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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我国中部3省220名大学生村官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职业嵌入对工作绩效的影

响及主动性人格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职业嵌入对大学生村官的核心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创

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嵌入各维度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主动性人格在

职业嵌入与大学生村官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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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聘大学生村官赴村任职是我国解决“三农”问
题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培养锻炼年

轻干部和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意义重

大[1]。然而,一些学者的实地调研显示,目前部分大

学生村官沦为村务工作中的“秘书人员”、农村社会

的“边缘人”和“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2],难以对

农村发展起到实际促进作用[3]。如何提高大学生村

官的工作绩效、确保该群体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干得

好”是当前大学生村官计划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嵌入理论是近年来兴起于西方管理学界的新理

论,为回答“员工为什么离职”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目前学者就嵌入与员工离职意愿[4-6]、组织信任与组

织承诺[7]、工作绩效[8-9]等组织行为学变量之间的关

系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然而,现有研究主要

关注的是工作和组织层面的嵌入,对职业嵌入研究

还较为缺乏,且大多探讨的是嵌入对工作绩效的直

接影响,忽视了人格特征在两者间发挥的调节作

用[10]。从个体与环境交互的视角来看[11],人格可

能会影响个体对工作环境的看法与认知,进而采取

不同的工作行为[12]。
本文拟以大学生村官这一特殊职业群体为研究

对象,以我国中部3省为例,探讨职业嵌入及其不同

纬度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影响及主动性人格在

两者关系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以期丰富和完善现

有嵌入理论,深化学术界对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关

系的认识,同时为提升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绩效、促进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借鉴。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1.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

Feldman等[13]最早提出职业嵌入(occupational
embeddedness)的概念,用以表征促使员工留在当

前职业的各种力量的集合。职业嵌入主要包括联

系、匹配和牺牲3个维度。其中,职业联系反映出员

工在职业中与他人或机构联系的紧密程度;职业匹

配用以衡量员工对职业感知的内在相容性和外在舒

适性;职业牺牲指的是员工对职业转换所造成的所

有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本投资损失的认知。
工作绩效一直是组织行为学关注的焦点,近年

来这一概念逐渐扩展为3个重要部分:核心任务绩

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14]。此外,近年来,
创造力在促进组织快速适应商业环境中发挥了日益

重要的作用,因而被视为评价个体绩效的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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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指标[15]。结合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工作状况,本
研究重点关注工作绩效的3个部分:核心任务绩效、
组织公民行为和创造力。

Ng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工作嵌入的

作用后,职业嵌入仍能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积极

影响[10]。这可能是由于:职业嵌入水平较高的个体

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有着更清晰的认知。根据社会认

同理论,当个体意识到他属于特定群体时,会有更强

的动力去维护和强化自己的成员身份[16],进而会努

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角色外工作[17]。此外,依
据 “吸引—选择—磨合”模型,高职业嵌入水平意味

着个体的兴趣、能力和个性与职业具有较好的匹配,
更容易在从事的职业中获得成功[18]。相反,低职业

嵌入水平的个体可能会主动离职或因为达不到绩效

标准而面临淘汰[19]。受到地区政策差异、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个体职业价值观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嵌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可

能引起不同的工作表现。根据以上推论,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1a:职业嵌入正向影响大学生村官的核心

任务绩效;
假设1b:职业嵌入正向影响大学生村官的组织

公民行为;
假设1c:职业嵌入正向影响大学生村官的创

造力。

2.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主动性人格是个体主动采取行动影响其周围环

境的一种稳定的倾向[20]。主动性人格具有个体差

异,并进一步导致这些个体在环境中的行为表现出

较大差异[21]。Crant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

经验、责任心和社会赞许性等某些特定变量后,主动

性人格仍可以显著预测工作绩效[22]。Thompson
的研究证实了具备主动性人格的个体能够通过发展

社会网络获取资源和自主权,进而取得更好的工作

绩效[23]。Harvey等实证检验了主动性人格在人际

冲突与工作表现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具有

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尽管遭遇人际冲突,仍能够坚

持目标完成任务,而缺乏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则会因

为消极情绪而影响绩效[24]。作为乡村社会的外来

“嵌入者”,主动性人格对于大学生“村官”尤为重要。
从人与环境交互的视角来看,主动性人格有助于大

学生村官更为积极地看待在职业中形成的各种嵌入

力量,尽快地进入工作角色,适应农村基层工作环

境,更好地完成任务。根据以上推论,本研究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2a:主动性人格在职业嵌入和大学生村官

的核心工作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较强的主动

性人格会增强职业嵌入对大学生村官核心任务绩效

的正向影响;
假设2b:主动性人格在职业嵌入和大学生村官

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较强的主动

性人格会增强职业嵌入对大学生村官组织公民行为

的正向影响;
假设2c:主动性人格在职业嵌入和大学生村官

的创造力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较强的主动性人格

会增强职业嵌入对大学生村官创造力的正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以检验提出的研

究假设。问卷发放的对象为选聘到农村基层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毕业生,
即大学生村官。样本来自我国中部湖北、河南、江西

等3省的村、社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问卷采用匿

名方式,通过实地调研和E-mail调研等形式发放。
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20
份,有效率为88.0%。

220份样本的基本特征为:男性55.0%;工作年

限在 1 年 以 下、1~2 年 的 大 学 生 村 官 分 别 为

47.2%、40.3%;户籍所在地为本地的占84.0%。
本文所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6.0。

2.变量测量

对职业嵌入的测量采用Ng等 [10]编制的3维

度量表,包括职业牺牲、职业匹配和职业联系3个维

度,其中,职业牺牲和职业匹配的测量主要采用

Likert5点量表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

全同意。为了保持测量方式的一致性,对职业联系

的测量方式进行了修改,将原始量表测量客观联系

数量(如“你在工作中会与多少同行保持有规律的联

系”)改为评价主观感受(“我在工作中有机会与很多

同行接触”),修正后得到10个题项,对3个维度所

有题项得分加总平均来反映整体的职业嵌入水平。
对主动性人格的测量采用商佳音等[25]编制的

单维度量表,共11个题项。
对核心任务绩效的测量主要采用 Williams等[26]

的单维度量表,修正得到4个题项,对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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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也采用 Williams等[27]的单维度量表,修正得

到3个题项;对创造力的测量主要从Baer等[28]的量

表中选取了4个题项,修正得到3个题项。
为了检验提出的维度结构,本文采用正交旋转

的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各维度特征值均大于1,各研

究变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均超过60.0%,各指标载

荷系数均大于0.6,除了职业联系的Cronbach’sα
值略小于0.7之外,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sα值

均大于0.7,表现出良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

  三、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大学生村官各变量上的平均数、标
准差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结果表明:职业嵌入及

其各维度与核心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创造力等

主要变量存在相关性,适合作进一步研究。

2.职业嵌入对核心任务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职业嵌入对核心任务绩效的影响关

系,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首先将职业嵌入的整体测

量作为一个变量对核心任务绩效进行回归(模型

1a),然而再将职业嵌入的3个维度联合在一起作为

自变量与核心任务绩效进行回归(模型1b)(见
表2)。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业嵌入对核心任务绩

效有正向影响作用(β=0.401,P<0.01),故假设1a
得到验证;就职业嵌入的各维度而言,职业匹配对核

心任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β=0.496,P<
0.01),而职业联系(β=-0.139,P>0.01)和职业

牺牲(β=0.030,P>0.01)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

是由于,尽管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显示职业牺牲

与核心任务绩效存在一定的相关性(β=0.246,P<
0.01),但这种相关性较弱,同时由于职业匹配与核

心任 务 绩 效 存 在 较 强 的 相 关 性 (β=0.449,

P<0.01),因此在回归方程中职业牺牲对核心任务

绩效的影响被职业匹配所替代,职业牺牲未能进入

逐步回归方程。

3.职业嵌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以职业嵌入及其3个维度为自变量、组织公民

行 为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见表3)。逐步回归分

表1 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零阶相关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职业嵌入 3.293 0.595

2.职业匹配 3.442 0.727 0.839**

3.职业联系 3.055 0.926 0.556** 0.265**

4.职业牺牲 3.265 0.745 0.833** 0.534** 0.230**

5.主动性人格 3.587 0.701 0.242** 0.081 0.076 0.163*

6.核心任务绩效 3.535 0.727 0.328** 0.449** -0.046 0.246** 0.487**

7.组织公民行为 3.535 0.605 0.411** 0.435** 0.160* 0.298** 0.656** 0.527**

8.创造力 3.554 0.635 0.436** 0.362** 0.294** 0.335** 0.296** 0.382** 0.430**

 注:* ,**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2 职业嵌入对核心任务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1a 模型1b

标准化系数β 标准化系数β
Constant 2.216**

职业嵌入 0.401**

职业匹配 0.496**

职业联系 -0.139
职业牺牲 0.030
F 26.318** 32.561**

R2 0.108 0.231

析结果表明,职业嵌入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

作用(β=0.418,P<0.01),故假设1b得到验证;其
中,职业匹配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β=0.362,P<0.01),而职业牺牲(β=0.091,P>
0.01)和职业联系(β=0.048,P>0.01)的影响不显

著。这可能是由于,尽管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显
示职业联系(β=0.160,P<0.05)、职业牺牲(β=
0.298,P<0.01)分别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但这种相关性较弱,同时由于职业匹配与组织

公民行为存在较强的相关性(β=0.435,P<0.01),
表3 职业嵌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2a 模型2b

标准化系数β 标准化系数β
Constant 2.158**

职业嵌入 0.418**

职业匹配 0.599**

职业联系 0.048
职业牺牲 0.091
F 44.411** 50.978**

R2 0.169 0.190

72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3期)

因此在回归方程中职业联系与职业牺牲对组织公民

行为的影响被职业匹配所替代,故职业联系与职业

牺牲未能进入逐步回归方程。

4.职业嵌入对创造力的影响

以职业嵌入及其3个维度为自变量、创造力为

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见表4)。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职业嵌入对创造力有正向影响作用(β=0.465,

P<0.01),故假设1c得到验证;其中,职业匹配对创

造力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作用(β=0.189,P<0.01),
其次是职业联系(β=0.135,P<0.01),职业牺牲

(β=0.148,P<0.05)对创造力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用。
表4 职业嵌入对创造力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3a 模型3b

标准化系数β 标准化系数β
Constant 2.024**

职业嵌入 0.465**

职业匹配 0.189**

职业联系 0.135**

职业牺牲 0.148*

F 51.075** 17.354**

R2 0.190 0.194**

  5.主动性人格对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关系的调

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层级回归模型,来检验主

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的检验分为3个步

骤:第一步,将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第二步,将调节

变量引入回归模型;第三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

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当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不

为0时,表明存在调节效应。为了避免回归模型中

出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层级回归前,先
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将中心

化以后的变量数值相乘,得到交互项[32]。调节作用

的层级回归检验结果如表5~7所示。从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当职业嵌入与主动性人格的交互项进入

因变量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回归模型后,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为0.167,具有显著性(P<0.01),R2的改变

量△R2为0.043,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因

此,主动性人格在职业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

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2b得到支持,而假设

2a和2c未能通过验证。
为了直观地显示主动性人格在职业嵌入和组织

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分别以高于均值一个标

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础[29]画出调节效

应图(见图1)。可以看出,当主动性人格处于高位

时,职业嵌入对组织公民行为正向影响明显增强。
这表明,主动性人格强化了职业嵌入与组织公民行

为的正向关系。
表5 因变量为核心任务绩效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层级回归模型

核心任务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标准化
系数β

标准化
系数β

标准化
系数β

职业嵌入 0.401** 0.223** 0.210**

主动性人格 0.432** 0.473**

职业嵌入×主动性人格 0.125
R2 0.108 0.284 0.292
△R2 0.115 0.008

表6 因变量为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层级回归模型

核心任务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标准化

系数β

标准化

系数β

标准化

系数β
职业嵌入 0.418** 0.268** 0.236**

主动性人格 0.591** 0.688**

职业嵌入×主动性人格 0.167**

R2 0.169 0.499 0.542
△R2 0.373 0.043

表7 因变量为创造力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层级回归模型

核心任务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标准化

系数β

标准化

系数β

标准化

系数β
职业嵌入 0.465** 0.246** 0.210**

主动性人格 0.128** 0.473**

职业嵌入×主动性人格 0.014
R2 0.190 0.228 0.229
△R2 0.115 0.001

图1 主动性人格对职业嵌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职业嵌入、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村

官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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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嵌入对大学生村官的核心任务绩效、组
织公民行为和创造力的提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其中,职业匹配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村官的核心

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职业嵌入各维度对大学

生村官的创造力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

支持了Ng等[10]的部分研究结果,为提升大学生村

官的工作绩效开辟了全新视角。当大学生村官的兴

趣、能力和个性与职业能够很好地匹配,与其他大学

生村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以及在该行业内获得了

较高的荣誉时,他们就会深深地“嵌入”到村官这一

职业中来,并有更强的动力去提高工作绩效。
(2)主动性人格在职业嵌入和大学生村官组织

公民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

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对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关系的

认识,即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会对职业嵌入做

出不同的回应。主动性人格倾向较强的大学生村官

更容易积极地嵌入到职业中来,为新农村建设付出

额外的努力。因此,政府在进行大学生村官的招募

和甄选时,除了学历、专业、毕业院校、户籍等硬指标

外,不能忽视对候选者人格特点的考察,对于那些主

动性人格倾向较强的候选者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本研究是首次从职业嵌入的视角对大学生村官

工作绩效进行的探索性研究,所以仍存在一些不足

有待后续研究加以克服与改进。
(1)调查样本的局限性。由于大学生村官的工

作地点比较分散,所以本文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没有

采用效果更好的随机抽样方法。样本选择在地域上

只涉及我国中部3个省份,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

遍的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今后可以进一步加

大被试取样的范围和数量,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可

推广的外部效度。
(2)职业嵌入量表的适用性。本研究首次将国

外学者开发的针对员工的职业嵌入量表应用于我国

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上。可能是由于文化情境差异

和调查对象不同,职业联系维度的信度系数稍显不

足。未来可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中国情境下的职业

嵌入量表。
(3)嵌入研究层次的单一性。本研究只探讨了

职业嵌入对工作绩效产生的影响,没有比较不同层

面的嵌入(职业、组织、工作)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

影响的大小及差异,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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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Occupational
EmbeddednessandJobPerformance

———BasedonSurveyonUniversity-StudentVillageOfficials
inThreeProvincesinCentralChina

SHIDan1,MENGSu-ju1,CHENDian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2.CollegeofLettersandScie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USA,94720)

Abstract Basedonthestatisticscollectedthroughquestionnairesamong220university-studentvil-
lageofficialsinthreeprovincesofcentralChina,thispaperanalyzeshowoccupationalembeddednessaf-
fectsjobperformanceandthemoderatinginfluenceofproactivepersonalitybetweenthetwo.Theempir-
icalstudiesshowthatoccupationalembeddednessispositivelyrelatedtocoretaskperformance,organiza-
tionalcitizenshipbehaviorandcreativity.Resultsalsoindicatethatthevariouscomponentsofoccupa-
tionalembeddednesshavedifferenteffectsonjobperformance.Inaddition,proactivepersonalitypositive-
lymoderatestherelationshipbetweenoccupationalembeddednessandjobperformance.

Keywords occupationalembeddedness;university-studentvillageofficials;jobperformance;pro-
activepersonality;newrural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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