路径标准参数

为 0.794 (P=0.793) ，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繁盛之间的路径参数为 0.782，即动因性工作行为

在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验证假设 H2：心理资本对工作繁盛不产生影

响；H4：动因性工作行为在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动因性工作行为在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属于部分

中介还是完全中介，本文又进一步做了 AMOS 中的 bootstrap 分析，得出结论为间接效应 P 值

为 0.001，直接效应不显著，为完全中介效应。 

工作繁盛与绩效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3 通过贝斯尔曼分析验证工作繁盛与绩效间的相关关系 

 工作繁盛 进取学习 负责 活力 工作绩效 科研 

工作繁盛 1.000      

学习 .850** 1.000     

负责 .613** .330** 1.000    

活力 .751** .411** .374** 1.000   

工作绩效 .510** .494** .216** .378** 1.000  

科研 .458** .483** .100* .326** .920** 1.000 

教学 .408** .314** .349** .333** .715** .409** 

 

根据表 3 中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工作繁盛与绩效之间有显著相关性。验证模型二假

设：H1：工作繁盛对工作绩效起正向影响作用； 

工作繁盛在动因性工作行为和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构建结构模型图验证工作繁盛在动因性工作行为与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拟合

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适配度，χ2/df 值为 2.926，小于标准值 5，因此接受原假设；

误差均方根 RMSEA 为 0.061，小于标准值 0.08；NFI、IFI、TLI、CFI 的值均在 0-1 之间，值

为 1 说明模型完全拟合，本结构模型的值都接近 1，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GFI 和 AGFI 值大

于标准值 0.8，表明实际数据与理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根据路径分析图可以得出动因性工作行为不能直接作用工作绩效，P 值不显著。因

此，动因性工作行为对工作繁盛有影响并且影响显著，工作繁盛对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

p<0.05，说明工作繁盛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动因性工作行为对工作绩效产生的路径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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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9 (p=0.789) ，说明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没有直接效应关系；通过以上验证可以

证明工作繁盛在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验证假设 H1：工作繁盛

对工作绩效起到正向影响；H2 动因性工作行为对工作绩效不产生影响；H3：工作繁盛在动因

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工作繁盛在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又进一

步做了 AMOS 中的 bootstrap 分析，进一步检验工作繁盛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直接效应 P 值

大于 0.05，间接效应 P 值小于 0.05，所以同样为完全中介作用。 

 

讨论与结论 

 1. 根据对模型一的验证，高校教师的心理资本不能直接影响教师工作繁盛。通过数据

分析心理资本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繁盛不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心理资本所包含的自我效能、乐观

和忍耐力对工作繁盛所包含的子维度同样不产生直接效应；根据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以及对相关

理论的梳理，心理资本必须通过动因性工作行为来作用工作繁盛，理论模型也得到了证实。该

结论同以往研究相比，既有共同性也有不同。共同性主要是用实证方法证明了心理资本影响工

作繁盛，揭示了高校教师心理资本对其工作繁盛具有积极作用，这对于未来开发与培育教师心

理资本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在模型中存在的差异之处在于，国内外的研究在单独检验心理资本

四个子维度对工作繁盛的影响效果时，由于群体特征的不同，四个子维度都共同产生作用，并

且都符合项目测量的基本要求，而在本研究中笔者发现希望维度并不符合子维度要求并被整体

净化掉，这与前人研究有一定出入。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可能与高校组织环境下工作性

质的差异性有关，换句话说就是不同的心理资本维度对不同属性的工作发挥效力有差别。 

2. 动因性工作行为在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之间担任中介变量，发挥中介作

用。有关动因性工作行为的研究，之前的理论切入点大都是社会嵌入理论，而本文指出心理资

本要通过动因性工作行为才能更直接的影响工作繁盛；目前也有研究从实证角度检验其对工作

繁盛的影响，本文结论证实动因性工作行为对工作繁盛以及各子维度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基

于此，对于心理资本、动因性工作行为和高校教师工作繁盛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动因性

工作行为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高强度的专注性，如果没有积极的自我效能、乐观的心态和坚强

的意志很难实现，心理资本水平高的教师，会主动为实现目标投入更多精力，更愿意去模仿并

学习团队中有益的工作行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工作繁盛。本文通过对动因性工作行为在

心理资本与教师工作繁盛之间存在的中介作用的验证发现，高水平心理资本促进动因性工作行

为的产生，能够促进教师工作繁盛的提升。具体到动因性工作行为的两个维度，即任务焦点和

相关关注分别在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任务焦点在心理资本及四个维

度间与工作繁盛两维度之间发部分中介效应；相关关注在心理资本与工作繁盛各子维度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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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知，动因性工作行为的中介作用，在心理资本影响工作繁盛不同

组成部分的提升过程中，影响效应不同。  

3. 工作繁盛对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科研绩效和

教学绩效关系的正向影响；具体到工作繁盛的三个维度，即学习、责任和活力支持分别在动因

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得到结论：高校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的不断学习对动因性

工作行为与科研绩效间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学习在动因性工作行为与教学绩效关系间具有

部分中介作用；责任心对动因性工作行为与科研绩效、教学绩效间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活

力对动因性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间关系产生中介作用。其中，活力对相关关注与科研绩效关系

产生完全中介的作用，通过验证可以推导出教师的工作越有活力，对工作的关注度就会增强，

从而产生更强的科研效能，使得教师科研产量更高。 

 

管理对策和建议 

1. 增加高校教师的自信程度。主要表现为教师对自己完成科研与教学工作的能力的自

我评判，相信自己能够发挥最大价值。 

2. 要让高校教师在工作中永远保持希望。虽然在本次研究当中，希望作为心理资本的

子维度没有参与变量的验证，但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以及和教师的访谈中发现，希望依然

是支持高校教师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动力之源，同时也能刺激乐观、自信心态的形成。 

3. 让高校教师始在工作中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增强高校教师的乐观心态，不是鼓励

不切实际或盲目的乐观主义，也不是推卸责任并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原因。问题出现是，要让自

己能够灵活的看待问题，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4. 培养教师不畏艰难坚持不懈的韧性。韧性或者忍耐力强调心理资本的快速恢复和超

越。在高校背景下主要强调教师要具备良好的工作绩效的能力，或者在遇到挫折与困难时能迅

速的从这种压力下解脱出来，迅速调整好状态的能力。 

心理资本是四项积极能力的集合体，所以高校在具体实施管理策略的时候应该把握总

体和部分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结合各高校自身特点侧重点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结合高校长期

发展导向，如果侧重科研绩效提升，则高校的侧重点可以落实到自我效能、乐观和忍耐力三个

方面，毕竟科研成果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若强调教学绩效的高低好坏，可重点干预高校

教师的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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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研究的课题是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研究。论文使用文献资料分析、访

谈分析和问卷调查分析。通过研究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情况，包括汉语服务人员应用

的基本情况、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服务情况与中国游客沟通、市场汉语广告牌和标识牌、市

场汉语服务的管理情况。从多方面指出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应用情况的评估，并相应地给出了

建议和改进。 

从汉语应用研究得出结论，汉语服务人员的汉语水平不仅要在听和说方面提高，读和

写方面更需要加强。商店职员应该重视汉语普通话的学习，市场和商店应该提供读和写汉语方

面的培训课程。如果服务人员的汉语服务水平提高，中国游客的满意度增加，更多高端消费就

会增多。不仅旅游人数增加，而且在泰国的消费金额也会增长。 

 

关键词: 泰国水上市场  杜拉拉水上市场  水上市场旅游  旅游汉语应用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is paper was to research the usa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en traveling to 

Pattaya floating market. The paper used literature analysis, interview analysis, and a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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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The paper evaluated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in the Pattaya Floating Market and gave 

resultant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s. 

From the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ourism in the Pattaya Floating market was that 

store, Chinese service personnel must not only improve their Chinese proficiency 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ut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Store staff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markets and stores should also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If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 Chinese service personnel improves, the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tourists will be increased, and high-end consumption will also be increased. Not only will the 

number of tourists be increased, but the amount of consumption in Thailand will also increase. 

 

Keywords: Thailand Floating Market, Pattaya Floating Market, Travel in Thailand Floating Market, 

Usa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en Traveling 

 

绪论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泰国是多河川国家，水运业发达，居民沿河而居，许多商贩都依靠河流为生，也因此

逐渐发展出庞大的水上市场。泰国曼谷有许多水上市场，大部分离曼谷市中心比较远。泰国的

著名水上市场有很多，比如： 

1. 达城水上市场（阿育陀耶水上市场） 

2. 丹嫩莎朵水上市场（丹嫩沙多水上市场） 

3. 安帕瓦水上市场 

4. 曼谷大林江水上市场 

5. 宽里安水上市场 

6. 空叻玛荣水上市场 

7. 高桥水上市场 

8. 杜拉拉水上市场（四方水上市场） 

近年来，有很多游客来泰国旅游，其中绝大部分游客是中国人。泰国有很多旅游胜

地，比如：曼谷，清迈，普吉岛，芭提雅等等。对中国游客来说，芭提雅是最主要的旅游胜

地。芭提雅还有很多旅游景点，比如：芭提雅海滩，中天海滩，格兰岛，东芭乐园，是拉差老

虎园，芭提雅公园塔，芭提雅步行街，富贵黄金屋和杜拉拉水上市场等等。杜拉拉水上市场原

名“四方水上市场”，由于中国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在这里拍摄，这让中国人越来越多地

认识四方水上市场，四方水上市场也因此获得了新名字“杜拉拉水上市场”。由于有大量中国游

客来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所以杜拉拉水上市场使用汉语交流成为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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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水面覆盖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经过不断的开发与改良，受到了来

自泰国本土以及其他国家的游客欢迎。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汇集泰国四个不同区域文化特色的

水上风情。  

位于春里武府芭提雅的杜拉拉水上市场，集合了泰国的北部、东北部、中部及南部文化

及美食特色的大型水上市场，因而得名。因为观光客很多，所以有很多土产、手工艺品商店。 

除此之外，在杜拉拉水上市场还提供多种娱乐项目。对于喜欢冒险的游客，旅游局提

供有滑索探险等新鲜刺激的活动项目。喜欢轻松休闲的游客，则可以选择泛舟湖上，享受水上

游览以及水上购物的乐趣。当然，游客也可以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体验水上汽艇活动项目，让

他们的欢声笑语随着水上汽艇一起荡漾在水上市场。 

近年来，泰国旅游业的收入逐渐增加，目前已经成为泰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支柱。虽然

泰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泰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为泰国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分

析泰国旅游业给泰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泰国旅游业发展的完善，同时也利于泰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本文对泰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泰国旅游业对泰国经济

发展带来的有利影响，并根据泰国旅游业的发展得出的启示。 

目前中国已经是赴泰国游客的最大客源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进入泰国，在

泰国芭提雅，每天都有大量中国人来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沟通语言。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芭提雅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服务并不是十分理想，在很多重要的地方均

没有汉语提示牌。除此之外，杜拉拉水上市场客服人员的汉语水平也仍然有待提高。因此，研

究如何提高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献综述 

水上市场是泰国游客和外国游客的热门旅游胜地。 泰国有许多水上市场,无论在曼谷还

是其他省份,都深受游客欢迎。 与水上市场有关的研究，Chantadit (2009) 泰国游客研究行为与

满意度研究。青蛙行为对泰国旅游者对安帕瓦水市场旅游行为的满意度夜功府这个研究是由一

群 300 人进行的。游客对安帕瓦水市场总体很满意。从各个方面考虑，发现旅游景点当地人和

商店，饭店和饮料处于较高水平。至于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中级。研究游客对安帕瓦水市场的

行为和满意度，以研究游客在前往安帕瓦水市场的行为方式或使他们满意的因素。让游客再次

前往安帕瓦水上市场。并研究游客应该改善或发展哪些因素，以便利用研究结果来发展安帕瓦

水上市场的旅游模式，从而变得更受欢迎包括使旅游业在未来继续发展。Hirunthet (2010) 指

出，本论文研究旨在调查影响决策因素制造在暖武里省河内水上市场旅行的泰国游客。建议营

造非洲浮东市场可持续发展。决定在河内浮动市场旅行的泰国游客的行为是：美味的食物，美

丽的地方,还有重要的是尊重佛教。但是，由于游客仍可能知道水上市场导致游客减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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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水上市场应该能够为水上市场推广市场，应该进行更多的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通

过在电视，报纸和广播上刊登广告为了让水上市场闻名，更多的游客有兴趣参观。Chantadit 

(2009) 和 Hirunthet (2010) 都分别通过研究得出证明，发现泰国和外国游客对泰国水上市场的

访问感到满意和满意影响。水上市场旅游业的因素，可能是由于水上市场的地理位置，水上市

场的身份，水上市场活动，食品和饮料所致。这应该是游客决定参观水上市场的重要因素。通

过对 Chantadit (2009) 的研究，使了解游客的行为和满意度。Hirunthet (2010) 以及营销因素和

游客的决策前往水上市场旅行，可以将他们俩的结果用作营销计划的指南，以改善和发展泰国

水上市场的旅游业，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游客的满意度。目前，有许多中国游客来泰国旅游。

泰国除了拥有水上市场或者旅游胜地以外。Wattanasin (2015) 进行了研究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

满意度分析，这将对泰国的旅游业发展很有用。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需求日益旺盛，出

境旅游已经成为新的消费领域和新的时尚。泰国是最早获得中国政府支持和批准中国公民出游

的海外国家之一，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逐年增长，巨大的消费能力极大的促进了泰国

的外汇增收。基于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繁荣发展和泰国入境旅游市场高度依赖中国旅游推动的事

实，面向中国游客开展泰国旅游满意度调研，收集泰国旅游期间的以 “食、住、行、游、购、

娱” 六大旅游要素方面的收获与体验反馈，分析存在问题，提出相应解决对策，推动泰国旅游

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也是作为一名泰国留学生为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和旅游业发展作贡献的

心愿。在国内外游客满意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把泰国的旅游现状和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现

状相结合，设计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满意度的调查问卷，然后通过满意度水平影响因子的回归

分析对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研究，最后得出，泰国旅游市场需改进的问

题主要是：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有待深入挖掘；旅游购物市场和价格机制可进一步完善；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交通；改善餐饮质量，提供更加健康美味的特色饮食。为此，本文提

出：继续保持高质量的服务水平；加强对中国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开发符合中国游客的需

求，不断开发创新具有泰国特色的旅游产品。对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满意度分析，可以了解满

意度和缺点，以及关于泰国旅游业需要改善的各种问题，为了促进和发展泰国的旅游业。 

Saeheng (2015) 从泰国旅游业商务汉语的思路来研究，通过对泰国旅游业的汉语应用满

意度调查。了解和提高泰国旅游业服务质量。以及指出汉语在泰国旅游业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英语在泰国旅游业的应用程度比汉语好。这些问题就是泰国旅游管理部

门的管理人员对商务汉语的应用还不够，还未能很好地使用商务汉语来促进泰国的旅游业发

展。 

因此，为了促进泰国旅游业提高效率良性发展的需要。正如 Kamolyingcharoen (2015) 

在赴曼谷的中国游客行为研究中指出，泰国作为亚洲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国家，拥有丰富的自

然、人文景观。同时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每年为泰国创造巨额的外汇收入。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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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也在不断增加。2012 年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超过马来

西亚，中国成为泰国外籍游客的最大来源国，而曼谷作为泰国的首都是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

首选目的地。赴曼谷的中国游客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并且主要以收入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中青

年为主。购物、观光、度假等是中国游客赴曼谷旅游的主要动机，偏好星级酒店，也有部分游

客会选择特色酒店，大部分中国游客在曼谷都会购买服装、化妆品等物品。中国游客对于曼谷

的旅游环境满意度较高，而对于旅游消费环境满意度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

的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使用汉语在与中国游客交流中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政府应在各种

旅游景点中推广汉语使用,为了提高泰国旅游业的效率与发展。基于开发更多旅游市场的目的

及重要意义进行本课题的研究。 

 

研究的范围 

1. 只限在芭提雅的杜拉拉水上市场进行调查研究。 

2. 研究对象为 100 位旅客和 50 位服务员。 

3. 提高汉语交流水平和提供多方位汉语服务的重要性，对增加中国游客满意度，以及

发展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作用。 

 

研究目的 

1. 研究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现状。 

2. 研究及解决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应用存在的问题。 

 

研究方法 

本论文研究方法是定性和定量的综合法。定性法为书籍文献收集，硕博士论文，报

纸，报刊和网站以及深入访谈 20 位商店里的服务人员。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应用的情况 

      以杜拉拉水上市场的中国游客为研究对象，对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服务进行调查，

根据相关的旅游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助于中泰两国的旅

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更好地定位旅游目标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旅游宣传与推广，对于促进

泰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人数逐渐增加，对泰国旅游市场影响甚大。 

拉水上市场有四个部门，北部，中部，东北部和南部。杜拉拉水上市场也有 114 个商

店。2008 年杜拉拉水上市场刚刚开张的时候，全部的商业服务是泰国人，他们只用泰语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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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跟游客沟通。2010 年以来，杜拉拉水上市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旅游，因此也很需要

商业汉语服务。由于杜拉拉水上市场缺乏会说汉语的服务，于是原来的服务员开始学习汉语。

不过也有一些服务员就会说汉语，因为每天有很多中国游客来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所以他们

就有更多的机会跟中国游客交流。他们的工作经验，使他们有基本汉语会话的能力。 

汉语服务人员应用的基本情况 

在这次研究中，研究者将杜拉拉水上市场的 50 位汉语服务人员作为对象。另外问卷调

查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包括汉语能力、学历、汉语水平和工作的情况。按照问卷调查的四个部

分，如下的内容是 50 位杜拉拉水上市场服务员问卷调查的结果。 

 

汉语能力 

 

64%

36%

服务人员喜欢说汉语

喜欢

一般

 

图 1 服务人员喜欢说汉语的数量与百分比 

 

100

6 4
0

50

100

150

汉语普通话 潮州话 广东话

服务人员能说几种汉语

服务人员能说几种汉语

 

 

图 2 服务人员能说几种汉语的数量与百分比 

 

从图 1 到 2 来看，大部分的服务员喜欢说汉语 (64%)，另外服务员对汉语一般 (36%)。

从表 3-3 来看，全部的服务员都会说汉语普通话 (100%) ，有少部分的服务员会说潮州话和广

东话 (5%) 。还发现大部分的服务员对汉语很有兴趣，他们全部都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也有

一些服务员还会说福州话和广东话。在杜拉拉水上市场，大部分的中国游客是从中国大陆来

的，所以汉语普通话是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最主要的语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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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图 3  服务人员学习汉语的原因的数量与百分比 

 

 

图 4  服务人员学习汉语的时间数量与百分比 

 

从图 3 到 4 来看，服务员学习汉语的原因 82%是因为工作原因，10%是喜欢，其他原因

8%是华人家庭，从小父母都要求学习汉语。他们已经学过汉语，占 82%有 41 位服务员用 2 年

的时间学习汉语，另外占 14%有 9 位服务员用 3 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占 4%用 4 年以上学习汉

语。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服务员教育程度还不那么高，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学习到初中或高中就

够了，也可以找工作。他们学习汉语的原因是为了工作原因，只是学习汉语 2 年，就可以用汉

语进行一般的会话。 

 

汉语水平的情况 

在这次研究中，研究者将杜拉拉水上市场的 50 服务员作为对象。另外问卷调查的内

容分为两个部分人群。一部分是对杜拉拉水上市场服务人员的汉语水平实际调查情况。又通过

问卷调查，如下的内容是杜拉拉水上市场 50位服务人员的汉语水平问卷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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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0%
8%

服务人员的听说读写

能听会说，但是不会读写

能读写，但是只能听说一些简单的汉语

听说读写都可以

 

 

图 5 服务人员的听说读写的数量与百分比 

 

从图 5 来看，服务人员的汉语听说读写如何，41 位的服务员能听会说，但是不会读写

(82%)，5 位服务员能读写，但是只能听说一些简单的汉语 (10%)，其他 4 位服务员听、说、

读、写都可以(8%)。从图 5 来看，可以发现大部分服务员学习汉语的时间还不长, 所以他们的

汉语水平只能听会说，但是不会读写。因为工作原因需要会说汉语，但是读写汉字还不太好。

工作需要听说汉语，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学习汉语听力和口语，就可以跟中国游客沟通了。 

 

8%

88%

4%

服务人员应该提高和学习汉语

听与说

读与写

思维习惯和中国文化

 

 

图 6  服务人员应该提高学习汉语的数量与百分比 

 

从图 6 来看，在工作之中，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服务员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44 位的服

务员觉得应该提高汉语读和写方面 (88%)，4 位服务员觉得应该提高汉语听与说方面 (8%) 和

2位服务员觉得应该提高汉语思维习惯与中国文化方面 (4%)。 

 

工作情况 

86%

4%
10%

在工作和生活中，服务人员使用汉语

每天

经常使用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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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工作和生活中，服务人员使用汉语的数量与百分比 

 

60%

40%

服务人员觉得汉语在工作生活中有用处

用处很大

不错

 

 

图 8  服务人员觉得汉语在工作生活中有用处的数量与百分比 

 

从图 7 到 8 来看，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服务员每天使用汉语 (86%)，偶尔使用汉

语 (10%)。他们觉得汉语在工作生活中用处很大 (60%)，有用处 (40%)。可以发现服务员每天

经常使用汉语跟顾客交流，所以汉语对服务员的工作生活用处很大。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情况 

与中国游客沟通 

研究者赴杜拉拉水上市场的以 100 位中国游客做为对象。问卷调查的内容分为两个部

分：包括中国游客的基本资料和中国游客对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的满意度调查。按照问卷

调查的两个部分，如下是 100位杜拉拉水上市场对游客的汉语应用调查的结果。 

 

100

15
28

11 19

0

50

100

150

汉语普通话 潮州话 广东话 海南话 福建话

中国游客使用的语言

中国游客使用的语言

 

图 9 中国游客使用语言的数量与百分比 

 

从图 9 来看，在杜拉拉水上市场，中国游客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普通话 (100%)，使用广

东话 (28%)，福建话 (19%)，潮州话 (15%)，海南话 (11%)。到泰国的汉语游客年龄分布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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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是主要以中年人为主，即年龄 30-39 岁的，原因为这部分群体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工

作，收入很好，有的已经成为公司或者单位的领导，收入比较多，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比较高且

有着较多的出游经验。大部分的中国游客都是跟旅行社一起来泰国旅行的，但是也有一些游客

是自己来泰国旅行。全部的中国游客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他们都会说汉语普通话 

(100%)，有小部分的游客还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所以对中国游客来说，汉语普通话是他们最

主要的沟通语言。 

杜拉拉水上市场的广告和标识牌 

本文的样本集中在杜拉拉水上市场的商店。杜拉拉水上市场是芭提雅的旅游地点，到

芭提雅和春武里市游览的话，也经常去杜拉拉水上市场。因此，在杜拉拉水上市场有很多商

店，如: 饭店，服装店，纪念品店，美容店，药店和按摩店等等。从 2010 年以后，杜拉拉水

上市场的广告和标识牌就开始用汉字描述了。 

根据对中国游客的调查，杜拉拉水上市场有很多商店标识牌都有三种语言：泰语、英

语和汉语，有些商店服务员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语和汉语。可是有些地方还没有汉语标识牌，

也缺乏汉语服务。比如去演艺娱乐区或者洗手间的话，有些用汉语标识牌，还有小部分没用汉

语标识导引牌，或者写得不太清楚，致使游客不知道怎么走，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杜

拉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应该增加一些汉语指路牌和招牌，并且要写得更清楚明白。此外，杜拉

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应该给游客送旅游宣传册，宣传册里面要包含汉语地图，方便帮助中国游

客识别旅游和购物线路。 

在餐饮或者商店服务区，虽然有关菜单牌或标价牌大部分已经用汉语描述，但是还有

很多商店服务人员不会说汉语。对于中国游客而言，点菜或者购物时增添不少麻烦。在泰国餐

店，即使会说汉语的服务人员大部分也只会讲几句简单的汉语，比如商品名称和价格之类，甚

至不能进行一般的汉语会话，发音也不标准，给中国游客带来不少不便。为了改进这种情况，

杜拉拉水上市场的餐厅饭馆和商店应该提供多种语言的菜单牌和标价牌，除了泰语和英语以

外，还应该增加汉语的菜单牌和标价牌。杜拉拉水上市场的管理部门还应该提供景区的汉语介

绍服务，不仅方便游客，也能更好地介绍与宣传杜拉拉水上市场的特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

里旅游，品尝泰餐的美味佳肴。 

 

市场汉语服务的管理情况 

通过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的管理情况，杜拉拉水上市场只能用汉语服务地方、服

务人员的汉语应用、广告和标识牌的汉语应用及问询处等。杜拉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还没有那

么多汉语服务，大部分的管理服务人员不会说汉语，他们只会说英语和泰语，在那边只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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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翻译人员。所以如果想跟中国旅行社或中国游客交流的话, 他们就让那位汉语翻译人员帮

忙翻译。可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汉语翻译，只有一位汉语翻译人员是不够的。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存在的问题 

杜拉拉水上市场使用汉语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的人数逐渐增加，对泰国旅游市场影响甚大。泰国水上

市场，是中国游客喜爱的旅游地点之一。杜拉拉水上市场也是芭提雅的旅游地点。在 2008 年

杜拉拉水上市场刚刚开张，大部分的游客是泰国人，后来慢慢就有更多的外国游客来杜拉拉水

上市场旅游，最主要的是中国游客。因此，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

商业汉语服务的培养,对游客的汉语服务还是商店广告的汉语应用都很必要和重要。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人员的问题 

杜拉拉水上市场是中国游客比较集中的水上市场，能提供商业汉语服务的商家在总体

上属于多数，但是他们说汉语的时候还存在明显的问题。他们只能听说汉语，还不会读写汉

字，而且说得也不够流利，发音还不太标准。如果服务人员说得不太流利或者发音不太标准了

的话，对中国游客要明白服务人员的意思还是一定有困难的。 

在杜拉拉水上市场，有 15 个汉语服务人员是泰国人，但是还有 3 个汉语服务人员是缅

甸人、1 个是老挝人和 1 个是柬埔寨人。他们全部都会说汉语，但是不会写汉字，有 5 个人不

会说泰语和写泰字。因为汉语服务人员的调查都是用汉字和泰字的，如果想让他们自己做问卷

调查了的话，他们都不会做的，所以研究者是跟他们边翻译边做得调查。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情况与中国游客沟通的问题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游的客源地，带动了许多国家旅游经济的发展，在

促进文化交流学习过程中，更带动了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自 2010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由于汉语是中国游客主

要的沟通语言，很多情况下无法用英语替代。所以大部分的中国游客觉得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

语应用十分必要。他们来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时候，只能用汉语跟服务员交流，很少中国游客会

用英语或者用泰语跟服务员交流。如果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服务员，还不会说汉语了的话,他们

很难跟中国游客交流，提供好的服务。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广告和标识牌的问题 

杜拉拉水上市场有很多标识牌已经都标有三种语言：泰语、英语和汉语。但是大部分

的地方只用几句简单的汉语，甚至写得不太清楚或不准确，致使游客不能领会意思从而给游客

带来不便。杜拉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应该增加一些汉语广告和汉语标识牌，而且应该写得更清

楚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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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的建议 

杜拉拉水上市场使用汉语的建议和改进情况 

2010 年以来，赴杜拉拉水上市场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加，最主要的是中国游客。因此，

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商业汉语服务的培养,对游客的汉语服务还

是商店广告的汉语应用都很必要。然而，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 

商业汉语服务不够、一般汉语服务也不够、广告和标识牌的汉语应用更不够且不准确等。杜拉

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应该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改进汉语应用的情况。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人员的建议和改进 

根据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人员说汉语还存在明显的问题。不仅汉语服务人员说汉

语不太流利，他们的发音也不太标准，这样也给中国游客带来交流的困难。所以杜拉拉水上市

场应该加强服务员的汉语培训，为了提高服务人员的汉语水平，杜拉拉水上市场应该举办一些

服务人员的汉语培训或者举办汉语座谈会。 

问卷调查的分析后，研究者提出了杜拉拉水上市场服务人员汉语培训的计划。在培训

计划中，考虑到服务人员的需要比如学习汉语的时间，内容以及理想的老师等，然后再按他们

的需求来安排汉语培训。为了提高杜拉拉水上市场服务人员的汉语技能，多举办活动与使灵活

用媒体。活动让学生在多种情况下使用汉语特别是口语与听力，这是沟通交流的核心，这种活

动包括汉语发音练习、语言游戏与角色扮演等。为了更容易地学习与了解知识，媒体可以给学

生。教师用歌曲、电影与电视台的节目，以及互联网的在线课程作为汉语教学媒体。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情况与中国游客沟通的建议和改进 

由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服务情况与中国游客沟通还存在问题。从 2010 年以来，赴杜拉

拉水上市场的中国游客逐渐增加。由于普通话是中国游客主要的沟通语言，很多情况下无法用

英语替代。所以大部分的中国游客觉得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很需要。为了满足中国游客

的需求，杜拉拉水上市场应该增加商业汉语服务和汉语应用，比如：旅游部门的汉语应用、管

理部门的汉语应用、问询处的汉语应用、商店的汉语应用、活动的汉语应用和表演的汉语应

用。这样就可以帮助中国游客沟通了解，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来旅游，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

展。 

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广告和标识牌的建议 

杜拉拉水上市场有很多标识牌,大部分的地方只用几句简单的汉语，甚至写得不太清楚

或不准确，致使游客不能领会意思从而给游客带来不便。杜拉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应该增加一

些汉语广告和汉语标识牌，而且应该写得更清楚和准确。因此，杜拉拉水上市场管理部门再多

增加一些汉语指路牌和招牌，重要的是要写得更清楚准确容易明白。此外，杜拉拉水上市场管

理部门旅游宣传册并送给游客，宣传册里面应该包含汉语地图，帮助中国游客识别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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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泰国旅游业是泰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泰国是多河川国家，水运业发达，居民

沿河而居，许多商贩都依靠河流为生，水上市场的规模也因此逐渐发展壮大。泰国旅游景点繁

多，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赴泰国旅游，其中泰国水上市场是重点发展的旅游项目之一。最近几

年，赴泰国水上市场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连续增高，因此改进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和服务成为

了亟需解决的问题。 

2010 年以来，赴杜拉拉水上市场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加，最主要的是中国游客。因此，

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应用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商业汉语服务的培养,对游客的汉语服务还

是商店广告的汉语应用都是很必要的。 

本论文研究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论文使用文献资料分析、访谈分析和问卷

调查分析。通过研究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情况，包括汉语服务人员应用的基本情况、

杜拉拉水上市场的汉语服务情况与中国游客沟通、市场汉语广告牌和标识牌、市场汉语服务的

管理情况。从多方面指出杜拉拉水上市场汉语应用情况的评估，并相应地给出了建议。 

从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研究得出结论，汉语服务人员的汉语水平不仅要在听

和说方面提高，读和写方面更需要加强。商店职员应该重视汉语普通话的学习，市场和商店应

该提供读和写汉语方面的培训课程。杜拉拉水上市场有很多标识牌已经都标汉语了，但是大部

分的地方还是几句简单的汉字标注，甚至写得不太清楚或不准确，市场管理部门应该增加更多

的汉语指示路牌和招牌，一定要写得更清楚和准确。如果服务人员的汉语服务水平提高，中国

游客的满意度增加，更多高端消费就会增多。不仅旅游人数增加，而且在泰国的消费金额也会

增长。 

本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在泰国缺少了汉语资料论文，研究者需要在中国

的网站寻找资料，寻找不方便还需要付费才能得到所需资料。有时下载了但是还打不开文件，

无法得到有用的资料；二是由于时间有限，研究者只能研究到杜拉拉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

无法把其他泰国水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研究用来相比。最后作为指导改进与建议提高杜拉拉水

上市场旅游汉语应用技能，遇上中国游客就用汉语沟通，职员的工作会更顺利，中国游客也会

不断增加，更喜欢来这里旅游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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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中国三甲医院的调研数据，利用 SPSS22.0 和 AMOS21.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研究了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的影响，以职业认同为调节变量，工作重塑为中介变量。实证结果

发现，患者感恩和护患关系呈正相关关系；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工作重塑中介

了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的正相关关系；护士职业认同正向调节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

系，护士职业认同对患者感恩通过工作重塑影响护患关系的间接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护

士职业认同越高，工作重塑在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关键词: 感恩  职业认同  工作重塑  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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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ird-class hospital in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using SPSS 22.0 and AMOS 21.0 and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patient gratitude on 

the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was used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and job 

crafting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Empirical findings: Patient gratitud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Patient gratitud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job crafting. The job crafting mediat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tient gratitude and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moderat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tient gratitude and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of 

nurse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indirect effect that patient gratitude imposes on the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through job crafting: the higher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of nurses, the more powerful 

intermediary role that job crafting plays between patient gratitude and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Keywords: Gratitude, Professional Self-identity, Job Crafting,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引言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流氛围，社会各类矛盾逐渐减少，而医疗领域的矛盾却逐年上

升，医患纠纷不断升级。为寻求解决医患矛盾的路径，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从医生、护士的角

度出发，探讨缓解医患关系的方法；从患者情绪出发影响医护人员从业状态的研究很少，知

恩、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类共有的价值准则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

值观；患者感恩对医护人员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研究自变量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的正向影响，并以

工作重塑为中介变量，护士职业认同为调节变量，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厘清各变量之间的研

究脉络，在现有量表的基础上，构建研究模型。 

本文以拓展-建构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各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完善拓展-建构理论的积

极情绪不但反映个体生活的幸福，还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的核心内容。通过本研究，可以

筛选出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的优秀员工，反映出一线医护人员的实际工作状态和中层管理者的管

理水平。 

文献综述 

1. 感恩 

 大多数学者将感恩定义为一种情绪状态。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 认为

感恩既可以指个体经由他人有意、无偿、甚至需要付出代价的帮助而出现积极结果后产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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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恩的内部心理状态,即状态感恩；又可以指个体体验到感恩情绪的可能性或体现感恩情绪

的预定心理倾向，即特质感恩。何安明构建感恩三维结构模型，分别从来源、心理活动方式和

内部蕴含的实质性意义来进行分析，感恩作为一种情绪体验，个体可以感受到他人、社会和自

然的回报，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变化，达到实际意义的作用。Algoe, Gable & Maisel (2010) 研究

发现，感恩个体能较好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对他人能够常念感恩之心并主动宽恕和原谅他

人。感恩个体善于解决人际关系间的冲突，较好地表达个体间互惠互利行为，可促使个体感知

到社会支持。Hu & Sun (2010) 研究认为，感恩的人更具社会亲和力。 

2. 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是从心理学家 Erikson (1994) 的  “自我统一性” 发展出来的。Holland, 

Gottfredson & Power (1980) 把职业认同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目标、兴趣、天赋有清晰而

确定的认知，他的职业认同强调了作用机制，展示的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是一种职业心理发展

性的解释，随着年龄增长，经历增多，个体的职业认同水平不断提高。Savickas (1985) 则提出

职业认同是自我同一性发展出来的自我概念和职业概念的内在结构，是个体在职业领域中形成

的职业概念的试探性偏好；Jenckson, Coulter & Bruster (2002) 研究发现，个体的认知变化影响

职业认同，例如自我效能、自尊水平和应对风格等都会影响职业认同水平； Fagerberg & 

Kihlgren (2001) 研究认为，工作环境可推进或阻碍护士职业认同的发展，在提供充足的资源

时，各种支持对护士的职业认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陈祥丽等发现护士职业认同分为职业自我

概念、职业获益感和职业动力感三个维度组成。Song (2018) 从护理人员入手，认为职业认同

是个体对职业肯定性评价。 

3. 工作重塑的综述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提出工作重塑，并定义为员工为使自己的兴趣、动机

以及激情与工作相一致，而自我激发的一系列改变性的行为，包括身体和认知上的改变；这是

一种从个体层面进行的活动，无论管理者是否参与和支持，个体都有可能主动设计他们的工

作，但其重塑的方向与组织目标是否一致，则是评价重塑的重要标准，他将工作重塑分为三个

维度，即任务重塑、关系重塑和认知重塑，并认为工作重塑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行为，在改变工

作任务如承担额外的工作，或重构工作关系、改变自己的工作的认知等，使自己更加适合工

作。Tims & Bakker (2010) 作为工作重塑的欧洲学派代表，提出个体根据自身的要求和能力，

主动进行行为改变来平衡工作资源和要求的过程，是个体自发性的改变，目的是提高和改变工

作现状和水平。Slemp, Kern & Vella-Brodrick (2015) 研究表明，员工通过工作重塑，获得工作

的乐趣和意义，构成了自我实现的幸福感，工作重塑对改善工作业绩、提升工作意义感、提高

工作满意度等都有积极影响作用。中国 Wang & Zhang (2017) 实证分析证实，工作重塑对工作



139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4 No.1, 2020 

绩效产生显著正向效用，且心理授权赋能在工作重塑和工作绩效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工作

重塑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中，Zhou (2015) 研究证明工作重塑对主动性人格与工作投入起到了

中介效应，工作重塑提升工作投入。 

4. 护患关系的综述 

 本研究所采用的护患关系是医患关系中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护理人

员在医疗过程中与患者建立的工作性人际关系。医学史里认为，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不仅是

治疗患者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重要的是使个体调整状态以适应环境，广泛地说，医患关系

是医学团体和社会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关系，两者

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护患关系作为医患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与患者接触最多的医务人

员，可以直接反应医患关系的整体状况和水平。护患关系受到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因此 Van der Feltz-Cornelis, Van Oppen, Van Marwijk, De Beurs, 

& Van Dyck (2004) 针对患者提出医患关系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医

护人员的平易近人性和患者对医疗症状的态度，提出医患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医患之间的人文关

怀；中国 Wang, Lv & Zhe (1994) 等从患者感谢中分析护患关系，Ding, Huang & Chen (2015) 等

对护患关系进行了相关影响研究，认为护士工作的责任心、操作技能和服务态度是影响护患关

系的核心要素。Jiang & Dai (2019) 研究人文关怀在护患关系中的运用， 分析了人文关怀在构

建和谐护患关系中的重要性，表明人文关怀是护患关系的调和剂，给予患者心灵上的安慰和温

暖，可以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护患关系。 

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拓展-建构理论 

Fredrickson (2001) 总结并提出拓展-建构理论，指出拓展-建构理论具有拓展、构建和缓

释三个功能，解释了积极情绪进化适应价值，反映了个体幸福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他认

为，积极情绪时个体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表现出一种愉悦的反映，在研究初期，他将积极情绪

分为快乐、兴趣、满足感和爱，后期将自豪、感恩加入到积极情绪当中，证实拓展-建构理论

中积极情绪的进化适应值，在个体呈现积极情绪时，可促使个体向上发展的作用；拓展功能包

含个体的注意、认知和行动范畴，积极情绪可以激发个体对情景更加专注和探索，促使个体采

取多种方式来应对环境，不断获取有利于实现主观目的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拓展个体的认知和

行动的范围，建构功能是在拓展功能基础上实现的，积极情绪可以构建个人持久的行为，提供

个人可持续性的资源；缓释功能是衍生功能，积极情绪拓宽个体的思维行动范围，纠正、修复

和缓解消极情绪滞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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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及模型 

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和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对他人的认可和钦佩之情，是处于对他人尊重的行为表达；

Watkins, Woodward, Stone & Kolts (2003) 研究证实表达感恩行为作为一种干预策略对于增加感

恩进而提升个体幸福感的有效性，Algoe, Gable & Maisel (2010) 提出发现-提醒-联结理论，用

以解释感恩表达行为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一方感受到另一方由感恩表达的响应性会更显著地

提高双方的关系质量，说明感恩表达能够传达出理解和赞美之情，能够促使表达双方愿意付出

更多努力，提升双方关系的质量；Liang, Chen & Xiong (2015) 提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积极情绪就是感恩，个体由于接受了他人的善意，而诱发一种愉悦的、心怀感激而欲报

答的认知性情绪。Van der Feltz-Cornelis et al. (2004) 提出，良好的医患关系硬更多的地现在医

患之间的关怀、双方间的高度信任和帮助、情感融入的理解与人与人之间的敞开胸怀等。 

因此提出： 

H1：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H2：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Slemp, Kern & Vella-Brodrick (2015) 研究认为，工作重塑是员工在正式工作设计基础

上，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地重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关系等，以此来获得工作意义感和身

份感。Grant & Ashford（2008) 研究认为工作重塑体现在员工在工作设计中的主动性改变，强

调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改变工作认知、工作关系或工作任务，它是员工主动性行为的一种表现形

式；Berg, Wrzesniewski & Dutton (2010) 认为，工作重塑是员工积极行为的取向表现，员工能

在工作中识别重塑机会并采取积极行动，重新定义工作任务及目标，积极寻求资源和机会为重

塑创造有利条件，并主动寻求重塑挑战。 

本研究试图探索工作重塑在患者感恩和护患关系之间的影响作用，提出以下假设： 

H3：工作重塑中介了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的正相关关系。 

职业认同的调节作用 

Gregg & Magilvy (2001) 通过扎根理论和比较研究，得出护理的价值对护士的职业认同

起到重要作用；Fagerberg & Kihlgren (2001) 研究显示，工作环境对护士职业认同起到明显的

影响作用，个体在受到充足的支持和认可时，自身会要求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Fredrickson (2001) 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可以改善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方式，能够促进个体的

认知习惯，帮助个体建设持久的心理和社会资源，能使个体更乐观，适应能力更强。 

由此推测，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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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护士职业认同正向调节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即职业认同越高，患者

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H5：护士职业认同对患者感恩通过工作重塑影响护患关系之间的间接效应具有正向调

节作用，即护士职业认同越高，工作重塑在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 

研究模型 

根据上述假设，提出研究模型，以患者感恩为自变量，护士职业认同为调节变量，工

作重塑为中介变量，护患关系为因变量。 

 

图 1 本研究理论模型 

变量及测量 

患者感恩作为自变量，采用 Palmatier, Jarvis, Bechkoff & Kardes (2009) 设计的量表作为

研究基础，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都比较高，结构效度良好。护患关系，即医患

关系中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因变量，采用杨慧对 Van der Feltz-Cornelis et al. 

(2004) PDRQ-15 的中文修订版 PDRQ-13 量表，分别从患者对护士的满意度、护士的平易近人

性和患者对医疗症状的态度进行测量。工作重塑作为中介变量，采用 Slemp & Vella-Brodrick 

(2014) 开发的量表，分别从认知重塑、关系重塑和任务重塑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护士职业认同

作为调节变量，采用 Lu, While & Barriball (2006) 横断面设计的量表，从工作感受角度出发进

行测量。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收集相关信息，确认研究方向，对相关变量进行分析整理，

归纳总结，最终确定研究模型。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的核心部分采用成熟量表，为避免

同源误差，采取护士、患者一一配对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按照三家医院提供的四千余名护士

名单中，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选取 359 名护士，患者按照护士所在科室管辖范围进行现场随机

抽取。护士问卷从患者感恩、工作重塑、职业认同、人口统计信息四个方面进行调查，患者问

卷从医患关系方面进行调查，问卷采用编码信息进行记录匹配。最后采用 SPSS22.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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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S21.0 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检验量表的效度、信度和

相关性，再对研究假设进行数据检验。 

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三家三甲医院进行问卷发放，正式发放问卷数护士 359 份、回收有效问

卷 303 份；患者 718 份，回收有效问卷 60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84.4%.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进行问卷设计时，选取了性别、年龄、在本院工作时间（月）、与领导共事时间

（月）作为控制变量。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类别 百分比 

护士性别 0.01 0.08 
男 0.70 

女 98.70 

护士年龄 32.93 6.61 

25 岁以下 10.30 

25-29 岁 20.80 

30-39 岁 54.70 

40-49 岁 13.20 

50 岁以上 0.90 

在本医院工作时间（月） 142.73 87.19   

与领导共事时间（月） 48.80 37.90   

 

各变量量表检验 

各变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对各变量添加控制变量后，进行 Cronbach α 系数检验，分别得出各变量 α 值，

数据结果显示各变量均具有较高信度。 

表 2 各变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变量 条目数量 α系数 

患者感恩 3 .87 

工作重塑 15 .92 

护患关系 13 .97 

护士职业认同 1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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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效度检验 

采用 AMOS21.0 进行分析，对各变量的 X2/df、NFI、IFI、TLI、CFI、RMSEA 六项指

标进行检验，经过结构效度分析，发现五因子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度指数均达到统计学标

准，说明量表理论模型与实测数据拟合程度好，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之间有足够的区

分性。 

表 3 各变量的效度检验 

模型 因子 / df NFI FI TLI FI MSEA 

模型 1（五因子） A, B, C, D, E 1.87 0.97 .99 0.98 99 05 

模型 2（四因子） A+B, C, D, E 6.94 0.87 89 0.84 89 14 

模型 3（三因子） A+B, C+D, E 19.03 0.64 65 0.52 65 24 

模型 4（二因子） A+B+C+D, E 24.13 0.54 55 0.38 54 28 

模型 5（单因子） A+B+C+D+E 25.28 0.51 52 0.35 52 28 

各指标标准值  ＜5 ＞0.9 0.9 ＞0.9 0.9 0.08 

注：A, B, C, D, E 分别代表患者感恩、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医患关系、护士职业认同；“+”

代表前后两个因子合并；N=303。 

变量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22.0 软件，计算各变量和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均值和标准差，对变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 4  变量相关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年龄 1 
  

 
     

2.性别 .03 1 
 

 
     

3.在本医院工作时间 .97** .03 1  
     

4.与领导共事时间 .32** .09 .34** 1 
     

5.患者感恩 .03 0.03 .01 0.11 .87     

6.工作重塑 0.04 0.01 0.06 0.14* .36** .92 
   

7.工作投入 0.03 .01 0.04 0.03 .30** .56** .93 
  

8. 医患关系 0.03 0.04 0.02 0.06 .41** .24** .33** .97 
 

9. 职业认同 0.04 0.03 0.06 0.01 .37** .66** .80** .30** .94 

平均值 (M) 2.93 .01 42.73 8.80 .69 .25 .67 .63 .80 

标准差 (S.D.) .61 .08 7.19 7.90 .88 .83 .81 .44 .82 

注：**、*分别表示 p＜0.01, p＜0.05；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值为信度系数 Cronbach’sα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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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检验 

表 5 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之间关系检验 

变量 

护患关系 

M1 M2 

常量 

 

5.80** 5.04**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2 

性别 

 

-0.20 -0.14 

在本医院工作时间 

 

0.00 0.01 

与领导共事时间 

 

-0.01 0.00 

自变量 
 

 

患者感恩 
 

0.21** 

2R
 

 

0.01 0.17** 

F  

 

0.37 11.68** 

2R
 

0.01 0.19** 

F  

0.37 56.60** 

注：N=303；**表示 p<0.01；*表示 p<0.05。 

 

结果表明：M2 检验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的影响，F 值 11.68，在 P<0.01 上水平显著，

说明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存在影响，△F 值为 56.60，P<0.01，说明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影响水

平很高、并显著正向影响。R2 值为 0.09，P<0.01 衡量方程拟合优度显著，△R2 值为 0.17，

P<0.01 确认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的拟合度显著，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存在显著影响（β=0.21，

P<0.01）, 故假设 H1 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呈正相关关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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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工作重塑在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 

变量 

 

工作重塑 护患关系 

M3 M4 M1 M2 M5 

常量 

 

3.79** 2.58** 

 

5.80** 5.04** 4.89** 

控制变量 
 

 
 

  

年龄 

 

0.03 0.01 

 

-0.01 -0.02 -0.02 

性别 

 

0.03 0.12 

 

-0.20 -0.14 -0.15 

在本医院工作时间 

 

-0.01 -0.01 

 

0.00 0.01 0.01 

与领导共事时间 

 

-0.01* -0.01 

 

-0.01 0.00 0.00 

自变量 

 

 
 

  

患者感恩 
 

0.32** 
 

0.21** 0.19** 

中介变量 
 

 
 

  

工作重塑 

 

 
 

 0.06* 

2R  

 

0.02 0.14** 

 

0.01 0.17** 0.19** 

F  

 

1.60 9.40** 

 

0.37 11.68** 10.49** 

2R  0.02 0.17** 0.01 0.19** 0.01* 

F  1.60 39.73** 0.37 56.60** 3.93* 

注：N=303；**表示 p<0.01；*表示 p<0.05。 

 

结果表明：结合 M1 和 M2 检验，结果表明： 在 M5 中检验工作重塑对护患关系的影

响，β=0.06，P<0.01 表明工作重塑与护患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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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在 P<0.01 上水平显著，说明工作重塑对护患关系存在影响，△F 值为 3.93，P<0.01，

说明工作重塑对护患关系影响水平很高、并显著正向影响；R2 值为 0.19，P<0.01 衡量方程拟

合优度显著，△R2 值为 0.01，P<0.01确认患者感恩对工作投入的拟合度显著。故 H2 患者感恩

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成立，H3 工作重塑中介了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的正相关关系成立。 

 

表 7 护士职业认同的调节作用 

变量 

工作重塑 

M4 M6 M7 

常量 2.58** 0.65 0.48 

控制变量    

年龄 0.01 0.01 0.01 

性别 0.12 0.21 0.23 

在本医院工作时间 -0.01 -0.01 -0.01 

与领导共事时间 -0.01 -0.01** -0.01** 

自变量    

患者感恩 0.32** 0.11* 0.11* 

调节变量    

职业认同  0.62** 0.63** 

交互项    

Z患者感恩*Z职业认同   0.06* 

2R  0.02 0.46** 0.47** 

F  1.60 41.55** 36.54** 

2R  0.02 0.32** 0.01* 

F  1.60 174.66** 3.97* 

注：N=303；**表示 p<0.01；*表示 p<0.05。 

 

结果表明：结合 M4 检验，M6 检验职业认同在患者感恩对工作重塑的影响，β=0.62，

P<0.01 表明职业认同在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呈正向调节作用；F 值 41.55，在 P<0.01 上水

平显著，说明患者感恩对工作重塑存在影响，△F 值为 174.66，P<0.01，说明职业认同在患者

感恩对工作重塑之间影响水平很高、并显著正向影响；R2 值为 0.46，P<0.01 衡量方程拟合优

度显著，△R2 值为 0.32，P<0.01 确认职业认同在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拟合度显著。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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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6 的基础上，增加了患者感恩与职业认同的交互项，结果表明，交互项对于工作重塑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 (β=0.06，P<0.05)，故 H4 护士职业认同正向调节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

系成立。 

在护士职业认同对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调节效果图中显示,选择职业认同高一个

标准差时，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变化斜率比低一个标准差变化斜率变大，故验证了 H4 护士职

业认同越高，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图 2 本研究理论模型 

用 SPSS 软件做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时，结果显示护士职

业认同在中高职业认同时，职业认同对患者感恩通过工作重塑影响护患关系的间接效应调节作

用成立，故验证 H5 护士职业认同对患者感恩通过工作重塑影响护患关系的间接效应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即护士职业认同越高，工作重塑在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成立。 

表 8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 β Boot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低职业认同 0.0021 0.0046 -0.0045 0.0160 

中职业认同 0.0060 0.0045 0.0002 0.0195 

高职业认同 0.0099 0.0062 0.0010 0.0264 

 

 



148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Vol.4 No.1, 2020 

Indexed in the 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TCI 2) 

4. 研究结果 

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得出： 

患者感恩对护患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在现代医患道德情感重建的过程中，以儒

家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构成了民族特色的社会关系基础，医患双方在良好的情感环境下，能

够促进双方的和谐与信任关系；当患者从自身角度感谢、尊重医护人员时，更有利于双方的目

标和利益达成高度一致，使双方关系趋于完全平等，从而缓解双方矛盾，促进护患和谐。  

患者感恩对医护人员工作重塑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当医护人员的工作得到患者认

可，获得患者的信任与尊重，医护人员选择工作重塑的可能性会更大，能够更加积极的去完成

工作，并在正念的推动下，形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主动行为，去感知工作的意义，厘清工作的内

容，关注工作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对自己的工作重新定位和整理。 

工作重塑中介了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工作重塑的自身即可带来较

多的积极结果，诸如提高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增加工作中的愉悦感，提升个体的自信

心，使个体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等，在主动改变工作内容和方式的过程中，不仅仅更好地

完成了工作任务，也很大程度地提升了工作的品质。 

护士职业认同正向调节患者感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护士职业认同度越

高，工作重塑在患者感恩与护患关系的之间的中介作用也越强。社会同一论认为，职业认同决

定了个体的工作态度，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和职业的感受，具备高职业认同度个体来说，在

工作中体验到工作的意义感和使命感，高职业认同的个体更能适应高水平的工作，在工作过程

中，表现的个体情绪更为积极，对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能够积极主动地解决和应对。 

 

管理启示 

通过本研究，在医院管理方面，可以着重从提高患者的感恩情绪、提高医护人员的职

业认同度、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加丰富和专业的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提升社会对医护人员的理

解和包容入手，提升医护人员对工作的热情，改善医患关系。 

创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体制，创建宾至如归的就医环境，创建良好的情感环境。患

者作为医疗消费的主体，往往被医疗机构忽视了 “上帝” 的身份，从经营者角度来说，一切从

消费者出发的经营理念在现有公立医院的体制和机构下，完全被颠覆。改善就医环境，从装饰

装修风格，就医导诊服务，医患沟通用语等方面入手，患者到医院需要得到专业的医治和心灵

上的慰藉，建立良好的医疗环境和人文关怀给患者带来的内心感受，可以提升患者的感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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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营造医患和谐的氛围；改善医护从业人员工作态度，沟通技巧，使医患双方都保持良好的

心理状态，从而减轻双方的焦虑情绪，提升医患双方的关系。 

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水平。着重培养医护人员的高职业认同度，医护人员作为专

业技能群体，在培养过程中，强化职业认同教育，着重职业认知能力、自我反思能力、挫折应

对能力的培育；成立员工心理关怀部门，建立定期人文关怀机制，定期开展心理建设培训，对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理，统一解决；全面开展岗位流转机制，通过新岗位、新任务的刺

激，委以重任等手段，增加医护人员的自我调节能力，对自己的职业认知不断更新、准确定

位，进而提升职业认同水平。 

为医护人员提供优质的资源平台，促进医护人员工作重塑意愿。通过不断改善医疗资

源，提供完善的社会资源，来促进医护人员的工作重塑意愿，才能使医护人员获得更高的工作

意义感和满意度；通过给医护人员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和机会，提供可倾诉的载体，及时了解

他们的工作状态；通过提供先进的医疗资讯，了解自身不足，主动对工作进行改进；通过改善

工作环境，提升医护人员的幸福感、忠诚度，降低工作倦怠，增加重塑可能；通过建立完善的

绩效考核机制、晋升机制，提升医护人员的归宿感和成就感，保持持续的工作热情，花费更多

的精力去研究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等提高医护人员积极性，构建和谐的人性化的医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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