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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公安审计在公安工作中作用的逐步显现，对公安审计人员的要求及工作负荷也相应增加，使一些公安审

计人员出现了职业倦怠，影响了公安审计的效率。公安审计人员的职业倦怠是否由工作压力引发、个人资源中的心理资本

对职业倦怠能否起到缓解作用等问题亟待澄清。借助问卷调查等方法，以江苏公安审计人员为例，研究公安审计人员工作

压力、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发现增加积极的工作压力有利于缓解职业倦怠，提升心理资本对缓解职业倦怠效果不

明显。基于这一研究结论，应从增加挑战性压力并消除阻断性压力，在培育心理资本同时重视营造相互支持的工作氛围等

方面入手缓解公安审计人员的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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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安审计是设立在公安机关内部的独立审计机构，又称公安内部审计。公安审计主要包括对公安机

关负有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对公安执法环节的涉案财物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的绩

效即经济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审计，从而达到监督公安机关财政收支及经济活动是否符合真实性、合法

性、效益性的目的。当下，在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对权力制约，推进执法环节规范化及注重绩效性

的大背景下，公安审计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监督力量，在增强领导干部监督管理，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以

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逐步显现，受到各级公安机关的关注。随着科技强警力度的加

大，国家对公安机关经费投入快速增加，投资项目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及涉案财物管理审计等各类审计项

目逐年增加。以江苏为例，全省公安审计人员 292人，一年仅经济责任审计就近千项［1］。公安审计工作的

高强度、高风险、高标准的要求与现实审计工作状况之间的反差，使得一些公安审计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出现职业倦怠等状况，影响了公安审计工作的效率。而公安审计被称为公安机关的“免疫系统”，“免

疫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将弱化对公安工作的有效监督，影响公安职能的履行和公安事业的发展。因此，

研究公安审计人员的职业倦怠及其相关问题，从理论上丰富公安审计的研究内容，从实践上拓展提升公

安审计效能的路径，都将有助于公安事业的发展。而关于公安审计人员职业倦怠与工作压力、心理资本

的相关实证研究极其缺乏，因此亟需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二、文献综述

为解决职业倦怠问题，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下面将就工

作压力、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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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职业倦怠（job burnout）也称“工作倦怠”，1974年由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用来刻画服务行业的从业

者因工作压力大导致的一种疲劳状态［2］。众多研究中Maslach等提出的职业倦怠三维定义被人们广泛认

可，即职业倦怠是指个体由于长久不能顺应工作压力而产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上的极端状态，其典型症

状表现为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以及个人成就感低三个维度［3］。公安审计人员职业倦怠是指其不能顺应工

作产生的一种偏激反应，是在压力下所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的衰竭状态。

工作压力（job stress）是指在工作中产生的种种不良刺激及其所触发的负性感受和与此相应的身心反

应，又称工作紧张或工作应激［4］。Selye把引发工作压力反应的各种不良刺激称为压力源［5］。Kahn等把压

力源归为三类：一是组织与工作本身的特点；二是工作之外的家庭社会因素；三是个体因素［6］。公安审计

人员的工作压力是由公安审计工作特点、职业前景、人际关系等压力源的刺激而产生的紧张、压抑等情绪

体验及行为反应。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工作压力是导致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如Kim等认为，工作压力中工作负荷、角

色不清等与工作倦怠和去职意向有明显关联［7］；Cavanaugh等认为挑战性压力对职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而阻断性压力往往成为个体目标达成的障碍，导致倦怠［8］。黄海燕等认为，地级市审计人员过高和过低的

工作压力都会产生职业倦怠［9］。陈艳等认为，压力影响基层审计机关负责人满意度，而满意度与职业倦怠

有直接关系［10］。李乾文等认为，适量的压力将激发政府审计人员工作积极性，过量的压力会将使其身心

和行为出现异常反应，产生倦怠［11］。赵建花认为，审计工作中高风险、高能力要求、工作内容枯燥及职业

成就感低是产生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12］。以上研究表明工作压力是导致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

（二）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Luthans等提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的概念，并将其概括为个体积极的主导心理要素，是指

契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它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为重要［13］。心理资本由自我效能、乐观、

希望和韧性四种积极心理状态构成。公安审计人员的心理资本是指其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积极的心理状

态，是提升其工作绩效的重要心理资源。

一些研究证明了心理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能减缓职业倦怠。Lee和Ashforth通过元分析得出结论，心理

资本的要素可以帮助个人缓解情绪枯竭［14］。Avey等发现，心理资本在降低职业倦怠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15］。Masten等指出心理资本中的韧性是缓解职业倦怠与不良后果的维护要素［16］。Taylor等认为心理资

本中的乐观等情绪可以让个体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压力而缓解职业倦怠［17］。蔡笑伦等认为心理资本与职

业倦怠显著负相关［18］。李晓艳等认为，心理资本对工作倦怠的各维度有明显的负向作用［19］。以上研究表

明心理资本能缓解职业倦怠。

现有文献从研究对象看，对审计人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一般单位审计人员的研究，对公安审计人

员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有必要结合公安审计工作特点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看，主要是调查研究；从研

究结论看，具有一定相似性，即工作压力导致职业倦怠，心理资本缓解职业倦怠。现有研究也认为压力有

积极、消极之分。总之，上述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

三、职业倦怠形成机制

学者们对职业倦怠形成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工作压力是导致职业倦怠的根本原

因，而工作资源特别是工作资源中的心理资本在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中起缓冲作用，缓解职业倦怠。

Karasek以压力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JD-C），指出压力来

源于工作本身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工作要求是指工作的量和难易水平，即压力源；而工作控制则是

指个体对工作的决策幅度和技能水平［20］。JD-C模型认为工作压力取决于二者相互作用。当个体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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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增加，压力感也相应增大时，表明个体的工作控制低，因而感受到的压力大；当个体的工作要求和

工作控制均居于高水准时，高工作要求反而是激励要素，产生“有益的压力”［21］。JD-C模型关注工作控制

中的资源对工作要求的缓冲作用，给予后人以启发。

Hobfoll提出了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COR），从资源丧失和收获视角分析职业

倦怠产生的机制，认为个体总是想保持有价值的资源，如决策权、自我效能、自尊感等，这些资源具有增强

抵御倦怠的心理能量；反之，当个体投入大量的固有资源却得不到回报时，个体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和倦怠

感［22］。Hobfoll认为根本资源由关系资源和个体资源组成。个体资源即 Luthans等提出的心理资本［13］。

COR理论从资源流动视角分析工作倦怠的形成过程，强调增加工作资源是增加个体抗压能力、应对工作

倦怠的关键途径的结论对研究者影响极大。

Demerouti等人在资源保存理论基础上并借鉴 JD-C模型提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
sources model，JD-R）。该理论认为导致倦怠的原因可以归为两种：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23］。JD-R模型

解释了倦怠产生的两个潜在心理过程。一是过高的工作要求使个体长时间处于持续疲劳状态，导致情绪

衰竭；二是个体能够利用的工作资源不足或匮乏增加职业倦怠的可能性［24］。JD-R模型较 JD-C模型不仅

涉及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还涉及工作资源，成为研究职业倦怠的重要理论。

综上所述，JD-C模型注重工作资源对工作要求的缓冲作用。资源保存理论和 JD-R模型得出职业倦

怠产生于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之间的失衡。工作要求高、压力大导致职业倦怠。工作资源特别是心理资

本在工作要求与职业倦怠之间起缓冲作用，缓解职业倦怠。这是职业倦怠产生的一般机制。

根据上述理论，在研究公安审计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时我们选择了两个重要的心理变量即工作压力

和心理资本。在工作压力方面，审计人员由于公安工作繁重复杂导致对公安审计工作要求高，强度大，且

风险较高，因此长时间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工作压力较大，这可能是公安审计人员职业倦怠的根本原

因。在心理资本方面，公安机关是一个半军事化的单位，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很多时候审计工作很难保持

独立性，审计工作的价值很难得到体现，导致一些审计人员的心理资本如自我效能感、自尊感等较低。根

据职业倦怠形成机制理论，当公安审计人员面临较大压力时，较低心理资本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在

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之间起到缓冲作用，未能弥补压力的损耗，这有可能加剧公安审计人员的职业倦怠。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公安审计人员的工作压力引发职业倦怠，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关系；心理资本缓解职业倦

怠，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关系。

但是，由于公安机关工作性质和特点不同于其他部门，公安内部审计也不同于一般单位内部审计，在

多数行业得到验证的职业倦怠产生的一般机制理论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是否成立，公安审计人员工作

压力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影响的实际状况与假设是否相符，本文将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进行验证。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次研究选取问卷方式向 2019年 3月江苏省公安厅举办的全省公安审计干警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及

部分公安机关审计人员共 186名审计干警进行调查。目前，江苏省公安机关共有 292名专职审计干警，此

次问卷人数占全省公安审计人员的 63.7%，其中包括省厅和市县的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审计人员，这样

可以全方位了解江苏公安审计人员职业倦怠及其相关问题的状况。

此次研究共发出 186份问卷并全部回收。每份问卷包含人口统计变量、工作压力测量、职业倦怠测

量、心理资本测量 4个部分，共计 60个题目。回收的问卷 6份为无效问卷，剩余 180份问卷除人口统计变

量部分外，数据分布方差均不为 0，方差最小值 0.70，方差最大值 2.25。由于本次问卷问题测量梯度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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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部分问题均同时具有正反向计分问题，可认定每份问卷内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不同的回答，从而说明

180份问卷里不存在随意勾选的情况。因此，最终有效问卷180份。

（二）研究工具

压力量表采用Cooper等研制的工作压力问卷（OSI-2）中国修订版（OSI-PRC）的压力源分量表。选取

工作量、人际关系、职业前景、工作家庭平衡 4个维度，使用Likert 6点记分；心理资本量表使用Luthans等
研制、李超平译的心理资本问卷（PCQ-24），包含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韧性 4个维度，使用Likert6点记

分；职业倦怠量表采用Maslach等研制，李超平等修订的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MBI-GS），包含情绪耗竭、

愤世嫉俗、低工作效能感3个维度，使用Likert6点记分 。

（三）量表信效度检验

研究显示三个量表的α系数均大于 0.8，
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三个量表均是我国学

者翻译并修订，是研究者们常用的成熟量表，

从而确保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在结构

效度上，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多个拟

合指标如 CFI、GFI、IFI大于 0.90，RMSEA值

小于 0.08，卡方和自由度之比小于 3，表明量

表的拟合度较好，具有较好结构效度。

在本研究中，还收集了被问卷的公安审

计人员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婚

姻情况、受教育水平、职级及从警年数。见图1所示。

（三）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Excel的 data analysis toolpak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MATLAB的 stepwise regression函数进行

逐步回归分析。

五、研究结果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1.二元相关性分析

从人口统计变量中我们可

以获得 6类信息（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务级

别，从警年数），加上工作压力、

职业倦怠、心理资本 3个方面，

我们对以上 9部分内容进行一

个综合的二元相关性分析，分

析结果如表 1所示。从中可以

得出，除了“年龄”与“从警年数”的相关性系数外，问卷数据中相关性系数最大值为0.56，最小值为-0.56。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得出公安审计人员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相反，

也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1）心理资本高的公安审计人员，成就动机强，而公安机关

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使得公安审计人员在审计上级及同级时很难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由于缺少职业成

就感，增加了职业倦怠感；再加上一些公安机关认为打击犯罪是公安工作的主业，审计工作无关痛痒，没

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加剧了他们的职业倦怠感。（2）心理资本高的公安审计人员，乐观坚毅，愿意承

图1 人口统计类数据

表1 二元相关性分析

项目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职级

从警年数

工作压力

职业倦怠

心理资本

性别

1.00
0.08
-0.03
-0.06
0.03
0.21
0.03
-0.07
0.19

年龄

1.00
-0.24
0.38
-0.28
0.75
0.13
-0.11
0.08

教育程度

1.00
-0.14
-0.17
-0.21
-0.27
0.19
0.33

婚姻状况

1.00
-0.12
0.30
0.18
-0.24
0.09

职级

1.00
-0.23
-0.001
0.04
-0.25

从警年数

1.00
0.09
-0.25
0.07

工作压力

1.00
-0.56
-0.27

职业倦怠

1.00
0.56

心理资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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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更多的工作，相应的承担责任较大，尤其在信息时代，公安审计受到公众和政府关注度高，紧张心理时

刻笼罩着他们，他们不仅担心审计结果是否影响公安机关和领导的声誉，还担心审计结果是否对自己不

利，因而陷入焦虑的状度，引发职业倦怠。（3）心理资本高的公安审计人员，对职务升迁预期比一般人高，

但公安机关职级晋升比例较少，一旦发生冲突，会使其思想怠惰，产生职业倦怠。

本文得出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显著负相关，这也与预期的假设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公安审计受种

种因素影响，使得一些公安审计工作流于形式，虽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只是做些表面工作，审计结

果价值不高，增加了他们的职业倦怠感。而有一定压力的、能体现工作价值的工作反而会减少他们的职

业倦怠感。

同时，本文还得出公安审计人员心理资本与工作压力显著负相关，即拥有心理资本高的公安审计人

员，工作压力低。这是因为心理资本高，掌握的心理资源多，应对工作压力的能力也强。这与已有研究结

论一致。

职级一项，本文得出心理资本与职级具有负相关关系，即职级越高，拥有的心理资本越少。职级高，

承担责任大，相应压力大。持续的压力会损耗心理能量，使其心理资本的减退。职级低的年轻公安审计

人员，承担责任小，从初入警到经历 10年左右的磨合期后，进入从警最自信、乐观、高心理资本的职业生涯

阶段［25］。
性别一项，本问卷数据以二元变量进行度量（男性以变量 1指代，女性以变量 2指代），发现女性比男

性表现出更多的心理资本、更少的职业倦怠以及更多的工作压力。公安机关女性较少，她们一般从事压

力相对较小的工作，且收入稳定，因此心理资本较高，职业倦怠感低。然而，除了满足传统社会、家庭角色

期待外，她们也面临如群众监督、绩效考核、竞争上岗等工作压力，特别是面对一些复杂的审计工作时，会

感到“能力恐慌”，压力较大。

教育一项，本文发现审计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压力越低，拥有的心理资本越高，感受到的职业

倦怠越强。良好的教育一般会使其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工作压力较低，而且良好的教育使得他们有更强

的学习能力和自我完善的意识，成就动机强，因而心理资本较高。但是，由于各种实际原因，期望值越大，

失望就越多，倦怠感就越强烈。

为着重研究婚姻状况对职业倦

怠以及工作压力的影响，本文以三元

变量进行度量：单身以变量1表示，已

婚以变量 2表示，离异以变量 3表示。

由于离异群体样本量较少，相比之

下，本问卷数据更能反映出已婚群体

比单身群体表现出更少的职业倦怠、

更多的心理资本和更多的工作压力。

已婚群体有家人的帮助和支持，他们

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温馨家庭生

活可以缓解职业倦怠，但也有家庭表

示肩负责任增多，压力增大。

2.各问卷内部相关性分析

对工作压力量表中的各问项进

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我们发现在工作压力测量部分的 15个问题中，问题 13与问题 15具
有很强的正相关性（Correlation=0.74）：若被试者在问题 13“空闲时放松一会也感到很自责”表现出获得

的压力感越强，此被试者就越会“觉得自己不应该享乐”（问题 15），反之亦然。这种现象表明公安审计人

表2 工作压力各问项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1
0.59
0.34
0.3
0.34
0.18
0.22
0.19
0.38
0.17
0.06
0.3
0.25
0.36
0.44

2

1
0.51
0.36
0.32
0.09
0.16
0.19
0.4
0.09
0.17
0.48
0.19
0.39
0.38

3

1
0.51
0.21
0.3
0.36
0.29
0.38
0.25
0.39
0.3
0.36
0.44
0.35

4

1
0.29
0.42
0.21
0.28
0.51
0.32
0.45
0.29
0.32
0.47
0.45

5

1
0.19
0.49
0.26
0.11
0.17
0.16
0.49
0.31
0.54
0.32

6

1
0.4
0.52
0.5
0.32
0.32
0.24
0.32
0.27
0.39

7

1
0.59
0.32
0.34
0.27
0.29
0.46
0.41
0.36

8

1
0.5
0.36
0.33
0.2
0.42
0.38
0.48

9

1
0.33
0.3
0.25
0.38
0.31
0.43

10

1
0.28
0.22
0.29
0.4
0.22

11

1
0.27
0.32
0.34
0.3

12

1
0.41
0.52
0.36

13

1
0.62
0.74

14

1
0.56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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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生活与工作边界感不清。公安机

关是半军事化单位，要求公安审计人

员随时处于听从命令的状态，特别是

当前手机、电脑等电子工具与工作紧

密联系，大量工作向非工作时间蔓

延，身心始终得不到到放松，工作压

力得不到释放。

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安审计人员

职业倦怠问题，我们对职业倦怠量表

中的各问项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结

果如表3所示。

在职业倦怠测量部分的 15个问

题中，问题 14与问题 15具有最强的

相关性（Correlation=0.87）：若被试者

在 14题“我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中表现出获得的职业倦怠越强，那么该被试者就越不会觉得他／她“能

有效完成各项工作”（问题 15），反之亦然。这种现象出现表明公安审计人员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不认

同工作的价值，工作效能感低。

在心理资本测量部分的 24个问题中，问题 22与问题 24具有最强的正相关性（Correlation=0.80）：若被

试者在该部分问题 22“对将来我的工作会怎样，我持乐观的态度”中表现出心理资本越强，那么该被试者

就越会相信“黑暗的背后就是光明，不用悲伤”（问题 24），反之亦然。（数据此处从略，留存备索。）该数据表

明公安审计人员如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那么他对未来越充满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问题 20“如果某个工作会出问题，即使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它还是会出问题”为反向计

分，即此问题得分会反向减少被调查者的整体心理资本评分。但是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问题 20与心理

资本测量部分的其他正向计分题项均具有正相关关系，即被调查者反映出的心理资本越高，该被调查者

越会认为即使他/她明智地工作，也会出错，倦怠感越强。这种现象表明公安审计人员认为即使再努力，也

得不到有多大价值的审计结果，导致他们对审计工作报不乐观的态度。

（二）回归分析

由于在前文研究结果的各变量相关分析中无法从二元相关性系数结果中得出较强的数据结论，本文

使用MATLAB的 stepwise regression函数逐步回归方法进一步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1.对心理资本的逐步回归分析

本文对公安审计人员心理资本逐步回归后，得出心理资本一项与职业倦怠、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

况和职级等具有显著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该结论可解释 73%的问卷数据结果，该解释度建立在

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基础上，得出的数据结果可靠性较强。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心理资本回归分析结果

心理资本
职业倦怠

性别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职级

系数
33.93
0.76
7.97
7.96
13.34
-4.67

标准误
18.18
0.12
2.85
3.46
5.12
2.18

t检验
1.87
6.15
2.80
2.30
2.61
-2.15

P值
0.07
<0.01
0.01
0.03
0.01
0.04

下限95.0%
-2.51
0.51
2.26
1.03
3.07
-9.03

上限 95%
70.38
1.00
13.68
14.89
23.61
-0.31

进一步回归分析得出公安审计人员的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相关分析结果

一致。形成的原因前文已做出了阐述，这里不复赘述。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虽然两者表现出显著

表3 职业倦怠各问项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1
0.77
0.53
0.67
0.44
0.31
0.36
0.36
0.3
-0.1
0.02
0.07
0.1
0.03
-0.02

2

1
0.7
0.64
0.54
0.41
0.4
0.35
0.34
-0.18
-0.05
0.03
0.06
0.05
0.01

3

1
0.73
0.67
0.48
0.44
0.28
0.25
-0.18
-0.15
-0.09
-0.04
0.03
-0.04

4

1
0.65
0.46
0.54
0.37
0.4
-0.18
-0.13
-0.06
-0.06
-0.01
-0.1

5

1
0.43
0.42
0.39
0.51
-0.23
-0.24
-0.1
-0.09
-0.01
-0.12

6

1
0.76
0.62
0.55
-0.08
-0.32
-0.3
-0.25
-0.2
-0.24

7

1
0.72
0.65
0.01
-0.2
-0.24
-0.18
-0.13
-0.21

8

1
0.76
0

-0.22
-0.18
-0.07
-0.12
-0.14

9

1
0.03
-0.15
-0.09
-0.03
-0.01
-0.09

10

1
0.73
0.57
0.52
0.5
0.52

11

1
0.86
0.73
0.71
0.71

12

1
0.78
0.76
0.72

13

1
0.81
0.73

14

1
0.87

15

1

·· 37



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不高，职业倦态得分的变化对心理资本得分的影响较为微弱。

被调查者职业倦怠每变化 1个单位，被调查者的心理资本只会变化 0.76个单位，

这说明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缓解作用；反之，婚姻状况的变化

对心理资本得分的作用较大，婚姻状态每变化一个单位，会使得从警人员的心理

资本产生13.34个单位的变化，这说明稳定的婚姻对他们的心理资本有较大影响。

2.对职业倦怠的逐步回归分析

对公安审计人员职业倦怠逐步回归后，本文得出职业倦怠与心理资本、工作压力和从警年数具有显

著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该结论可解释 74%的问卷数据结果，该解释度建立在P值小于 0.05的显

著性基础上，得出的数据结果可靠性较强。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6 职业倦怠回归分析结果

职业倦怠
心理资本
工作压力
工作年限

系数
-1.13
0.37
-0.80
-2.86

标准误
9.02
0.07
0.18
1.06

t检验
-0.13
4.97
-4.46
-2.69

P值
0.90
<0.01
<0.01
0.01

下限 95.0%
-19.19
0.22
-1.16
-4.99

上限 95.0%
16.93
0.51
-0.44
-0.73

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已经在前文各变量相关分析中进行了探讨。值得

注意的是，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0.8），工
作压力对职业倦怠的影响（|-0.8|=0.8）大于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影响（|0.37|=
0.37），小于工作年限对职业倦怠的影响（|-2.86|=2.86）。结果表现出的工作压力

每提高一个单位，与之对应的职业倦怠会产生 0.80个单位的减少。工作年限每增

加一个单位，与之对应的职业倦怠会产生 2.86个单位的减少。这与预期工作压力

增强会致使职业倦怠感加强的假设不同，应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工作年限与职业倦怠呈现显著负相

关，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事相关的工作更是得心应手，职业倦怠感降低。

3.对工作压力的逐步回归分析

对公安审计人员工作压力逐步回归后，反映出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具有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建立在 p值小于 0.05的显著性基础上，该结果可解释 56%的问卷

数据结果。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数据结果比前文的数据结果稍弱，形成的原因

前文已进行了分析，因此不加赘述。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对公安审计人员的工作压力、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得出公安审计人员工作

压力与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预期的

假设不同，也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不同。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苏公安审计部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公安

审计人员的工作状态，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增加挑战性压力并消除阻断性压力。首先，给予公安审计人员更多的挑战性压力，即“有益压

力”。使公安审计从以财务审计为主导向效益审计、风险导向审计、管理审计等深度发展，激发他们的动

机和潜能，减少倦怠。其次，消除阻断性压力。公安审计工作中应消除形式主义工作作风，提升审计工作

的价值和效率，廓清审计人员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减少职业倦怠。

第二，注重心理资本培育。本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仍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心理资本作为

“类状态”是可以进行培育的。组织方面可通过设立激励机制，激发公安审计人员潜能；强化教育培训，提

升公安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给予生活上关心，为公安审计人员营造幸福家庭创造条件；帮助职级高的公安

审计人员卸下压力等方面进行培育；个人方面重视公安审计人员高希望与高乐观培育。高希望通过设置

表5 心理资本回归分析参数

R
R2

调整R2
标准误
观测值

参数
0.73
0.53
0.49
9.69
60.00

表7 职业倦怠回归分析参数

R
R2

调整R2
标准误
观测值

参数
0.74
0.55
0.53
7.36
60.00

表8 工作压力回归分析参数

R
R2

调整R2
标准误
观测值

参数
0.56
0.32
0.30
4.63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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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然后细化目标，分步实施来进行。高乐观要学会正确归因，如果处境具有高一致性、低连续性和高

独立性（你并不是单位唯一落后的），那么就要形成外部归因，逐渐提高乐观程度。

第三，营造相互支持的工作氛围。组织上应给予公安审计应有的支持。组织支持不仅代表了组织对

公安审计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能调动更多资源为审计工作服务。一般认为，高工作要求、低组织支持，会

使人产生工作不重要或上级不重视的想法，加剧工作倦怠；低工作要求、低组织支持，会使人觉得不受重

视，看不到个人晋升和发展希望，也会产生职业倦怠；但高工作要求、高组织支持，认为自己工作得到认

可，工作倦怠感反而小。

作为一项探索性实证研究，本文尽管对江苏公安系统近多半的公安审计人员进行了实证调查，具有

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由于受研究成本、地域等条件限制，我们仅收集了江

苏省公安审计人员的调查数据，可能会受到同源偏差的影响。如果对全国公安系统审计人员进行调查，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今后，将采用大样本、追踪数据进行研究，提高研究结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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