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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预防 ·

国有企业员工心理压力状况调查

沈峥嵘 陈龙 裴华 张凤阁 张本 马文有

有研究表明 ,过高的压力对个体会产生消极影响 ,包括降

低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内在满意感、以及工作动机 ,并出现离职

倾向 [ 1 ] ,情感衰竭 [ 2 ] ,工作绩效降低 ;还会引起企业人际之间关

系紧张、高事故率、较差的组织气氛、低士气、工作中的敌对等

问题 [ 3 ] ,因此了解员工的心理压力状况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有着

重要的意义。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调查从 2001年 9月份开始至 10月底结束 ,对某大型企

业集团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 ,共抽取 4 745员工为研究对象 ,

按标准化程序开展现场调查。样本按性别可分为 :男性 2 891

人 ,女性 1 854人 ;按年龄可分为 : 20～30岁 729人、31～40岁

1 970人、41～50岁 1 622人、51～60岁 424人 ;按文化程度可分

为 :低学历 1 876人、中等学历 1 621人、高学历 1 248人 ;按月人

均收入可分为 :月人均收入 200元 1 865人、月人均收入 400元

1 669人、月人均收入 600元 743人、月人均收入 800元 281人、

月人均收入 1000元及以上 187人 ;按职业可分为 :企业经理 96

人、管理中层 402人、管技人员 811人、井下工人 844人、地面工

人 610人、劳服人员 665人、社区人员 635人、教职人员 309人、

医务人员 198人、下岗人员 175人。

二、测量工具

11采用自编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该量表包括社会环

境、个人成就、工作变动、工作压力、住房医疗、经济压力、社会

支持、子女问题、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 10个因素共 89项应激

事件 ,要求被试根据该事件对自己产生的心理影响程度做出判

断 ,记分方式为 0～4分 5级制 ( 0—从无 ; 1—轻度 ; 2—中度 ;

3—重度 ; 4—极度 )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压力越大。本调查量表

Cronbach系数为 0. 98。

21统计学处理 :用 SPSS10. 0统计软件计算各因素得分并

按年龄、文化程度、月人均收入、职业进行方差分析。

结 果

国有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总的趋势是 :男性 , 20～30岁 ,

文化程度高 ,收入水平高 ,管理中层、教职人员、企业经理的各

因素得分均较高 ,心理压力较大 ;女性 , 41～50岁 ,文化程度低 ,

收入水平低 ,地面工人、劳服人员、井下工人的各因素得分均较

低 ,心理压力较小。各因素得分的比较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员工心理压力状况调查 ( x ±s )

项目
性别

男 女 F值

年龄 (岁 )

20～30 31～40 41～50 51～60 F值

文化程度

低学历 中等学历 高学历 F值

社会环境 1. 32 ±0. 83 1. 30 ±0. 82 0. 49 1. 29 ±0. 81 1. 29 ±0. 82 1. 33 ±0. 84 1. 38 ±0. 80 1. 81 1. 24 ±0. 85 1. 33 ±0. 83 1. 40 ±0. 76 15. 153 3

个人成就 0. 79 ±0. 70 0. 74 ±0. 66 5. 363 0. 78 ±0. 66 0. 76 ±0. 69 0. 77 ±0. 69 0. 85 ±0. 72 2. 17 0. 67 ±0. 65 0. 79 ±0. 70 0. 91 ±0. 69 49. 323 3

工作变动 0. 66 ±0. 61 0. 65 ±0. 61 0. 23 0. 68 ±0. 60 0. 63 ±0. 59 0. 66 ±0. 62 0. 73 ±0. 64 3. 773 0. 54 ±0. 58 0. 63 ±0. 58 0. 86 ±0. 64 108. 603 3

工作压力 1. 04 ±0. 85 0. 90 ±0. 81 31. 433 3 1. 07 ±0. 82 0. 95 ±0. 82 0. 96 ±0. 83 1. 07 ±0. 87 5. 803 3 0. 93 ±0. 86 0. 93 ±0. 81 1. 13 ±0. 83 25. 173 3

住房医疗 1. 23 ±1. 01 1. 19 ±0. 99 1. 85 1. 15 ±0. 96 1. 24 ±1. 02 1. 22 ±1. 00 1. 20 ±0. 98 1. 39 1. 25 ±1. 00 1. 24 ±1. 01 1. 13 ±0. 99 5. 783 3

经济压力 1. 18 ±0. 89 1. 24 ±0. 87 4. 543 1. 18 ±0. 83 1. 20 ±0. 89 1. 22 ±0. 90 1. 18 ±0. 84 0. 57 1. 24 ±0. 93 1. 24 ±0. 88 1. 09 ±0. 79 13. 903 3

社会支持 0. 62 ±0. 61 0. 62 ±0. 63 0. 09 0. 60 ±0. 59 0. 63 ±0. 64 0. 62 ±0. 61 0. 63 ±0. 62 0. 31 0. 61 ±0. 61 0. 61 ±0. 61 0. 64 ±0. 64 1. 12

子女问题 1. 14 ±1. 11 1. 16 ±1. 12 0. 32 1. 12 ±1. 19 1. 15 ±1. 11 1. 17 ±1. 13 1. 13 ±1. 10 0. 27 1. 19 ±1. 12 1. 16 ±1. 14 1. 07 ±1. 07 5. 043

人际关系 0. 32 ±0. 46 0. 26 ±0. 38 21. 543 3 0. 32 ±0. 44 0. 28 ±0. 41 0. 30 ±0. 46 0. 31 ±0. 41 2. 13 0. 28 ±0. 44 0. 28 ±0. 41 0. 33 ±0. 44 7. 243 3

家庭问题 0. 15 ±0. 47 0. 15 ±0. 47 0. 25 0. 13 ±0. 38 0. 13 ±0. 41 0. 18 ±0. 53 0. 17 ±0. 56 4. 863 3 0. 14 ±0. 47 0. 14 ±0. 45 0. 18 ±0. 48 3. 63

注 : 3 P < 0. 05, 3 3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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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的压力显著高于女性 ,这与已有的结果

一致 [ 4 ] ,分析原因可能是与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对男性要求更

高有关系 [ 5 ]。

心理压力随年龄的增长有下降的趋势 ,这与已有的结果一

致 [ 6 ]。其中 20～30岁的年轻人在工作压力显著高于其他年龄

组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一进入企业、走上工作岗位就处于激烈

竞争的环境中 ,加之缺乏社会经验、应对能力不足等原因 ,造成

心理压力比较大。41～50岁的员工在家庭问题上的压力居于

各年龄组之首 ,这可能与他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阶

段 ,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责任特别重有关。

压力值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员工中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杨廷

忠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6 ] ,但不一致在于 ,杨廷忠等人的研究

表明高中及以下组的分值显著高于大专及以上组 ,而本研究结

果表明高学历 (大专及以上 )员工的压力显著高于其它人群。

本研究发现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压力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

教职人员和下岗人员的心理压力比较大 ,这与已有的结果一

致 [ 628 ]。教师是一个高压力的职业 [ 9 ] ,他们不仅要承受着与其

他职业同样的压力 ,而且要承受着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带来

的压力 ,如由多重角色和育人职责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来自学

生、家长方面的压力等 ,因此心理压力比较大。而下岗人员随

着下岗后经济收入的下降 ,一系列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家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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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 ,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续表 1 员工心理压力状况调查 ( x ±s )

项目
月人均收入 (元 )

200 400 600 800 1 000 F值

职业

企业经理 管理中层 管技人员

社会环境 1. 27 ±0. 86 1. 32 ±0. 82 1. 37 ±0. 78 1. 32 ±0. 75 1. 36 ±0. 75 2. 15 1. 42 ±0. 83 1. 36 ±0. 79 1. 36 ±0. 77

个人成就 0. 71 ±0. 66 0. 78 ±0. 68 0. 85 ±0. 71 0. 82 ±0. 66 0. 99 ±0. 76 10. 723 3 0. 90 ±0. 66 0. 89 ±0. 75 0. 86 ±0. 67

工作变动 0. 57 ±0. 57 0. 66 ±0. 61 0. 76 ±0. 63 0. 72 ±0. 61 0. 92 ±0. 67 25. 953 3 0. 88 ±0. 63 0. 74 ±0. 66 0. 78 ±0. 60

工作压力 0. 93 ±0. 85 0. 95 ±0. 84 1. 05 ±0. 78 1. 09 ±0. 83 1. 33 ±0. 92 12. 923 3 1. 29 ±0. 88 1. 04 ±0. 81 0. 99 ±0. 78

住房医疗 1. 27 ±1. 02 1. 21 ±1. 01 1. 17 ±0. 98 1. 11 ±0. 97 1. 03 ±0. 90 4. 043 3 1. 29 ±0. 88 1. 27 ±1. 03 1. 20 ±1. 00

经济压力 1. 31 ±0. 93 1. 17 ±0. 85 1. 10 ±0. 85 1. 04 ±0. 74 1. 03 ±0. 78 14. 213 3 1. 13 ±0. 81 1. 19 ±0. 91 1. 10 ±0. 76

社会支持 0. 61 ±0. 62 0. 63 ±0. 61 0. 64 ±0. 64 0. 56 ±0. 58 0. 65 ±0. 64 1. 04 0. 66 ±0. 62 0. 62 ±0. 65 0. 61 ±0. 60

子女问题 1. 19 ±1. 14 1. 16 ±1. 11 1. 11 ±1. 07 0. 98 ±1. 06 1. 09 ±1. 09 2. 753 1. 05 ±0. 98 1. 12 ±1. 10 1. 09 ±1. 05

人际关系 0. 28 ±0. 45 0. 30 ±0. 41 0. 29 ±0. 42 0. 27 ±0. 39 0. 38 ±0. 49 2. 39 0. 27 ±0. 40 0. 31 ±0. 42 0. 28 ±0. 38

家庭问题 0. 14 ±0. 48 0. 15 ±0. 45 0. 15 ±0. 44 0. 18 ±0. 46 0. 25 ±0. 57 2. 713 0. 17 ±0. 48 0. 17 ±0. 44 0. 16 ±0. 44

项目
职业

井下工人 地面工人 劳服人员 社区人员 教职人员 医务人员 下岗人员 F值

社会环境 1. 20 ±0. 83 1. 33 ±0. 86 1. 14 ±0. 77 1. 38 ±0. 89 1. 43 ±0. 71 1. 52 ±0. 85 1. 29 ±0. 96 8. 273 3

个人成就 0. 69 ±0. 64 0. 74 ±0. 72 0. 60 ±0. 57 0. 71 ±0. 67 1. 01 ±0. 73 0. 95 ±0. 71 0. 83 ±0. 77 16. 093 3

工作变动 0. 56 ±0. 55 0. 57 ±0. 60 0. 52 ±0. 54 0. 54 ±0. 57 0. 99 ±0. 63 0. 91 ±0. 66 0. 57 ±0. 62 31. 913 3

工作压力 1. 17 ±0. 92 0. 88 ±0. 87 0. 72 ±0. 71 0. 85 ±0. 78 1. 33 ±0. 86 1. 06 ±0. 86 0. 82 ±0. 78 24. 083 3

住房医疗 1. 30 ±1. 03 1. 26 ±1. 02 1. 20 ±0. 94 1. 25 ±1. 01 1. 01 ±0. 87 0. 90 ±1. 00 1. 20 ±1. 05 4. 783 3

经济压力 1. 16 ±0. 87 1. 20 ±0. 96 1. 32 ±0. 92 1. 27 ±0. 89 1. 08 ±0. 74 1. 07 ±0. 82 1. 63 ±1. 06 4. 783 3

社会支持 0. 63 ±0. 61 0. 61 ±0. 62 0. 61 ±0. 62 0. 63 ±0. 61 0. 69 ±0. 65 0. 54 ±0. 63 0. 56 ±0. 65 1. 11

子女问题 1. 21 ±1. 20 1. 19 ±1. 09 1. 19 ±1. 16 1. 19 ±1. 11 1. 08 ±1. 07 0. 86 ±1. 01 1. 24 ±1. 15 2. 753

人际关系 0. 27 ±0. 39 0. 38 ±0. 52 0. 19 ±0. 30 0. 26 ±0. 40 0. 36 ±0. 45 0. 40 ±0. 48 0. 46 ±0. 75 13. 953 3

家庭问题 0. 13 ±0. 47 0. 11 ±0. 35 0. 16 ±0. 56 0. 14 ±0. 47 0. 22 ±0. 51 0. 11 ±0. 32 0. 19 ±0. 58 1. 88

注 : 3 P < 0. 05, 3 3 P < 0. 01

总之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不同职业的员工在心

理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企业管理者应该针对不同的对

象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帮助员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从而促

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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