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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价值观结构研究的进展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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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工作价值观研究得到了很多种因素模型，难以具有相互印证的结论，稳定性和可重复性较低。

近期的研究更注重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的关系，对整合以往不同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开

始采用层面理论等方法,提供了传统研究没有发现的更多的信息。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的整合、

不同文化特性下的研究、对原有因素结构的比较整合代表了工作价值观结构未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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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价值观(work values)是西方近 20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工作价值观简单的说是主体对于工作意义

的认识, 从广义上看，工作价值观包括了从职业伦理道德到工作取向的一系列概念[1]。它包括了工作倾向性

（work preferences）[2]、工作需求 [3]以及职业伦理系统等。近年的研究开始将以往的相关概念进行整合,更

多的从基本价值观在工作环境下的反映来解释工作价值观[4,5]。国内学者对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还不多，其

中宁维卫(1996)针对 Super 的“工作价值观量表”制作了 WVI 中文版[6]，倪陈明和马剑宏(1998,2000)对企

业职工的工作价值观和组织行为关系进行了分析[7,8]。由于工作价值观是含义较广的多维概念，对于它的结

构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因而也成为工作价值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分支[9]。 

2 传统的工作价值观结构研究 

传统上对于工作价值观结构的研究主要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最常用的工作价值观的分类方法是把工

作价值观分为内在工作价值观与外在工作价值观两大因素 [10]。Super在 1962年比较完整的阐述了工作价值

观(Work Values)的结构理论 [3]，将工作价值观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内在价值，指与工作本身有关的一些因

素; 二是外在工作价值，指与工作本身性质无关的一些因素; 三是外在报酬。Super根据自己的理论建立了

“工作价值问卷（WVI）”,包括 15个因子。宁维卫（1996）对WVI进行了修订制定了WVI中国版，通过

因素分析得到不同人群的五因素工作价值观结构[6]。Wallack等人在 1971年根据一些对立伦理观（protestant 

ethic）的维度开发了“工作价值观调查表”[11],包括三个因素：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和混合因素。马剑宏(1998)

在中国企业职工的样本上通过因素分析得到工作价值观主要由三个基本的因素构成:工作行为评价因素,组

织集体观念因素和个人要求因素[7]。虽然关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各结论间很难互相映

证，较不稳定。⋅ 

3 工作价值观结构的整合研究进展和趋势 

3.1工作价值观结构的因素整合研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工作价值观领域的学者开始运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如层面理论及其中的 SSA

方法、多级估量法、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合的方法等对以往的因素结构进行比较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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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90年代末期到最近的几年，研究者则开始同时从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二者整合的思想出发并结合

不同的文化特点来研究工作价值观。这两点代表了工作价值观结构研究领域的新进展。 

80年代开始，针对工作价值观结构纷繁而不稳定的研究状况，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不同于传统因素分

析的层面理论（FT, factor theory）的研究范式以及其中的 SSA（smallest space analysis）分析方法。SSA可

将每个项目映射为多维空间中的位置(一般为二维或者三维)，考察 SSA 图形中各个项目在区域中的位置来

验证提出的层面理论(FT)假设[12]。在价值观领域的一些研究中 FT比传统方法表现出某些优势[12,13]，比如对

变量间关系的描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更少的维度表达变量域从而使结果比较稳定，FT得到的结构更

容易在可视化的几何图形上来进行表示；同时对样本量的要求没有因素分析严格[12,14]。综合来看，在理论

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应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来对所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具有优势。但通过因素分析方法

得到的结论往往很难复制，常常出现同一概念出现大量不同的因素模型，而层面理论和 SSA的方法得到的

结果则稳定、直观且易于解释。虽然 FT 和 SSA分析方法在某些工作价值观的研究中表现出优势，但是其

更广泛的研究效果还需进一步验证。 

Swidersky 对德国 1982 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通过对 13 个工作价值观条目的层面理论分析提出了三

层面工作价值观系统模型。三个层面为：(层面一) 做工作是为了 (a)自己 (b)他人; (层面二) 努力工作是为

了(a)生活愉快(b)事业发展(c)安全性(d)对社会有用; (层面三) 为了自己的目标工作更愿意 (a)自己完成 (b)

与他人共同完成。 

Elizur（1984）通过在以色列样本的研究提出了工作价值观的两层面理论，他认为从工作带给人们的

结果来分析工作价值观具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工作结果的形态(modality of outcome)，这一层面将工作

价值观分为以下三类：“工具-物质(Instrumental-material)性”、“情感-社会性(affective-social)”性和“认知-

心理性(cognitive-psychological)”性的工作价值观；第二个层面是“绩效层面”：这一层面将工作结果分为

由于组织环境带来的工作结果（系统奖励）或者是个人成绩带来的工作结果从而区分出两类价值观[15]。 

Borg对 Elizur1984年的工作价值观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和其它模型进行了比较和跨文化研究[16]。Borg

进一步将 Elizur 模型的“绩效层面”更详细的分为四种要素：（1）工作成果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成绩；（2）

自身成绩和系统(环境)相比，工作成果更取决于自身成绩；（3）自身成绩和系统相比，工作成果更取决于系

统；（4）工作成果取决于系统。Borg 对比了 Elizur的层面模型和 Rosenberg的三因素理论后认为层面理论

模型比Rosenberg的三因素模型更为合适。Borg同时比较了Elizur和Swidersky的三层面模型，认为Swidersky

的 F2和 F3维度均不能很好的解释[16]。虽然不同的层面理论研究也有结果上的差别，但以上研究的第一个

层面都具有相似性，对于这个层面的分类根据初始项目的不同稳定在三个和四个左右。

3.2 “整合基本价值观研究”的趋势 

90年代末期，研究者开始从工作价值观和人类基本价值观中的其它领域的关系角度出发来研究工作价

值观。Elizur(1999)对生活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进行了整合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作价值观多层面理论[4]。

Elizur 认为以往很多的关于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和人类生活价值观的研究相隔绝。同时，关于

生活价值观的研究也常常忽略工作价值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样，个人基本价值观可能会和生活的不同领

域相关联。比如，一个人的工作价值观中“追求金钱”和“追求有趣的工作”等因素很可能受到家庭生活

的影响。这样，只有将两个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才能同时促进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的研究进展。 

Elizur结合自己的层面理论将生活价值观从三个层面进行定义:“价值形态”、“聚集度”和“生活领域”。

第一个层面“价值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物质形态，这些价值因素能直接对人产生比较具体的影

响，比如健康、体格、经济保障、报酬和工作条件；第二种形态是情感形态，这些价值因素主要表达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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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比如爱、被同事尊重、公平的监督等等;第三种价值观形态是认知形态，这些价值

观因素只要表达想法、信仰和观点等等，比如生活和工作乐趣、成就、责任感和独立。第二个层面是“聚

集度”(focus)，有的价值观的含义是收敛的，也就是说这些价值观非常容易分清和它们相联系的行为和环

境，比如金钱、好朋友、工作成绩受到承认；而有些价值观则是发散的，也就是说这些价值观很难区分与

之相联系的行为和环境，比如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对社会的贡献、人格受到尊重等等。这个层面和

Elizur(1984)针对工作价值观提出的绩效层面非常相似[16]。第三个层面“生活领域”层面是指一个价值更针

对具体的工作领域还是更泛化的存在于生活（主要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之中。比如“工作乐趣”是工

作价值形态而“有趣的生活”则是生活价值形态。根据价值观的生活领域形态还可以更详细的分化出文化

价值观和信仰价值观等。工作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上具有类似的结构，区别在于

第三个层面。 

Ros和 Schwartz(1999)从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整合的角度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研究[5]。但 Schwartz

认为 Elizur的三层面理论中的“价值形态层面”忽略了一些层面要素。他们的研究认为从“价值形态层面”

上划分，工作价值观具有四种类型：内向、外向、社会和声望。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样采用了层面理论和 SSA

的分析方法。Ros(1999)同时将基本价值观的研究引入了工作价值观的领域，并从基本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

整合的角度对工作价值观进行了研究。SSA 分析和直接相关检验显示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结构具有一

定对应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值得一提的是，Ros和 Schwartz 等人的研究建

立在大规模的跨文化基本价值观研究基础上，包括了上海、广州、香港、河北等地的中国样本和中国学者

的参与[17]。 

4 工作价值观结构未来的研究趋势 

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对于职业选择、工作绩效、工作满意感、工作成熟性等相关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工作价值观结构理论的五花八门，理论稳定性较差，限制了工作价值观相关领域的研究。而层面理论和

SSA的分析方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大的生命力。可以看到层面理论研究的 SSA分析图都有一个

层面由放射状线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左右的区域 (如 Elizur，Ros等人的“价值形态层面”)。另一方面层面理

论从多种层面角度对工作价值观结构进行划分，比传统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这些研究也不断的整

合了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的研究。这些都代表了工作价值观结构的新进展和研究趋势。 

但是，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刚刚处于起始阶段，Elizur 的研究中没有比较完善的基本价值观研究作为基

础。而 Ros和 Schwartz等人的人类基本价值观是跨文化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但在价值观和工作价值观的整

合研究中没有比较完善的结论。 

在统计和分析方法上，工作价值观相关领域还可以结合其它的一些分析方法开展研究，比如采用模糊

数学的多级估量法、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各种结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工作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的整合，但在国内外两者关系的研究还都是刚刚开

展，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在未来将越来越多的和基本价值观的研究密切相关。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两者的研究

会受到不同文化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关于中国文化下的基本价值观的研究还很不成熟，这也将限

制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可以预见中国本土化的基本价值观研究将是未来十年内中国心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

要问题。工作价值观结构的成果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整合势必对于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学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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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tructure Of Work Values: Its Development And Trend 
 

Chen Honglei， Zhou F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ast view of traditional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work values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results existed. 

Recent work values researches employ the Facet Theory approach, and they contribute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various previous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Facet Theory and SSA,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values and work values 

studies, culture-based values studies represent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work values struc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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