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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与交通警察生活质量的关系

彭忠益 黄林沙 △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目的：探讨交通警察工作倦怠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方 法：采用 MBI-GS 和生活质量问卷调查了某市 185 名交通警察，运用相

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处理数据。结果：交通警察的情绪衰竭与其生活质量显著负相关（P<0.01）；玩世不恭也与生活质量显著负相关

（P<0.01）；职业效能与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降低工作倦怠，可以有效提高交通警察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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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es between quality of life and job burnout of traffic police. Methods: 185 traffic

police were surveyed with MBI-GS and the scale of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Emotional exhaustion was significally negative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P<0.01), cynicism was significally negative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too (P<0.01), professional efficacy was significally
positive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P<0.05). Conclusion: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job burnout in traffic police, we should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prevention of the job burnout in the male unmarried younger traffic police and the ones with long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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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

争加剧，工作压力变大，工作倦怠所带来的影响已不能忽视。工

作倦怠是指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中持续不断的各种

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个

人成就感低落三个方面[1]。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倦怠不仅影

响个体和组织的工作绩效，而且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2-4]。近十

年来，工作倦怠越来越受到国内研究者关注，已成为管理领域

的研究热点之一[5-7]，其研究对象也由最初的教育医疗服务领域

拓展到一般工作人员领域[8-11]。
近年来，我国公路里程迅猛发展，各类交通工具急剧攀升，

随之而来的是交通警察的任务不断加重，受工作倦怠困扰的交

通警察不断增多。国内相关研究大多针对教师、医护人员、电信

人员等职业人群，对交通警察工作倦怠的研究比较少见。交通

警察常年工作于道路交通指挥的第一线，风吹日晒雨淋，加上

噪音、汽车废气的污染以及沙尘的侵害，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

挑战，同时交警工作量大，工作超负荷，作息时间不规律，工作

环境的相对恶劣和职业性质的相对特殊很容易引发工作倦怠。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在了解交通警察工作倦怠状况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工作倦怠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对预防或缓解交通

警察的工作倦怠，提高其生活质量有所帮助。

2 调查对象与工具

2.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长沙市的交通警察。共发放问卷 250 份，收回

有效问卷 185 份，回收率为 74.0%。其中男性 118 人，占 63.8%；

女性 67 人，占 36.2%。未婚 35 人，占 18.9%；已婚 115 人，占

62.2%；未填写 35 人，占 18.9%。职务：警员 105 人，占 56.8%；

副科级 53 人，占 28.6%；科级 19 人，占 10.3%；副处及以上 8
人，占 4.3%。受教育程度：高中或中专 13 人，占 7.0%；大专 56
人，占 30.3%；本科 105 人，占 56.8%；硕士以上 6 人，占 3.2%；

未填写 5 人，占 2.7%。年龄：25 岁以下的 10 人，占 5.4%；26 至

30 岁 44 人，占 23.8%；31 岁至 35 岁 63 人，占 34.1%；36 岁至

40 岁 40 人，占 21.6%；41 岁以上 26 人，占 14.1%；未填年龄 2
人，占 1.1%。工作年限：5 年以下 34 人，占 18.4%；6 至 10 年 59
人，占 31.9%；11 至 15 年 36 人，占 19.5%；16 至 20 年 37 人，占

20.0%；21 年以上 19 人，占 10.3%。
2.2 调查工具

工作倦怠问卷：采用李超平、时勘引进并修订的问卷[12]。问

卷包括情绪衰竭、玩世不恭、职业效能三个分量表，各分量表分

别包含 5、4、6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计分。情绪衰竭和

玩世不恭的得分越低表示倦怠程度越低，得分越高表示倦怠程

度越高；职业效能得分越低表示倦怠程度越高，得分越高表示

倦怠程度越低。本次调查中，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职业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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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P <0.01，* P <0.05

表 1 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N=185）
Table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variables（N=185）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Sex —

2.年龄 Age -.19*

3.婚否 Married or not . 16* -.44**

4.工作年限 Service year -.12 .87** -.41**

5.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10 .11 -.01 .05

6.职务层次 Position .01 .64** -.20* .61** .16*

7.情绪衰竭 Emotional exhaustion -.09 .012 -.10 .16* -.12 .02

8.玩世不恭 Cynicism -.08 .00 .02 .08 -.12 -.02 .67**

9.职业效能 Professional efficacy -.03 .05 .08 .02 .15* -.03 .17* .04

10.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 .06 .11 .01 .08 .09 .12 -.19** -.30** .14*

信度系数分别为：0.91、0.93 和 0.85，都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
总体生活质量问卷：包括 4 道题，采用 5 点计分。在本次调

查中，该问卷的信度为 0.69。
此外，在调查时，研究者还获取了被试的性别、年龄等人口

统计学资料。
2.3 施测程序

所有调查由研究者亲自完成，采用集体统一填写的方式。
在调查之前，事先告诉被试调查结果完全保密，仅用于科学研

究，被试填完问卷后当场回收。

3 结果
3.1 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 1 呈现了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从表可见，工作年限与情绪衰竭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说明

工作年限越高的交警，其情绪衰竭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与职

业效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交警的职业

效能越高；其他控制变量与工作倦怠及生活质量的相关都不显

著。情绪衰竭与生活质量呈现负相关，玩世不恭也与生活质量

负相关，职业效能则与生活质量呈现正相关。
3.2 生活质量与工作倦怠的回归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工作倦怠对交警生活质量的预测

作用。即在控制了对生活质量和工作倦怠可能有影响的人口统

计学变量之后，考察交警的生活质量是否受到工作倦怠的影

响。笔者将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第一层变量首先引入回

归方程，然后将工作倦怠的三个因素作为第二层变量引入回归

方程，得出标准回归系数，并计算两层之间 R2 产生的变化以及

这种变化的 F 检验值，同时考察△R2 是否有可靠的提高。层次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所有 6 个控制变量对生活质量的预测作

用都不显著。在工作倦怠的三个成分中，情绪衰竭对生活质量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1，P<0.05），玩世不恭对生活质量也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8，P<0.05），职业效能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2，P<0.05），在排除控制变量的

影响之后，解释的方差变异量△R2 增加了 6%。

4 讨 论

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倦怠的关系来看，相关分析的结

果显示，工作年限与情绪衰竭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效能

正相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职务层次与工作倦怠及生活质

量的相关都不显著。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变

量对交通警察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都未达到显著水平。

从工作倦怠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来看，相关分析的结果显

示，情绪衰竭、玩世不恭与交通警察的生活质量显著负相关，职

业效能与交通警察的生活质量显著正相关。层次回归分析的结

果进一步显示，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对交通警察的生活质量具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职业效能对交通警察的生活质量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些结果提示，降低交通警察的情绪衰

竭和玩世不恭，提升交通警察的职业效能，有助于提高交通警

察的生活质量。换而言之，预防或矫治交通警察的工作倦怠，会

提高交通警察的生活质量。
交通警察肩负着维护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打

击违法犯罪等使命，是个高负荷、高压力且容易产生工作倦怠

的行业。由于交通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

措施，工作倦怠将会影响交其职业价值观，降低他们的工作效

率甚至是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在关心和提高交通警察生活质

量时，对他们的工作倦怠情况必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各级相关

部门要设置专业的咨询机构，向交通警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进行心理健康保健与培训，开展情绪调控、应激反应等心理训

练，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生活质量。各级领导对交通警察

的个人生活和情绪变化要多加关注，尽可能帮助交通警察解决

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改善交通警察的工作生活环境，尽量

把交通警察的工作倦怠降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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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共同的画卷

封面设计说明

自 1997 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拉开了人造生命的序幕，2010 年，可谓是人造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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