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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2012 年农民工问卷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技术探讨了组织公平、社会

支持对农民工组织承诺的影响以及工作权能和组织信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①组织信

任和工作权能对组织承诺有较好解释力，同时这两者受到组织-员工间的互动( 组织公平、社会支

持) 的显著影响;②组织公平与社会支持对组织承诺的影响，不仅有直接效果，更重要的是还通过

工作权能、组织信任这两个中介来实现的间接效果。笔者指出，要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农民工组织承

诺，研究中要加强对中介变量的分析以更好地挖掘变量间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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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工的低忠诚度、低投入度、高离职

率已给众多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严重影响。以往

研究多已指出企业管理体制、工作压力、工资福利、
权益保护、外部工作机会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率的

重要因素。笔者认为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

数量的、稳定的成员，并且需要这些成员将自己视为

组织中的一分子，对组织有一定的忠诚度，能努力承

担组织安排的责任或工作。因此，研究影响农民工

组织承诺的因素及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分析思路

“组织承诺”，指员工对组织的一种积极的肯定

性态度或心理倾向，是员工与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

联结。它是预测员工的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员工离

职等员工与组织关系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影响组织

承诺的因素主要有 3 类因素: 员工的个性特质、工作

特性和组织特征。分析进路大致有两派: 交换论与

心理论。前者思路来源于互惠规范和社会交换理

论，以报偿-成本的功利性来进行探讨; 而后者受到

多重需求满足理论［1］的影响，强调从激励和自我实

现来理解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投入和忠诚［2-4］。笔者

认为，分析进路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已体现为如何

理解员工与组织间的关系: 将员工视为功利计算的

理性人，还是视为一个有着多重需求的经济-心理-

社会人。
在此认识上，笔者尝试回答: ①组织-员工间两

大互动类型———“组织公平”和“社会支持”———是

如何影响组织承诺的。前者呈现的是员工感知到的

自身在利益分配中是否得到公平对待、分配程序是

否具有一定的透明度和参与度; 后者体现为员工感

受到来自组织 /主管、同事在工作过程中关心和支持

而不是阻梗与“使坏”。如果员工感知的公平度、支
持度比较高，满足了员工的精神、情感需求，会使员

工产生一种回报组织的责任感，进而他们对组织的

忠诚度、工作投入度也会提高。也就是说组织-员工

间互动会影响组织承诺，但除了直接影响外，还有可

能通过其他中介变量来起作用。②“组织信任”和

“工作权能”会不会成为组织公平和社会支持影响

组织承诺的中介变量? 前者体现为员工相信组织对

自己的付出会给予适当的酬报，而不会亏待和欺骗

自己，对组织履行组织-员工间交换责任的一种信

心，在此基础上员工觉得自己有义务回报组织所提

供的利益和机会; 后者体现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获

得一种“力量感”和“意义感”，而不是无法掌控工作

环境的“无力感”、对自身工作的“无意义感”，从而

员工获得积极投入工作的动力。
课题的调查对象为 15 ～ 60 岁、跨县 /区外出务

工、被他人雇佣从事非农活动至少半年以上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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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劳动力，不包括各种类型的自雇和雇主。这次

调查，课题组从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各选一所本

地生源较多的高校，每所学校分别选择一两个社会

学或社会工作专业的班级，每个班级的同学本着自

愿原则参与调查，他们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调查返

乡过年的农民工。在调查过程中，问卷由调查对象

填写，以避免以往调查员念读-调查对象回答-调查

员填写中所产生的各种误差( 尤其是认知-态度量表

部分) ; 每名学生最多只能调查 10 位农民工，这样

保证了调查对象的地域覆盖面，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1 469 份，涉及 10 个省的 153 个县区。

二、变量设置与分析方法

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积极的肯定性态

度或心理倾向，是组织-员工之间的一种心理联结。
组织承诺的内涵具有一定复杂性，且研究者的角度、
侧重点不同，维度结构也有多种类型，目前使用较多

的是 Meyer 等的 3 因素模型: 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

规范承诺［4-9］。
在本研究中，笔者使用的是感情承诺这一维度。

它更强调的是成员对组织所表现的忠诚并努力工

作，主要是由于对组织有深厚的感情，而非物质利益

的计算。这与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员工的忠诚和投

入) 是相一致的。在问卷中，我们参照 Meyer 等［5］

将“组织承诺”操作化为 4 个题项:“单位的事，就是

我的事”;“我愿意一直在目前的单位工作”; “我对

目前的单位很有感情”; “在目前的单位有家的感

觉”。这一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809。
组织公平是员工对自身在组织资源分配中所受

待遇的认知与态度。一般而言，它包括分配公平、程
序公平、互动公平 3 个维度［10-12］，顾名思义，三者分

别是成员对分配结果、分配机制和程序、人际互动的

公平感受，后两者在有的研究中还被称为结构性程

序公平和社会性程序公平［13］。
依据 Niehoff 等［14］问卷，将“组织公平”操作化

为:“相对于我的工作，我得到的报酬是合理的”;

“整体而言，我受到的奖罚是公平的”;“上级在进行

工作分配和奖罚时，会征询大家的意见”; “对上级

的工作分配和奖罚，大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在

工作中，上级会考虑我的尊严”; “在工作中，上级会

尊重我”等 10 个题项。通过因子分析，获得 3 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

平”。这一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849，3
个维度的系数分别为 0. 650、0. 768 和 0. 821。

社会支持的涵义非常广泛，本研究将它限定为

组织内、工作中，指的是员工来自主管和同事两方面

的支持，而不包括工作之外、组织之外的社会支持。
之所以分析社会支持的作用，是因为有学者比较了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组织承诺概念，发现承诺在西方

人的眼中往往与抽象的组织、制度相联系，而中国人

则更多地加入了人情因素，更注重的是上司 /主管的

尊重与关照，往往通过对上司 /主管的承诺来建立对

组织的承诺［15-16］。主管支持和前述的互动公平更

多地体现为员工-上司 /主管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对

主管的满意度; 而同事支持体现的是对同事的满意

度。但在很大程度上，上司 /主管往往被看成是组织

的代理人，其行为往往被看成是组织的意愿，而不是

他们个人动机的表达。员工会把他们从上级 /主管

那里受到的好的或不好的待遇看成是组织是否重

视、信任他们的信号。
参照Eisenberger 等［17］、Kottke 等［18］和 Podsakoff

等［19］的量表，我们将“社会支持”操作化为“上级会

关心我的福利”; “上级会关心我今后的发展”; “同

事愿意与我分享专业知识和技术”; “我工作进度落

后时，同事愿意帮助我”等 8 个题项。通过因子分

析，获得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主管支持”和“同事

支 持”。这 一 量 表 的 Cronbach ＇s Alpha 系 数 为

0. 843，两个维度的系数分别为 0. 834 和 0. 805。
组织信任是员工相信组织的行为会朝着自己所

期待的方向发展，是对组织的诚意、善意和可信性的

信念。我们将“组织信任”操作化为 4 个题项: “我

相信工作单位会兑现对员工的承诺”; “我相信工作

单位会善待员工”;“我相信上级的决策是明智的”;

“我相 信 上 级 的 承 诺 是 可 靠 的”。这 一 量 表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836。
工作权能，又被称为“心理授权”，它是员工掌

握和控制工作情境的能力和信念，既是个体能力的

客观表征，又是个体对能力的主观感受。笔者依据

Spreitzer［20］、李超平等［21］的问卷并结合农民工的工

作特点，将“工作权能”操作化为:“我能自主决定完

成工作的步骤和方法”;“我能自主决定我的工作目

标”;“对我个人来说，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我工作

的各项活动都是有意义的”; “我能保证完成工作中

的各项活动”; “我自己可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

“对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我有影响力”;“对工作场所

的管理制度，我有影响力”等 12 个题项。这一量表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814。
以上变量的处理方式是: 首先进行各变量的因

子分析，然后为便于理解，将所得因子值转换为 1 到

100 之间的指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三、统计结果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中的路径分析考察工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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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统计指标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正态分布

偏度 峰度
样本数

组织
公平

分配公平 59. 5262 13. 79650 -． 297 ． 813 1 445
程序公平 50. 1221 15. 60372 － ． 095 － ． 231 1 445
互动公平 61. 4156 14. 95888 － ． 351 ． 604 1 445

社会
支持

主管支持 55. 4848 17. 03604 － ． 076 ． 101 1 439
同事支持 64. 1909 13. 39675 － ． 346 1. 411 1 439

工作权能 59. 9814 7. 83353 － ． 055 ． 700 1 448
组织信任 58. 8348 20. 08364 － ． 223 ． 237 1 457
组织承诺 54. 3227 19. 54101 ． 047 ． 335 1 447

能和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模型的各项指标 x2 =
4. 640 ( p = ． 704 ) ，df = 7; ＲMSEA = ． 029; AGFI = ．
996; GFI = ． 998; TLI = ． 958; CFI = ． 997，这表示模型

十分理想。
在路径分析中，组织公平的 3 个变量、社会支持

的两个变量可解释组织承诺差异的 22. 8%，工作权

能和组织信任可解释组织承诺差异的 28. 1%，而上

述 5 个变量可共同解释组织承诺差异的 31. 8% ; 也

就是说，在分析组织承诺时不能仅考虑组织公平和

社会支持，还需同时考虑组织信任和工作权能。此

外，组织公平的 3 个变量、社会支持的两个变量可以

解释工作权能差异的 16. 3%，可以解释组织信任差

异的 39. 3%。
在表 2 中，可以看到分配公平对于工作权能、组

织信任、组织承诺均有直接效果，标准化回归系数分

别为 0. 08 ( p ＜ 0. 01 ) 、0. 21 ( p ＜ 0. 001 ) 、0. 05 ( p ＜
0. 05) ，同时，由于工作权能、组织信任对组织承诺均

有显著的直接效果，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22 ( p ＜
0. 001) 、0. 25( p ＜ 0. 001) ，因此分配公平对组织承诺

的影响，除了具有直接效果外，还具有经由工作权能

和组织信任所中介的间接效果。分配公平对组织承

诺的间接效果为 0. 08 × 0. 22 + 0. 21 × 0. 25 = 0. 07。
这样，分配公平的整体效果为 0. 05( 分配公平→组织

承诺) + ( 0. 08 × 0. 22 + 0. 21 × 0. 25) ( 分配公平→工

作权能→组织承诺 + 分配公平→组织信任→组织承

诺) =0. 12。表示分配公平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单位，

路径分析中各变量效果值组织承诺提高 0. 12 个单

位。
同样，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组织承诺的整体效

应分别为 0. 06、0. 11，主管支持、同事支持的分别为

0. 32 和 0. 16，工作权能、组织信任的分别为 0. 22、
0. 25。进而，对影响组织承诺的变量中，除组织信任

和工作权能之外，总影响效果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

是: 主管支持、同事支持、分配公平、互动公平、程序

公平。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程序这一制度

性公平相比，员工更需要的是上级 /主管的尊重与关

怀、需要的是员工间互相支持的氛围。
表 2 路径分析中各变量效果值

路 径
效果值

直接效果 间接效果 总效果

分配公平→工作权能感 ． 08 ． 08
程序公平→工作权能感 ． 14 ． 14
互动公平→工作权能感 ． 17 ． 17
主管支持→工作权能感 ． 13 ． 13
同事支持→工作权能感 ． 19 ． 19

分配公平→组织信任 ． 21 ． 21
程序公平→组织信任 ． 07 ． 07
互动公平→组织信任 ． 19 ． 19
主管支持→组织信任 ． 37 ． 37
同事支持→组织信任 ． 19 ． 19
分配公平→组织承诺 ． 05 ． 07 ． 12
程序公平→组织承诺 ． 01 ． 05 ． 06
互动公平→组织承诺 ． 03 ． 08 ． 11
主管支持→组织承诺 ． 20 ． 12 ． 32
同事支持→组织承诺 ． 07 ． 09 ． 16
工作权能→组织承诺 ． 22 ． 22
组织信任→组织承诺 ． 25 ． 25

分析间接效果可以看到，分配公平的间接效果在

总效果中所占比例为 58. 3%，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分

别为 83. 3%、72. 7%，主管支持和同事支持的分别为
37. 5%，56. 3%。进而，影响组织承诺的途径主要是

间接而非直接的，由大到小依此为程序公平、互动公

平、分配公平、同事支持和主管支持; 除了主管支持这

一变量外，其余 4 个变量的间接效果均超过 50%，程

序公平高达 83. 3%。直接效果占总效果的比例大小

的排序与间接效果的正相反，此处不赘。

四、结 语

通过经验数据和结构方程分析，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1) 员工对组织履行交换责任的信心( 即组织信

任) 、员工在组织的劳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力量感

和意义感( 即工作权能) ，二者对员工的组织承诺有

较好的解释力; 同时，二者在较大程度上又受组织 －
员工间互动( 组织公平、社会支持) 的显著影响。这

些都可在某种程度上说员工是有着多重需求的经

济-心理-社会人，而非只会功利计算的人。所以利

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员工对组织的承诺，不仅从
“成本———收益”的视角看待组织和员工的互动，更

应关注非物质报酬( 友谊、支持、尊重、关怀) 对组织-
员工关系的影响。员工提供劳动，不仅想得到物质

报酬，更想在企业中得到尊重、获得情感支持以及愉

悦心情。
2) 组织公平和社会支持对组织承诺的影响，不

仅有直接效果，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工作权能、组织信

任这两个中介来实现的间接效果; 除了社会支持中

的主管支持变量外，组织公平中的 3 个公平变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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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中的同事支持的间接效果均超过了 50%，换

句话说，这 4 个变量的间接效果大于了直接效果。
这提示我们，在今后探讨变量间因果关系时，应

该加强对中介变量的分析，以便更好地挖掘变量间

的因素机制。如果自变量 X 通过某一变量 M 对因

变量 Y 产生一定影响，则称 M 为 X 和 Y 的中介变

量［22-23］。在本研究中，如果只分析组织公平、社会

支持对组织承诺的直接影响效果，而不纳入工作权

能与组织信任这两个中介变量，则会显著降低组织

公平对组织承诺的总影响效果，实际降低的比例参

见前述的各变量的间接效果量。此外，对中介变量

的研究不仅可以解释因果关系背后的内部作用机

制，还能整合已有的研究或理论，具有显著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鉴于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农民工“无声抗争”和

“用脚投票”，建议在组织层面，改变粗暴蛮横强制

的管理思维，形成主管尊重、关心、关照员工的人性

化管理体制，从企业制度层面照顾好员工的生活与

心理。努力培养同事间互帮互助的和谐组织气氛，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使自上而下的岗位职责、绩效考

核、奖惩制度等制度性建设，与自下而上的意见反

馈、利益诉求相结合，形成透明公开与容纳争议的制

度规则。通过这些措施，促使主管、同事和员工 3 方

相互合作，形成一种和谐、归属感强的企业文化，提

高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提高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意

义感和力量感，从而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和投入。
企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管理实践中，仅将员

工视为一个理性计算的人，已无法满足现代管理的

需求，更需要将员工视为一群有着经济-社会-心理

等多重需求的人，以另一种形式适度开展“企业办

社会”，实现员工-组织和谐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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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ment of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and its
Criticism /ZHANG Xiuqin ( 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xi 214121，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one points to the human
ultimate concern and the other points to the reality of
current concern． In practic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ultimate concern，which
determines the predicament of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Chinese Communi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With regard to ide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At the
same time，it is compulsory to deal with non-Marxism
or even anti-Marxism criticism． In view of individual
existence，it is of importance to face with contemporary
problems． Therefore，to cope with spiritual slacking，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munist should stick to
spiritual pursuit based on history logic and maintain
transcendence of spiritual pursuit in daily criticism．
Key words: transition period;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ursuit; predicament

Ｒesearch into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Ｒeception /TONG
Man，et al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
Nang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does not entirely
depend on the efforts the teacher makes． Actually it
relies on the re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recogni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In fac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reception is the key
point to the teaching process，which is th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to make internalized teaching available． It
is evident that ideological principles，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ethics advocated by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should first be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can be internalized as their own value system and
behavior choic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in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urses，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he factors pertain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reception and the impact
concerned．
Key words: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recep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Ac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Literature /CHEN Tao (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 action，as an important social
issue in China，has deep impact on social structure．
The research topics concerning environment ac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consist of the aspects of action
predicament，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network and strateg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lthough the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 action tends to increase，it does not match
the current increase of pollution cases and the relevant
action frequency． Therefore，the study of environment
action in Chin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theoretical study based on
experience， the particularity study of environment
action in marine pollution，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 action and the follow-up study pertaining
to anti-driving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 deep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s involved，the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 ac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multidisciplinary one to interdisciplinary on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ction; literature study;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network society; social
structure

Ｒesearch into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Social
Support and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FANG Yanping ( Law School，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2012， this paper uses the path
analysis technique of SEM to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fairness，social support and migrant
work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n migrant
workers． Also， it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aboring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laboring empowerment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ccount fo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respond
noticeably to the organization-staff interaction ( i． e．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and social support) ． Moreover，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and social support not only exert
a direct influence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but
also exert an indirect influence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rough two mediators—laboring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The paper then
proposes that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enhance
migrant workers’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nalysis of mediating
variables so as to disclose the causality among
variable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fairness; soci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trust; laboring
empowerment; mediating variables

Ｒole Analysis of Binary Dilemma of Community
Committee: A Case Study of D Street in NJ city /
YANG Wenjian，et al(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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