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科学进展  2005，13（2）：211~218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组织公民行为研 *

 
武  欣  吴志明  张  德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 域出现的最新研究动

行为的 行为研究以及对组

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的探讨。作者分别讨论了上述 4 个最近研究方向在我国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

出了一些具体的研究建议。最后，作者对这 4个研究方向的相互关系和整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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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公民行为：一个不断扩展的研

究领域 

自 1983 年印第安纳大学的 Organ 教授
提 出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 Organizational 

变量、结果变量等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Podsakoff等人的文章对 2000年以前的组织
公民行为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该文章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里

碑，通过这篇文章基本上可以对 2000 年
之前的该领域研究有一个近似全貌性的了

解。国内研究者也对上述研究有所介绍[2,3]。

然而，近年来（2000年之后）组织公民行为
研究者不断从一些新的角度进行探讨和研

究，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基于社会资本和社

会网络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社会规范对组

                                                       

究的新视角  

 要  对 2000年以后组织公民行为领 态进行讨论和分析，主要包括基于社会资本和

影响、群体层次的组织公民社会网络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社会规范对组织公民

织

提

 组织公民行为，人际公民行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的概念以来，研
究者们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维度、原因

⋅

[1]

中关注不足的问题的重视，因此可以称之为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新视角”。这些新视

可以被视作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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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群体层次的组织公民行

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的探

讨。这些研究者或者开拓了有关组织公民行

为的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引发了对过去研究

角可能会成为未来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研究

的新的生长点，而在国内的文献中这些研究

鲜有提及。本文主要是对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领域这几个新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和分析，

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些新视角的关注，并就如

何沿着这些路线开展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 

2 基于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组织公

民行为研究 

近年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研究是

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

点问题，一些研究者也逐渐开始从社会资本

和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组织公民行

为的作用机制。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在各种各

样的相互关系基础上构成不同的社会网络，

每个个体都是网络上的结点。社会网络的研

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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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我中心的社会网

络，即研究一个个体的社会关系（例如友谊

网络、信息网络等）对

影响；另一类是对一个群体的整体的社会网

络特征进行研究[4]。社会资本是

结构中的资源，是通过人与人之

体现出来的。Nahapiet和 Ghoshal认为社

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其实就是指群体中的

社会网络特征；关系维度主要指群体中人际

关系的质量，即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信任、

喜欢的程度等；认知维度主要指群体成员拥

有共享观念的程度，例如是否有共同的价值

观、是否有共同语言等 。研究者们认为社

会资本能有效的解决组织中的协调问题，降

低组织中的交易成本，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

信息沟通，因此是一种对组织有价值的资

本。 
Bolino等人在 Nahapiet和 Ghoshal关于

社会资本的 3个维度划分的基础上，提出组
织公民行为有可能在上述3个维度上增加组
织的社会资本，例如，员工积极参加组织中

的活动就是一种组织公民行为的表现，通过

参加组织中的各种活动使得在原有的工作

关系中很少联络的组织成员之间形成新的

网络链接，从而使整个组织形成更密切的网

络关系，这样也就增加了社会资本的结构维

度；通过员工忠诚于组织的行为、积极参加

组织活动的行为以及助人利他的行为，增加

了人际之间相互喜爱、信任和认同，即增加

了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通过员工积极提出

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和

[6]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组织公

民行为的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人际公民行

ip Behavior, ICB）
这种特定的组织公民行为表现形式。人际公

的是个体在人际互动的情境

来的助人、利他等直接或间接

提升其他个体的工作有效性并最终对群体

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人际层面的组织

公民行为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对象，也就是特

定的行为接受者，因此这些研究者往往不仅

从组织公民行为的行为者角度进行分析，也

将从组织公民行为的接受者或受益者角度

进行分析。Settoon 等人研究了社会网络中
人际关系质量和关系情境对人际公民行为

的影响作用 。Bowler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
方法研究了社会网络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

的行为者和接受者的影响。研究发现，友谊

关系的强度对个体做出或接受人际公民行

为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以帮助行为为例，个

体通常对自己的好朋友提供帮助，而且也通

常从好朋友处得到帮助。研究者还发现网络

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影响关系（一方影响力

强、另一方影响力弱的关系）对人际公民行

为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力弱的一方通常会向

强影响力的人物之间存在

朋友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 为（Interpersonal Citizensh

嵌入在社会 民行为主要指

间的密切关 下自愿表现出

系

会资本可以划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

知维度。结构维度主要指的是群体中人与人

或组织的有效性有贡献的行为。人际层面的

组织公民行为与其它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

[5]

建设性意见等行为

分享，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语言和观念，从而

增加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 。 

[7]

影响力强的一方做出人际公民行为，而且如

果个体与具有较

关系，那么这个个体更有可能从人际公

民行为中获益*。Lai等人在中国样本中研究
了社会网络特征以及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规

范对人际公民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人际信

                                                        

citizenship behavior: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Submission 

* Bowler W M, Brass D J. Relational correlates of interpersonal 

to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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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社会网络强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

值观对人际公民行为具有显著影响[8]。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基于社会资本

和社会网络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非常注重

考察社会关系情境的作用，这是在以往的组

织公民行为研究中比较缺乏的内容。而“关

系”、“和谐”这些因素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

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国背景下的组织公

民行为维度探索中就发现了中国文化背景

中特有的“维护人际和谐”的维度[9,10]，即

中国员工会自觉的将维持与组织中其他成

员的和谐关系视为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组织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社会资本

的形成与作用机制都会表现出不同于西方

国家的独特性，因此结合社会资本和社会网

络的理论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对我国的理论

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将具有很大的价值。沿着

这条研究路线，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

究课题。例如，组织公民行为在创造社会资

本中

3 社会规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个体做出某种行为，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的动力：一个是态度，另一个是社会规范

（social norm）。态度是由个体对人或事物的
评价所产生的内在心理状态，包括认知成

分、

的一个研究是 Bommer等人所做的研究[13]。

该研究主要考察了工作群体中同伴的组织

的作用仅仅是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假

说，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目前的

研究中比较注重的是自我中心的社会网络

研究，今后可以加强对整体网络特征的研

究，组织公民行为表现较多的群体与表现较

少的群体在网络结构的某些特性上可能会

有所不同；另外在社会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

的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表现可能会有所不

同，如处于连接结构空洞（structural hole）
的桥梁位置的个体是否会表现出更多的组

织公民行为；等等。 

情感成分和行为成分。社会规范指的是

一定的社会情境对个体应该做出怎样的行

为的期望[11]。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从最初开

始就非常关注个体的态度对组织公民行为

的影响。Organ 等人提出组织公民行为的概
念就是由于他们发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

不能很好的解释员工绩效的差异，即员工对

工作满意或不满意并不能在职责范围内的

工作绩效上充分体现出来，那么由此做出的

推论就是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更多影响的是

正式职责范围之外的组织公民行为。除了工

作满意度之外，组织承诺、组织公平感、组

织支持感等态度变量都曾作为重要的影响

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被许多研究者研

究[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个体行

为的另外一种动力源泉的社会规范对组织

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在近几年才开始引起

研究者的重视。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都会有一些隐含

的社会规范（implicit norm），这些社会规范
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对个体行为起到重要

的约束作用。个体遵从社会规范主要是对违

背社会规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的

预期。例如，可能会受到惩罚或者被群体排

斥。研究发现[11]，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规范比

隐含的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更为显

著。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主要是通过观察

他人的行为了解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

不正确的行为。在反社会行为的研究中曾经

发现了对他人行为的观察对个体的行为具

有影响作用[12]。 
探讨社会规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公民行为对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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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现在一个工作群体中，如果一个个体的

同伴们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那

么该

化的社会。在个人主

义文化的社会中，个体的自我概念是独立自

我（independent self）的概念；而在集体主
义文化的社会中，个体的自我概念则是相互

依存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概念 。

这就意味着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更

规范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更

加显

4 群体层次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大多数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是在个体

层次上开展的，例如主要关心一些个体层次

的变量对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

行为学的研究在本质上具有多层次（mixed 
-level或 cross-level）的特征，通常是个体层
次、群体层次、组织层次的变量交织在一起。

组织公民行为的定义中就指出这种行为在

总体上影响组织的有效性，而且在组织情境

中组织公民行为会受到来自不同层次的因

素影响，因此在群体和组织等不同层次上开

展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Rousseau 认为组织行为学研究中许多理论
模型都具有层次不清晰的问题 ，Schnake
则认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正面临这样的

危险 。因此，在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应

个体也倾向于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组织

公民行为。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同伴组织公

民行为水平的一致性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

量，也就是说如果同伴们一致的表现出高水

平的组织公民行为，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水

平也较高。在这里，个体对周围其他人一致

性的行为表现的感知其实就是个体感知到

的社会规范。在另一个由陈晓萍等人所做的

研究中，将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社会规范分

为 3种：一种是对其他员工的积极行为的感
知，这些积极的行为主要就是指组织公民行

为；另一种是对其他员工消极行为的感知，

这些消极的行为主要是指与组织公民行为

相对立的行为，例如损害公司的名誉、以权

谋私等；还有一种是对其他员工离职行为的

感知。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组织承诺和

对领导者忠诚等态度变量之外，员工感知到

的社会规范仍然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之

间存在显著关系，特别是关于消极行为的社

会规范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这说明个体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观

察周围其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在这个情

境中应该做出怎样的行为表现，而且消极的

社会规范对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负面影响

作用更为突出[14]。 
上述研究对于未来在我国背景下开展

有关的研究具有很大启示。我国通常被认为

是一个具有集体主义文

[15]

容易将自己识别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而为

了维持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地位，个体对周

围他人的行为和反应更加敏感，更倾向于遵

从社会规范。因此，群体中的社会规范对组

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在我国的研究和管理实

践中更应该引起重视。从管理实践的角度，

管理者可以利用反馈、认可等多种行为设法

影响员工对社会规范的感知，使积极的社会

规范更加显著。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许多

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值得探讨。例如，可以与

前面提到的社会网络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个

体在社会网络中以谁作为社会规范的参照

对象，是以网络中有密切联系的个体作为参

照对象，还是以网络中结构对等（structural 
equivalent）的个体作为参照对象；还可以研
究一些重要的个体特征（如自我监控）的调

节作用，自我监控高的个体通常对社会规范

更具敏感性，社会

著。 

[16]

[17]

 



-215-                                              心理科学进展                                         2005年 

该特别注意研究层次问题。有些研究是单一

层次的，即自变量和因变量全部都在个体层

次或者全部都在群体层次；有些研究则是多

层次的，即自变量和因变量既有在个体层次

上的也有在群体层次上的，多层次的研究在

统计分析的方法上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注意

的问题。近年来，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者较

多关注群体层次和多层次的研究。Pearce等
人在团队层次上研究了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发现团队领导、团队承诺、对团队支持的感

知与团队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有显著关系，

而团队的规模与团队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

关系不显著[18]。Somech和 Drach -Zahavy在
组织层次上研究了组织学习与组织公民行

为的关系[19]，Burton则研究了组织文化、管
理价值观这些组织层次的因素与组织公民

行为的关系 [20]。Liao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HLM）的方法研究了包含多个个体层次和
群体层次的前因变量的组织公民行为影响

因素模型，结果发现不同形式的组织公民行

为分别受到不同的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变

量影响，该研究表明了在组织公民行为领域

开展多层次研究的重要意义[21]。 
近年来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不仅从研

究层次上注重了开展多层次研究的问题，而

且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本身也发展成为了

群体层次的概念。Chen 提出了群体组织公
民行

5 组织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 

组织

公民

为的概念[22]。许多个体层次的心理学概

念都衍生出了相对应的群体层次概念，例如

从记忆的概念发展出了群体层次的交互记

忆概念，从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发展出了群体

层次的群体效能感的概念，等等。群体组织

公民行为的概念同这些衍生出的概念一样，

都是描述了一种群体层面的现象。群体组织

公民行为指的是一个工作群体作为一个整

体从事组织公民行为的程度，它不是群体中

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累加，而是一个完全

在群体层次进行测量的构念，例如整个工作

群体为其他工作群体提供帮助，工作群体作

为一个整体为组织提出建设性建议等。研究

发现组织公平氛围、群体领导者的支持和群

体凝聚力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起到积极的

影响作用，群体的组织公民行为对个体和群

体绩效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本意就是这种行

为会在总体上提升组织的有效性，即单独的

一个个体做出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的作用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群体整体的组织公民

行为则是更有意义的。目前，组织结构正在

从传统的层级结构向团队式组织演进，团队

或工作群体成为组织中重要的社会单元。因

此在团队或群体的层面上开展组织公民行

为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从最初的研究开始，研究者们就把
行为当作是一种积极的对组织运作有

利的行为。传统上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有 3个
基本假设：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是无私的或

利他的（例如该行为是在支持性的工作环

境、积极的态度或人格品质下产生的）；组

织公民行为促进了组织运作的有效性（例如

充当组织运行的“润滑剂”）；组织公民行为

最终对员工有利（例如营造一个有吸引力的

工作环境）。以前的一些研究也考虑到了组

织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23,24]。例如，组织公

民行为可能是一种印象管理的手段，组织公

民行为具有工具性特征，有些员工会利用组

织公民行为达到获得升迁的目的等等。国内

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有关组织公民行为负面

作用的研究[25]。但总的来说，过去的研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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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强调的是组织公民行为积极的一面，而对

其消极的一面研究不足。Rioux 分析了个体
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的 3种动机，包括利他的
动机、对组织关心的动机和印象管理的动机
[26]。 

Bolino 等人系统的对传统上组织公民
行为研究中 3个基本假设进行质疑[27]。 

首先，组织公民行为也可能出于利己的

动机或者消极的工作态度。例如，有的员工

从事组织公民行为是为了给他人尤其是上

司留下好印象，通过帮助他人显示出自己乐

于助人，通过参加组织中的活动展现自己多

方面的知识技能，引起他人对自己的关注

等；某些情况下，员工故意做出一些职责范

围之外的事情是为了显示出自己比其他员

工表现得更好；有时员工愿意做份外的工作

可能是对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感

兴趣，或者逃避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对

工作之外的个人生活的不满意也会使得员

工愿意加班工作。 
其次，组织公民行为不一定都会带来对

组织有益的结果。例如，员工将主要精力放

在做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会忽视了本职工

作；

为与角色内

行为

现都很好，员工在工作中的幸福感并不一定

很高，他们可能为了刻意做出这些表现而感

到很大的工作压力。组织公民行为可能是组

织管理问题的指示器，它可以为管理者提供

很多关于管理问题的信息，而管理者应该做

的是识别和培育健康的组织公民行为，对员

工工作生活质量进行监控，使组织公民行为

更多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关于组织公民行

为负面作用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具有很大

的研究空间。 

依靠员工的额外工作完成组织中的工作

任务不一定是对组织最有效的做法，可能花

费的时间很长而工作质量不高，可能不如直

接雇佣另外的人来做更有效；可能显示出组

织管理中存在问题。 
再次，组织公民行为有时也不一定会使

组织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环境，员工不一定

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例如，如果员工争先

恐后的刻意去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出现一

种“组织公民行为升级”（ Escalating 
Citizenship）的现象，员工会感到更高的工
作压力以及工作超负荷；如果员工很多的精

力放在做职责范围之外的工作上，他们会感

到角色模糊；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工具性

的行为增加组织中的政治行为，容易引发员

工的不满和员工之间的冲突。 
对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关注使我

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组织公民行为也可能是

组织管理中的一把双刃剑。在管理实践中，

管理者关注组织公民行为的同时也应该更

全面地考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

的关系。有的员工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绩

效很高但组织公民行为较低，对这样的员工

一方面应鼓励其保持高的工作绩效，同时应

提高团队合作、积极参与活动等意识和行

为；如果员工组织公民行为表现较为突出但

工作绩效平平甚至较差，这种情况下管理者

应反思是否给员工安排的工作岗位不合适

或者组织中的文化存在问题等。有的情况

下，尽管员工的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表

6 小结 

上述介绍和评论的近年来出现在组织

公民行为研究领域中的 4个新的研究方向，
其共同特点都是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从新

的角度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基于社会资本和

社会网络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是一个非常

有创新的研究角度，而社会规范的研究则引

 



-217-                                              心理科学进展                                         2005年 

发了对一类重要的前因变量的关注。群体层

次的研究一大贡献是对过去所忽视的跨层

次问题的关注，此外，Chen 等人提出的群
体组织公民行为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组

织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在以前的研究中有

提及

首

次系

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很

大程

近了组织公民行为这

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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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ott J.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2th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5 

[6] Bolino M C, Turnley W H, Bloodgood J M. Citizen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 87(2): 255~267 

[8] Lai C T, Liu X, Shaffer M A. 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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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illutla M, Chen X P. Social norm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The effects of context and feedback. 

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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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inson S L, O’Leary-Kelly A M. Monkey see, monke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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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rve another? Coworker influences on employee 

citizenship.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3, 24(2): 

，但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强调的是组织公

民行为的积极一面，Bolino等人的文章则
统地论述了组织公民行为的消极一面。

这些新视角在本质上是具有密切的相互联

系的。这几个研究方向都注重社会情境和社

会关系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将

这几个研究方向整合起来。首先，组织公民

行为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从关注个体层次

到关注群体层次的研究，而群体是由多个个

体所组成的，群体情境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存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网络。其

次，社会规范代表的是在群体社会网络中人

们采取行动的“游戏规则”，个体对社会规

范的感知和遵守都离不开群体中特定的关

系特性。再次，组织

度上是出于个体为了在群体的社会网

络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资本，对这些负

面作用的分析也离不开对群体社会网络的

分析。纵观 20 年来组织公民行为领域的研
究，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开展的研究好像是

在不断尝试用许多小的板块拼出组织公民

行为的完整拼图，随着新的研究方向不断涌

现，我们可能越来越接

秘拼图的本来面目。在今后的研究中，

一方面我国的研究者应该继续追踪国外这

几个方面最新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结合我

国文化背景的特点更多的开展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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