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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研究中的变量分析及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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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劳动力结构与工作特点的巨大变化，工作倦怠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研究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多个变量。前因变量主要
包括个体与工作特征层面，后果变量主要涉及身心健康、绩效与离职层面，以及未有明确因果关系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家庭冲
突。在未来研究中，纵向研究与因果关系研究成为工作倦怠领域的最大挑战，而工作投入的引入又成为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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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eat changes of labor structure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job burnout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employe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have covered multiple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burnout.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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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倦怠
(burnout)这一概念[1]，用来专指个体在面对过度的工作需求时，
所产生的一些生理特征和行为指标，如长期的情感耗竭、身体
疲劳、工作卷入程度降低、对待服务对象态度差和降低的工作
成就感等等。Freudenberger即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关于倦怠感
研究的创始人。

现在被广泛引用的定义则是由 Maslach所描述的[2]：在以
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去人性化
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的症状 "。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倦怠三
个维度：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
ization) 以及个人成就感降低 (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
ment)。Maslach后来修正了这一概念，认为工作倦怠包括耗竭、
玩世不恭(cynicism)及低职业效能感(reduced professional effi-
cacy)三个维度。其中，耗竭是工作倦怠最中心的品质，也是对
这种复杂症候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即个体处于极度疲劳状
态，有效的身心资源过度透支，对工作没有兴趣和激情。玩世不
恭反映的是个体对待工作的一种冷淡的和疏远的态度。而低职
业效能感与个人成就感低落相似，是指自我效能感降低以及倾
向于对自己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职业成就作出消极评价。同时

Maslach 还编制了测量工作倦怠的量表 --Maslach Burnout In-
ventory[3]，MBI以及其修订版MBI-GS，后者在诸多的研究中受
到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对工作倦怠这一概念有了深入的研究后，研究者们开始更
多的关注是什么引发了工作倦怠，以及工作倦怠又会带来怎样
的后果。通过员工访谈、编制分析问卷，并借助统计学中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等，进一步验证了变量之间
的相互关系。

1 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

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我们可以从与个体有关的变量和与
工作特征有关的变量这两个层面来进一步的说明。
1.1 与个体有关的变量

在人口学变量方面，国内外多数研究者发现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个体的工作倦怠水平。人格特
征方面，研究者就人格特征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
究，其中耐性(hardiness)、乐观(optimism)、自我效能感、个体期
望、自尊水平、控制源、A型性格、神经质和应对方式等都与工
作倦怠有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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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存在与个体中的角色压
力。角色压力包括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角色冲突是指个体在
工作中面临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望不一致；角色模糊指个体在
工作中缺乏清晰明确的工作责任、目标、准则和权力等等。Lee
等的元分析显示[7]，角色冲突、角色模糊与工作倦怠有显著的相
关。Tunc等人对医护人员倦怠问题最新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
点[8]，并且得出护士比医生更为显著的受到角色冲突和角色模
糊的影响。李小光等人对护士工作倦怠研究中发现[9]，角色冲突
对玩世不恭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角色模糊对情感耗竭具有较
强的预测作用。

还有一个值得说明的是对工作个体的支持这一变量。支持
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很多内容：来自朋友、家人等的社会支持以
及来自领导、同事、公司等的组织支持。而大量的研究都揭示
了，无论哪种来源的支持对降低情感衰竭、玩世不恭和提升个
人成就感都有积极的意义。Eriksson等人最新的研究[10]，关于外
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的社会支持、组织支持和宗教支持与工
作倦怠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和层级分析统计法得出，当控制
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可知觉到的社会支持对情感耗竭和个人成
就感有显著影响；组织支持对情感耗竭和去个性化有显著影
响；宗教支持和工作倦怠有复杂的关系，因为年龄、宗教支持与
去个体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此外，宋中英[11]对城市初中教
师工作倦怠状况及其社会支持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不同类型
的支持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也不同："情感支持 "对教师工作倦
怠三个维度都有显著的作用；"实际支持 "虽然对个人效能感
降低维度有显著的作用，但其解释率要明显低于情感支持。
1.2 与工作特征有关的变量

工作负荷(work overload)一直以来都受到较多学者和企业
领导者的关注。Moore针对 IT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倦怠和
离职意向等进行研究[12]，使用工作超负荷、角色模糊和角色冲
突、缺乏自主权，以及报酬低等几个预测变量。结果表明工作超
负荷是对耗竭这一维度最有贡献的一项。而不充足的人事和资
源又是导致工作超负荷以及耗竭的主要原因。Ahuja[13]等建立
在Moore基础上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
据在工作家庭冲突、知觉到的工作负荷、公平的奖励、工作自主
性、工作耗竭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得出：工作
负荷对耗竭是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且工作负荷对工作家庭冲突
也有显著影响），而工作家庭冲突又显著性的影响耗竭。

而工作控制这一变量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职业
倦怠的理论之一是 Karasek提出的要求 -控制模型[14]。"工作要
求 "是指存在于工作情境中反应员工所从事的工作任务的数
量和困难程度的因素，上面提到的工作量可被视为工作要求的
一种；"工作控制 "则反映了员工能够对工作行为施加影响的
程度或者称为工作决策幅度。此外，根据工作倦怠的资源守恒
理论(COR)，工作控制被视为工作场所的中心资源，而工作控
制的丧失会导致工作倦怠。但是后一理论在倦怠这一问题上没
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Lee的元分析研究发现[7]：自主权与工
作倦怠的三维度关联较弱，而自主权被看作是工作控制的一个
方面。而 Karasek的要求控制理论得到较好的支持[15-16]。

Lourel等人对 101名男性消防员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的研

究[17]，为了检验 Karasek的要求 -控制模型以及消防员工作倦
怠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用来验证假设，模型表示：从工作
控制到情感耗竭的路径系数是负性且显著的，即工作控制可以
预测情感耗竭。裴改改等人对武警警官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18]，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探讨了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控制感
等）和结果变量（心理健康）。研究结果得出：控制感越高，工作
倦怠的三个维度（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低成就感）越低（路径
系数分别为 -0.32、-0.27和 -0.14）。

2 工作倦怠的后果变量

2.1 与个体有关的变量
与个体有着直接而密切关系的变量 --身心健康，这也是临

床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而多数研究证实了这一点。Maslach
本人在《job burnout》一文中也总结性的阐述了倦怠和健康的研
究[4]：和其他两个倦怠的维度相比，耗竭这一维度更大程度的预
测了与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平行研究的结果已发现倦怠和各
种形式的药物滥用之间的联系。倦怠和心理健康的联系更为复
杂，如倦怠和神经质人格以及工作相关的神经衰弱。一些数据
支持 "倦怠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疾病 "这样一种论点。然而，更
常见的假设都是 "倦怠引发心理障碍 "。例如焦虑、抑郁、自尊
降低等等。蒋奖等人对 135名银行职员的研究发现[19]：情感耗
竭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玩世不恭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职业效能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
而与身体健康之间相关不显著。虽然多数研究在结果方面有略
微差异，但都基本证实了工作倦怠会引发身体和心理健康问
题。
2.2 与工作有关的变量

工作倦怠最为显著的影响便是工作绩效和离职意向。裴改
改[20]等人对武警院校教师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控制感能够影响
个体的工作倦怠水平，进而影响到任务绩效水平，但在结构方
程模型中也发现，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仅有成就感低对
任务绩效有显著的负性影响。Babakus等最新的研究也揭示了
这一影响结果[21]，这项在新西兰的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在工作要
求、工作资源以及工作绩效中间起到中介作用。由于多数的研
究都是选用自我报告法来评价工作绩效，这就摄入了较多的主
观性。Toon等提出使用客观绩效数据来评估[22]，如主管报告。并
用元分析技术对符合要求的 16篇研究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工
作倦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在情感耗竭这一
维度上，并提出未来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有效的工作绩效的指
标上，还应更多的采用纵向研究和大样本。

在上述 Babakus等的研究中[21]，将离职意向(turnover inten-
tion)也作为后果变量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支持
了他的假设，即工作倦怠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对离职意向起到
正向的作用。李永鑫等人研究的相关分析中[23]，耗竭和人格解
体与离职意向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但在随后的路径分析中却
只有耗竭的预测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这也与Moore等[12]

的研究结果相同。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离职意向不同于离职
行为，而国内对后者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3 工作倦怠的相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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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工作满意度
有较多的研究都证实高的工作倦怠预示着较低的工作满意

度[24-25],也有研究认为工作满意度低的员工的倦怠程度更高[26]。
此外，孟慧等研究揭示[27]，工作满意感通过工作倦怠中情感耗
竭维度的中介作用影响教师的工作绩效。但究竟是工作倦怠导
致了工作满意度降低，还是工作满意度降低导致了工作倦怠，
这两者之间的确切因果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而更多的是一种
相关研究。

Iverson等人的研究发现[28]，倦怠的三个维度都与工作满意
感呈负相关，但只有个人成就因素与缺勤的相关达到显著性水
平。蒋奖等人的研究还发现[19]：情感耗竭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
负相关；玩世不恭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职业效能与工
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此外，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低会导致跳槽现象的增加和
更频繁的缺勤[29,25]。可见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循环，又使
得研究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而又公认的因果关系。
3.2 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双向性，可分为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
工作→家庭冲突(WFC)和因家庭要求而产生的家庭→工作冲
突(FWC)两种类型。工作倦怠一般被看作是工作－家庭冲突的
后果变量，但也有研究者把其看作是前因变量。Allen的元分析
研究表明[30]，在与工作家庭冲突相关的压力性后果变量中，工
作倦怠占有重要的位置。谢义忠[31]等的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工
作家庭冲突影响心理健康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具体来说，WFC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的完全中介；FWC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工作倦怠所有三个子成分的完全中介。
Rupert等的研究还证实了[32]，WFC作为中介变量，在工作控制
和倦怠（情感耗竭）之间起作用；FWC作为中介变量，在家庭支
持和倦怠（情感耗竭）之间起作用。

4 小结与展望

现有研究已经将工作倦怠的各变量研究的比较深入，研究
方法方面也由单纯的相关，进一步引入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变量
间的因果联系。但是，综合了多数的研究结果后，我们不难发
现，变量和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很显著的。例如：低的工作满
意度导致高的缺勤率，而高的缺勤率又进一步促发低的工作满
意度。同时，高的工作倦怠同时引发高的缺勤率和低的工作满
意度[25,29]。而问题的源头、引发的机制是什么以及相互间如何作
用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也是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方向。

在被试群体方面，也将人群扩展到工作领域的方方面面，
而不仅仅是早期的专业助人行业，这些都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关
注全体员工的心理健康，而进一步的干预措施的研究也是重
点。

此外，我们可以看出，多数的研究还是以横向研究为主，而
纵向研究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工作倦怠过程及其
发展，了解其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如何克服纵向研究中
被试的流失，以及防止霍桑效应的出现都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问
题。

综合这两年的研究趋势不难看出，从 2007年开始，国内学

者纷纷从积极心理学的立场开始研究工作投入 (work engage-
ment)，而国外的研究要远远的领先。工作倦怠研究的开拓者
Maslach认为[4]，工作倦怠就是对工作投入的侵蚀，它使本来重
要、有意义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变得不愉快、无意义和没有成
就感。Schaufeli等人还开发出了 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WES)
[33]，这个量表包括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已经广泛应用
于各个研究。

正如工作压力理论和研究所表明的：工作应该是充满挑战
而又不过分费力，它是灵活可变的，但也是可控的；角色期望应
该是合理的、清晰的，而不是过度冲突的；工作的时间、速度或
环境和工效条件上不应是过度要求的；除了领导支持外还应包
括社会支持。这些都是我们倡导的、与工作相关的积极方面。随
着研究从工作倦怠到工作投入的转变，不仅拓宽了职业健康心
理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还顺应了积极心理学发展的潮流，指
引了未来研究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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