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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控制感、组织支持感对武警警官工作倦怠的影响，以及工作倦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方法：通过

对 792 名武警警官的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技术，探讨了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控制

感、组织支持感）和结果变量（心理健康）。 结果：控制感越高，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低成就感）

越低（路径系数分别为-0.32、-0.27 和-0.14）、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路径系数为 0.35），同时，情绪衰竭得分越低，心理

健康状况越好（路径系数为-0.31）；组 织 支 持 感 越 高，工 作 倦 怠 的 三 个 维 度 越 低（路 径 系 数 分 别 为-0.12、-0.34 和-
0.14），同时，情绪衰竭得分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路径系数为-0.31）。 结论：控制感既能够影响工作倦怠进而影响

心理健康，又能够直接影响心理健康；组织支持感能够影响工作倦怠水平，并通过影响情绪衰竭影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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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fficer in Chinese Armed Police Force：A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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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s (perceived control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out-
comes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job burnout. Methods：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792 officers (470 lower level army
cadres, 150 commanders and 172 teachers) in the Chinese Armed Police Force (CAP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applied to explore and confirm a model of this nomological network. Results： Perceived contro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job burnout: the higher the perceived controls, the lower the three dimension of job burnout (emotional exhaustion, cyni-
cism and reduced accomplishment). Perceived control exerted impacts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e
higher the perceived control, the better psychological health. Moreover, perceived control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sy-
chological health through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higher the perceived control, the lowe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better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higher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 lower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job burnou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mpacted psychological health through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higher perceived organi-
zational support, the lower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better psychological health. Conclusion： Individuals’ perceived
control can impact the level of job burnout,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self-rate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dividual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can impact the level of job burnout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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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部队面临的艰苦、 紧张的军事训练以及各

种复杂勤务，使武警官兵经常承受着高危险、高负荷

的职业压力。当压力积压到一定程度后，很容易导致

工作倦怠。然而，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非军事职业

领域中的工作倦怠， 对军人这一特殊职业工作倦怠

的研究很少涉及。大量关于工作倦怠的研究发现，个

体因素、工作本身的因素、职业因素及组织因素都会

影响工作倦怠的产生 [1]，并且工作倦怠一旦产生，就

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工作态度、工

作绩效等。本研究以武警警官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

探讨个体认知因素—控制感及组织因素—组织支持

对工作倦怠的影响， 以及工作倦怠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为武警部队工作倦怠问题的预防、干预以及心理

健康教育、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8 年 1 月，在北京、天津、西安、昆明、长春、
拉萨等武警部队及院校采用整群分层抽样进行问卷

调查，被试均为武警部队警官。 共发放问卷 920 份，
回收 811 份 （回收率为 88.15%）， 有效问卷 792 份

（有效率为 97.65%）。 其中基层干部 470 人，占总人

数 59.34%,教师 172 人，占总人数 21.72%，特种作战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年 第 17 卷 第 1期 ·115·



队员 150 人，占总人数 18.94%。
1．2 研究工具

1．2．1 控制感量表 控制感的测量采用 Nicolas[2]研
究中使用的 12 个题目的控制感问卷，包括个体控制

（personal mastery）和约束感(perceived constraints)两
部分，采用七点量表进行评价，其中约束感采用反向

计分。 两部分得分相加，分数越高表示控制感越高。
该问卷（包括以下组织支持感量表、心理健康量表）
的中文版通过“翻译—回译”、专家审定的方法确定。
对量表的 12 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

成分法抽取因子， 得到一 个因素， 解释 的方差为

46.69%，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值达到 0.82。
1．2．2 工作倦怠量表 工作倦怠量表采用国际通用

的 MBI-GS（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
vey）， 问卷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在前人研究中都得

到过验证 [3]。 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 α 值分别是：0.92、0.91 及 0.90。
1．2．3 心 理 健 康 量 表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采 用 Siu，
Donald 和 Cooper[4]研究中使用的 5 个题目的心理健

康状况问卷， 问卷的题目如：“在平时工作日我会没

有原因地感到心绪不宁和情绪低落”， 让参与者在

Likert 六点量表上（1-经常，6-从不）进行自评，分数

越高表示心理越健康。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量

表的 5 个题目共同测量一 个因素， 解释 的方差为

49.10%，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值达到 0.74。
1．2．4 组 织 支 持 感 量 表 组 织 支 持 感 量 表 采 用

Wayne，Shore 和 Liden[5]研究中使用的 9 个题目的组

织支持感问卷。 问卷的题目如：“我的单位很重视我

的目标和价值”，“我的单位很在乎我工作的总体满

意感”。 组织支持感的测量采用 Likert 七点量表（0-
从不，6-每天） 进行评价，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

明，量表的 9 个题目共同测量一个因素，解释的方差

为 50.68%，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值达到 0.80。
1．3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各单位集中人员集体施测， 由专业的心理学工

作者担任主试。 统计处理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相

关分析及路径分析，使用 SPSS 和 Amos 统计软件完

成。

2 结 果

2．1 不同职业群体的工作倦怠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三个不同职业人群在情绪

衰竭与玩世不恭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1。
Bonferroni 检验结果表明，在情绪衰竭维度上，作战

队员显著高于基层干部和教师（t=5.854，Ｐ<0.001；t=

3.015，Ｐ<0.01）；在玩世不恭 维度上，基 层 干 部 显 著

低于作战队员与教师 （t=-3.773，Ｐ<0.01；t=-2.766，
Ｐ<0.05）。

表 1 工作倦怠的不同人群差异比较

注：***Ｐ< 0.001

2．2 各变量相关分析

组织支持感与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呈明显负相

关，与心理健康呈明显正相关。 控制感与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及低成就感呈显著负相关， 与心理健康呈

显著正相关，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Ｎ=792）

注：**P<0.01，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

2．3 结构方程模型探讨

为进一步探讨各个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 运用

结构方程技术进行了路径分析。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

上， 设定组织支持感和控制感作为工作倦怠三个维

度的影响变量，对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都有影响；同

时设定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对心理 健康都存在 影

响。 首先随机选取大约一半的样本（n=396）进行探

索，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低成就感对心

理健康的路径系数（-0.07）不显著，误差项的相关方

面， 低成就感和玩世不恭及 情绪衰竭的 误差相关

（0.06 和-0.03）也都不显著。 因此在后面的模型修正

中，删除了这些不显著的路径，得到最后的模型（模

型 1）。 最后，用剩下的样本（n=396），对得到的模型

（模型 1）进行验证。 各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 最初随机选取大约一半的样

本中，拟合指数不是很理想，删除了不显著的路径，
得到模型 1，并且具有较好的模型拟合指数。 为了进

一步验证模型 1， 我们在另外约一半的样本中对模

型 1 进行了验证，仍然得到了较好的结果，说明模型

1 结果比较稳定。 同时验证组织支持感对心理健康

是否有直接作用： 加入从组织支持感到心理健康的

直接作用，结果不显著，说明组织支持感对心理健康

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这样的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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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著地降低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 并且通过工

作倦怠的情绪衰竭维度影响心理健康。 控制感既可

以显著地降低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 又可以直接影

响心理健康； 同时控制感还可以通过影响情绪衰竭

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表 3 各模型拟合指数结果表

附图 组织支持感、控制感、工作倦怠与心理健康最终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特种作战队员情绪衰竭得分显著

高于其他两个群体， 说明特种作战队员的情绪衰竭

状况明显高于基层干部与院校教师。
本研究发现控制感能够显著影响工作倦怠：控

制感越高，工作倦怠的情况就越低，这进一步验证了

前人的研究成果 [6]。 本研究还进一步考察控制感通

过工作倦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刘晓明等 [7]考察了

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
工作倦怠三个维度对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情绪

衰竭维度解释率最高。 本研究不但支持了前人的研

究成果，而且把工作倦怠作为一种中间变量，研究了

控制感如何影响工作倦怠并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因

而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提示武警部队在维护和提

高军人心理健康的各项教育及管理措施中， 必须重

视工作倦怠问题， 并充分考虑引起工作倦怠的不同

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组织支持感可以显著降低工作倦怠， 表明个体

感知到的支持越多，就越能降低工作中的压力。这一

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 Brown 等[8]的研

究表明， 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工作倦怠具有较

强的预测效力。 我国学者李金波等[9]研究发现，组织

支持感对工作倦怠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组织支

持感能够通过影响情绪衰竭而影响 个体的心理 健

康，由于社会、职业和个人因素的相对稳定性，而组

织支持则可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因此，武警部队要

关注军人的心理健康， 就要对个体的组织支持感予

以高度重视，通过大量的支持措施，提高军人的组织

支持感，促进武警警官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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