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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为理论在求职领域的应用与评价 (综述 )
3

刘泽文①　宋照礼②　刘华山③　田宝④

【摘 　要 】　计划行为理论是社会行为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之一。在求职行为研究领域 , 计划

行为理论的预测力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 但仍存在着改进的余地。针对主体规范与行为意向

之间较弱的关系 , 有研究者建议 , 在原有预测变量的基础上增加示范性规范 , 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预测力 ;

文化价值观也值得给予更多的重视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的概念有完善的必要 ; 将执行意向作为目标意向与

行为的中介变量可以提高意向对行为的方差解释率。这些探索为求职行为的研究带来若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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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 , 人的大部

分社会行为受目标驱动。人们基于某种

信念产生行为意向 , 进而实施某种行为

并坚持这种行为直至目标实现。然而 ,

并非所有的行为意向最终都能转化成行

为 , 计 划 行 为 理 论 ( the theory of

p lanned behavior, TPB) 是解释目标或计

划如何指导行为 , 并指出哪些因素促使

人们改变最初的意向或阻碍他们付诸于

行动的理论。

1计划行为理论简介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 , 行为的产生直

接取决于行为意向 ( Behavioral inten2
tion)。行为意向表明一个人执行某种特

定行为的动机 , 反映出一个人愿意付出

多大努力、花费多少时间去执行某种行

为。

行为意向的强弱受社会因素与个体

因素影响。社会因素指个体感知到的身

边重要的人对他执行或不执行某种行为

所承受的压力 , 即主体规范 ( Subjective

norm s)。主体规范的形成取决于规范性

的信念 (Normative beliefs)。这种规范

性的信念有两层含义 : 一是个体感知到

的这些重要的人对他执行某种行为的期

望程度 , 如 “对我重要的人 (如亲友 )

认为我应该努力去找工作 ”; 二是个体

对这些观点的遵从程度 , 如 “我通常按

照对我重要的人的期望行事 ”。

个体因素包括两种。首先 , 一个人

对执行某种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 (即

态度 ) 对意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如个

体会认为 , “对我来说 , 找工作的行为

是明智的或不明智的 ”。决定态度的信

念是执行某种行为的结果 , 如 “出去找

工作可能会耽误我考研 ”, 以及个体对

这些结果的评价 , 如 “为了找工作而耽

误考研是值得的或不值得的 ”, 这种信

念针对的是行为结果 , 所以称之为行为

信念 (Behavioral beliefs)。

个体因素中的另外一种指的是 , 个

体感知到的执行某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同

样影响意向的形成 , 这是一种感知到的

行为控制力 (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2
trol)。如 “出去找工作是我能够做到的

或是我无法做到的 ”。决定控制力的信

念指的是促进或阻碍执行某种行为的因

素 , 如 “求职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

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力 , 如 “良好的沟

通能力会提高求职的可能性 ”, 这一信

念与控制力有关 , 所以称为控制信念

(Control beliefs)。

图 1　计划行为理论概念图 [ 1 ]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 , 个体的态度、

主体规范越积极、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

越强 , 则执行某种行为的意向越强 , 而

这种意向越强 , 则越可能最终执行某种

行为 [ 2 ]。

2 TPB在求职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求职的目的是为了就业 , 求职是一

种针对就业的有计划的行为 , 因此 , 可

以用计划行为理论解释整个求职过程。

TPB为描述求职行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理论框架。V inokur和 Cap lan[ 3 ] 对 297

名失业者进行追踪研究 , 结果表明 , 求

职意向是求职行为的最强预测因素。求

职态度与主体规范是求职意向的决定因

素 , 方差解释率达 69%。密执安大学曾

发起一次名为 “JOBS”的调查研究 ,

Van Ryn和 V inokur[ 4 ]使用结构方程分析

的方法揭示求职行为、求职意向、自我

效能等变量在三个时间点上的关系和变

化 (二测时间在一测后一个月、三测时

间在一测后四个月 )。结果表明 , 求职

意向是求职行为的最强预测变量 , 自我

效能、求职态度和主体规范对求职意向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 自我效能在一测和

二测中对求职行为有直接影响 , 但在三

测中对求职行为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

Van Hooft等 [ 5 ]在荷兰有关求职行

为的研究结果表明 , 少数民族群体的主

体规范对求职意向的预测力大于求职态

度对求职意向的预测 , 而荷兰本地人群

体则呈相反趋势。他还发现 , 家庭责任

感是求职态度、主体规范与求职行为之

间的调节变量 , 家庭责任感越强 , 求职

态度对求职行为的预测力越弱 , 主体规

范显示的预测力越强。

TPB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在中国 , 只有为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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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研究 , 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比较求职态度与主体规范对行为意

向的预测力。Hofstede将中国归为一个

集体主义国家 , 这种文化下的中国人倾

向于遵从社会规范和责任 , 而往往将个

人兴趣、态度或个人需要摆在次要位

置 [ 6 ]。因此 , 这些有关 TPB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认为 , 中国人的态度对行为意向

的解释力要低于主体规范对行为意向的

解释力 , 而美国人则正相反。这种假设

在一个比较快餐行为的研究结果中得到

了验证 [ 7 ] , 在一项比较美国和韩国学生

的消费行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现

象 [ 8 ]。W anberg[ 9 ]最近主持了一项研究 ,

她针对每个被试前后共进行了十个时间

点的跟踪研究 , 集中检验 TPB中的求职

态度、主体规范、求职自我效能、求职

意向和求职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随时间

变化的趋势。在为期四个月的调查中 ,

他们发现求职态度、求职自我效能呈现

下降趋势 , 而求职行为强度则呈现出 U

形变化。求职意向和主体规范没有显著

变化 , 通过多层线形模型的分析方法 ,

还发现求职意向与求职频率显著相关 ,

求职意向是主体规范、求职自我效能和

求职行为强度之间的中介变量。

在 TPB与行为 -状态定向理论的框

架下 , 宋照礼等 [ 10 ]对北京市西城区的

366名失业 (下岗 ) 人员进行了 8个月

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 : 求职态度、主

体规范对求职意向 , 求职意向对求职行

为均有显著预测作用 , 但求职自我效能

无论对求职意向还是求职行为均无显著

预测作用 ; 行为 -状态定向对求职态度

与求职意向、以及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

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总体上 , 这些研究结果发现 , 在美

国进行的研究中 , 主体规范与求职意向

之间显示出很强的关系 , 而 Van Hooft

在荷兰进行的大多数研究结果却显示二

者关系很弱 , 只有少数民族的样本中显

示出很强的关系。所有的研究都发现 ,

自我效能与求职意向之间的关系很弱或

不显著 , 而求职意向与求职行为之间则

有很强的相关 , 另外 , 自我效能与求职

行为之间的关系很弱或不显著。

3完善 TPB的种种探索

TPB曾被应用于多种行为的预测。

A rm itage和 Conner[ 11 ]的元分析报告证明

了计划行为理论的预测力。具体是 , 意

向对行为的方差解释率在 19% ～38%之

间 , 态度和主体规范可以解释意向的

33% ～50%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将对

意向的解释率又提高了 5% ～12% , 并

在意向的解释率基础上 , 对行为的解释

率提高了 2% ～12%。尽管这些结果可

以说明 TPB的应用价值 , 但意向和行为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差没有得到解释 ,

除了研究方法的原因导致部分方差无法

解释以外 , 尚需考虑在模型中增加新的

变量以提高整个模型的预测能力。

311完善主体规范的概念 　A rm itage

和 Conner的元分析结果显示 , 主体规范

与意向之间的关系比态度 - 意向关系和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 - 意向之间的关系

弱。对于这种结果的解释 , 有人认为意

向主要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 (如态度和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 ) [ 12 ] , 但也有证据

表明 , 主体规范的概念范围狭窄才是造

成与意向关系较弱的真正原因 [ 13 ]。影

响意向形成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包含了两

种规范 , 一是指令性规范 ( Injunctive

norm s) , 指的是对个体重要的人认为个

体应该执行某种行为 , 二是示范性规范

(Descrip tive norm s) , 指的是对个体重要

的人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 这两种规范之

间有着明确的概念差异。R ivis和 Shee2
ran认为 , TPB 中的主体规范实际上是

一种指令性规范 , 因为它反映的是个体

感知到的社会压力 , 即个体实施某种行

为 , 可能将从对个体重要的人们那里得

到的认可或反对 [ 14 ]。而示范性规范指

的是个体感知到的这些重要的人们自己

在某件事上的态度和行为 , 这种示范性

的行为同样可以为个体决策提供参考。

比如个体会认为 ,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

做 , 那么这件事就一定可做 ”。

R ivis和 Sheeran关于示范性规范的

元分析结果表明 , 示范性规范与意向之

间的相关 r = 0144, 在控制态度、主体

规范 (指令性规范 ) 和自我效能之后的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将示范性规范纳入

回归方程可以增加 5%的意向的方差解

释率 , 而且示范性规范的预测作用仅次

于态度 , 强于指令性规范和自我效能。

因此 , 有必要将 TPB中主体规范的概念

范围扩大 , 以增强模型对行为的预测

力。

312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与自我效

能的差异 　计划行为理论中 , 感知到的

行为控制力 (对执行某种行为的控制程

度的估计 ) 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 这一概

念有两层含义 : 一是感知到的控制能力

(人们是否相信他们有执行某种行为的

控制能力 ) ; 二是感知到的困难程度

(执行某种行为是困难的还是简单的 )。

A jzen[ 15 ]认为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类

似于自我效能 , 他甚至认为这两个概念

是可以互换的。从文献上看 , 行为研究

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们对他的这个说法

都表示赞同 , 均以自我效能作为感知到

的行为控制力的测量指标。然而 , Terry

和 O ’Leary[ 16 ]认为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

力与自我效能在理论上属于不同的概念

结构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反映的是个

体对外在资源的控制 , 而自我效能则是

内在的自信程度 , 应该将这两个概念区

别开来并分别测量。他们进一步认为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对行为有直接和间

接两种效应 , 而自我效能对行为只有通

过意向的间接效应 , 而没有针对行为的

直接效应。他们在对 57个大学生健身

行为的研究中 , 将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

与自我效能同时纳入模型后发现 , 感知

到的行为控制力与行为相关 , 与意向没

有相关 ; 而自我效能仅与意向相关 , 与

行为没有相关。A rm itage和 Conner的元

分析报告发现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与

自我效能对行为有同等程度的方差解释

力 , 他们对意向和行为都有预测作用。

A jzen[ 17 ]认为 , 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与

自我效能没有内外特质之分 , 它们都有

内在和外在的成分。他呼吁未来的研究

能够对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进行更为精

确的测量 , 并验证该因素对意向或行为

的预测作用。

313意向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

Sutton[ 18 ]的元分析研究表明 , 态

度、主体规范、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对

行为意向的解释率达到 40 - 50% , 而针

对行为的预测力则要低很多 , 意向或意

向与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对行为的解释

率在 19 - 38%之间。TPB对行为的这种

较低的预测力导致了许多批评 , 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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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完

善 , 即意向与行为之间的转换或许还有

其他重要的变量 [ 19 ]。

Gollwitzer[ 20 ]认为 , 行为发生之前有

两个阶段 , 一是运筹阶段 , 个体会思考

自己的行为目标 , 此时形成的意向称之

为目标意向 ( Goal intention) ; 二是执行

阶段 , 个体将根据形成的目标意向决定

何时、何地、怎样执行计划 , 即执行意

向 ( Imp lementation intention )。执行意

向是目标意向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

有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 [ 21 ]。

4 TPB在求职研究中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各种完善 TPB的尝试 , 基本上

是针对整个模型的某个局部进行的 , 至

今尚没有任何研究将这些改进加以整

合。所以 , 有必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将各

种改进综合起来 , 以考察这些改进手段

的有效性。包括 1、完善主体规范的概

念 , 将示范性规范纳入主体规范的测量

当中。2、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力和自我

效能反映的都是个体控制能力的自信程

度 , 没有必要划分成两个变量 , 将来的

研究应该将这两个概念综合成为一个变

量 , 需要改进的是该变量的测量方法 ,

既要考虑个体内在的自信程度 , 又需兼

顾个体对外在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3、

将行为意向划分为两个阶段 (目标意向

和执行意向 ) 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研究支持 , 但关于该假设的验证性研究

较少 , 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取得

实证支持。

有关 TPB的研究对我国职业心理学

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 , TPB虽然

可以比较有效地预测行为 , 但仍有进一

步完善的必要。在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文

化背景下 , TPB对求职行为的预测将呈

现何种趋势 , 各种完善 TPB的尝试能否

在我国求职者的求职行为中得到验证 ,

是今后从事求职行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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