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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支持感与心理资本对医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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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医生组织支持感和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为提高医生工作满意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提

供科学依据。 方法　 随机抽取沈阳市三甲医院 １ １００ 名医生进行问卷调查， 收集其一般情况、 组织支持感、 心理资本

和工作满意度情况， 回收有效问卷 ８１５ 份 （７４ １％）。 利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探讨组织支持感对医生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 渐进⁃再抽样策略检验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中介作用。 结果　 组织支持感与心理资本对医

生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组织支持感占总变异量的 ４６ ３％， 加入心理资本的 ４ 个维度后， 总变异量增加了

１２ ７％。 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与希望两个维度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其中自我效能的

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１２４ （９５％ＣＩ ０ ０７１～０ １８０）， 希望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１３８ （９５％ＣＩ ０ ０８７～０ １９２）。 结论　 医院管理者

可以通过鼓励医生、 提供组织支持以及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来改善医生的组织支持感， 提升心理资本和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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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满意度常常受到组织环境因素 （组织支持

感） 及个体因素 （心理资本） 的共同影响。 组织支

持感是指员工在工作中感受组织是否重视他们的贡献

或投入的支持程度， 以及是否受到尊重而形成一种主

观上的感知［１］。 心理资本则是指具有积极性的个体

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 包含自我

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等 ４ 个维度［２， ３］。 本研究以

三甲医院医生为研究对象， 探讨组织支持感和心理资

本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以及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

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作用， 从而为医院管理者提出针

对性的干预策略， 进一步提高医生工作满意度提供

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本次调查已通过中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

会的批准。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 随机抽取沈阳市三

甲医院 １ １００ 名医生， 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自填问卷

·８９２·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ｕｇ ２０２１，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４　 　



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８１５ 份， 有效回收率 ７４ １％。
１ ２　 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 （１） 人口学特征， 主要

为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与月收入等基本

情况。 （２） 工作满意度， 采用短版明尼苏达满意度

问卷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ＭＳＱ） ［４］，
共 ２０ 个条目， 每个条目赋值 １～５ 分， 代表从 “非常

不满意” 到 “非常满意”，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 总分越

高， 则工 作 满 意 度 水 平 越 高。 本 研 究 ＭＳＱ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５６。 （３） 组织支持感， 采用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等人研发的简化版组织支持感量表 （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ＰＯＳ） ［１］，
共 ９ 个条目， 每个条目赋值 １ ～ ７ 分， 代表从 “完全

不同意” 到 “完全同意”，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点计分； 其中第

５、 ７ 题为反向计分。 总分越高， 则组织支持感水平

越高。 本研究 ＳＰＯＳ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８４。
（４） 心理资本测量， 采用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人研发的心理资

本问卷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ＣＱ） ［５］，
包括自我效能、 希望、 韧性和乐观 ４ 个维度， 每个维

度包含 ６ 个条目， 共 ２４ 个条目， 各条目赋值 １ ～ ６
分， 从 “非常不同意” 到 “非常同意”， Ｌｉｋｅｒｔ ６ 点

计分； 其中第 １３、 ２０、 ２３ 条目反向计分。 总分均值

和各维度平均得分越高， 则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自我

效能、 希望、 韧性和乐观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９５、 ０ ９２５、 ０ ７０８ 和 ０ ７１５。
１ 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项目设计方

案、 调查问卷填写、 调查方法等内容培训， 调查时向

调查对象阐明本次调查的目的、 意义、 注意事项和要

求。 通过预调查， 及时改进出现的问题使调查工作更

加严谨。 正式调查时， 对调查问卷实行调查员、 质控

员及调查负责人的审查制度， 避免错项和漏项； 对不

合格的问卷返回后进行二次调查， 剔除缺失值大于总

条目 ２０％的无效问卷。
１ ４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采用 ｔ 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 多元分层回归分析以及渐进⁃再抽样策略等

统计学方法。 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确定工作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 验证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和

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渐进⁃再抽样法对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６］。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８１５ 名医生的平均年龄为 （３８ ４９±
８ １８） 岁， 以 ＜ ３５ 岁占比最高 （ ４１ ３％）， 女性占

６３ ９％， 文化程度以硕士居多 （ ６３ １％）， 月收入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元占 ３３ ９％。 详见表 １。
２ ２　 工作满意度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分析　 医生工作

满意度的平均标准分为 ７８ ３１±１１ ４４。 不同年龄的医

生工作满意度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以

≥４５岁组的满意度水平最高。 不同性别、 文化程度和

月收入的医生工作满意度水平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医生工作满意度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分析

个体因素 人数 （％）
工作满意度

［（ｘ±ｓ），分］
Ｆ ／ ｔ 值 Ｐ 值

年龄 （岁） ６ ７２０ ０ ００１
　 ＜３５ ３３７ （４１ ３） ７８ ９３±１１ ３４
　 ３５～ ＜４５ ２８２ （３４ ６） ７６ ３９±１０ ７６
　 ≥４５ １９６ （２４ ０） ８０ ００±１２ ２０
性别 ３ １８４ ０ ００２
　 男 ２９４ （３６ １） ８０ ００±１２ １４
　 女 ５２１ （６３ ９） ７７ ３６±１０ ９１
婚姻状况 －１ ０８８ ０ ２７７
　 未婚 ／ 分居 ／ 离婚 ／ 丧偶 １４２ （１７ ４） ７７ ３６±１１ ３９
　 已婚 ／ 同居 ６７３ （８２ ６） ７８ ５１±１１ ４４
文化程度 １１ ２７４ ０ ０００
　 本科及以下 １５４ （１８ ９） ７４ ４２±１０ ８６
　 硕士 ５１４ （６３ １） ７９ ２８±１１ １６
　 博士及以上 １４７ （１８ ０） ７８ ９９±１２ １８
月收入 （元） １７ ２２９ 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４８ （５ ９） ８２ ８８±１１ １７
　 ４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２６０ （３１ ９） ７７ ６３±１１ ４０
　 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２７６ （３３ ９） ７５ ２８±１０ ４９
　 ≥１２ ０００ ２３１ （２８ ３） ８１ ７４±１１ ４７

２ ３　 工作满意度、 组织支持感和心理资本间的相关

分析　 如表 ２ 所示， 医生的工作满意度与组织支持感

呈正相关 （Ｐ＜０ ０１）， 心理资本的 ４ 个维度 （自我效

能、 希望、 韧性和乐观） 与工作满意度也呈正相关

关系 （Ｐ＜０ ０１）。
２ ４　 组织支持感和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的多元分

层回归分析　 如表 ３ 所示， 在控制年龄、 性别、 婚姻

状况、 文化程度和月收入等变量后， 组织支持感是医

生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 β ＝ ０ ６９５， Ｐ ＜
０ ０１）， 占总变异量的 ４６ ３％。 加入心理资本的 ４ 个

维度后， 总变异量增加了 １２ ７％， 组织支持感 （β ＝
０ ４１７， Ｐ＜０ ０１）， 自我效能 （β ＝ ０ ２１１， Ｐ＜０ ０１）
和希望 （β ＝ ０ ２５０， Ｐ＜０ ０１） 对医生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同时， 组织支持感的回归系数由

０ ６９５ 降低到 ０ ４１７ （Ｐ＜０ ０１）， 说明心理资本中的

自我效能与希望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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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医生工作满意度、 组织支持感和心理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组织支持感　 　 　 自我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 工作满意度

年龄 ３８ ４９ ８ １８ １

组织支持感 ４８ ５４ ９ １３ ０ ０８１∗ １

自我效能 ２９ １８ ４ ４４ ０ １４７∗∗ ０ ５９７∗∗ １

希望 ２８ ２８ ４ ９８ ０ １５６∗∗ ０ ５６３∗∗ ０ ８２１∗∗ １

韧性 ２７ ４４ ４ １２ ０ １７１∗∗ ０ ５２０∗∗ ０ ７２１∗∗ ０ ７７７∗∗ １

乐观 ２６ ６２ ４ ２２ ０ １５２∗∗ ０ ５８０∗∗ ０ ６５０∗∗ ０ ６８２∗∗ ０ ７０３∗∗ １

工作满意度 ７８ ３１ １１ ４４ ０ ０６３ ０ ７１２∗∗ ０ ６９４∗∗ ０ ６８４∗∗ ０ ５８４∗∗ ０ ５８１∗∗ １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表 ３　 医生组织支持感、 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

的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
第一步

（β）
第二步

（β）
第三步

（β）

年龄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３∗∗

性别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５∗

婚姻（未婚 ／分居 ／离婚 ／丧偶 ｖｓ 已婚 ／同居）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

文化程度

　 硕士 ｖｓ 本科及以下 ０ １７５∗∗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２∗∗

　 博士及以上 ｖｓ 本科及以下 ０ １１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１

月收入 ０ １８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９∗

组织支持感 ０ ６９５∗∗ ０ ４１７∗∗

心理资本

　 自我效能 ０ ２１１∗∗

　 希望 ０ ２５０∗∗

　 韧性 ０ ００１

　 乐观 ０ ０２７

Ｆ 值 ９ ０５８∗∗ １２７ ９５８∗∗ １３７ ３１３∗∗

Ｒ２ ０ ０５６ ０ ５２２ ０ ６４８

ΔＲ２ ０ ０６３ ０ ４６３ ０ １２７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２ ５　 心理资本中介作用的检验　 自我效能在组织支

持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９５％ＣＩ ０ ０７１～０ １８０）， 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１２４。 希望

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９５％ＣＩ ０ ０８７～０ １９２）， 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１３８。 韧性

和乐观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不

显著。 见表 ４。

３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当医护人员感到被需要、 尊重、 认

可时 （即得到较强的组织支持） 及感到自信、 成就

感时 （即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 希望维度）， 能提高

表 ４　 医生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

的中介效应检验

心理资本 ａ ｂ ａ∗ｂ （９５％ＣＩ）

自我效能 ０ ５８６∗∗ ０ ２１１∗∗ ０ １２４ （０ ０７１～０ １８０）∗∗

希望　 　 ０ ５５３∗∗ ０ ２５０∗∗ ０ １３８ （０ ０８７～０ １９２）∗∗

韧性　 　 ０ ５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７～０ ０３９）

乐观　 　 ０ ５７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３～０ ０５２）

　 　 注： ａ，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值； ｂ，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的直接效应值； ａ∗ｂ，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效应值； ∗Ｐ ＜ 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医护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当医生感受到良好的组织支

持时， 会在心理上产生积极的工作满足感， 该结论与

焦洁等［７］ 的研究结果一致。 因此， 建议医院管理者

要增强对医护人员的关心支持， 主动了解并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 保证工作任务合理， 有适当休息时间［８］；
要营造良好的医院工作氛围， 让医生感受到组织的温

暖， 增强自身归属感， 从而获得较高的组织支持感，
提升工作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心理资本与医生的工作满意

度呈正相关。 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 希望维度在组

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高水平的心理资本会增加组织支持感， 从而提高工作

满意度［９］。 研究表明， 心理资本具有可干预性， 组

织支持、 组织文化氛围、 领导风格等都可以影响心理

资本［１０］。 因此， 为提高医务人员的心理资本水平，
医院管理人员应积极关注医生的心理资本评估， 通过

心理健康培训及经验分享以提高医生职业成就感， 感

知更多职业价值； 科室管理人员应密切关注员工的情

绪状态， 给予更多的心理支持， 提升其自我效能［１１］；
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医生进行情绪管理， 有效调整应对

问题的方式， 为医生设定适宜且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保证其对工作充满希望， 以更加积极、 乐观的心态面

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１２］。
（下转第 ３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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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应当总结宝贵的防治经验， 针对其发病新趋

势， 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的关注， 同时整合有

益资源参与治理， 发挥各部门主体优势， 真正落实国

家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以及 《尘肺病防

治攻坚行动方案》 的目标要求， 积极改善广大劳动

者的劳动条件、 劳动收入、 劳动保障等问题， 促进劳

动者健康及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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