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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　论

１．１　安全绩效与工作压力的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经济、技术水平飞速发展，组织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但

竞争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更为全球性，竞争内容也不再仅为技术而是扩

到人才、资源等各个方面，组织面临的压力剧增。“现有的市场压力和高竞

争的氛围迫使管理者通过所有可能的方式提高组织效率。”① 因此，组织内

部的竞争更为激烈，工作任务更为复杂，更加强调协作性，对于组织成员

的高效率、高质量完成任务的要求日益提高，组织成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不但承担自身的压力，也承担着组织传递到组成成员的压力。在竞争的时

代大环境中，员工必须勤奋工作，提升自我，适应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模

式才能保持优势，工作压力必然出现。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作压力通

过影响员工个体的生理、心理、行为进而影响工作绩效。如果工作压力应

对不当，会对个体、组织和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工作压力成为个体、

组织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中，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已经失去了优

势，组织纷纷采取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式发展模式。但对于成熟的

产业来说，技术进步发展到一定水平难以突破时，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就更为

凸显。组织纷纷采取先进的管理手段降低成本，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

保证安全生产。安全是组织运营的基础，据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０年的统计，在全

球范围内，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为ＧＤＰ的５％。安全管理可以降低事故带

来的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降低损失就是增加了效益。大量统计数据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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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表明，９５％的事故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因此，人是安全管理的重中之

重，员工个体的安全绩效是组织关注的重点。

研究表明，过度的工作压力会导致事故的发生①或直接反映为员工安全

绩效水平降低。为提高员工的安全绩效，保证组织安全运营，保持组织竞

争优势，本书以员工个体的实际工作情况为依据，研究员工个体工作压力

与安全绩效之间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关系，揭示员工个体的工作压力、安

全绩效及其相关因素间的内在联系。

１．２　研究安全绩效与工作压力的意义

１．２．１　理论意义

（１）拓展工作压力、安全绩效的相关研究。

自１９３２年Ｃａｎｏｎ首次将压力的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有关压力的研究

在多个领域得以开展，但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将工作压力拓展为压力研究

的新领域。众多学者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工作压力是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

重要因素，负面压力会使个体的身心受到伤害，进而影响个体行为，造成

高缺勤率、离职、意外事故等后果，严重影响组织运作。工作压力与工作

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得到部分学者研究的支持，但就目前研究而言，工作压

力与安全绩效间的相关关系未见研究。仅有 Ｍｕｒｐｈｙ、ＤｕＢｏｉｓ以及 Ｈｕｒｒｅｌｌ

提出的压力事故模型，首次将工作压力和事故建立了联系。本书以铁路机

车司机为研究对象，对其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各研

究变量的维度并构建研究模型进行验证。一方面，明确了铁路机车司机工

作压力的构成维度，另一方面理顺了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关系，从而拓

展了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构成维度、研究内容及关系模型等方面的相关

研究。

（２）为安全管理研究提供新视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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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安全管理研究虽然已将研究的重点从机器、设备等逐

渐转移到了人因研究上，也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但多集中在

人员的职业适应性方面。事故统计显示，大量的事故责任人并非是与岗位

不匹配的人员，而是在其工作岗位工作了一定年限，具有工作经验能够良

好的适应其工作要求的人员。理论研究一直强调人对其工作岗位的适应，

而忽视了在人与工作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工作对人也具有 “反作用”。

工作压力正是在动态发展中工作对人的一种 “反作用”。在工作压力的影响

下，人员会产生与岗位不适应，从而最终影响其安全绩效。本书对于工作

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动态发展中工作本身对于安全绩效的

“反作用”，关注人员心理层面因素的作用，为安全管理的研究提供新的

视角。

１．２．２　实践意义

（１）对于组织的意义。

研究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关系，能够使组织认识到员工个体的工作

压力对安全的重要意义，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正确面对员工的工作压力，理解、尊重、关心员工，明确对员工工作压力

管理的重点与对策，使工作压力的管理有的放矢，为员工应对工作压力提

供必要的支持及帮助，建立信任、合作的良性关系，从员工个体层面规避

由工作压力引发的事故，实现组织与员工的协调发展，保证组织运营的安

全性，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２）对于个体的意义。

对于员工个体来说，工作是必要的谋生手段。在竞争的时代背景中，

工作压力是不可回避的必然问题。正视工作压力的存在，能够积极应对，

有利于员工个体对工作和社会的适应。对于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关系的

研究，可以使员工理解自身压力产生的原因、特点、规律，从自我实际出

发，合理应对压力，从而提高安全绩效，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拥有满意

的职业生涯，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提升幸福感，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

发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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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１．３．１　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遵循在文献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假设，依据文献研究及访谈进行问卷设计，通过对问卷调查数

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的研究思路进行具体研究。

（１）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

首先，在明确研究内容的基础上，系统收集、整理国内外与本研究相

关的文献。通过对文献深入研究找出本研究的切入点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进而，在对相关文献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通过理论分析构建本书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假设。

（２）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主要使用访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访谈内容，针对本书

研究内容设计调查问卷。通过纠正项目的总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Ｉｔｅｍ　Ｔｏ－

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Ｃ）及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小样本调查数据验证调查问

卷的信度及效度。以经过检验的调查问卷为工具进行大样本调查，收集研

究所需数据，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

模型多样本比较等方法对本书研究的理论模型及相关假设进行研究。

１．３．２　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在相关理论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对于铁路机车司机工

作压力的研究并设计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的调研提纲，

结合访谈结论编制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研究的调查问卷，

获取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的相关数据，通过数据分析研

究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得出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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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１　绪论

说明本书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具体内容，并说明本书研究的

研究方法。

２　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

结合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关系，对工作压力

及安全绩效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型及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

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３　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的研究构想

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对象及其职业背景、阐明研

究的具体问题及意义，提出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相关关系的

假设，构建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的理论模型。

４　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的问卷设计

在前人研究成果及访谈的基础上编制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

效关系研究的调查问卷，并对调查问卷进行小样本调查，删除初始问卷的

不合适的测量项目，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终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

５　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正式问卷的质量分析

以正式调查问卷为工具进行大样本调查收集相关数据。首先，对分析

方法进行简述；其次，说明数据收集过程及方法，并进行样本描述；最后，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同时对正式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进一步检验，

为下一步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

６　铁路机车司机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关系的假设检验与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１７．０及ＡＭＯＳ１７．０统计分析软件，采用方差分析、回归分

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本书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进行检

验。首先，进行中介效应、理论模型及理论模型整体的检验。然后，运用

聚类分析方法，通过高低对比组对安全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最后，

检验本书研究提出的各项研究假设，并将研究结论加以总结，针对结论进

行相应的讨论，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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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论与展望

总结本书研究得出的所有结论，说明本书研究的创新点，对未来研究

进行展望，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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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

２．１　工作压力与安全绩效基本概念

２．１．１　工作压力基本概念

（１）压力。

压力源于拉丁文Ｓｔｒｉｃｔｕｓ，为紧绷之意。压力最初是一个具有客观属性

的物理学概念，指垂直作用于固体界面单位面积或流体上的力。１９３２年，

Ｃａｎｏｎ首先将压力的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并成为首位系统研究人类心理压

力的学者。目前，在心理学领域，压力主要用来描述个体面对工作、人际

关系等问题时，感受到的心理的紧张。英文ｓｔｒｅｓｓ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均表达压力的

意思，ｓｔｒｅｓｓ侧重内心体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侧重外界压力，基于本书的研究内

容，本书采用ｓｔｒｅｓｓ作为英译版。

有关压力的定义，在学界主要有基于刺激说、基于反应说、基于刺激

—反应说三种流派。

１）基于刺激。

基于刺激的压力定义更接近物理学定义，是从外在、客观的角度界定压

力，认为压力是一种导致焦虑与不安体验的事件或刺激，这些事件或刺激被

称为压力源。Ｃａｐｌａｎ、Ｃｏｂｂ和Ｆｒｅｎｃｈ、Ｖａｎ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和Ｐｉｎｎｅａｕ （１９７５）在一

项有关外在刺激的组织压力研究中，将压力定义为：“对个人产生威胁的工作

和环境特征的总和。”Ｃｏｏｐｅｒ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７６）另一项有关工作压力的研究

中将压力定义为：“工作压力就是和特定工作相关的负面环境因素。”

基于刺激的压力定义着眼于产生压力的外界因素，明确指出了能够缓解

压力的目标因素，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认为压力源是

压力的核心。但在现实中，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同一个压力源的反应不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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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同一个体，其对于同一压力源的反应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差异。①

２）基于反应。

基于反应的压力定义源自生物学，即有机体 （人与动物）对压力源的

反应，是有机体的体验和认知。生物学家Ｃａｎｏｎ （１９３２）将压力引入心理学

领域时提出的压力定义 “有机体面临外在威胁的本能反应”就属于基于反

应的压力定义。他认为，人类将远古时期面临攻击所作出的调动全身能量

的应激反应遗传下来，仍能对压力源做出同样方式的应激反应，表现为恐

惧、焦虑等心理状态，从而产生了压力。②

１９５６年，Ｓｅｌｙｅ对压力进行了定义，即 “……对任何外在压力源的非特

异性反应”③。非特异性指面临压力的个体反应模型基本相同，但在表现程

度和影响后果上有较大差别。

反应有多种形式，例如直接的生理反应、慢性的行为变化和健康变化。

一般来说，将在压力源长期作用下产生的慢性行为变化定义为精神紧张

（ｓｔｒａｉｎｓ）。个体对压力源的反应是一个内在过程，某些反应可能以某种形

式，例如头疼、腹泻等表现出来。实验证明，精神紧张可能导致冠心病，

这即是一种长期性的压力反应。

认同基于反应的压力定义的学者往往从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入手研究，

着眼点是有机体的反应。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压力与某些慢性疾病和致

命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将个体的生理指标作为压力

研究的客观测量指标。

基于反应的压力定义为研究压力与个体健康的关系提供了支持，但也

存在缺陷。同基于刺激的压力定义相同，基于反应的压力定义同样忽视了

时间对压力反应的调节作用。此外，基于反应的压力定义忽视了压力源的

重要意义，因为即使没有压力的状况下，个体也可能产生类似压力反应的

症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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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ｏｒｎｅ　Ｓｕｌｓｋｙ，Ｃａｒｌｌａ　Ｓｍｉｔｈ，马剑虹 ．工作压力 ［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７．

Ｃａｎｎｏｎ　Ｗ．Ｂ．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３２．
Ｈａｎｓ　Ｓｅｌｙｅ．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ｆ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５８



３）基于刺激———反应。

基于刺激———反应的压力定义认为压力是环境刺激 （压力源）与个体

反应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交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刺激和反应的

不同。Ｌａｚａｒｕｓ将刺激———反应的压力定义方式称为关系定向的定义，因为

“人与环境的关系被个体赋予高于其他一切资源的地位，且危及自身的健康

状态 （反应）。”

由于基于刺激———反应的压力定义设计范围广泛，包括个体对特定压

力的知觉及评价、个体、群体、个性特征、组织支持等等因素对压力的作

用，多被研究组织压力的学者采用。

ＭｃＧｒａｔｈ （１９７６）把压力定义为 “个体和环境间的交互作用”①。Ｂｅｅｈｒ

和Ｎｅｗｍａｎ （１９７８）把压力定义为 “在特定条件下，工作相关因素与员工间

产生的交互作用，并可导致员工生理心理变化，使其偏离正常状态”②。

Ｍｕｎｚ（２００１）认为，“压力是由个体内部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焦

虑性反应，该反应是个体在在特定方面过分紧张的一个预警性指标”③。

（２）工作压力。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有关压力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学领域。在管理学和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领域中，学者开始关注工作的压力问题，并将其定义为

工作压力 （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ｒ　Ｗｏｒｋ　Ｓｔｒｅｓｓ）。工作压力由压力衍生而来。基于刺

激的定义，工作压力即工作环境中可能引发压力的工作事件；基于反应的

定义，工作压力是对工作环境的反应，如：焦虑、失眠等；基于刺激———

反应交互作用的定义，工作压力是对负性工作环境知觉后的反应。

１）国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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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ｃＧｒａｔｈ　ＪＥ．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Ｒａｎｄ　Ｍｃ－
Ｎａｌｌｙ，１９７６．

Ｂｅｅｈｒ　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Ｄａｖｉｄ　Ｃ．Ｍｕｎｚ，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Ｋｏｈｌｅｒ，Ｃａｒｌ　Ｉ．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ｉｔ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８ （ｌ）：４９－
６０．



Ｃａｐｌａｎ （１９７２）将工作压力定义为工作环境特性对个体造成威胁的后

果，是指工作本身的特点，包括工作负荷、工作复杂程度、角色冲突等。

Ｌａｚａｒｕｓ及Ｌａｕｎｉｅｒ（１９７８）认为压力是超出正常适应反应的任何状况，它

与个体的认知评价相关，即不同个体对同一环境事件的认知不同所感受的

压力也不同①。ＭａｃＮｅｉｌ（１９８１）认为工作压力是工作环境中许多内外在因

素与个体人格特质交互作用产生的想象，如果个体对工作环境中的特定事

件有所知觉，从而导致心理受到威胁，这种现象即工作压力。Ｋｖｒｉａｃｏｕ
（１９８６）认为工作压力是个体无法解决超过其能力范围的问题时所产生的消

极、痛苦的经验。Ｓｕｍｍｅｒｓ和Ｄｅｃｏｔｉｉｓ（１９９５）认为工作压力是个体被迫偏

离正常或理想的生活方式时的体验。

２）国内学者。

台湾地区的学者对工作压力的研究开展较早，这些研究者大多持刺

激－反应交互作用的观点。陈苏彰 （１９８１）将工作压力定义为个体由于个

人能力和可用资源与工作环境的需求交互作用的差异而产生的偏离正常的

心理状态。侯望伦 （１９８４）认为工作压力是由于工作环境造成的个体特殊

的生理与心理状态。张瑞芬 （１９８９）对工作压力的定义为个体与工作环境

间不协调的现象。朱敬先 （１９９２）根据三种不同的观点将工作压力归纳为

三类：工作压力是干扰个体的工作环境特性，包括噪音、高温、人际关系

等；工作压力是个体在工作环境中产生的某种生理与心理反应；工作压力

是工作要求与个人资源不匹配形成的，即个体的能力、精力、知识水平等

无法达到外在要求及自我需求。李明书 （１９９４）认为工作压力是与工作相

关的情绪因素与个体交互作用而产生的适应性反应。②

大陆学者对于工作压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继承了已有的压力定义。

徐长江 （１９９９）将工作压力定义为个体长期、持续遭受的工作环境里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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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ａｚａｒｕａＲＳ．Ｌａｕｎｉ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ｎｅｎｔ［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１９７８：２８７～３２．

张明寮 ．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银行主管工作压力、职业倦怠暨因应策略研究
［Ｄ］．苏州：苏州大学，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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