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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角色压力、工作倦怠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基于 Bootstrap 方法的中介模型检验

郑建君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摘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来自山西、湖北、辽宁、山东和江苏 5 个省份的 572 名基层公务员进行调查，以

探讨角色压力、工作倦怠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时，运用偏差校正

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工作倦怠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进行检验发现，在角色冲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

系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在角色模糊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和角色超载与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中，情感耗竭和成就感低落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而人格解体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研究表明，需要

从压力纾解和倦怠改善两个方面同时切入，才能够使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满意度获得良好的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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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lationship Among Ｒole Stress，Job Burnou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Grass － roots Civil Servants in China

———The Test of Mediator Model Based on the Bootstrap Method

ZHENG Jianjun
(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572 grass － roots civil servants
from five provinces: Shanxi，Hubei，Liaoning，Shandong and Jiangsu，in order to examine the mecha-
nism of role stress，job burnout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le － conflict had sig-
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grass － roots civil servants，while the role － ambi-
guity and the role － overload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it． The role of job burnout in above
relationship was tested by using a bias － corrected nonparametric percentile bootstrap method，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relationship of role conflict and life satisfaction，depersonalization
and the low sense of achievement have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ambigu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role overload and life satisfaction，the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low sense of achievement have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and the depersonalization had significant
hidden effects． Only if making efforts in two aspects from the relieving stress and improving job burn-
out，we could make the grass － roots civil servants obtain better effects of promoting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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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具有直接的关联，例如压力、角色成就等。［1］一些针对企业

员工、医护人员、教师、社会工作者的研究表明，作为个体工作生活压力的具体类型之一，角色压力的缓

解能够有效地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感知水平。然而，在中国现实的社会背景之中，基层公务员作为党

和政府发挥行政事务管理与执行职能的特定职业群体，他们的角色压力对其生活满意度将会发生怎样

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同时，本文还将角色压力的重要结果变量———工作倦怠纳入研究，

通过对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检验，以此分析基层公务员角色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内部影响机制。
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个体对整体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2］从生活满意

度的类型来看，一般生活满意度强调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而特殊生活满意度则聚焦于对不同生

活领域的具体评价，例如婚姻、家庭关系等。相对于特殊生活满意度而言，一般生活满意度更为抽象和

稳定。［3］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生活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受到人格、自尊、焦虑、控制源、精神信仰、情绪

智力、价值观、生活环境、婚姻及经济状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4］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压力是个体生

活满意度重要的预测变量之一。［5］依据工作要求 － 控制理论，工作压力是工作要求不断累加的结果。
作为反映员工所从事工作任务的数量和困难程度的因素，角色压力成为了工作压力的重要类型之

一。［6］在有关角色压力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同样发现二者所存在的负向相关关系。工作家庭冲突

作为角色间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强调来源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角色要求或期望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互

间的冲突。角色间冲突模型认为，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的角色冲突，并最终影响着

个体的生活满意度。［7］“家庭 － 工作冲突”不仅会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同时还在家庭投入对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8］

由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因素构成的工作倦怠，是对压力表现的一种反应形式。从

某种意义来讲，工作倦怠是个体对包括角色压力在内的、由各种个体资源损耗所引发的一种心理应激反

应。因此可以说，角色压力是个体工作倦怠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均显示，

角色压力越大，个体的工作倦怠水平可能就越高，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时空稳定性。［9］在有关公务员

的调查中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两个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0］角色冲突

不但对工作倦怠中的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两个因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在情绪劳动与工作倦怠

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变量的作用。［11］国内研究发现，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能够有效地缓解角色冲突压

力对工作倦怠的影响。［12］在有关社区志愿者的研究中发现，角色模糊程度越高，越容易引发个体的倦怠

感; ［13］同时，角色超载对工作倦怠的三个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其生活状况满意程度的认知性评价，是对其生活质量水平的一种反映。［14］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作倦怠是个体工作与生活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将对个体的总体生活质量产生

不利影响。具体来讲，情感耗竭将导致个体一系列的身心问题，人格解体将会引发其人际关系紧张和在

实际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受阻，而成就感低落则可能引发个体的沮丧失望情绪等，这些不良的反应都将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个体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下降。国外研究结果发现: 在工作倦怠对生活满意度的反

向预测关系中，存在有多个变量的中介作用机制，即“工作倦怠通过工作场所支持对工作满意度产生作

用，然后再通过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形成影响”。［15］相关研究显示，缓解个体的情感耗竭程度对于

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意义。［16］国内有关交通警察的研究发现，工作倦怠中的情感耗竭、人格解

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维度与其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 同时，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工作倦

怠的三个因素对其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17］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 工

作倦怠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有助于提升其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的水平; 而在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方面，情感耗竭的影响力要高于工作倦怠所包含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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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因素。［18］

工作倦怠是角色压力对其他相关结果( 例如满意度、绩效、离职意愿等) 进行预测的重要中介变

量。［19］Hayes 等人的研究发现，成就感低落的改善不仅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成就感

低落在气质性乐观和生活满意度、压力与生活满意度的预测关系中均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20］此外，

在角色冲突对心理健康的预测关系中，工作倦怠也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21］因此，本研究认为，作为

工作要求过高所引发的一种资源配置不足表现，角色压力将导致个体一系列的心理不适感及应激反应，

并最终导致个体的倦怠感; 而角色压力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将会通过工作倦怠对生活满意度的

反向预测过程而有所表现。由此推断，在角色压力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工作倦怠可能发挥显著的中

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 一) 样本情况

面向来自山西、湖北、辽宁、山东和江苏 5 个省份的 600 名在当地党政机关工作的、行政级别为处级

及其以下的在职在岗公务员发放调查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572 份，有效率为 95． 33%。被试的年龄

分布主要在 21 ～ 58 岁之间，平均年龄 38． 91 岁，标准差 9． 03; 在工作年限方面，时间最短为 0． 5 年，而时

间最长达 40 年，平均工作年限 17． 31 年，标准差 9． 92; 在被试的性别分布方面，女性 164 人( 28． 67% ) ，

男性 408 人( 71． 33% ) 。
( 二) 变量测量工具

1． 角色压力的测量

采用李超平等人翻译修订的中文版角色压力源问卷。通过检验，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

标。［22］问卷共 13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方式，① ～⑤分别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问卷包含有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等三个维度，其中角色模糊维度为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

问卷整体信度系数为 0． 77; 其中，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载三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 81、0． 84
和 0． 89。结构效度复核检验显示: 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了基本的要求; 具体而言，ＲMSEA 为 0． 120，

GFI、NFI、NNFI、IFI 和 CFI 分别为 0． 87、0． 90、0． 89、0． 91、0． 91，13 个项目的标准化载荷在 0． 54 ～ 0． 95
之间。

2．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采用 Diener 等人于 1985 年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对基层公务员生活满意度的状况进行测量。［23］

问卷由一个维度、5 个题目构成，采用 7 点计分方式，① ～⑦分别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量表总分为各题分数的平均分，得分范围在 1 ～ 7 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

中，该问卷信度系数为 0． 90，远高于测量学对问卷信度的基本要求。
3． 工作倦怠的测量

采用李永鑫编制的《工作倦怠问卷》对变量进行测量，问卷包括有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

落三个维度。［24］问卷采用 7 点计分，① ～⑦分别代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其中，包含有反向

记分题目 5 个。在本研究中，工作倦怠问卷的整体信度系数为 0． 90; 具体到各个维度，情感耗竭维度为

0． 95，人格解体维度为 0． 92，成就感低落维度为 0． 90。结构效度复核检验显示: ＲMSEA 为 0． 097，GFI、
NFI、NNFI、IFI 和 CFI 分别为 0． 88、0． 96、0． 96、0． 96、0． 96，15 个项目的标准化载荷在 0． 72 ～ 0． 96 之间。

( 三) 调查过程与统计分析

研究采用 SPSS19． 0、LISＲEL8． 70 和 Mplus7． 0 进行数据的管理与分析。首先，采用信度分析和验证

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并就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和变量间的模型结构进行比较; 再对研

究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显著检验; 最后，运用 Bootstrap 方法对工作倦怠变量在基层公务员角

色压力和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统计分析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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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分析

( 一) 相关变量的结构分析及描述统计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形式由被试采用自陈的方式获取变量数据。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所带来

的影响，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匿名作答和采用不同的变量作答计分方式来进行控制。此外，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对控制效果予以检验。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设置

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有 33 个项目的特征根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 28． 20%，远

低于总变异解释率( 71． 62% ) 的一半，表明由共同方法偏差所形成的变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不严重。
2． 变量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角色压力、工作倦怠和生活满意度 3 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上述变量结构的区

分效度。其中，基准模型包含有 7 个因素，分别为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载、情感耗竭、人格解体、
成就感低落和生活满意度; 备选模型 A 包含 5 个因素，除去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就感低落和生活满

意度四个因素外，将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合并为一个因素; 备选模型 B 包含有 5 个因素，除

去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载、和生活满意度四个因素外，将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

因素合并为一个因素; 备选模型 C 包含有 3 个因素，除去生活满意度外，将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

超载 3 个因素合并为一个因素，同时将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 3 个因素合并为另一个因素。
结果如表 1 所示，基准模型的 χ2 /df 为 4． 43，ＲMSEA 为 0． 077，结构效度的各项拟合指数 TLI、CFI、AIC 和

BIC 分别为 0． 88、0． 89、49467． 96 和 49989． 86。通过模型的比较发现: 包含有 7 个因素的基准模型的拟合

度要显著优于其他三个备选模型。因此，7 个因素的基准模型能够更好地代表研究变量之间的结构。
表 1 研究变量结构模型之间的比较

模型结构 χ2 df TLI CFI AIC BIC ＲMSEA

基准模型: CZ; CT; MH; HJ; JT; DL; LS 2101． 98 474 0． 88 0． 89 49467． 96 49989． 86 0． 077

模型 A: CZ + CT + MH; HJ; JT; DL; LS 4897． 68 485 0． 68 0． 71 52241． 66 52715． 71 0． 126

模型 B: CZ; CT; MH; HJ + JT + DL; LS 5400． 30 485 0． 66 0． 67 52744． 29 53218． 34 0． 133

模型 C: CZ + CT + MH; HJ + JT + DL; LS 8184． 93 492 0． 45 0． 49 55514． 91 55958． 52 0． 165

注: CZ 表示角色超载，CT 表示角色冲突，MH 表示角色模糊，HJ 表示情感耗竭，JT 表示人格解体，DL 表示成就感低

落，LS 表示生活满意度

3． 核心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对所关注的核心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2) : 角色压力方面的三个维度，其得分高

低排序依次为角色冲突、角色超载和角色模糊; 生活满意度的得分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工作倦怠方

面，三个维度得分高低排序依次为成就感低落、情感耗竭和人格解体。在变量的相关分析中，除人格解体

与成就感低落之间、角色冲突与情感耗竭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各维度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
表 2 研究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矩阵

角色冲突 角色模糊 角色超载 生活满意度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低落

角色冲突 1
角色模糊 － 0． 32＊＊ 1
角色超载 0． 21＊＊ 0． 10* 1

生活满意度 0． 33＊＊ － 0． 43＊＊ － 0． 19＊＊ 1
情感耗竭 0． 01 0． 24＊＊ 0． 69＊＊ － 0． 25＊＊ 1
人格解体 0． 13＊＊ 0． 18＊＊ 0． 42＊＊ 0． 17＊＊ 0． 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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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冲突 角色模糊 角色超载 生活满意度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低落

成就感低落 0． 22＊＊ － 0． 56＊＊ － 0． 11＊＊ 0． 38＊＊ － 0． 22＊＊ － 0． 07 1
M 3． 75 1． 70 3． 10 4． 59 17． 68 10． 40 28． 63
SD 0． 79 0． 56 1． 02 1． 47 8． 41 6． 94 5． 05

注: ＊＊ ． 在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 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4． 角色压力对生活满意度和工作倦怠的影响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等因素后，运用回归分析考察角色压力三个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和工

作倦怠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 角色冲突( β = 0． 27，p ＜ 0． 001) 、角色模糊( β = － 0． 32，p ＜ 0． 001) 和角色

超载( β = － 0． 18，p ＜ 0． 001) 对基层公务员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与此同时，角色模糊( β
= 0． 13，p ＜ 0． 001) 和角色超载 ( β = － 0． 68，p ＜ 0． 001 ) 对情感耗竭的预测作用显著; 角色冲突 ( β =
0. 13，p ＜ 0． 05) 、角色模糊( β = 0． 18，p ＜ 0． 001) 和角色超载( β = 0． 39，p ＜ 0． 001) 对人格解体的预测作

用显著; 角色冲突( β = 0． 07，p ＜ 0． 05 ) 、角色模糊 ( β = － 0． 53，p ＜ 0． 001 ) 和角色超载 ( β = 0． 08，p ＜
0. 05) 对成就感低落的预测作用显著。

( 二) 工作倦怠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作用的检验。在原有数据( N = 572) 基础

上，通过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1000 个 Bootstrap 样本，对所生成和保存的 1000 个中介效应估计值进

行大小排序，并由此获得 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中不包括 0，则表

明中介效应显著，具体结果如下所示。
1． 情感耗竭的中介作用

对情感耗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表 3)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关系中，情感 耗 竭 的 中 介 作 用 不 显 著，间 接 效 应 值 为 － 0． 004 ( p ＞ 0． 05 ) ，95% 的 置 信 区 间 为

( － 0. 080，0． 101)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模糊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情感耗竭的中介作用显

著，间接效应值为 － 0． 037 ( p ＜ 0． 01 ) ，95% 的置信区间为 ( － 0． 067，－ 0． 019 )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8. 71%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超载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情感耗竭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

值为 － 0． 158( p ＜ 0． 001) ，95%的置信区间为( － 0． 235，－ 0． 081)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83． 60%。
表 3 情感耗竭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中介模型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95% CI］

角色冲突→情感耗竭→生活满意度 0． 325 0． 329＊＊＊ － 0． 004［－ 0． 080，0． 101］
角色模糊→情感耗竭→生活满意度 － 0． 425 － 0． 388＊＊＊ － 0． 037＊＊［－ 0． 067，－ 0． 019］
角色超载→情感耗竭→生活满意度 － 0． 189 － 0． 031 － 0． 158＊＊＊［－ 0． 235，－ 0． 081］

注: * 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 下同) 。

2． 人格解体的中介作用

对人格解体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表 4)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关系中，人格解体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 017 ( p ＜ 0． 05 ) ，95% 的置信区间为 ( 0． 006，

0. 034)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 23%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模糊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人格解

体的广义中介作用 ( 遮掩效应) 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 047 ( p ＜ 0． 001 ) ，95% 的置信区间为 ( 0． 027，

0. 072) ，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 9． 96%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超载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人格

解体的广义中介作用( 遮掩效应) 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 128 ( p ＜ 0． 001 ) ，95% 的置信区间为( 0． 084，

0. 180) ，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 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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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格解体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中介模型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95% CI］

角色冲突→人格解体→生活满意度 0． 325 0． 308＊＊＊ 0． 017* ［0． 006，0． 034］
角色模糊→人格解体→生活满意度 － 0． 425 － 0． 472＊＊＊ 0． 047＊＊＊［0． 027，0． 072］
角色超载→人格解体→生活满意度 － 0． 189 － 0． 317＊＊＊ 0． 128＊＊＊［0． 084，0． 180］

3． 成就感低落的中介作用

对成就感低落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表 5)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关系中，成就感低落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 072( p ＜ 0． 001) ，95%的置信区间为( 0． 043，

0． 108)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2． 15%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模糊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成就

感低落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 0． 119( p ＜ 0． 001) ，95% 的置信区间为( － 0． 185，－ 0． 056) ，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7． 93% ; 在基层公务员角色超载压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成就感低落的中

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 0． 042 ( p ＜ 0． 01) ，95% 的置信区间为( － 0． 073，－ 0． 014 ) ，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 22． 34%。
表 5 成就感低落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中介模型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95% CI］

角色冲突→成就感低落→生活满意度 0． 325 0． 253＊＊＊ 0． 072＊＊＊［0． 043，0． 108］
角色模糊→成就感低落→生活满意度 － 0． 426 － 0． 307＊＊＊ － 0． 119＊＊＊［－ 0． 185，－ 0． 056］
角色超载→成就感低落→生活满意度 － 0． 188 － 0． 146＊＊＊ － 0． 042＊＊［－ 0． 073，－ 0． 014］

四、讨论与总结

( 一) 角色压力的作用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角色压力中的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三个因素对工作倦怠和生活满意度

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角色冲突对情感耗竭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对情感耗竭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在人格解体因素上，角色压力的三个因素对其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 而在成就感低落因素上，除角色冲突表现出正向预测作用外，其他两个因素则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这一点与以往的研究具有不一致。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可以结合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

即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特殊性和角色模糊、角色超载的类型与特性。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特殊性体现在工

作与生活等诸多方面。我国当前的公务员管理仍然是以职级划分为基础的，基层公务员长期以来形成

了服从上级、不讲困难、少言多干的行为惯性。面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基层行政事务，很多时候不得

不疲于应付，很多工作的完成并不能与个人成就相联系。当基层公务员面对来自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

的压力时，往往将角色定位不清归咎于“角色分配者对角色期望的不确定”，而将工作负荷过重归咎于

“履行的职责或任务过多”层面的“量的超载”而非自身能力不及。基于此认识，在角色定位模糊和工作

任务超负荷的情况下，基层公务员认为自己还能够顺利完成所承担的各项工作，这恰恰是对工作“胜

任”的体现。
在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方面，角色压力中的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因素对生活满意度都起到了反向的

预测作用，即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现象的增加将会降低个体对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水平; 而基层公

务员的角色冲突压力的增加，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认知水平反而具有提升作用。依据家庭工作冲突理

论中的补偿模型观点，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是反向变化的。当个体在工作领域有高水平的卷入时，在家庭

领域的卷入水平就会降低; 相反，在家庭领域的高水平卷入会导致个体在工作领域的低水平卷入。［25］由

此我们认为，基层公务员在工作领域的角色冲突压力有可能使其在个人时间、精力、资源配置等方面发

生转移，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于家庭领域，最终促发了工作和家庭的反向变化，获得了对生活满意度的

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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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角色压力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内在机制

角色压力对基层公务员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存在怎样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发现: ( 1 ) 在角色模

糊和角色超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情感耗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2) 在角色冲突对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关系中，人格解体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同时，人格解体在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对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 3) 在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

系中，成就感低落均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基层公务员群体所感受到的角色冲突

压力、角色模糊压力和角色超载压力不仅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同时角色压力的三个因

素还分别通过工作倦怠间接地影响着生活满意度。
运用家庭工作冲突理论中的补偿模型观点，就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进行

了分析。在此关系中，工作倦怠所包含的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两个因素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也

就是说，由角色冲突引发的个体工作倦怠，催化了其个人焦点从工作向家庭的转移，通过将更多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配置等投入家庭或生活领域，从而获得了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而对于情感耗竭和成就感低

落两个因素在角色模糊、角色超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本文的研究中也被予以证

实。该结果提示我们: 恰如一些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在角色压力的具体维度上，并不是压力增大就一定

会引发个体工作倦怠水平的提升。［26］具体在本研究中，对同一类群体中的不同样本进行调查，其结果却

存在巨大反差，包括成就感低落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方向。这一结果说明，在角色压力对成就感低落的

影响关系中可能还存在着其他不同层次或类型的干扰变量，这些干扰变量对二者的关系形成了调节效

应。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细致把握，不但会有助于“压力———倦怠———相关结果”作用模型的修正与完

善，而且对我们今后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三) 实践思考

对于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强职业理想、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提

供基层公务员职业健康发展与个人价值实现有效结合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基层公务员群体

主观幸福感的建设。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作为构成基层公务员幸福感的两大主题内容，工作满意度

和生活满意度在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上还存在较大差别。以工作倦怠感的影响效应为例，工作满意度

的变化与其保持了明显的反向律动，而工作倦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相对更为复杂。此外，从角色压

力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来看，本文的一些结论也存在与既有研究结果、日常经验感受不一致的地

方。为此，在实践管理过程中，还需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重视和思考。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特殊性以及其工作生活环境的既有特点。多数基层公务员

处在我国现有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最底层，他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来自于不同层面。如果

压力纾解不畅，不但会影响工作绩效，而且不良的情绪感受还有可能带入工作，在社会公众领域造成负

面影响。同时，要在探索公务员管理制度创新方面，进一步重视和完善岗位设置科学化、工作推进流程

化等内容，渐进改变过去不良的或不适应当下需求的“公务员文化”，促使公务员运行体制良性发展。
第二，人作为复杂的社会生物，其心理与行为的表现、特征是个体自身与社会情境互动的结果。对

于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要秉持一种全面的系统观念进行操作。按照“压力———倦怠———
相关结果”的分析路径，首先就要对基层公务员群体所面临各类压力有科学、充分的把握和理解。以本

研究所关注的角色压力为例，要将角色压力的类型、来源以及在公务员群体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予以全面

梳理和掌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缓解该群体工作倦怠问题、提升生活满意度方面，提出更具针对性

的建议和更富操作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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