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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开始重视职业价值观在

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而组织公民行为、工
作倦怠及成就动机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成为一

个重要的话题。Super[1]指出，影响个体职业选择和

职业生涯的主要因素是职业价值观。当个体所重

视的职业价值观因素与工作任务、管理流程相匹

配时，个体才可能留任于组织中并乐于贡献其所

长。随着人力资源理念的不断更新，管理者们开

始重视员工所做出的超越工作职责要求的行为，
即组织公民行为。Moorman[2]研究发现，当组织文

化和个体的职业价值观相近时，个体即使是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对待，也能从事更多的组织

公民行为。Lord 等人[3]的研究证实职业价值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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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职业价值观对于工作倦怠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成就动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

法 选取北京市在职员工 357 人，用工作倦怠量表（MBI-GS）、职业价值观问卷(WVI)、成就动机量表、组织公

民行为测量量表对其施测，并通过 AMOS 13.0 进行路径分析。结果 （1）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完全中

介职业价值观对利于组织的影响；（2） 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部分中介职业价值观对低成就感的影

响；（3）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部分中介内在职业价值观对利于同事的影响；（4）成就动机中的规避失

败维度完全中介外在职业价值观对玩世不恭的影响。（5）成就动机中的规避失败维度完全中介外在报酬对

玩世不恭的影响。结论 成就动机在职业价值观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倦怠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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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当组织文化

和个体职业价值观相匹配时可以促使个体实施

组织公民行为，做出角色要求之外的行为。再者，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产生

工作倦怠的员工数量越来越多，对企业生产率会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也倍受学者们关注。留岚兰

和吴谅谅[4]研究认为，职业价值观与工作倦怠存

在显著相关性。刘丽婷、鲍丽和高玉霞[5]也发现职

业价值观越低越易产生工作倦怠。另外，已有研

究表明动机影响组织公民行为[6]和职业倦怠[7]。
综上所述，发现职业价值观影响着组织公民

行为和工作倦怠。然而，职业价值观也受到成就动

机的影响，陆根书等[8]认为，职业价值观会影响成就

动机。职业价值观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倦怠有

明显影响，而职业价值观却是影响成就动机的一

个重要因素。但到目前为止，对职业价值观、成就
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及工作倦怠所存在的关系尚

缺少研究。本研究基于前人成果推出如下假设：

H1：成就动机会中介职业价值观对组织公民

行为的影响。
H2：成就动机会中介职业价值观对工作倦怠

的影响。
2 对象与方法

2.1 样本描述
抽取北京市在职员工 400 名, 问卷回收 357

份,有效回收率 89.25%。其中男生 182 人，女生

175 人；学历：本科 143 人、硕士 104 人、大专 82
人、大专以下 21 人、博士 7 人；婚姻状况：未婚

143 人、已婚有子 146 人、已婚无子 54 人、离异 7
人、其他 4 人；工作年限：2 年以下 168 人、2~5 年

146 人、5~10 年 36 人、10 年以上 7 人；更换工作

频次：2~5 次 203 人、2 次以下 150 人、5 次以上 4
人；家庭月收入：20 000 元以上 132 人、10 000~20
000 元 104 人、6 000~10 000 元 50 人、4 000~6
000 元 43 人、4 000 元以下 29 人；个人月收入：4
000~6 000 元 136 人、6 000~10 000 元 104 人、4
000 元以下 75 人、10 000~20 000 元 29 人、20 000
元以上 14 人。问卷采用邮件发放和面对面取样
两种方式，参与调查者每人得到一份小礼物以示

感谢。
2.2 研究工具
2.2.1 工作倦怠量表

本研究的工作倦怠测量采用了李超平与时
勘 [9]修订的工作倦怠量表（MBI-GS），共 15 个题

目，包括情感衰竭 5 道题、玩世不恭 4 道题、成就

感低落 6 道题。采用利克特 7 分等级，该量表得

分越高表明该工作倦怠程度越大。经过我们预测

验分析，工作倦怠的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低成

就感 3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85、
0.78 和 0.84，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本研究的职业价值观测量采用 Super 的职

业价值观问卷(WVI)。此量表将职业价值观分为 3
个维度：(1) 内在价值观, 指与职业本身有关的一

些因素, 如:职业创造性，独立性，成就感，管理方

式，智力激发；(2)外在职业价值观，指与职业本身
性质无关的一些外在因素，如工作环境、同事关

系、领导关系、变动性、利他主义、美感等；(3)外在

报酬，包括安全性、声誉、经济报酬和生活方式。
经过我们预测验分析，此量表内在职业价值观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80，外在职业价值

观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71，外在报酬
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60，表明量表具

有良好信效度。
2.2.2 成就动机量表

本研究的成就动机测量采用由叶仁敏等 [10]修

订的成就动机量表，共 30 题，分为两部分测定追
求成功的动机和规避失败的动机。经过我们预测

验分析，成就动机的追求成功和规避失败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60 和 0.65，表明此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3 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本 研 究 的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测 量 采 用 Aryee,
Budhwar 和 Chen 开发的组织公民行为测量量表,
将组织公民行为分为 2 个维度，即利于同事的公

民行为和利于组织的公民行为。共 9 个题目，4 道

题目测试利于同事，5 道题目测试利于组织。经过

我们预测验分析，组织公民行为的利于同事和利
于组织两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72
和 0.63，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 研究结果

3.1 相关分析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见表 1)，结

果显示(1)职业价值观各维度，与工作倦怠中情绪
衰竭和玩事不恭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与工

作倦怠的低成就感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职
业价值观的内在价值观和外在价值观两个维护

和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于组织维度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3)职业价值观各维度与成就动机的追求
成功维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规避失败维度

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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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就动机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检验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Amos 13.0 进行路径分析，得到拟和结果：职业价

值观通过成就动机能够影响工作倦怠或组织公

民行为，说明成就动机在职业价值观对工作倦怠

或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中起到完全或部分中介
作用。路径分析图（见图 1），其中不显著的路线已

去除。模型拟合指数（见表 2），各拟合指标均良

好。结果显示：(1)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在

职业价值观对利于组织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

作用；在职业价值观中的内在职业价值观和外在
职业价值观维度对低成就感的影响中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在内在职业价值观对利于同事的影响

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2)成就动机中的规避失败

维度在外在职业价值观和外在报酬对玩世不恭

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职业价值观对工作倦怠和组织公民行为的
影响作用

结果表明，职业价值观各维度，与工作倦怠

中情绪衰竭和玩事不恭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关

系，与工作倦怠的低成就感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职业价值观的各维度与工作倦怠呈负相关关

系。向祖强等在针对教师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同样
的结论[11]。司继伟等[12]的研究也发现职业价值观

中的外在价值观对于工作倦怠的低成就感维度

具有影响。我们认为职业价值观趋向高的个体，

倾向于不断得审视自身、设定目标、弥补不足以

自我翻越，满足自我实现。但在此过程中必然会
遇到阻碍并引发心理冲突，继而产生情绪衰竭或

玩事不恭的情绪。而由于个体不断的努力与自我

完善，在能力、薪酬、地位等方面都能够得到满

足，所以职业价值观趋向越高，个体就越不容易

产生低成就感。
研究还发现，职业价值观的内在价值观和外

在价值观 2 个维度和组织公民行为中的利于组

织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秦启文等认为，职业

价值观的地位因素对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公

司认同、同事间的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因素有

显著正向影响。这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了部分验
证。不同的是，我们发现不仅单一的地位因素，职

业价值观中整个内在价值观和外在价值观两个

维度对于利于同事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我们

认为，这可能由于被试人群差异造成。秦启文等

研究的调查地区为上海和广东地区，而本研究被

试全部来自北京地区。中国有南经北政的说法。
上海和广东经济开放早，人们更适应商业化思

维、利益趋向更为明显。而北京地区人群由于受

“帝都”概念的影响，存在匹夫有责意识，更愿意

通过一些利于组织的行为达到和谐的同事关系、
良好的工作环境等。
4.2 成就动机中介职业价值观对工作倦怠和组
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图 1 中介作用路径分析图

注：G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GFI:拟和优度指数；AGFI:调
整后拟和优度指数；IFI：增量拟和指数；CFI:比较拟和指数。

χ2 df χ2/df RMSEA GFI AGFI IFI CFI
35.66 16 2.23 0.064 0.975 0.930 0.976 0.976

表 2 中介作用路径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注：**P<0.01,*P<0.05。

内在职业价值 外在职业价值 外在报酬 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 低成就感 利于同事 利于组织 追求成功

外在职业价值 0.741**

外在报酬 0.693** 0.673**

情绪衰竭 -0.180** -0.195** -0.202**

玩世不恭 -0.297** -0.252** -0.162** 0.552**

低成就感 0.268** 0.125* 0.112 0.381** -0.026
利于同事 0.112 0.091 -0.055 0.153** -0.229** 0.404**

利于组织 0.193** 0.150** 0.102 0.164** -0.200** 0.440** 0.449**

追求成功 0.311** 0.280** 0.149* -0.018 -0.191** 0.261** 0.369** 0.368**

规避失败 -0.168** -0.259** -0.102 0.218** 0.279** -0.110 -0.039 -0.061 -0.144*

表 1 职业价值观、工作倦怠、组织公民行为和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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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成就

动机在职业价值观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倦怠

的影响中确实起到中介作用。同时我们进一步发

现，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在职业价值观对

利于组织维度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价值
观对于利于同事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成就

动机中的规避失败维度在内在价值观和外在报

酬对工作倦怠中的玩世不恭维度的影响中起完

全中介作用。
由于在职业价值观对于工作倦怠、组织公民

行为的影响中，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尚未有研

究，所以本研究的有关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不

过可以认为，上述结果是可靠的。追求成功趋向

强烈的个体，渴望得到更多锻炼能力的机会，也

就是更倾向于内在职业价值观相关的维度，如，

提高能力、智力激发、成就感等。他们倾向于做一

些与组织薪酬体系中非明确确认的行为。而要获
得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影响力，需要的不仅是制

度所规定的行为，还需要在规定外下功夫，要帮

助同事，获得同事认可和支持等。
Atkinson 研究发现，追求成功型个体倾向于

选择中等难度任务，而规避失败型个体则倾向于

选择两极化的任务，或者高难度或者低挑战。如

果一个重视外在职业价值观的个体，规避失败趋

向会导致其在面临新任务时不选择或选择低挑

战性的任务，仅仅着手于已经熟捻于心的工作，

慢慢对工作丧失兴趣，怀疑其意义，产生玩世不
恭感；而重视外在报酬的个体，规避失败趋向或

导致其选择高难度的任务，但在工作过程中却可

能因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导致失败，同时将

失败归因为能力不足或运气不佳，以至丧失兴

趣，产生玩世不恭感。
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启示：(1)确保工作任务与

个体职业价值观中所重视的维度相匹配。(2)将不

同成就动机趋向的个体安置在相匹配的工作环

境之中。(3)组织在分配任务前可针对任务项目给

予明确的难度分析。(4)根据能力水平和成就动机

趋向进行任务分配，对具有规避失败倾向的个体
尽量减少分配难度过大的任务。或在此类个体接

受高难度任务后，给予更多的关注、督促、协助。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完全中介职
业价值观利于组织的影响；

（2）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部分中介职

业价值观对低成就感的影响；

（3）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维度部分中介内

在职业价值观对利于同事的影响；

（4）成就动机中的规避失败维度完全中介外

在职业价值观对玩世不恭的影响。
（5）成就动机中的规避失败维度完全中介外

在报酬对玩世不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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