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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自我牺牲与情绪表达对下属合作的影响

高培霞!李常洪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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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往关于领导者自我牺牲行为促进下属员工合作的机制研究中!缺少对领导者情绪变量可能带来影响的

关注!本研究采用实验室设计模拟+社会困境,!通过录像视频展现+领导者,具体情绪表达"愉悦和悲伤#!考察领导

者情绪表达和自我牺牲行为对下属合作行为的作用$结果表明(领导自我牺牲行为及悲伤情绪表达对下属的合作

行为"公共物品博弈中愿意捐献的资金更高#分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仅在领导者表现愉悦时!自我牺牲对下

属合作的机制呈显著的正向效应$本研究依据+情绪即社会信息"

N(++6.7).*,1,,.9)12)*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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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解读了领导和员工互动中情绪的社会功能!但其心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关键词!自我牺牲&情绪表达&合作

中图分类号!

'I"

!!!

文献标识码!

J

收稿日期!

!$%H>$?>"$

%修订日期!

!$%H>%!>!H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

%%̀ -'#"$$I$

#&山西省软科学项目"

!$%!$H%$$I>

$"

#&山 西 省 高 等 学 校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

!$%!!$?

#

作者简介!高培霞"

%I?!

%#!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情绪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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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组织或团队中!成员愿意捐献出额外时间'资

源和努力!做出有利于团队和组织利益的工作和行

为!被认为是一种合作)

%>!

*

!然而!+搭便车,现象使

组织中的个体并不会自动去合作!视为+组织困境,

或+社会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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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研究发现领导通过自我牺牲行为可以增加

员工信任!提高团队归属!激发下属以集体和组织利

益为重的内在动机或者调动员工的积极情绪来促进

合作)

&>?

*

!该类研究中对于情绪的考量侧重员工情

绪的认知功能!忽视了情绪的社会功能)

@

*

!即领导的

情绪表达对于下属合作行为的影响&在以往领导者

的情绪研究中!不同于大多采用情绪感染机制来影

响员工的视角!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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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情

感推理机制)

I

*

!本研究基于该理论!首次将领导的情

绪表达变量与领导的自我牺牲行为结合!通过实验

方法模拟社会困境!解读领导者情绪对下属合作行

为的影响!希望可以扩展和指导领导者促进员工合

作的理论及实践$

"

!

理论概述与研究假设

"(!

!

领导的自我牺牲行为与团队合作

魅力型领导研究发现自我牺牲的领导!相对于

自我牟利型领导"

8+23Z]+*+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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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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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属在公共物品的博弈中表现出更多合

作和更高水平的团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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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自

我牺牲为人们愿意承受损失去坚持信念和价值观的

意愿!自我牺牲的领导者追求团体利益!注意力指向

组织目标!显示了领导者对集体的责任)

%"

*

$

A+'0x6+

)

%H>%&

*与其同事就领导者的自我牺牲

促进合作的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如研究发现领

导者的自我牺牲可以引发员工积极情绪'增进下属

对于领导的信任以及对于团队的认同感!继而下属

的合作行为增加!同时在其研究中!也侧重考察与领

导的其他行为变量结合!进一步发掘促进员工合作

行为的联合效应(如领导的非专断行为会加强自我

牺牲对于合作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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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表达自信与自我

牺牲的联合效应比单独效应更好)

%#

*

!而自我牺牲与

程序性公平的联合作用不如两者的单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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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上研究表明在合作研究中!自我牺牲型的领导虽然

满足了员工的关系需要!但与其他领导行为结合!其

对合作结果的预测作用可能会有所损失!该学者呼

吁未来研究考察自我牺牲与其他行为变量对员工合

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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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情绪表达与合作

情绪表达是个体情绪反应的重要成分之一!是

可以观察到的脸部'声音和活动水平的可见变化等!

反应被观察者个体的内部情绪)

%?

*

$已有研究阐明

领导的情绪表达直接影响员工的行为及绩效)

%@

*

!实

证研究显示领导情绪的表达要比客观信息更多影响

员工)

%I

*

!员工也会在模糊和不确定的情境中更容易

观察领导的情绪反应来指导他们自己的情绪和行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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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者情绪对员工的影响机制!目前也有

不同的观点!大多研究认为是通过情绪感染机制!下

属体验到与领导相同的情绪!例如积极情绪的管理

者会使下属同步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和更积极的团

队氛围!员工评价领导效能提高!体现更多合作而冲

突减少!在团队任务中表现更高协同性以及激发更

好的战略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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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现消极情绪的领导者引起

员工个体绩效降低!往往是因为员工感染到消极情

绪削弱了自我规范行为!不利于维护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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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研究发现面对领导的悲伤情绪表达员工从

事分析型任务的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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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研究者如
:1*

U2++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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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领导的情感表达是领导情感可观

察的指标!领导的情绪影响员工行为主要发挥情绪

即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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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观察者除了通过情绪感染路径会引起

的情绪反应之外!还包括情绪推理过程$情绪反应

是影响人际印象或人际间的喜爱程度!情绪推理则

洞察表达者的内心感受'态度!关系取向和行动意

向!而这种认知判断在一些特定情境中对观察者的

行为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

@

*

!例如(信息加工动机

高的员工在观察到领导生气的表达时!要比高兴的

表达引起的绩效更好!原因是对领导表达的积极情

绪推理为领导对结果满意!而领导表达生气则表明

领导对当前任务不满!因而会投入更多的努力!而并

不受到消极情绪感染而降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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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情绪推

理路径的检验在谈判情境和领导与员工的互动情境

中正在积累更多证据!但是该学者指出具体情绪的

研究以及考虑情绪推理中的文化因素等)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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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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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和假设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表明领导者在与员工的管

理互动中!从事自我牺牲行为可以促进员工合作!但

与领导者情绪相结合会产生怎样的效应还不得而

知$而管理者情绪的研究大多支持领导者的情绪表

达通过感染路径!主张领导表达积极情绪来增进个

体的合作行为!但领导者的消极情绪员工行为的影

响结论并不一致!基于情绪感染理论的学者强调消

极情绪的负面效果!基于情绪社会功能理论则认为

需要考虑一定情境!取决于员工对领导者情绪的推

理意义$理论的争议还取决于消极情绪的不同类

别!可能会产生不同效果!已有研究证实悲伤情绪对

于员工进行分析型认知活动的积极价值!那么在促

进员工合作行为的互动中!领导者不同的情绪表达

是否影响员工的社会判断!与自我牺牲行为是否会

对下属合作有联合效应!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

以往研究发现权力地位低的个体相比地位高的

人!加工对方情绪信息的动机更强!更多依靠情绪信

息的推理过程)

!?

*

!尤其是针对具体情绪!有研究明

确指出个体的悲伤情绪信息引起观察者推理其正面

临损失和无力应对的局面!容易引起他人提供帮助

或表示安慰)

!H

*

$针对中国权力距离高的文化特征!

本研究认为下属加工领导者情绪信息时!更可能察

言观色!依赖情绪推理路径&特定的消极情绪表达

"如悲伤#可能传递了领导者需要从团队中汲取力

量!所以!反而会促进合作$领导者的情绪伴随个体

的自我牺牲行为!可能会以不同路径影响员工合作$

所以!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

(领导者的自我牺牲行为和消极情绪表

达分别引起员工更多的合作行为$

假设
!

(领导者的自我牺牲行为和情绪表达有

交互作用!积极情绪表达时自我牺牲行为更能引起

员工合作行为!而消极情绪表达时自我牺牲领导与

自我牟利领导促进合作行为的效果差异不大$

)

!

研究方法及实验程序

本研究采用实验方法!模拟社会困境!通过提前

录制情绪表达视频片段操控情绪表达变量以及领导

的自我牺牲行为!将员工在社会困境当中的表现视

为合作的指标!最终招募学生被试
%$#

名"男
&!

人!

女
&H

人#参加本实验!所有被试所学专业均与管理

相关!他们被随机分配到领导者行为"自我牺牲与自

我牟利#

q

领导者情绪"积极与消极#的四组被试间

实验设计条件中$

)(!

!

实验程序

每次安排
#

名被试同时进入实验室后!被分配

到彼此有一定距离间隔的不同电脑桌前背向而坐!

桌上有实验流程说明和一副耳机!方便单独观看视

频片段时使用!视频材料和实验指导语已安装到电

脑中!用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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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程序启动实验流程!被试按照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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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观看指导语及视频材料!并按要求进行任务!

彼此不能交流!填写相应的问题之后即可离开!有小

礼物相送$

指导语向被试介绍实验是关于+人际之间信息

沟通,!在征得他们的意愿后!呈现某公司的简介(公

司名为+迅腾,!从事电脑软件的生产和销售$被试

假想自己在公司的技术研发部门工作!将和另一实

验室的四名随机指定成员以及视频中的领导张晨组

成一个
#

人团队$当前因行业竞争和运营成本增

加!研发部门将有可能面临解散!部门领导召集大家

提议行动方案时伴随了不同的情绪表达)

%$

*

!成员观

看之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完成任务$

首先呈现领导者的自我牺牲行为变量!在本研

究中!参照以往研究!领导者自我牺牲行为是领导者

的长时间稳定特征!并列举具体实例来说明)

%H

*

!自

我牺牲领导行为组的表述如下(

+你的领导张晨年龄不大!但阅历比较丰富$自

组建研发部门以来!他一向是很愿意在各种场合为

大家谋取各项福利!比如!研发小组在作息时间上并

不需要打卡上班等等!他自己也经常会自掏腰包!工

作很晚之后总是要请大家吃饭!每次在一些重大的

项目上报方案时!他总是加班到很晚!做最后的校对

和核查!确保万无一失$而且如果需要!他总会在公

司内外争取各种资源力争项目的批复和资金筹措$,

与其相对!领导者自我牟利的表述如下(

+你的领导张晨年龄不大!但阅历比较丰富!自

组建研发部门以来!他本来可以在很多场合为大家

争取一些利益!但他其实并不主动!比如!对于研发

小组的上班考勤问题!即使前天加班很晚!都要按时

到岗等等&在部门以前研发的重大项目中!他投入的

精力很少!从不会占用自己额外的时间"比如(个人

的休假#来保证项目进程!不肯为项目中贡献自己的

人脉资源!但是在部门奖金的分配中却总是强调自

己为部门牺牲最多理应获取较多份额$,

之后呈现领导的情绪表达变量!向被试展示相

应的视频片段!该片段近距离录制了领导者在阐明

方案时的面部表情和上身的手势动作!由一名有三

年从业经历的
!?

岁男性担纲主演+领导,!他并不知

晓实验的目的!分别表达愉悦和悲伤两种具体情

绪)

!%

!

!&

*

(积极情绪表达要求扮演者注意保持微笑!

嘴角上翘!看起来很兴奋!并采用一种富有激情的语

调&领导消极情绪表达时扮演者眉头紧锁!嘴角下

瘪!看起来很沮丧!用一种低沉平缓的语调说话"类

似的情绪操控程序参见
h+Q),

!

!$$$

&

:1*U2++3+7

12;

!

!$$I

&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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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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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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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者虽然表达了不同的情绪!但介绍的语言

信息相同(+我建议我们团队先自筹资金进行项一技

术的前期考察!大致需要
#$$$$

元$每个人从准备

进行职工参股的福利份额
?&$$

元中自愿捐献!六个

人贡献总额只要超过
"$$$$

元!公司已答应在此基

础上补足余额!并在年底按
#$$$$

元平均奖励个人!

那时将不参照每个人的实际贡献金额来分配&但如

果这次捐献总数达不到
"$$$$

元!则该项目将难以

启动!已经贡献的金额也不可能再按职工参股退回

到原账户,$该段内容是模拟公共物品困境现象!被

试为团队任务捐献的钱数用来代表个体的合作行

为!具体介绍参见
:1*R+U01

5

7+712;

"

%I@"

#

)

!I

*

$

因变量的测查包括自变量操控检测和合作行为

"实际捐献金额#的选项!我们沿用
.̀0

5

+,

等)

%!

*人

及
A+'0x6+

)

%H

*研究的具体问题!+在多大程度上!

该领导者行为中体现了自我牺牲,和+在多大程度

上!领导体现了他是自私的,来检测自我牺牲变量的

操控"

4f >$;??

!

F

$

;$$%

#!情绪表达测题由
H

条

目组成!被试回答+在多大程度上!该领导表现出+愉

悦,'+振奋,来评定领导的积极表达!+悲伤,'+消沉,

来评定消极表达!被试在
%>?

的等级上进行评定!

%

表示+根本没有,!

?

表示+特别强烈,!捐献金额要求

被试填答
$>?&$$

元之间的任意数额$

)()

!

数据处理

自变量操控检测(领导者行为"自我牺牲和自我

牟利#

&

领导者情绪表达"积极和消极#在自我牺牲

评分和自我牟利评分上的被试间方差分析显示!行

为的主效应显著!分别为
K

"

%

!

%$!

#

f!#$;#H

和
K

"

%

!

%$!

#

f!%I;##

!

F

$

$;$%

!表达变量的主效应及

交互作用不显著&证明领导者自我牺牲行为的控制

有效&同样!每种情绪表达的两项目得分取平均值!

分别代表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的程度!领

导者行为"自我牺牲和自我牟利#

&

领导者情绪表达

"积极和消极#在积极情绪表达得分和消极情绪表达

得分上的被试间方差分析显示!情绪表达的主效应

显著!分别为
K

"

%

!

%$!

#

f !H#;H#

!

K

"

%

!

%$!

#

f

H&!;HH

!

F

$

$;$%

!行为变量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

不显著!证实领导的情绪表达变量控制有效$

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检验(领导者行为"自

我牺牲和自我牟利#

&

领导者情绪表达"积极和消

极#在捐献金额上的被试间方差分析显示!自我牺牲

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K

"

%

!

%$!

#

f&;#%

!

F

$

$;$&

!自

我牺牲带来的捐献度会更高 "

> f&"#?;I!y

0

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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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达行为的主效应也呈显著
K

"

%

!

%$!

#

f

H;?$

!

F

$

$;$&

!消极情绪表达情境下的个体"

> f

&""I;!Iy%$?$;?!

#更愿意捐献更多的钱给集体"见

表一#!支持了假设
%

$

表一
!

各实验组数据分布状况"元#

情绪表达 领导行为
< >y<6 K

"

%

!

%$!

#

F

悲伤 自我牺牲
"% &H&%;#%y%!%";&$

自我牟利
!& &!$$y@##;$"

总体
&# &""I;!Iy%$?$;?% H;?$ $;$"

愉悦 自我牺牲
!! &!&$y#"%;&%

自我牟利
!@ H"!&y%@#$;H"

总体
&$ H?"!;$$y%&%H;"&

!!

调节变量的检验(方差分析中自变量之间的交

互作用显示不显著
K

"

%

!

%$!

#

f%;@H

!

Ff$;%?

!我

们通过层次回归方法!采取虚拟变量来代表自我牺

牲和自我牟利"自我牺牲
f%

!自我牟利
f$

#!同样和

方差分析的结果一致!自我牺牲与情绪表达的主效

应显著!在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的情境下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积极情绪表达时!领

导的自我牺牲可以正向预测员工合作行为"

"

f

$;"$

!

F

$

$;$&

#&而当消极情绪表达时!领导的自我

牺牲不能预测员工合作"

"

f$;%?

!

F

'

$;$&

#"见表

二'图一#!支持了假设
!

$

表二
!

回归分析结果1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捐献金额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

第一步 性别
>$;$# $;$$ >$;$% >$;$!

年龄
>$;$? >$;!I >$;$" $;!$

第二步 自我牺牲
$;!%

&

$;$@ $;%?

情绪表达
>$;!%

&

>$;""

&

第三步 积极情绪表达&自我牺牲
$;"$

&

第三步& 消极情绪表达&自我牺牲
$;%?

JR

D

/,7+RG

!

>$;$%

$;$#

&&

$;%$

&

$;%!

I

G

!

$;$? $;$H $;$!

!!

1

<f%$#

!

&

[$

=$&

图一
!

下属的合作行为"捐献金额#

*

!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基本验证了研究假设!领导者和自我牺

牲品质和消极情绪表达分别对下属员工的合作行为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领导者的自我牺牲行为只在领

导者呈现积极情绪表达时!可以正向地预测下属的

合作行为!而当领导者消极情绪表达时!领导者自我

牺牲行为的预测效应并不显著$

在营销服务领域!情绪研究在近十年内日益成

为研究者和实践共同关注的领域!尤其是以员工与

顾客的情绪互动以及对服务效果为主题的研究)

"$

*

!

同样在组织内部!领导者的情绪表达在工作场所的

人际互动中就会成为下属员工情绪和行为发生变化

的情感事件!本研究根据情感即社会信息理论!验证

了领导者具体的情绪表达"悲伤情绪#对于下属合作

行为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偏重领导者在决策动

员时表现积极!才可调动员工合作的动力!本研究中

呈现的悲伤情绪!可能更加体现了领导亲民'敏感'

温暖和善良的特性!已有研究表明这类具体情绪帮

助领导和下属之间建立信任)

"%

*

!并且在压力和危机

时刻!领导的消极情绪将对于员工的感知会有重要

的意义!员工更愿意接受领导表现出的消极情

绪)

"!

*

$对于西方研究主张领导情绪要分场合呈现!

认为任务初期积极的情绪表达会更加有效!旨在激

起积极的预期和信心!而消极情绪的表达在后期比

较有效!旨在维持注意和提醒可能的问题)

""

*

!我们

认为在借鉴西方研究结论时要考虑本土文化的独特

性!中国文化讲求关系和谐!而西方更主张通过个人

魅力感召!本研究尝试将情绪的社会功能引入下属

面临合作困境的判断中!发现了悲伤情绪对于下属

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文化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文

化塑造情绪过程的许多方面!包括体验'表达'调节

0

&#%

0

第
#

期
! !!!!!!!!!!!

高培霞等(领导者自我牺牲与情绪表达对下属合作的影响



和识别)

"H

*

!文化差异也很有可能影响个体从别人情

绪表达中进行推理的内容)

I

*

!所以!未来研究有必要

对于领导者情绪促进下属合作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探

查!获取在特定文化下情绪推理的内容$

本研究中只有在领导者表达积极情绪时!自我

牺牲行为可以正向地预测下属的合作行为$该结果

和
A+'0x6+

)

%"

*的合作研究结果一致!他们的研究

发现领导者的自我牺牲行为会引起下属快乐的情

绪!继而引起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合作行为!所以在领

导的积极情绪表达时!员工的积极情感将进一步提

升而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而本研究中领导悲伤情绪

的表达!使领导者的自我牺牲品质可能带来的积极

情绪并不凸显!反而掩盖了自我牟利的领导的行为

缺陷!使得自我牺牲对于合作行为的预测力降低$

本研究采用实验室设计!可以有效地操控变量

进行严格的因果关系检验!但学生被试的使用在一

定程度上使研究的外部效度降低!引起争议$但回

顾领导者自我牺牲促进合作的系列研究)

&

!

%$

!

%H>%#

*

!

以及国内研究社会困境的研究)

"&

*

!学生在实验室设

计中往往是不二人选!有行为运作研究将学生被试

和管理者被试的实验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并无差

异)

"#

*

!本研究中学生虽然没有工作经历!但研究侧

重领导和下属的情感互动!学生在学校生活如社团

活动中也必然经历过类似的感知!所以!本研究沿用

了以学生为被试的实验室设计&本研究关于领导情

绪变量的控制也采用视频片段!运用到社会困境的

介绍中!旨在增强被试实验当中的真实感和参与度!

这种方法在领导情绪研究中验证效果良好)

!%

!

!H

*

!在

数据处理部分!我们进行的操控检测证实了其有效

性$

A+'0x6+

)

%H>%#

*在研究领导行为促进合作机制

中同时采用了情境实验'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的

相互印证!也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内部和外部效度!未

来多种方法的结合将是本课题的有益补充$

-

!

结语

从领导者的角度!考察与员工互动的影响!不同

于以往营销领域中员工和顾客的关系存在着随机性

和短暂性特点!对于情绪变量!也有情绪状态的维持

时间长短!情绪智力!正向与负向情绪感受性"

XJZ

<J8

#!情绪表达的真诚性等指标!未来还有待更广

泛的研究$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领导具体的情绪表

达!尤其是悲伤情绪!对于下属的合作行为的效果!

结合管理实践!建议自我牺牲的领导可以用积极情

绪表达促进员工的更多合作!而在特定的危机阶段!

呈现出符合形势的示弱情绪将能够唤醒员工更强的

支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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