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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是审计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国审计学术界至今尚没有开展对注册会计师职

业倦怠的系统研究。在借鉴国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的诱因后发现，工作家庭冲突、

角色冲突和学习负担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有显著影响，但工作过载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则不显著。另

外，注册会计师年龄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弱化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有较强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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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１９７４ 年，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首次在应用心理学领域
提出“职业倦怠”一词，并用其描述那些服务于助人

行业的人们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度

过高所经历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１］。随后“职业

倦怠”成为一个专业名词流行起来，并逐渐渗透到其

他职业。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职业倦怠定义是由 Ｍａｓｌａｃｈ
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 给出的，按照他们的观点，职业倦怠是指
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情感耗竭、人

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低落的一种综合症状。其中情

感耗竭是职业倦怠的个体压力维度，是指个体的情

绪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乏不

堪，精力丧失；人格解体是职业倦怠的人际关系维

度，指个体感受到对待服务对象的一种负面情绪，并

在工作中对工作对象表现出消极、冷漠、疏远的态

度；个人成就感低落是职业倦怠的自我评价维度，指

在工作中个体专业效能感的降低和对自己消极评价

倾向的增长［２］。这一经典定义，实质上认为职业倦

怠是由三个要素或维度组成的连续概念结构。职业

倦怠作为一个过程，随时间不断演进。当过多的工

作需求耗尽了个体的心理资源时，情感耗竭首先出

现。情感耗竭是职业倦怠的核心，处于这一阶段的

人情绪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如果这种疲劳的情绪

状态长期持续下去，个体就会感受到一些负面的情

绪，并对顾客与同事表现出消极、冷漠的行为，即人

格解体随之出现，个体与其工作需求之间无形中树

立了一面情绪之墙，最后出现对工作的消极态度，

产生与工作绩效不相关联的个人成就感低落的

感觉。

学术上有关职业倦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生、

护士、教师等领域。但研究显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

倦怠症状并不亚于这些职业，在职业倦怠的不同维

度方面，注册会计师均严重于医生、护士和教师［３］。

而且，会计天生就是一个崇尚“工作狂”的职业，属于

职业倦怠易发人群［４］。跨国比较研究也表明，职业

倦怠主要是与职业、工作特性有关［５］。可以预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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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务中，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现象确实广泛存在。如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北京青年报》采用中国会计视野网站的调查数据指出，注册会计师
年均税前收入 ５ 万元，但半数注册会计师想跳槽；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上海青年报》载文描述了执业忙季注册会计师的真实生活：不洗澡、不睡觉、
不回家、不休息，在巨大的压力下遭受着最痛苦的煎熬；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更有作者在中国会计视野论坛发表“审计赋”，痛说“审计人员的血泪
史”：为了工作几乎不睡，点头哈腰就差下跪，日不能息夜不能寐，工作有事立马到位，屁大点事不敢得罪，一年到头不离岗位，劳动法规统统作

废，身心憔悴无处流泪，逢年过节家人难会，工资不高还装富贵，稍不留神就得犯罪，抛家舍业愧对长辈，身在其中方知其味，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现象也应相当普遍和严重①。

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我国学者对职业倦怠问题的

研究不仅起步晚（从 ２００２ 年左右开始），而且研究领
域主要集中在教师（如王国香等［６］）、医护（李超平

等［７］）和警察（张振声等［８］）等职业。对注册会计师

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更显落后，至今鲜见成果问世。

在先前的研究中，笔者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了

　 　 　 　

综述介绍［９］，并总结国外研究文献的主要发现，结合

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点，以注册会计师个人、工作与

组织三方面特点为职业倦怠前因，以对注册会计师

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与组织绩效三方面影响为职业

倦怠后果，以确认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概念结构为

核心与中介变量，初步建立了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

理论结构（见图 １）［１０］。

图 １　 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理论框架

　 　 在实证研究方面，笔者第一次就注册会计师职
业倦怠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１１］。本文则

拟在借鉴西方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制度

背景，具体探究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在工作方

面的主要成因，期望填补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

影响因素研究的空白。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国外就有报道显示注册会计
　 　 　 　

师职业中存在职业倦怠现象，但在学术研究中并没

有得到相应重视［１２ １３］。直到 ２０００ 年之前，理论界关
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压力上，并

将研究焦点放在工作压力与事业成功、个人健康与

离职之间的关系上［１４ １５］。早期的这些研究中，职业

倦怠概念还很模糊或间接，未能发展出有关注册会

计师职业倦怠结构的一个适宜理论框架［１６ １７］。直到

２０００ 年，Ｆｏｇａｒｔｙ 等人在研究中才第一次明确引入了
与其他职业相类似的职业倦怠概念与维度，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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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压力模型之中，成功地将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

与角色压力融合在一起，认为角色压力直接导致了

职业倦怠，而注册会计师行为与态度的不良后果受

职业倦怠的直接影响［３］。这一研究成果为我们建立

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理论框架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注册会计师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

已有的研究表明，与注册会计师职业及工作相

关的因素是导致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的主要诱因。

Ｃｏｌｌｉｎｓ调查了大约 １２００ 名册会计师，结果表明时间
压力与工作繁重是造成注册会计师工作压力的基本

原因（进而影响职业倦怠）［１８］。Ｌｅｅ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研究
发现角色压力直接与情感耗竭相关联［１９］。Ｆｏｇａｒｔｙ
等人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则明确显示角色冲突、

角色模糊、角色过载导致了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倦

怠［３］。Ｓｗｅｅｎｅｙ 和 Ｓｕｍｍｅｒｓ 利用纵向设计和结构方
程模型，就注册会计师执业忙季工作负荷对职业倦

怠的影响进行了因果分析，研究发现，在业务淡季，

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周 ４９ 小时；而在业务
忙季，注册会计师每周工作时间高达 ６３ 小时，超额
的工作负担导致注册会计师出现了严重的职业倦

怠［４］。Ｌｉｎｇａｒｄ 和 Ｆｒａｎｃｉｓ也发现，工作的不规则与工
作繁忙，造成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从而导致情感

耗竭［２０］。

因此，我们确认工作压力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

怠具有重要影响，而工作压力具体从工作过载、工作

家庭冲突和角色冲突三个方面刻画。其中，工作过

载指注册会计师由于工作繁忙而超负荷工作的压

力。通常认为，注册会计师工作负荷大，经常加班加

点，经常出差，适合年轻干事业，不适合养老，这些看

法对职业倦怠应该有所影响。工作家庭冲突是由于

注册会计师工作繁忙而导致的时间紧张，使来自工

作和家庭不同角色的要求在某些方面不能相容而发

生矛盾，使注册会计师面临不能正常兼顾行使两种

角色的困难和压力。这在注册会计师职业中表现也

很突出，我们经常会听到有注册会计师抱怨没有时

间做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小孩等。角色

冲突具体到注册会计师，我们没有采取其他学者的

观点，而是从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点出发，考虑

我国企业审计需求的被动强制因素和被审计单位购

买审计意见的普遍动机，具体指注册会计师的社会

分工角色与实际执业环境中可能与注册会计师个人

的职业理想、个人价值观和执业规范等发生的冲突。

我们同样采纳三维度的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概念结

构。据此，做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工作过载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正向

影响（即与注册会计师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正相关，

与个人成就感负相关）。

Ｈ１ｂ：工作家庭冲突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

正向影响（即与注册会计师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正相

关，与个人成就感负相关）。

Ｈ１ｃ：角色冲突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正向

影响（即与注册会计师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正相关，

与个人成就感负相关）。

（二）注册会计师学习负担与职业倦怠

已有研究认为压力是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伴随

物，审计人员需要对企业的数据及其经济活动进行

评价和不断地学习，这构成了注册会计师的持续压

力［１５］。实际上，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终生学习”与“后续教育”的重要性，而相关注册

会计师执业准则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

必须贯彻注册会计师的整个职业生涯。这源于如下

几个方面：一是与企业会计相比，注册会计师不仅需

要懂得企业会计准则，更要懂得如何对企业财务报

告进行审计，知识的掌握是长链条的；二是与其他职

业对自己职业范围内的要求相比，注册会计师的审

计客户涉及各行各业，需要对不同行业的知识进行

学习和了解，知识的掌握是宽口径的；三是具体到中

国来说，由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时

期，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制度等处于多变阶段，新的

规范、政策与法规的学习任务繁重。

在工作本来就已经非常繁重的情况下，持续学

习的要求更增加了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出现的可能

性，也使得学习几乎成为注册会计师的负担。因此，

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Ｈ２：学习负担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正向

影响（即与注册会计师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正相关，

与个人成就感负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量表设计

问卷中各研究变量的测量参考国外已有文献，

并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

调整，部分量表自行设计。同时我们就所有量表的

内容有效性和全面性访问了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深人

士，与他们对量表中的项目指标设置是否覆盖了该

变量的主要内容以及文字表述是否清晰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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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改。调查问卷包括①：

第一部分是工作压力和学习负担。该量表包括

４ 个变量，每个变量包括 ５ 个问项。其中工作过载参
考 Ｂｅｅｈｒ等的量表并根据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实际
情况进行了修改［２１］；工作家庭冲突参考 Ｂｏｌｅｓ 等和
Ｎｅｔｅｍｅｙｅｒ等所采用的量表并在表达上进行了适当
改进［２２ ２３］；角色冲突参考 Ｓｉｅｇａｌｌ 所采用的量表并做
了重大改造［２４］；学习负担变量问项由笔者自行设计。

第二部分是职业倦怠。笔者参考 Ｍａｓｌａｃｈ 和
Ｊａｃｋｓｏｎ 的量表［２］，同样分为情感耗竭、人格解体、个

人成就感三个维度，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改

进，将原文的 ２２ 个问项简化为 １５ 个。
所有量表均采用里克特 ７ 级记分，数值从 １ 到 ７

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对量表的

三个后果变量的信度测量结果（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
表示）分别是，情感耗竭 ０． ７５，人格解体 ０． ６６，个人
成就感 ０． ７８；对前因变量信度的测量结果分别是，工
作过载 ０． ６２，工作家庭冲突 ０． ６８，角色冲突 ０． ８６，学
习负担 ０． ７６。除工作过载的信度值稍低外，其他所
有变量信度值接近或大于 ０． ７ 这一普遍认可的测量
可靠性标准［２５］。

调查问卷还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本文中把注册

会计师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与

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以年收入度量）作为控制

变量。

（二）样本

本调研以注册会计师为对象展开，其中，在河北

省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培训班上发放问卷 ３１０ 份，
在回收的问卷中去除内容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得到

有效问卷 １６５ 份。另外，通过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
在北京市 ８ 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
有效问卷 ８３ 份，最终得到适合本文研究的有效问卷
为 ２４８ 份。

样本分布特征如下：来自大规模事务所的注册

会计师 ６２ 人，占 ２５％；来自小规模事务所的注册会
计师 １８６ 人，占 ７５％②。参与调查的注册会计师中，
男性 １１２ 人，占 ４５％，女性为 １３６ 人，占 ５５％；年龄在
３０ 岁以下的 ７２ 人，３１ 岁—４０ 岁的 １００ 人，４０ 岁以
上的 ７６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２９％，４０％，３１％；已婚
注册会计师 １７３ 人，占 ７０％，未婚注册会计师 ７５ 人，
占 ３０％。

（三）统计模型

依据研究假设，回归方程如下：

Ｙｉ ＝ β１Χ１ ＋ β２Χ２ ＋ β３Χ３ ＋ β４Χ４ ＋ β５Ｄ１ ＋ β６Χ５ ＋

β７Ｄ２ ＋ β８Χ６
其中，Ｙ 表示职业倦怠，ｉ ＝ １，２，３。Ｙ１ 表示情感

耗竭，Ｙ２ 表示人格解体，Ｙ３ 表示个人成就感；Χ１ 表示

工作过载；Χ２ 表示工作家庭冲突；Χ３ 表示角色冲突；

Χ４ 表示学习负担；Ｄ１ 表示性别，取值为 １ 代表男性，

０ 则代表女性；Χ５ 表示年龄；Ｄ２ 表示婚姻状况，取值

为 １ 代表已婚，０ 则代表未婚；Χ６ 表示会计师事务所

规模；β 表示各项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本文采用各变量下各项目平均值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

（四）数据处理

本文涉及的计算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 ０ 和 Ａｍｏｓ６． ０ 软

件进行处理。

四、假设检验与分析讨论

（一）描述分析

研究中前因变量与后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总体而言，前因变量各项的平均得分都在题

项的平均分值 ４ 以上；职业倦怠中情感耗竭与人格

解体两个维度得分在题项平均分值 ４ 以上，而个人

成就感得分则在 ４ 以下。可以看出，在职业倦怠三

个维度上，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四个影响因素中，学习负担在最小得分与平均值两

方面都最为严重，且分布也最为集中。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工作过载 ２４８ ４． ００ ６． ８０ ５． ５６６１ ０． ５５０７
工作家庭冲突 ２４８ １． ８０ ６． ６０ ４． １４４４ １． ０８３５
角色冲突 ２４８ ３． ００ ７． ００ ５． ４７９０ １． ２９７０
学习负担 ２４８ ５． ４０ ７． ００ ６． ４２５０ ０． ４１０２
情感耗竭 ２４８ ２． ８０ ７． ００ ５． ５２３４ １． ０９５６
人格解体 ２４８ ２． ４０ ５． ８０ ４． ２４１１ ０． ７５９６
个人成就感 ２４８ １． ４０ ６． ６０ ３． ９５４８ １． ２９５１

　 　 表 ２ 进一步反映了根据控制变量分类的描述统

计情况。依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的结果显示，除按

性别分类的男女注册会计师在情感耗竭与人格解体

·０４·

①
②
调查问卷还包括“管理文化”和“工作满意度”量表，但囿于本文研究目的，这里未将其他内容纳入。
本文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大小的分类方法是依据注册会计师所在事务所的年业务收入从少到多排列，前 １ ／ ２ 称之为小规模事务所，后

１ ／ ２称之为大规模事务所。如此分类，主要是出于描述上的便利。



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其他各不同组别间在职业倦怠

各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２　 根据控制变量分类的职业倦怠各维度

平均值的描述统计

样本量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

男 １１２ ５． ５７５０ ４． ２０５４ ３． ７１２５

女 １３６ ５． ４８０９ ４． ２７０６ ４． １５４４

≤３０ 岁 ７２ ６． ３３８９ ４． ６０５６ ２． ９９７２

３０ 岁至 ４０ 岁 １００ ５． ５５８０ ４． ３４２０ ３． ９０６０

≥４０ 岁 ７６ ４． ７６９４ ３． ７８５９ ３． ４９０８

已婚 １７３ ５． ２５４３ ４． １０５２ ４． ２６２４

未婚 ７５ ６． １４４０ ４． ５５４７ ３． ２４５３

大规模事务所 １２４ ５． ２５３２ ４． １３８７ ４． ３０４８

小规模事务所 １２４ ５． ７９３５ ４． ３４３５ ３． ６０４８

全部样本 ２４８ ５． ５２３４ ４． ２４１１ ３． ９５４８

　 　 注：表示该分类组间在 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示该分类组间在 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相关分析

表 ３ 显示的是四个前因变量与三个后果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在计算某一个前因变量与后果变量

之间的相关系数时，我们控制了其他三个前因变量。

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工作家庭冲突、角色冲突与学

习负担三个变量与职业倦怠的情感耗竭、人格解体

两个维度都显著正相关，而与个人成就感呈负相关，

与预期相符。出人意料的是，工作过载变量与预期

却相反，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出现了反向关系（尽

管统计不显著），而与个人成就感呈正相关。

表 ３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

工作过载 － ０． ０２３０ － ０． ０４４０ ０． １１２７

工作家庭冲突 ０． １７０４ ０． ３２１４ － ０． ００５５
角色冲突 ０． ４２２８ ０． ２８６５ － ０． ６０９８

学习负担 ０． ４７５９ ０． ３０４６ － ０． ５０３２

　 　 注：在 １％水平上显著相关（单尾）；在 ５％水平
上显著相关（单尾）

（三）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见表 ４。
从回归结果看，工作过载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

怠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Ｈ１ａ 支持证据不明显）。与
在相关分析中的结果不同，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与事务所规模后，该变量与情感耗竭、人格解

体呈现出正向关系，虽然统计不显著，但吻合预期关

系方向，而对个人成就感的影响仍然是正向。这可

能意味着注册会计师职业在工作负荷方面有着相对

更高的职业倦怠“门槛”，而且由于注册会计师职业

天生对“工作狂”的崇尚，在进入这一职业之时就对

超负荷工作有了认识准备，这可能相应提高了注册

会计师对工作过载因素的免疫力［４］。同时，工作压

力还会对工作绩效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２６］。可能受

以上因素的共同影响，工作过载因素对注册会计师

个人成就感的自我评价没有造成负面影响。此外，

我们猜想这一结果还可能受到调查样本局限性的影

响，在调查中，７５％ 左右的调查对象工作在年收入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事务所中，这些事务所业务
相应较少，工作压力不是很大，可能也影响了统计

结果。

表 ４　 模型线性回归结果

标准化系数（β）

情感耗竭

（Ｙ１）
人格解体

（Ｙ２）
个人成就感

（Ｙ３）

主效应：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４

０． ２１４

０． ２５１

０． ０１９
０． ２５４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３
－ ０． ３８９

－ ０． ２５８

控制变量：

Ｄ１
Ｘ５
Ｄ２
Ｘ６

－ ０． ４９８
－ ７． ２０２

－ ０． ５２３
－ ２． ８８７

－ ０． ０８３
－ ０． ４３６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８０

０． ３５９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４

Ｒ
Ｒ２

Ａｄｊ Ｒ２

Ｆ

０． ７７９
０． ６０７
０． ５９４

４６． １２０

０． ６４８
０． ４２０
０． ４００

２１． ６００

０． ８４６
０． ７１５
０． ７０６

７５． ０８７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工作家庭冲突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总体而言

有显著影响（假设 Ｈ１ｂ 基本得到支持）。这主要表
现在对人格解体维度的影响上（ｐ ＜ ０． ０１）以及对情
感耗竭维度的影响上（ｐ ＜ ０． １０）。在个人成就感方
向，在对相关变量控制后，其由相关分析中的负相关

变为了正相关，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这显示工作家

庭冲突对注册会计师的个人成就感并没有显著的消

极影响。

角色压力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 Ｈ１ｃ 得到支持）。与预期一致，角色压力与注
册会计师情感耗竭（ｐ ＜ ０． ０１）、人格解体（ｐ ＜ ０． ０５）
显著正相关，与个人成就感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１）。
结果显示，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分工角色与实际执业

环境中的可能偏差以及与注册会计师个人的职业理

·１４·



想、个人价值观和执业规范等的冲突，是导致注册会

计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学习负担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 Ｈ２ 得到支持）。与预期完全一致，学习负担

与注册会计师情感耗竭（ｐ ＜ ０． ０１）、人格解体（ｐ ＜

０． ０５）显著正相关，而与个人成就感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１）。分析结果显示，注册会计师职业所要求的长

链条、宽口径的知识掌握以及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标准与依据的多变，对注册会计师而言确实已经成

为一种负担，在工作本来就已经非常繁重的情况下，

持续学习的压力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具有重要的

影响。

本文在回归分析时，引入了四个控制变量：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事务所规模。对性别的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男性相对女性而言，在情感耗竭和人格

解体两个维度上都更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但在个

人成就感方面，男性注册会计师的自我消极评价更

甚于女性注册会计师（ｐ ＜ ０． １０），或者说女性注册会

计师从事注册会计师职业，相比男性注册会计师更

有成就感（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注册会计师或推而

广之整个会计职业，女性比例为何相对更大一些）。

就年龄而言，分析结果显示，其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

怠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ｐ ＜ ０． ０１），回归符号说

明，注册会计师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出现情感耗竭和

人格解体，但其个人成就感却会越大。这可能预示

着随着注册会计师年龄的增长，注册会计师执业水

平不断提高，处理复杂和繁重工作的技能也相应增

强，这对职业倦怠产生了抵抗力。注册会计师婚姻

状况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不显著，呈负向关系。我们

猜测前两个维度负相关的原因可能是已婚的注册会

计师年龄相对较大、执业经验与问题处理能力较强

的缘故，而个人成就感也呈负相关，可能由于未婚的

注册会计师年龄较小，对执业经验的预期导致其个

人成就感反而略高。对事务所规模的回归结果反映

出，其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有较大的抵抗影响，其

中对情感耗竭的影响统计上显著（ｐ ＜ ０． ０１）。我们

推测，个中原由可能在于，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内部

管理各方面可能更加规范，人与工作的匹配程度更

加合理，注册会计师发展空间也相对更加广阔，同时

大规模的事务所也更容易形成和谐的价值观念，并

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所有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

弱化和减少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出现的范围和

强度。

五、结论与不足

本文在借鉴国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在我国第

一次探讨了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的诱因，填补了我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本文围绕

注册会计师工作压力、学习负担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工作家庭冲突、角色

冲突和学习负担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有显著影

响，但工作过载对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则不

显著。将工作过载与工作家庭冲突的不同影响联系

起来看，可能意味着单纯工作负荷的加大，并不一定

造成职业倦怠，但由于工作负荷的增加，一旦造成工

作与家庭的冲突，则对职业倦怠就有显著的影响。

另外，注册会计师年龄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弱化

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有较强的积极效果。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样本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河北省与北京市的注册会

计师，是否具有全国的普遍性，需要未来的研究加以

验证。同时调查对象主要是较小规模事务所的注册

会计师，这也可能影响了工作压力因素的解释能力。

二是在量表的设计上，由于部分结构变量的信度值

处于 ０． ６ 与 ０． ７ 之间，未来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完善
和改进的空间。三是本文选择了两类四个主要影响

因素与四个控制变量，根据相关领域的研究，实际上

影响职业倦怠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个人因素中的性

格特征、组织中的报酬制度、与工作相关的角色模糊

等（参见图 １），未来可以将更多的影响因素纳入到
研究当中。

［参考文献］

［１］Ｆｒｅｕ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Ｈ． Ｓｔａｆｆ ｂｕｒｎｏｕ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１９７４（１）：１５９ １６５．

［２］Ｍａｓｌａｃｈ Ｃ，Ｊａｃｋｓｏｎ Ｓ 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ｂｕｒｎ

ｏｕ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１９８１（２）：９９ １１３．

［３］Ｆｏｇａｒｔｙ Ｔ，Ｓｉｎｇｈ Ｊ，Ｒｈｏａｄｓ Ｃ，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Ｊ］．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６７．

［４］Ｓｗｅｅｎｅｙ Ｊ Ｔ，Ｓｕｍｍｅｒｓ Ｓ 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ｓ ｊｏｂ ｂｕｒｎｏｕｔ［Ｊ］．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４：２２３ ２４５．

［５］Ｍａｓｌａｃｈ Ｃ，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Ｗ Ｂ，Ｌｅｉｔｅｒ Ｍ Ｐ． Ｊｏｂ ｂｕｒｎｏｕｔ［Ｊ］．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５２：３９７ ４２２．

［６］王国香，刘长江，伍新春．教师职业倦怠量表的修编［Ｊ］．

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０３（３）：８２ ８６．

·２４·



［７］李超平，时勘，罗正学，等．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

倦怠的关系［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３（１２）：８０７ ８０９．

［８］张振声，徐永红．中国警察职业倦怠问题解析［Ｊ］．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１３０ １３４．

［９］崔宏．会计职业倦怠研究回顾与展望［Ｊ］．山西财经大学

学报，２００８（９）：１１４ １１８．

［１０］崔宏．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研究［Ｊ］．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７（５）：８１ ８４．

［１１］崔宏．注册会计师职业倦怠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Ｊ］．经济管理，２００７（７）：５１ ５５．

［１２］Ｒｏｓｅ Ｒ． Ｂｕｒｎｏｕ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ｃｙ，１９８３（４）：２２ ２５．

［１３］Ｓａｎｄｅｒｓ Ｓ． Ｈｏｗ ｔｏ ｋｅｅｐ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ｕｓｙ ｓｅａｓｏ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８（１）：２ ３．

［１４］Ｓｅｎａｔｒａ Ｐ Ｔ．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ｏｌ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Ｊ］．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８０（４）：５９４ ６０３．

［１５］Ｗｅｉｃｋ Ｋ 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３（２）：３５０ ３６９．

［１６］Ｂｏｋｅｍｅｉｅｒ Ｌ，Ｂｏｋｅｍｅｉｅｒ Ｊ，Ｔｉｐｇｏｓ Ｍ．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ＣＰＡｓ［Ｃ］／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ｓ． ｎ．］，１９９０．

［１７］Ｂｏｋｅｍｅｉｅｒ Ｌ，Ｌｏｒｅｎｔｚｅｎ Ｊ，Ｂｏｋｅｍｅｉｅｒ Ｊ，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ＣＰＡｓ

［Ｃ］／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ｒｏｉｔ：ＭＩ，１９９５．

［１８］Ｃｏｌｌｉｎｓ Ｋ Ｍ，Ｋｉ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ｃｙ，１９８９（５）：９２ ９６．

［１９］Ｌｅｅ Ｒ Ｔ，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Ｂ Ｅ．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ｕｒｎｏｕｔ：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９９３（１）：３ ２０．

［２０］Ｌｉｎｇａｒｄ Ｈ，Ｆｒａｎｃｉｓ Ｖ． Ｄｏｅｓ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ｏｂ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

ｍａ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Ｊ］．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３：７３３ ７４５．

［２１］Ｂｅｅｈｒ Ｔ，Ｗｅｌｓｈ Ｊ，Ｔａｂｅｒ 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ｖａｌｕ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６（１）：

４１ ４７．

［２２］Ｂｏｌｅｓ Ｊ Ｓ，Ｗｏｏｄ Ｊ Ａ，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ｏｌ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ａｎｄ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ｆａｃｅｔｓ ｏｆ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ａｌ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２）：９９ １１３．

［２３］Ｎｅｔｅｍｅｙｅｒ Ｒ Ｇ，Ｂｏｌｅｓ Ｊ Ｓ，ＭｃＭｕｒｒｉａｎ 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ｗｏｒｋ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ｃａｌ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８１：４００ ４１０．

［２４］Ｓｉｅｇａｌｌ Ｍ．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ｒｏ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５）：４２７ ４３９．

［２５］Ｎｕｎｎａｌｌｙ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ｈ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１９６７．

［２６］Ｃｈｏｏ Ｆ． 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ｊｏ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ｙ，１９８６（２）：１７ ３４．

［责任编辑：马志娟］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ＣＰＡ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ＵＩ 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ｏｆ ＣＰＡ ｉ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Ｂ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ｔｌ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ｏｆ ＣＰＡ．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ｂ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ｄｅｎ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ｕｒｎｏｕｔ，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ｊｏｂ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ＰＡｓ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ＰＡ；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ｄ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ｎｏｕｔ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