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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青年职工心理资本维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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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现今企业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员工的心理资源% 本文探究了我国企业青年

职工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及其受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以期能对企业

开发员工心理资源提供理论基础% 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并通过因素分析得到心理资本

的三个维度#且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较好% 本研究表明#心理资本由为目标感$责任感和回复

力三个维度组成#年龄对责任感和回复力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对目标感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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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企业

拥有了更多的机遇"同时它们也大都面临着各式

的变革"企业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 在如

今企业和员工所处的(超竞争+环境下"越来越多

的企业组织成员"特别是年轻员工"出现了各种与

工作压力相关的生理或心理问题"极大地影响了

个人和组织的工作效率! 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

企业年轻员工自杀事件可见"员工心理问题在中

国越来越不可忽视! 因此"如何开发并利用员工

的心理资源"从而提高组织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投

资收益"进而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已经成为当前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 而首先

了解心理资本的内涵和组成维度"是开发这一资

源的关键!

心理资本这个概念是由国外学者提出的"这

一专业词汇最初在经济学#投资学和社会学的各

种著作中被简要的提及! 国外学者对心理资本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积极心理学运动中提

炼出心理资本的定义! 心理资本是在经济资本#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特点和区别的基础上提出

的强调人的积极心理力量的 (积极心理资本+

概念,&-

!

较早的国外研究中"经济学家 T+.9 ?X4>1#

L-,4>8和A6(X.#FFI/认为"心理资本是指能够影

响个体的生产率的一些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反映

了一个人的自我观点或自尊感"支配着一个人的

动机和对工作的一般态度! 他们认为心理资本就

是自尊,O-

!

S+;6)等.!""&/则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通

过学习等途径进行投资后获得的一种具有耐久性

和相对稳定性的心理内在基础构架! 他认为"心

理资本包括个性品质和倾向#认知能力#自我监控

和有效的情绪交流品质等,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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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等.!""O/则明确提出心理资本的定

义"认为心理资本是指(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

心理要素"具体表现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

的心理状态"它超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

并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入和开发而使个体获得

竞争优势+

,$-

! 他们认为"心理资本是一个由多

种因素构成的综合体"主要包括希望#乐观#回复

力和自我效能四个构成要素!

0+.6.!""$/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种影响个体

行为与产出的人格特质,I-

! 并提出心理资本由

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四个要素

构成!

_(>1-);#P+(;;6/和 M=+.4+.!""I/又对心理资

本的定义进行了修订"认为心理资本是指(个体

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

,%-

"认为积极心理资本是

指自信或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种积

极心理能力!

综观国内外文献"国外进行了较多的心理资

本相关研究"然而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以经济高度

发达的西方国家为背景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

够完全适用于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完全不同的中

国$ 而在国内对心理资本领域的研究还较少"并

且其中较多的是关注如何开发员工的心理资本"

而不是心理资本本身! 对于我国企业员工"特别

是对企业年轻员工的心理资本构成维度的研究还

很缺乏!

本研究将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文化制度背景"

通过对多个城市企业职工的问卷调查"探讨我国

企业青年职工的心理资本构成维度!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访谈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个城市的

青年职工 !! 人"其中男性 #" 人"占OK*Kk2女性

#! 人"占 KO*Kk2经严格筛选"剔除 # 份不合格访

谈! 问卷选取了在职青年职工 !#& 人作为被试"

此样本随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昆明#

沈阳等城市和相关地区! 最后共回收 !"F 份问

卷"回收率为 F%*#!k"经严格筛选"剔除 #" 份无

效问卷"得到 #FF 份有效问卷! 其中男性 %I 人"

占 O&*Ik2女性 ##! 人"占K$*&k2来自农村 %%

人"占 OO*!k2来自城镇 ### 人"占 KK*%k!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结合查阅的文献#个人访谈及已有的

研究问卷"编制员工心理调查问卷! 研究的主要

流程为访谈
$

整理访谈结果
$

提取问卷题项
$

投

放问卷
$

数据分析
$

得出结果!

第一"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 其中"与本研究

关系密切的是希望#乐观#回复力等国内外通用量

表! 同时"组织调研小组对相关概念和量表进行

学习"经过小组讨论"形成较为规范的访谈流程!

如'访谈之前"研究员会与被访者沟通"介绍访谈

的学术研究目的"并强调(回答不分对错+#(访谈

记录将会保密+2访谈过程中"规范提问的先后顺

序等!

第二"员工个人访谈! 访谈以个人深度访谈

的方式进行"对象为国内主要城市年轻在职人员

!! 人! 本访谈采用即时聊天程序进行并记录相

关访谈内容"再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经处理形成

结果"最后从访谈结果中提取典型问题!

第三"问卷整合! 对访谈中提取的典型问题

进行处理"根据句意简单明了#无歧义#无主观引

导等原则整理出问题"再结合国内外通用量表整

合成问卷题项! 为保证问卷有效性"向心理学和

管理学专家发放 !" 份问卷"请他们就问卷题项的

表述恰当程度#命中目标程度#单维性等项目特征

进行评估"收回 !" 份评估问卷! 经过修订后"最

终确定 &" 个问卷题项! 问卷量表采用李克特五

点计分'# 表示(完全不同意+"! 为(不同意+"&

为(一般+"O 为(同意+"K 为(完全同意+!

第四"问卷投放! 通过网络和现场两种方式

发放问卷"问卷发放之前"研究员会与调查对象沟

通"介绍调查的学术研究目的以及采用匿名填写

的方式"并强调(回答不分对错+#(个人独立完

成+"确保问卷填写质量! 本研究最终收回 !"F 份

问卷"其中 #" 份为无效问卷"经统计有效问卷填

写人和无效问卷填写人在性别#年龄#企业性质等

因素上无显著差异!

第五"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汇集"再运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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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软件进行分析"归纳出结果!

"三$统计方法

运用 ?e??#&*" 进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信

度分析和描述统计!

三%数据分析

在访谈与正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将正式调

查所取得的 #FF 样本数据输入进 ?e??软件"做进

一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首先结合访谈问题"对问卷题项进行

主成分分析"进而将原有的 &" 个题项分为若干部

分"对归类后的题项进行维度命名"最终得出心理

资本的构成!

"一$项目分析

首先对问卷的题项进行项目分析"运用 >J>6W>

检验"得出的报表中"显著性很低的题项有 I 个"

对应的;42值分别是 "*#KK#"*O&I##*"""#"*OK"#

"*!#!#"*"$"#"*!$##"*$F%"其显著性不达标"不

适合做因素分析"应当予以剔除!

"二$因素分析

在剔除显著性不达标的题项后"将剩余 !& 个

题项对应的 #FF 组数据输入 ?e??中进行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的 bQE值为 "*%"K"证明这些题项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然后根据旋转后的因子系

数矩阵"得出大量因子"再剔除相关程度很低的

题项和分布程度很高的题项"最后得到 #K 个题

项! bQE值和旋转后的因子系数矩阵如表 # 和

表 !!

表 #C bQE样本测度和:-,>.6>>/;球体检验

b-4;6,JQ686,JE.\4).bQE/样本测度 "*%"K

[

!

F&!*#F#

:-,>.6>>*;球体检验 自由度 #"K

显著性水平 "*"""

通过数据分析得到具有 & 个维度##K 个题项

的心理资本正式量表"共解释总变异的K#*%IFk!

第一个因素可命名为目标感"是一种强烈的动机

存在"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和实现自我"包括

(我心中有自己的目标"并一直努力达到它+#(目

前"我正精力充沛的追求自己的目标+#(我感觉

有种内在驱动力让我努力工作+等 % 个题项! 第

二个因素可命名为责任感"测量的是对于责任所

产生的主观意识"包括 (不管工作的难度有多大"

我都会坚持到底+#(我会尽职尽责完成我的工作

任务+#(在工作中我会尽我所能完成任务+#(工

作上不管困难多大"我都会尽力承担下来+O 个题

项! 第三个因素可命名为回复力"指是在面对重

大的风险或困境时的积极应对或适应的能力"包

括(我能很快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恢复正常+#

表 !C旋转后的因子系数矩阵

因子负荷

#̂ !̂ &̂

!!*我心中有自己的目标"并一直努力达

到它
"*I##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 "*I"#

F*目前"我正精力充沛的追求自己的

目标
"*$%F

#K*我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达

成目标
"*$$#

K*我感觉有种内在驱动力让我努力工作 "*KF"

!"*我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家人过得

更好
"*KK"

!$*我相信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 "*KOO

!*我对事业上的成功有强烈的渴求 "*K"K

##*不管工作的难度有多大"我都会坚

持到底
"*IFI

!&*我会尽职尽责完成我的工作任务 "*I%K

#F*在工作中我会尽我所能完成任务 "*I$O

!O*工作上不管困难多大"我都会尽力

承担下来
"*K&&

$*我能很快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恢复

正常
"*IF%

#*每次遭遇挫折后"我长时间处于消沉

状态
"*I!O

!I*在受到批评后"我的心情能够很快

的恢复正常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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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遭遇挫折后"我长时间处于消沉状态+ #

(在受到批评后"我的心情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

& 个题项! 心理资本量表各维度的 0,+)Z-71*;

M.V1-系数分别为 "*%#O#"*IKO#"*$&F"总量表的

M.V1-系数为 "*%O! 信度的基本要求是大于 "*I"

.b.4)6"#FF%/"而在探索性的分析当中"高于 "*$"

的信度系数是可以接受的.e6>6,;+)"#FFO2?.->6,"

#FFK/! 由此可见"这一心理资本量表的信度是

符合研究需要的!

"三$描述性分析

对心理资本的三个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得

到目标感#责任感#回复力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F!I#&*KK#"最大值均达到了 K 分"最小

值目标感为 ! 分"责任感为 #*!K 分"回复力为 #

分! 其中目标感的平均得分集中在 &*$& 到 O 分

之间"以 O 分所占比例最大"达到 #O*#k2责任感

的平均得分集中在 &*IK 到 O*K 分之间"以 O 分所

占比例最大"达到 #Ok2回复力的平均分集中在 &

到 O 分之间"以 &*$I 分所占比例最大"达到

!!*$k!

"四$心理资本各维度的单变量方差分析

为了考察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水平等因素

对心理资本各维度的影响"以年龄#性别#学历#收

入水平为自变量"心理资本的维度目标感#责任

感#回复力为因变量"进行单变量方差分析! 结果

表明"性别与学历之间的相互影响接近显著性水

平"其余自变量之间无任何交互作用2年龄对责任

感和回复力有显著的影响"分别为 V a"*"#I 和

V a"*"#!"性别对目标感的影响接近显著水平"

V a"*"O%2而学历和收入水平对心理资本各维度

的影响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影响程度需要

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本次研究以人口变量中的

年龄和性别为主!

探究年龄对维度的影响"首先将年龄分为三

组T#.#% 到 !O 岁/#T!.!K 到 !% 岁/和T&.!% 到

&! 岁/! 分析结果显示"T# 组三个维度.排序为

目标感#责任感和回复力/总分的平均分为 &"*

IK##K*O%##"*IO2T! 组三维度总分的平均分为

&#*O$##K*F"##"*%%2T& 组三个维度总分的平均

分为 &#*$"##K*F!##"*F"! 对每一维度的得分比

较"均是T& 组最大"T! 组其次"T& 组最小!

探究性别对维度的影响"男性目标感#责任

感#回复力的总分的平均分为别为 &#*&"##K*II#

#"*F#2女性分别为 &"*"I##K*$$ ##"*OK! 对三个

维度性别之间的分析比较发现"男性与女性在三

个维度的总分均没有显著差异"目标感 V a

"*!O&"责任感 V a"*!O%"回复力 V a"*#!I! 男性

三个维度的总分略大于女性的总分!

四%讨论

本文研究了企业青年职工的心理资本维度构

成和年龄#性别两个人口变量对其的影响! 通过

访谈和问卷数据分析"企业青年职工心理资本的

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

似"心理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由目标感#责

任感和回复力组成"与国外研究的维度构成存在

差异"这是由我国具体文化和经济发展程度造成

的! 这一研究结论的得出"对我国企业的员工心

理资本开发更具有实践意义!

分析数据显示"目标感#责任感和回复力的三

个维度的平均值均大于 &*K"这表明国内企业青

年职工的心理在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 中国经济

整体的快速稳定发展使员工对于未来充满自信"

同时"工作环境的改善和工资福利的提升"也正面

促进了员工心理素质的健全和发展! 心理资本的

总分在年龄上有显著差异"年龄越大"心理资本得

分越高! 因此"在较年轻职工心理资本的开发上"

企业应该格外重视"及早的心理干预和引导会形

成企业发展宝贵的财富! 从三个维度上来看"责

任感和回复力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 工龄时间

长的员工对企业忠诚度较高"经历的挫折让他们

能比较从容面对工作的挑战! 同时"从性别上探

讨"男性员工的总分比女性员工高"即男性员工完

成目标#自我成就的动力比女性员工要强"这与中

国男女性的社会传统分工有较大联系! 随着国际

化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差异会越来越小"而

男性与女性的三个维度的总分均没有显著差异也

体现了这种社会发展趋势!

本文属于探索性研究"今后的研究应对得出

的三个维度做进一步的验证! 同时"为了进一步

丰富心理资本的内涵"今后的研究还需验证和探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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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企业青年职工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和前因变

量"从而促进企业心理资本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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