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报!-00)$!&%"&!#..2#+’
!!"#$%&’"()*)+,"$-,.,"$

#..!!

!收稿日期!-00)\0)\-#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0#/$.0/0/00$&"

!通讯作者!时勘$:7=8>!6D8Yd%6E<D,=<,<?$电话!0/0\#’+"’’)#

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李超平!时!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经济与心理行为研究中心$北京 /00/0/&

摘!要!为了探讨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根据)家企业-$’份调查问卷的结果对工作倦怠量表

[*3\O;进行了修订"然后$利用修订的[*3\O;和组织公平量表在#家企业进行了调查$"-’份有效问卷的调

查进一步验证了[*3\O;的构想效度和信度’A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组织公平和工

作倦怠’分层回归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后$组织公平对工作倦怠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

优势分析表明$预测情绪衰竭时$分配公平相对来说更重要$贡献了已解释方差的#",$/1’预测玩世不恭时$程序

公平相对来说更重要$贡献了已解释方差的"#,0.1"
关键词!工作倦怠$组织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
分类号!*+’$!4$)

/!问题的提出

!!组织公平%5BH=?8M=A85?=>̂K6A8<:&是指个体或者

团体对组织对待他们的公平性的知觉"组织公平可

以分为两类!分配公平%986AB8UKA8Q:̂K6A8<:&和程序公

平%%B5<:9KB=>̂K6A8<:&"分配公平是指对所得到的

结果的公平性的知觉’程序公平是指员工对用来确

定结果的程序和方法的公平性的知觉$包括员工的

参与$一致性$公正性和合理性等"组织公平是组织

层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平是

组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中$
组 织 公 平 一 直 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解 释 性 变 量"
[=6>=<D等曾经指出$公平感的缺乏应该是导致工作

倦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研究来考察组织公平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
!!工作倦怠%̂5UUKB?5KA&$简称倦怠%UKB?5KA&$是
指个体因为不能有效地应对工作上延续不断的各种

压力$而产生的一种长期性反应$包括情绪衰竭%:@
75A85?=>:XD=K6A85?&$玩世不恭%<E?8<867&和成就感

低落%B:9K<:9%:B65?=>=<<57%>86D7:?A&"情绪衰竭

是指个 人 认 为 自 己 所 有 的 情 绪 资 源%:75A85?B:@
65KB<:6&都已经耗尽$感觉工作特别累$压力特别大$
对工作缺乏冲劲和动力$在工作中会有挫折感$紧张

感$甚至出现害怕工作的情况"玩世不恭是指个体

会刻意与工作以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人员保持一定

的距离$对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热心和投入$总是很被

动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对自己工作的意义表示

怀疑$并且不再关心自己的工作是否有贡献"成就

感低落是指个体会对自身持有负面的评价$认为自

己不能有效地胜任工作$或者怀疑自己所做工作的

贡献$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对组织对他人并没有

什么贡献)/*"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很大比例的上班族都有不

同程度的工作倦怠$可以说工作倦怠已经成为上班

族的头号大敌)-*"研究结果也表明$工作倦怠会对

个体的身心状况和个体的工作以及个体所在的组织

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工作倦怠的加重$个体的焦

虑和抑郁程度会更高$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生理

疾病$包括慢性疲劳#头痛和高血压等"工作倦怠还

会影响个体的工作!工作倦怠程度越高$工作效率越

低$工作效果越差$缺勤率越高$跳槽的可能性越大"
工作倦怠对个体身心和工作的影响$自然而然就会

影响个体所在组织的绩效"工作倦怠的这种消极影

响$使得企业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学者们也

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
!!自-0世纪.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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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倦怠本身的结构与测量’工作倦怠的前

因变量%=?A:<:9:?AQ=B8=U>:6&$即哪些因素会导致工

作倦怠的产生’工作倦怠的结果变量%5KA<57:Q=B8=@
U>:6&$即工作倦怠会影响哪些结果变量"从现有的

研究结果来看$工作倦怠本身的结构与测量的研究

以及工作倦怠的结果变量的研究比较成熟)/$)*$而

工 作 倦 怠 的 前 因 变 量 的 研 究 而 处 于 探 索 之 中"
[=6>=<D等)/*认为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主要有四个

方面的因素!个体本身的特点’工作本身的特点’职
业的特点’组织层面的因素$并且指出目前大部分已

有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体本身的特点$工作本身的特

点或者职业的特点$而很少有研究关注组织层面的

因素"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管理者矫治和预防员

工工作倦怠所做的努力$更有可能是改变这些影响

因素中的组织因素"因此$从组织层面来研究工作

倦怠的前因变量就显得更有必要$也就更有意义"
!!我国加入SCi以后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日益激

烈$如何不断完善管理$开发员工的潜能$预防和矫

治员工的工作倦怠$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成为摆

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工作倦怠的结构及其评

价工具的研究在西方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国

内目前还没有进行相关方面的实证研究"依据西方

文化背景所开发的工具在中国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

下是否适用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希

望能对西方测量工作倦怠的工具进行检验$以期为

工作倦怠的诊断和预防以及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一

个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本研究试图在中国这一

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组织公平与工作倦怠之间

的关系$即组织公平是否会影响工作倦怠$组织公平

的不同维度对工作倦怠的不同维度是否会有不同的

影响$并为企业矫治和预防工作倦怠提供理论依据

和实践指导"

-!研究方法

#"D$研究对象

#"D"D$工作倦怠量表预试的研究对象!由于工作

倦怠量表在国内是第一次使用$所以我们先在)家

企业对工作倦怠量表进行了预试"预试发放问卷

)’0份$收回问卷)0)卷份$有效问卷-$’份"其中

男性/’)人$占’+,#’1$女性/)#人$占’#,-#1"
-$岁以下/)-人$占’’,$01’)0至)$岁+’人$占
-+,".1’’0岁以上#+人$占-),/)1"从学历构成

来看$初中或初中以下/)人$占’,’-1’高中或中

专/"’人$占"-,)+1’大专.#人$占-",+"1’大学

).人$占/-,"$1’硕士研究生以上)人$占/,0)1"
在职位层次上$本研究区分了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

员$其中管理人员/0-人$占)’,#$1’非管理人员

/.#人$占"$,+#1"
#"D"#$正式调查的研究对象!正式调查总共调查

了#家企业"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0份$收回问

卷")#份$有效问卷 "-’份"其中男性 )-"人$占

#-1$女性/#-人$占)0,$1"-$岁以下-$-人$占
"",.1’)0至)$岁/)’人$占-",#1’’0岁以上#0
人$占//,"1"从学历构成来看$初中或初中以下

-+人$占",)1’高中或中专/$/人$占)#,"1’大专

人//$$占--,.1’大学/-/人$占-),/1’硕士研究

生以上/.人$占),-1"在职位层次上$管理人员

/")人$占-$,-1’非管理人员)0’人$占"+1"
#"#$研究工具

!!组织公平量表分成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两部

分"分配公平量表采用 GB8<:和 [K:>>:B)"*编写的

问卷$包括"道题"程序性公平量表由参与工作和

投诉机制两部分组成"参与工作是指员工多大程度

上参与到日常的工作中来$采用(>:X=?9:B和IK9:B@
7=?)#*编写的问卷$包括’道题"投诉机制是指员

工能多大程度地质疑上级和单位所作的决策$采用

(>:X=?9:BjIK9:B7=?)#*编写的问卷$包括’道题"
组织公平量表采用利克特"分等级量表$选项从/
f完全不同意$过渡到"f完全同意$分数越高$公

平性越强"由于组织公平量表曾经在国内的研究中

使用过$且具有较好的构想信度和较高的信度).*$
因此$本文仅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其构想效度"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采 用 国 际 通 用 的 [*3\O;
%[=6>=<D*KB?5KA3?Q:?A5BE\O:?:B=>;KBQ:E&)+*$先

由’名专家独立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再通过讨论确

定中文稿"然后$请#名来自不同企业不同文化程

度的企业员工实际填写了问卷$在问卷填写完之后

对他%她&进行了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对部分文字

表述进行了修改$形成了[*3\O;中文版初稿"之

后$邀请两名学英文专业的专家通过讨论将中文的

问卷回译成英文"最后$将回译的英文稿寄给了

[*3\O;的主要开发者之一 [8<D=:>V:8A:B$让其对

回译的问卷和原来的问卷进行了比较$并根据 [8@
<D=:>的意见对翻译的问卷进行了部分调整$确定了

最后的中文问卷"该问卷采用利克特.分等级量

表$0代表+从不-$#代表+非常频繁-"整个量表包

括三部分!情绪衰竭%‘75A85?=>‘XD=K6A85?&#玩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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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4E?8<867&和成就感低落%I:9K<:9G:B65?=>(<@
<57%>86D7:?A&"情绪衰竭分量表包括"道题$玩世

不恭分量表包括"道题$成就感低落分量表包括#
道题$整个问卷共/#道题"由于 [*3\O;是第一

次在国内使用$因此本研究先在)家企业对工作倦

怠量表进行了预试$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考察了

[*3\O;的因素结构"在最后的正式调查中$采用

预试后所得到的问卷"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获取了被试者的一般人口

统计学资料$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位层次"
#"!$调查过程

!!所有调查主要由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或办公室负

责人召集$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研究者在场对

个别问题进行解答’部分调查研究者不在场$在调查

之前对代理调查的人进行了培训$并给他们提供了

指导语和实施手册"在调查之前$事先告诉被试调

查结果会完全保密$调查结果仅用于科学研究$被试

填完问卷之后当场回收"
#"%$统计方法

!!进行的统计处理主要包括信度分析#方差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回归分析"信度

分析#方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 ;G;;//,"完

成$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756’,0完成"

)!结果

!"D$工作倦怠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3\O;的/#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

析$采用主成分法抽取因子$正交转轴$发现+玩世

不恭-有一个项目的交叉负荷较高"删除该项目之

后$重新进行了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结果见表/"调

整后的 [*3\O;与原来的 [*3\O;结构完全一

致$表明[*3\O;在中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情

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三个维度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分别为!0,++$0,+)及0,+-"
!"#$组织公平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运用正式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组织公平量表的

因素结构进行验证$并且比较了一因素模型$即所有

项目测的是同一个维度’二因素模型$即分配公平的

项目测的是分配公平$参与工作和投诉机制的项目

测的是同一个维度%程序公平&’三因素模型$即分

配公平#参与工作与投诉机制是三个不同的维度"
!!采用(756)$*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可以得到的

拟合指数包括!%-l9*#Ob3#(Ob3#Lb3#3b3#CV3#4b3#
I[;‘(等"根据*5>>:?)/0*$PnB:6Y5H和 ;nBU57)//*

表D$工作倦怠量表三维模型的因素负荷表!,J#K%"

项目 情绪衰竭 成就感低落 玩世不恭

‘/ 0,+.

‘- 0,+#

‘) 0,+/

‘’ 0,.)

‘" 0,.-

G/ 0,..

G- 0,..

G) 0,."

G’ 0,.0

G" 0,#$

G# 0,#/

4/ 0,+0

4- 0,.+

4) 0,.+

4’ 0,.+

特征根 ’,") ),/- /,##

解释的变异量

%#-,0/1&
--,+/1 -/,/01 /+,/01

注!&‘/表示情绪衰竭的第一个项目’‘-表示情绪衰竭的第二个项

目’4/表示玩世不恭的第一项目$依此类推"

’ 所有低于0,)"的负荷均没有显示"

表#$组织公平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J%E#"

模型 %- 9* Ob3 Lb3 3b3 CV3 4b3I[;‘(

虚模型 )$).,+0 .+

一因素 /-+),$$ #" 0,#) 0,#. 0,#$ 0,#- 0,#+ 0,-0

二因素 #0/,’’ #’ 0,.+ 0,+" 0,+# 0,+) 0,+# 0,+-

三因素 /##,-/ #- 0,$" 0,$# 0,$. 0,$. 0,$. 0,0#

和[:96Y:B$S8>>=76jF5>=D=?)/-*的建议$我们决定

采用 %-G9*#Ob3#Lb3#3b3#CV3#4b3和 I[;‘($并确

定各指数的拟合标准分别为!%-G9*大于/0表示模

型很不理想$小于"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小于)则模

型较好’Ob3#Lb3#3b3#CV3#4b3应大于或接近0,$0$
越接近/越好’I[;‘(处于0和/之间$临界值为

0,0+$越接近0越好"
!!从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组织

公平的三因素模型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因此$在后

面的统计分析中$本研究从分配公平#参与工作和投

诉机制 三 个 方 面 来 考 察 组 织 公 平 对 工 作 倦 怠 的

影响"
!"!$工作倦怠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运用正式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工作倦怠量表的

因素结构进行验证$并且比较了一因素模型$即所有

项目测的是同一个维度’三因素模型$即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是三个不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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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工作倦怠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J%%L"

模型 %- 9* Ob3 Lb3 3b3 CV3 4b3I[;‘(

虚模型 )-#/,$$ /0"

一因素模型 /")0,#+ $0 0,"+0,")0,""0,’.0,"’0,/$

三因素模型 )’.,$’ +. 0,$/0,+$0,$-0,$00,$-0,0+

!!从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工作倦怠

量表的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均达到了要求$表明

工作倦怠量表的三因素结构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 ;@ / - ) ’ " #

/,分配公平 -,$- 0,+# M,K%

-,参与工作 ),). 0,.$ 0,’#!!! M,L&

),投诉机制 -,$+ 0,+) 0,’’!!! 0,"0!!! M,L%

’,情绪衰竭 -,/# /,-$ \0,)$!!! \0,)/!!! \0,-’!!! M,LK

",玩世不恭 /,’" /,)- \0,’-!!! \0,)$!!! \0,)#!!! 0,"0!!! M,L&

#,成就感低落 /,+’ /,-/ \0,0/ \0,/"!! 0,00 0,0" 0,-.!!! M,LD

注!& !!!Bg0H00/!! Bg0H0/! Bg0,0"’’ 对角线上的斜粗体数字是这些变量在正式调查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f"/#\"-’"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可以看出组织公平的各个子维度和工作

倦怠的各个子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处于 0,+/2
0,$’之间$都明显高于所推荐的值0,.0"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的

影响

考虑到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影响到组织

公平和工作倦怠$比如!不同年龄的员工的工作倦怠

情况可能不同$对组织公平的知觉也可能不一样$所
以我们先分析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组织公平和工作

倦怠的影响"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上$不

同性别的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职位层次上存

在一定的差异%见表"&$在分配公平和参与工作方

面$一般员工明显低于管理人员$而在玩世不恭和成

就感低落方面$一般员工明显高于管理人员"

表&$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的职位层次差异

变量
管理人员%,f/"/&一般员工%,f-$+&

+ ;@ + ;@
)

分配公平 ),// 0,." -,+) 0,++ ),’)!!

参与工作 ),#0 0,#" ),-. 0,+) ’,#$!!!

投诉机制 ),0’ 0,.’ -,$’ 0,+# /,-+

情绪衰竭 -,0" /,/" -,-’ /,)’ \/,’’

玩世不恭 /,/$ /,0) /,"+ /,’/ \),)$!!

成就感低落 /,#0 /,0" /,+$ /,-) \-,#+!!

注!!!! Bg0,00/!! Bg0,0/

表E$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的年龄差异

变量
-$岁以下%,f-+$& )0岁\’0岁%,f/)0& ’0岁以上%,f"#&

+ ;@ + ;@ + ;@
D

分配公平 -,+’ 0,+. ),00 0,+/ ),0" 0,+. -,’/

参与工作 ),-. 0,+" ),’. 0,#$ ),#$ 0,"# +,/0!!!

投诉机制 -,$0 0,+. ),0) 0,." ),-’ 0,.0 ’,))!

情绪衰竭 -,)0 /,)/ /,$$ /,-- /,$0 /,-+ ’,/0!

玩世不恭 /,#. /,’) /,/# /,0) /,/) /,-- +,+’!!!

成就感低落 /,+$ /,-0 /,#+ /,/) /,.0 /,)/ /,".

注!!!! Bg0H00/!! Bg0H0/! Bg0H0"

!!在参与工作方面$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

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D%-$’.-&f+,/0$Bg
0,00/$事后分析结果表明$-$岁以下被试显著低于

)02’0岁的被试和’0岁以上的被试$而)02’0岁

的被试与’0岁以上的被试之间差异不显著"

!!在投诉机制方面$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龄

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D%-$’.-&f’,))$Bg
0,0"$事后分析结果表明$-$岁以下被试显著低于

’0岁以上的被试$而-$岁以下的被试与)02’0岁

的被试之间$)02’0岁的被试与’0岁以上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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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异不显著"
!!在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方面$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不同年龄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分析

结果表明$-$岁以下被试显著高于)02’0岁的被

试和’0岁以上的被试$而)02’0岁的被试与’0岁

以上的被试之间差异不显著"
!!在分配公平和成就感低落方面$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不同年龄的被试之间不存在差异"

表N$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的教育程度差异

变量
高中%,f/++& 大专%,f//.& 本科%,f//.&

+ ;@ + ;@ + ;@
D

分配公平 -,+- 0,++ ),0/ 0,+- -,$- 0,+) -,0+

参与工作 ),-/ 0,+$ ),’. 0,.0 ),") 0,#’ +,0.!!!

投诉机制 ),0. 0,$- -,$0 0,.$ -,++ 0,#+ -,+)

情绪衰竭 -,)’ /,)# -,0) /,)- -,/0 /,/’ -,."

玩世不恭 /,"/ /,’’ /,). /,-" /,"0 /,-’ 0,’.

成就感低落 /,+" /,-) /,+- /,-0 /,## /,/- /,/"

注!& !!! Bg0H00/!! Bg0H0/! Bg0,0" ’ 由于初中或初中以下学历以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被试比较少$因此在统计处理时将初中或

初中以下的被试与高中学历的被试合并’将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被试与本科学历的被试合并"

在参与工作方面$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教育

程度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D%-$’#)&f+,0.$B
g0,00/$事后分析结果表明$高中学历的被试显著

低于大专和本科学历的被试"在其他方面$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不同教育程度的被试之间不存在差异"
!"E$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在控制了对组

织公平和工作倦怠有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

职位层次#年龄和教育程度&之后$组织公平是否会

影响工作倦怠"首先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

第一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将组织公平作为第

二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并计算两层之间I-产生的

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D检验值$考察I-是否有可靠

的提高"

表L$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的分层回归结果

变量
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 成就感低落%"&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人口统计学变量

职位层次 0,0’ \0,0) 0,/-! 0,0’ 0,//! 0,0$!

年龄 \0,/)!! \0,0$!! \0,/#!! \0,/0!! \0,0# \0,0’

教育程度 \0,0" \0,0) 0,0) 0,0’ \0,0. \0,0"

第二步! 组织公平

分配公平 \0,-$!!! \0,-#!!! 0,0)

参与工作 \0,/+!! \0,/+!! \0,/"!

投诉机制 \0,0/ \0,/’!! 0,0"

D ),.’! !!/#,)-!!! !#,"/!!! ! -’,)/!!! ),))! -,.#!

I- 0,0) 0,/$ 0,0’ 0,-" 0,0- 0,0’

"I- 0,0)!! 0,/#!!! 0,0’!!! 0,-/!!! 0,0-! 0,0-

注!!!! Bg0H00/!! Bg0H0/! Bg0,0"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

变量之后$分配公平和参与工作对预测情绪衰竭做

出了新的贡献$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1’分配公

平#参与工作和投诉机制对预测玩世不恭做出了新

的贡献$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1’参与工作虽然

会影响成就感低落$但是解释的变异量并没有显著

的变化"
!"N$组织公平的优势分析!1BOPQ<Q=?3Q<R@9P9"

结果

!!从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分配公平和参与

工作能预测情绪衰竭’分配公平#参与工作和投诉机

制能预测玩世不恭$也就是说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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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影响工作倦怠"为了更明确地确定分配公平和程

序公平对预测企业员工工作倦怠的相对重要性$本
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统计方法即优势分析分析了分

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在预测工作倦怠时的相对重要

性"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优势分析将各预测指标

对因变量总方差的贡献分解为已预测方差百分比$
从而使各预测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得以更精确地表现

出来’同时$优势分析产生的各预测指标的已预测方

差百分比还具有模型独立性特征$不受多元回归中

不同预测指标不同组合的影响)/)$/’*"目前$优势分

析已经成为分析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的重要手段"

表DM$分配公平和参与工作预测情绪衰竭时的相对贡献

变量 I- J/ J-

( 0 0,/"’ 0,0$+

J/%分配公平& 0,/"’ ( 0,0--

J-%参与工作& 0,0$+ 0,0.+ (

J/J- 0,/.# ( (

对I-的分解 0,//# 0,0#

在已预测方差中的百分比 #",$/1 )’,0$1

注!J/J-是指同时包括J/和J-这两个预测变量$下同"

!!从表/0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预测情绪衰竭的

回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那部分方差中$分配公平

贡献了#",$/1$参与工作贡献了)’,0$1$即在预

测情绪衰竭时分配公平的贡献更大"

表DD$分配公平$参与工作和投诉机制预测玩世不恭时的

相对贡献

变量 I- J/ J- J)

( 0 0,/.# 0,/’+ 0,/-.

J/%分配公平& 0,/.# ( 0,0’$ 0,0).

J-%参与工作& 0,/’+ 0,0.. ( 0,0)’

J)%投诉机制& 0,/-. 0,0+# 0,0"" (

J/J- 0,--" ( ( 0,0/)

J/J) 0,-/) ( 0,0-" (

J-J) 0,/+- 0,0"# ( (

J/J-J) 0,-)+ ( ( (

对I-的分解 0,/0" 0,0." 0,0"$

在已预测方差中的百分比 ’),$)1 )/,)+1 -’,#$1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预测玩世不恭的

回归方程来说$在已解释的那部分方差中$分配公平

贡献了’),$)1$参与工作贡献了)/,)+1$投诉机

制贡献了-’,#$1"从单个变量的角度来说$分配

公平的贡献最大$但是如果把参与工作和投诉机制

作为一个整体(((程序公平来考虑$则其贡献要比

分配公平的贡献要大"

’!分析与讨论

工作倦怠研究已经成为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

究的热点问题$[*3是这些研究中最广泛使用的测

量工具"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都

表明$修订后%删除了原来属于玩世不恭的一个项

目&的 [*3\O;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内部一致性

也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3\O;在国内的有效

性和适用性得到了证明$今后的研究者在研究工作

倦怠时$可以采用本研究修订过的[*3\O;问卷"
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影响

的分析结果来看$职位层次$被试年龄和教育程度对

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有影响$这对企业制定相关的

政策和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职位层次的A检验结

果表明$一般员工在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落方面明

显高于管理人员$而在分配公平和参与工作方面明

显低于管理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一般员工的职位层

次相对来说更低$因而他%她&们参与企业管理的机

会更少$其工作成就更低造成的"企业在今后的实

际工作中$应该在企业内部建立公平的回报系统’应
该让更多的员工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来$以充分调

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预防和矫治工作倦怠时$
在关心所有员工的同时$应该重点关注一般员工"
被试年龄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岁以下的被试与

-$岁以上的被试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包括更低

的参与工作$更高的情绪衰竭和玩世不恭"此外$-$
岁以下的被试与’0岁以上的被试相比$还有更低的

投诉机制"总体来说$-$岁以下的被试应该是进入

企业工作时间较短的员工$这部分员工参与企业管

理工作的机会相对来说更少$获得同等回报的可能

性更少$这可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岁

以下的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后备军$企业在今后的管

理工作中应该给予他们高度的关注$引导他们积极

参与到企业的建设中来’在企业预防和矫治工作倦

怠时$应该给予-$岁以下员工更多的关注"被试教

育程度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高中学历的被试%代

表低学历&在参与工作方面相对来说更低$这虽然

符合管理的常理$但是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力争

为所有员工创造平等地参与公司工作的机会"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

之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仍都对工作倦怠具有较

强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优势分析发现$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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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情绪衰竭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在被解释的情

绪衰竭的那部分方差中$分配公平的贡献占到了

#",$/1’程序公平对于玩世不恭具有较强的预测能

力$在被解释的玩世不恭的那部分方差中$程序公平

的贡献占到了"#,0.1"这一发现提示$组织公平

会影响工作倦怠$也就是当企业能公平地对待员工

时$员工出现工作倦怠的可能性就会更少’而如果员

工没有得到公平地对待$他%她&们出现工作倦怠的

可能性会更大"此外$组织公平的不同维度对工作

倦怠的不同维度有不同的预测作用$分配公平对情

绪衰竭的影响更强$程序公平对玩世不恭的影响更

强$这有可能是因为分配公平知觉主要是由资源上

的不公平造成的$程序公平主要是由过程上的不公

平造成$而个体在某些资源上的不公平知觉会导致

个体感觉到自己付出了很多$但是却并没有得到相

应的回报$最后会出现挫折感$觉得工作特别累$即
出现情绪衰竭的现象’而个体在过程上的不公平知

觉$则会导致个体对过程的怨言$久而久之就出现个

体不再关心过程的现象$即出现玩世不恭的现象"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今后的研究者应该把组织公

平作为工作倦怠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来考虑$并进

一步研究组织公平究竟是如何影响工作倦怠的$组
织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

响等"企业要预防和矫治工作倦怠$可以从组织层

面着手来开展工作$提供员工的组织公平知觉"在

提高员工公平知觉的过程中$企业不仅要重视分配

公平$即员工所获得的各种回报的公平性$而且还应

该重视以往所没有重视的程序公平$包括给员工创

造各种机会$参与到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企业应该重

视投诉机制的建设$比如现场办公$意见箱等$让员

工能及时发表对公司的各种意见$为公司的发展提

出建设性意见"

"!结论

!!在本研究的条件下$得到以下几条结论!
!!%/&修订后的工作倦怠量表[*3\O;在国内具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和职

位层次$会影响组织公平和工作倦怠"
!!%)&分配公平和参与工作会影响企业员工的情

绪衰竭’分配公平#参与工作和投诉机制会影响企业

员工的玩世不恭"
!!%’&优势分析结果表明$在预测情绪衰竭时$分

配公平的贡献更大’在预测玩世不恭时$程序公平的

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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