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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组织依恋作为依恋理论在组织情境中的运用，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

主要集中在领导、员工个性特征的影响因素以及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作用结果方面。未

来可以探索更多中国情境下对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其中边界机制也有待研究，同时还可以对员工工

作–家庭协调、离职率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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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zational attachment, as an application of attachment theory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personali-
ty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effect results of job performance,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
tional commitment. In the future, we can explore mo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ganizational at-
tachment in Chinese context, in which the boundary mechanism needs to be studied. Meanwhile, 
we can als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work-home coordination, turnover rate and other as-
pects of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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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是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于一体的。人不是单独作为无情感联结的个体而存在，个体总是置于亲

缘关系，情感关系以及工作关系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之中。个体在群体之中总会产生和其他人的情

感交流，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中的情感联结，当新生代进入职场，跳槽、离职等状况频发的情境下，员工

与组织之间的特殊情感联结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员工–组织关系的不断深入研究，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同时也涌现出了一

些新兴的热点。组织依恋，按其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组织中员工个体对所在组织的一种复杂的情感联结，

也可以说是员工对所在组织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依附和眷恋。在全球化的今天，组织环境复杂多变，给很

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变得尤为重要。新生代员工初入企业，还保留着

对企业最原始的期待，希望组织可以带给他支持以及类似于学校、家庭那样的归属感，这样他们就会对

组织产生依赖，建立情感上的联结，把自己作为组织的一份子，期望可以为组织带来更高的绩效，而这

也是组织在行业竞争中的一个优势所在。本文以组织依恋在企业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对组织依恋的起

源、内涵、测量、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做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2. 组织依恋的内涵 

2.1. 依恋理论的起源 

依恋，意思是留恋、舍不得离开。在心理学领域依恋则主要是指在个体在与依恋对象之间进行互动

的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深刻、长期的情感联结。“依恋理论之父”John Bowlby 早期提出了“安全基地”

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安全基地有助于个体维持自身健康并发挥最佳功能，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依

恋理论。 

2.1.1. 母婴依恋 
Bowlby (1977)对依恋的定义是：个体对他人所产生亲密感的行为系统及模式因个体而异，这种模式

会对个体毕生产生影响，作用于依恋关系的整个过程：形成、保留、去除及更新。Ainsworth & Bowlby (1991)
通过陌生情境测验研究了母婴依恋的不同类型，并把这种依恋关系划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安全型依恋，

在与母亲互动时能感到舒适或者愉悦，也愿意积极地探索周围的环境；第二、不安全依恋–回避型，在

母亲离去时，这类儿童极少会感到焦虑或不安；第三、不安全依恋-矛盾型，母亲离去的时候此类儿童表

现出强烈的警惕与反抗。基于 Ainsworth & Bowlby (1991)的研究，Main & Slomon (1990)又提出另一依恋

类型：不安全依恋–混乱型，此类儿童在陌生环境中往往感到不安，还会出现敏感及恐惧等表现。 

2.1.2. 成人依恋 
Hazan & Shaver (1987)首先对成人依恋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成人依恋指的是个体和其依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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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联结，是对早期母婴依恋的完善与发展。此后成人依恋的相关研究受到心理

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Hazan & Shaver (1987)参考对母婴依恋类型的划分，将成人依恋也分为安全型依

恋、回避型依恋和焦虑型依恋，后两者统称为非安全型组织依恋。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乐于接受和他人的

亲密行为，而且时常会感受到爱和温暖；焦虑型依恋的个体在渴望密切关系的同时又为这种关系感到忧

虑；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则极度反感这种亲昵关系，并把它视作自己独立性的丧失。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在自我、他人两个维度上进一步把成人依恋划分为安全型、先占型、冷漠型、恐惧型。 

2.1.3. 内部工作模式 
Bowlby (1977)认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是个体与依恋对象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一种可以对个体的认

知和情绪作出指导的动态结构，是一种对依恋对象和自己认知判断的心理表征。学者通常把内部工作模

式的结构分为三种：第一，以父母儿童为模板的一般工作模式。在个体发展过程中，认知能力的提高有

助于进行更复杂的信息整合。第二，以恋爱关系为核心的成人工作模式。Ainsworth & Bowlby (1991)研究发

现安全型依恋关系有利于成人关系之外一些其他能力的发展。成人依恋之间没有较为明显的个体与依恋对

象角色的扮演。此外，成人间的依恋关系时常还伴随着性别联结、朋友情谊等其他内部工作模式。第三，

多水平工作模型。Collins & Read (1994)认为，个体依恋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最顶

层的主要是一般化模式，其次是某种像家庭成员的特殊类型关系模式，最底层则是较为具体的关系模式。 

2.2. 组织依恋的概念界定 

Hazan & Shaver (1987)通过对依恋理论的研究发现个体所形成的稳定的依恋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预测成人的行为。个体在成年之后，工作是生活的主要场所之一，要面临组织团体带来的依恋环境。虽

然依恋风格是员工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特质，但不同类型的依恋个体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态度

和反应行为。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基础上对组织依恋有了不同的理解，经过文献梳理，可以

得到如表 1 所示的相关定义。 
 
Table 1. Definitions of organizational attachment 
表 1. 组织依恋的相关定义 

 代表作者 组织依恋的定义 

国外研究 

Bolanowski (2007) 员工相信和认同组织目标、价值观等，并向着目标付出努力 

Stainback (2012) 
Gonzalez & Dentsi (2009) 个体对组织的心理和行为的投入程度 

Sahu & Pathardikar (2014) 员工个体与组织所形成的一种心理上的特殊联系 

Bennett & Durkin (2000)  
Kashefi (2004) 组织依恋与组织承诺是同义词 

国内研究 

林秀君(2013) 员工个体对所在组织产生的感情强度 

陈琳等(2015) 组织依恋是指员工对组织产生的持久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有助于

员工在工作中建立角色的意义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 

陈玉玲，陈维政(2017) 个体对所在组织的情感联结 

 
从国内外文献对组织依恋的相关定义可以看出，在研究员工在工作情境中的人际依恋以及员工对组

织的依恋过程中，学者们对组织依恋有着不同的界定，可以归纳整理为以下几类：第一，将组织依恋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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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承诺的同义词；第二，把组织依恋看成员工对所在组织的一种认同；第三，将组织依恋界定为员

工个体对组织的行为和心理的投入；第四，认为组织依恋是员工与个体所形成的一种持久的感情联结，

其中第四种是现在很多学者认同的概念。综合国内外研究，本文比较认同陈玉玲等(2020)提出的定义：组

织依恋是指员工在组织情境下所形成的与相关组织的心理上的持久的感情联结。 

2.3. 组织依恋的类型 

通过回顾文献，现有研究对组织依恋类型的划分多参考对成人依恋类型的划分，Hazan & Shaver 
(1987)根据成人依恋风格的类型发现组织依恋主要由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型构成。成人依恋产生于人与

人的交往过程，组织依恋则是个体对工作组织心理上的亲密感，依恋对象由交往个体变为了所在组织，

个体与组织的依恋关系离不开员工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可以采用对成人依恋风格的划分去划分组

织依恋的类型。 
安全型组织依恋表现为组织积极支持、及时回应员工，同时员工信任自己的组织并积极工作；焦虑

型组织依恋中的组织偶尔会对员工的需求做出回应，员工表现为既依恋又反抗组织；回避型组织依恋则

表现为员工消极对待组织，组织也消极对待员工需求。 

3. 组织依恋的维度与测量 

组织依恋的维度最早是在成人依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Ainsworth & Bowlby (1991)通过对人际依恋

的深入研究，将依恋划分为四个维度：寻求亲密感；安全基地行为，是指当个体感受到安全时，就会对

外部环境进行探索，依恋对象便为此提供了安全基地；安全港湾行为，是个体感知到外界的威胁是向其

依恋对象找寻支持；分离痛苦，当个体被迫与依恋对象分离时，会产生抗拒并感到痛苦。 

目前学者对组织依恋的划分主要有：Kelvin (2009)通过文献梳理，在 Ainsworth 的人际依恋的维度划

分的基础上，将组织依恋的维度应划分为“安全基地行为”与“安全港湾行为”两个维度和方面。国内

有学者李晓阳(2011)在其他人的研究基础上把组织依恋分为了满意与积极期待、支持感知、制度信任和价

值内化四个维度；沈涛(2015)则认为组织依恋可以分为领导支持、组织回报、组织氛围和价值认同；同时

学者陈玉玲，陈维政(2017)将组织依恋划分为组织安全感和组织留恋感。 

国外学者用心理承诺、情感承诺、组织认同、缺勤率、离职倾向等变量来测量组织依恋。这样的测

量绝大部分是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测量出组织依恋的程度以及不同类型

下的组织依恋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动机。国内学者的测量也是通过问卷开发得出，对组织依恋与组织认同、

组织承诺等存在的影响关系无法体现出来，未来研究应该形成组织依恋独有的标准的测量维度。 

4. 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 

随着依恋理论在组织中的运用，依恋对象在个体之间变为组织。与人际依恋(成人依恋和母婴依恋)
不同，个体与组织建立情感联结会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依恋关系的一系列研究中学者开始将关

注点转入组织情境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以及影响机制。Ross & Spinner (2001)研究发现依恋不仅是

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同时也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现有的研究主要有员工个体在组织中的重要他人-
领导以及员工自身的个性特征对员工组织依恋的影响。 

4.1. 领导对组织依恋的影响 

领导者作为员工个体在组织中重要的人际关系，会对员工的组织依恋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通过对

现有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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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的影响。Popper et al. (2000)，Popper & Mayseless (2003)通过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比较容易使员

工形成安全型依恋。Molero & Moriano (2013)得出交易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焦虑依恋，而对回避型依恋则没

有多大影响，与此同时他也证明了变革型领导对员工不安全型依恋有显著负向影响；Hinojosa et al. (2014)通
过研究得出真诚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安全型依恋类型，同时显著负向影响员工非安全型依恋。陈玉玲，陈

维政(2017)通过研究比较了服务型领导和家长式领导对组织依恋的不同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服务式领导对组

织依恋的影响要更好，家长式领导整体对组织依恋的没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于是在把家长式领导分仁慈型、

德行以及威权型三个维度的研究可以得出：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个体的组织依恋。 
领导依恋的不同类型与员工依恋的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Keller & Cacioppe (2001)研究探讨了依恋风

格如何影响与追随者的关系。不同类型的依恋风格会影响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动态，作者认

为依恋理论可以成为领导理论的重要补充，领导理论侧重于理解追随者和领导者如何基于人际动力学进

行互动。Keller (2003)基于内隐领导风格理论还发现，当领导和下属的依恋类型相同时，二者的关系最为

匹配，而双方的依恋类型如果不一致时则会出现问题。 

4.2. 大五人格特征与依恋类型的关系 

组织依恋作为员工稳定的一种特质，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与依恋类型存在不可忽略的联系。例如

Shaver & Brennan (1992)得出大五人格的宜人性、外倾性对安全型依恋有显著正向影响；神经质会对焦虑

型依恋产生正向影响；而较低的宜人性、内倾性、神经质与回避型依恋有着正向相关关系。Neustadt et al. 
(2006)研究发现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和责任性显著促进安全型依恋，神经质对安全型依恋则有负向作

用。Noftile 和 Shaver (2006)发现依恋焦虑与神经质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与责任心呈中度负相关，

与外向性呈负相关。回避型依恋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存在相关关系，并且与外向性、责任心和开放呈

负相关。Richards 和 Schat (2011)通过研究发现：个体的焦虑依恋维度与神经质高度相关，回避依恋与神

经质以及外向性和宜人性的相关性较小。 
通过对组织情境中依恋对象领导以及员工自身性格特征的相关回顾，尽管现有研究验证了部分领导

风格对员工个体组织依恋的影响，但在中国情境中，领导受中国传统人情、官本位等的影响，现有研究

不能体现中国企业的特点。当员工个体迈入工作场所后，同事又会成为其又一重要的人际交往对象，员

工个体不同的依恋风格与同事的依恋风格的不同匹配、与同事的人际氛围对个体组织依恋的影响依然有

待研究。组织依恋类型作为员工较为稳定的一种特质，个体自身的性格特质和组织依恋之间的联系还有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尽管现在对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对其他情境因素的探讨还不够

全面，还忽略了组织投入、组织文化制度等一些因素。 

5. 组织依恋的作用结果 

5.1. 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作用 

员工的工作绩效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随着组织依恋的应用，有学者提出员工自身的依恋类型

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Simmons et al. (2009)通过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对希望、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信任在安全型依恋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侯天一等(2014)发现个体的依恋类型可以影响组织成员

之间以及对组织的信任。陈玉玲等(2020)通过研究得出：组织依恋对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组织

依恋在组织投入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跨层次的中介作用。 

5.2. 对工作满意感的影响作用 

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安全型依恋个体可能会更容易产生愉悦的心情并充满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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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向上的态度。Hazan & Shaver (1990)研究发现，安全依恋类型的个体会有更高的幸福感，不安全型个体

的工作满意感都相对比较低。Krausz et al. (2001)指出，工作满意度在安全型中最高，但在焦虑/矛盾型组

在满意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陈玉玲等(2020)发现组织依恋与员工工作满意感和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 

5.3. 对组织承诺的影响作用 

当员工和组织建立了持久的情感联结后，组织变成了个体的依恋对象，组织成为员工的安全基地，

员工就容易与组织之间建立情感承诺。Mikulincer & Shaver (2007)研究表明，焦虑型的员工与回避型的员

工呈现较低的组织承诺。郭亚鸣，李同归(2009)研究发现成人依恋四种类型(安全型、先占型、冷漠型和

恐惧型)在对组织承诺的影响上没有显著差异。 

现有研究将组织依恋的作用结果主要集中在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中，但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匮乏，组

织依恋是员工与组织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因此对组织依恋作用结果的研究还需要丰富，还可以进一步

研究对员工工作–家庭协调、离职率等。 

6. 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6.1. 研究述评 

本文对组织依恋的起源、内部工作模式进行了回顾，对组织依恋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整理了

组织依恋的类型、维度及测量。通过回顾文献发现，在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阶段的研究多关

注于领导风格的影响，如变革型领导、真诚型领导以及家长式领导等，但就目前的企业环境而言，一个

组织的领导者很难准确地用一种领导风格去界定，此外，这些领导风格大多来源于西方，并不能完全代

表中国的管理情境。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研究还不够丰富，作为个体进入工作后的主要场所和重要社交

网络，组织的特征以及组织所面临的环境都可能影响员工的组织依恋，这些有待研究。已有研究对员工

组织依恋类型和工作满意感、工作绩效以及组织承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在中国情境下的影响还需要

进一步作拓展和实证研究。对于其他的作用结果可以进一步挖掘。 

6.2. 未来展望 

由于研究情境、切入点的不同，现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来可以就如下图 1 所示展开研究。 
 

 
Figure 1.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sults of organizational attachment 
图 1. 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与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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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界定组织依恋概念内涵并开发相应量表 
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对于组织依恋的现有研究中，对组织依恋的概念、维度及测量还未形成一个学

界统一的认可。因此，未来有必要对组织依恋的概念与其他概念作准确区分，进行量表开发。 

6.2.2. 深入探讨组织依恋的影响因素研究 
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领导风格以及中国情境下对组织依恋的影响；同时，同事作为企业员工所处人

际网络中又一重要他人，其行为与态度、以及人际之间的融洽氛围也可以作为以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不

同的员工，有不同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这些都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在面对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

的今天，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动态变化又不可预测的组织环境，不同的文化制度、不同的组织结构及战略

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都会影响员工的组织依恋，而这部分在现有研究中还比较欠缺。 

6.2.3. 拓展组织依恋的作用结果研究 
在组织依恋的作用结果方面，从个体层面来看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组织依恋对员工反生产行为、追随

行为、工作–家庭协调、离职等方面。对于组织层面而言，可以对组织绩效、组织创新等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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