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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索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丰富社工师心理健康主题的
研究。本文以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库(CSWLS2019)为基础，以工作自主程度为自变

量，职业认同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在控制年龄、职位和工作年限后，利用process软件对

三者进行逐层回归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工作自主程度对社工师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自主

程度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社工师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工师职业认同间接影响社工师心理健康，社工师

的职业认同对工作自主程度和社工师心理健康具有中介作用；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

的关系受到社工师职业认同影响，结果显示出正调节作用。基于该结果，本文提出从机构层面赋权、个

人层面增能以提升社工师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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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utono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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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theme of social work-
ers.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China Social Work Dynamic Survey 2019 (CSWLS2019), this paper 
takes the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the in-
termediary variable, and mental health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fter controlling the age, posi-
tion and working years, the process software is used to conduct a layer-by-layer regression of the 
thre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The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ocial worker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ocial 
workers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and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utonomy and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is af-
fected by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ocial worker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has a positive mod-
erating effect.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empowerment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empowermen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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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心理学、心理咨询和心理技能的应用迅速发展，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后，

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需求，特别是心理健康方面。党的二十大提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并

对此作出明确要求，心理健康问题已然成为重点被关注的问题。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服务

的提供者，社工师在帮助服务对象的同时，自己也会被服务对象所遭受的困扰所影响，负面情绪积累，

久而久之影响社工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董根明，2004)。国内外心理健康的研究日趋丰富，但针对社工师目

前数量较少，已有文献大部分是关注社工师的服务对象。国外对于社工师心理健康的研究起步较早，最

早可追溯到上世纪末，主要的研究取向是针对社工师调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以及其适应能力(石国兴，

2003)，或纵向对比社工师与其他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情绪调节能力高低(Kerling et al., 
2015)，启发大众关注社工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而关于工作自主程度与职业认同的研究多是将其视为因变

量(Bakker et al., 2010)或中介变量，研究其影响因素(Breaugh, 1985)、相关标准(Evetts, 2003)等，形成了专

业的系统的测量表或测量手段(Thompson & Prottas, 2005)，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相关研究相

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尝试扩展社工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和自身职

业认同的角度探讨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1.1. 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Deci & Ryan (1985)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DT)坚持认为对工作自主程度的需要的满足，从而增强了

心理健康，即为员工提供工作自主权会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进而增进心理健康。工作自主程度高有

效降低了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和情绪困扰(Bakker & Demerouti, 2008)。石长慧等(2021)认为工作自主程度与

工作倦怠、情绪衰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即使在高工作压力的环境中，高工作自主程度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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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情绪衰竭和工作倦怠水平上升的幅度较小。一方面，较高的工作自主程度有助于提高员工自主处理工

作的能力，满足需求，形成积极的工作感受(Demerouti & Bakker, 2011)。其次，工作自主程度表现为组织

对员工的信任和鼓励，产生外部激励效应，有助于员工以积极的行为和情绪完成工作，公司对其进行正

面的回报，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当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权时，员工就有较大的工作责任感和认同，感知

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当一个组织关心员工的福祉，重视员工对工作的投入(Cho & Lee, 2017)，同时

管理者充分尊重员工的观点，提供有意义的决策和政策支持时，员工会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工作中。这

说明工作自主程度高、支持性高的工作环境对其员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适当的激励方式可以提高

员工的工作自主程度，进而提升幸福感指标，包括改善工作压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实际上这一过程是

由工作动机引导的(Nie et al., 2015)，即高度的工作自主程度能够带来良好的自我调节。当社工师具备较

强的工作自主程度，可与服务对象形成弹性的关系，根据职业规范创新标准并改善传统服务模式，对环

境与工作内容具备较强的自控能力、权利，有利于社工师对工作压力进行调控，维护社工师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得出假设 1：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1.2. 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Deci & Ryan (1985)在自主性理论中指出，人在进行一项活动时，会进行内在的归因和外在的归因，

通过内在的原因可以感觉到自我控制，通过外在的因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归因的类型会产生不同的

情感。工作自主程度会影响职业认同，因为这反映了组织与其员工之间的相互接纳、相互信任的程度，这

有益于个人成功和组织目标实现，而缺乏这种信任将导致合作的失败和监督成本增加。此外，工作自主程

度高的公司允许员工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处理和安排事务，从而提高职业认同(李挺，汪然，刘欣，2021)。 
外部客观条件是社工师产生职业认同关键，如外在就业压力、社会环境等相关方面。社工师只有具

备高度的工作自主程度，正确地把握自身的工作方向，方能将自己的时间与精神投入到主动地学习与创

新中，不断突破自身，并在服务目标上充当向导与拥护者。而职业认同的形成与构建，既依赖于外在因

素，也依赖于社工师的专业“身份重构”(朱宛霞，2017)。另一方面，社工师作为独特的生命个体，其发

展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变与建构。社工师的职业认同是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和对自己的职业

地位的界定，是一种与自己的内在联系的行为。这就表明，社工师的自我管理水平能够促使他们真心地

认可自己的事业，从而反映出社工职业发展。 
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与社工师的职业认同是一种相互交融的关系，社工师职业认同的发展无法从

工作自主程度中完全脱嵌，在促进社工师自身发展具有趋同性，它们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因此，提

出假设。 
假设 2：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和职业认同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1.3. 社工师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前国内关于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社工师、教师、护士三种职业。针对

工作者职业心理健康的调查发现，对职业不满意、缺乏职业认同的个体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而社工师

的职业认同能够在工作支持与工作情绪之间存在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郑广怀，王晔安，马铭子，2021)。主

要维度包括职业认同、职业倦怠、情绪劳动、工作满意度等工作感受、工作态度等方面进行探讨。社工

师的工作经历、共情能力影响他们对他人生活事件的感知，而这将引起社工师个人的情绪被工作对象的

负面情绪感染，负面情绪随着时间积压。由职业认同所产生的积极情绪导致员工能够适应表达规则而不

会精疲力尽(Humphrey & Humphrey, 1993)，减少负面情绪的堆积。此外，通过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

发现，在工作紧张和心理资源方面，职业认同具有充分的调节功能，能够通过增加其职业幸福感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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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来实现自身价值，在认知、意志和情感三个基本观念对工作枯竭有一定的影响(王钢等，2014)。
刘玲等(2009)通过对 524 名临床护士的研究发现，结果显示职业认同、工作压力、情绪耗竭存在一定的关

系，随着职业认同的提高，工作的工作紧张程度和工作情绪耗竭的程度也相应降低。因此得出假设。 
假设 3：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存在着正相关。 

1.4. 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心理健康的关系 

研究关于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和心理健康的成果较为丰富，但目前还没有涉及这三种

因素的综合问题。Bond 等(2008)的研究表明，当员工被赋予对工作更多的控制权时，他们的心理困扰降

低。通常情况下，工作自主程度被用作缓解心理健康问题的手段；当员工被赋予较高的工作自主程度时，

他们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压力大的环境。工作要求过多，工作资源匮乏，不但对社工师加重工作负担，也

会造成工作上的困难(Shirom et al., 2006)。在工作的重压下，社工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职业幸福感、职

业认同等主观情感下降，从而降低社工师心理健康水平。职业认同为社工师对自己的工作状况的认识和

评估是社工师对自己的工作的基本看法，进而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中国女性社工

职业心理健康出现抑郁(胡高强，沈锦浩，2022)，强调需要从主观工作感知和客观工作规制，双重角度缓

解社工师心理健康的抑郁程度。因此，得出假设。 
假设 4：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职业认同在社工师

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假设中介模型示意图见图 1。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for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图 1. 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心理健康的中介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根据工作自主程度的概念，选用 Karasek (1979)编制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工作自主程度量表来进行研

究，采用“我对开展某项工作是否有自主决定权”等 7 个题项来测量工作自主程度，可将问卷题目分为

两个维度包含工作自主意识及机构赋予的工作自主权力这两个方面。又根据社工师心理健康定义中的不

同维度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的不同表现，选取 CES-D 抑郁自评量表，检验社工师是否存在抑郁症状，抑郁

指数能够衡量社工师心理健康中的消极指标，能够展示个体的心理健康客观状态，衡量个体心理健康、

精神状况。其中共包含 4 个测量因素：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钝以及人际交往，包含

心理健康概念中的主观情绪感受、行为举止、社交沟通三大方面。因此，本文以全国首个以社会工作行

业发展动态为主题的抽样调查和研究项目“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库为支撑，数据库包

含上述量表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刘畅，袁易卿，孙中伟，何雪松，2020)。 

2.2. 数据处理 

运用因子分析将《工作自主程度问卷》题目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类是关于工作自主权利，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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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工作自主意识。同时选取个人问卷中“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部分的题项包括：社会工

作作为一个职业存在的对社会、社区、家庭、服务对象的作用 7 个题项，以及工作满意度量表中的“我

在工作中发现了真正的乐趣”补充，统一赋值为 1~5 分制。选取个人问卷中“心理健康”全部量表与

“工作情绪”部分题项：CES-D抑郁自评量表 20题将负向计分转换为正向计分，将“工作情绪”的“本

职工作使我体验到自身的价值所在”重新赋值统一为 1~5分制。通过 SPSS软件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分析，

针对被调查者的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和社工师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影响关系进行考察，最终获得

有效问卷 5957 份。年龄在 20 至 88 岁，平均年龄 32.75 ± 7.88 岁，其中女性 4707 人占 79%，男性 1249
人占 21%，男女比例不协调，为避免由于男性小样本量引起的偏差，在后续结果讨论中未对其性别上

的差异进行讨论。 

3. 研究结果 

3.1. 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在健康状况自评中 80.2%的社工师对自己的身心感觉良好。CES-D 抑郁量表主要检验社工师是否存

在抑郁症状，平均分为 10.08 ± 9.47 分，可以看出大部分社工师抑郁程度低，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占 78.6%，

仅有 21.4%的社工师可能存在心理抑郁方面的问题，因此社工师心理健康状况较为良好。针对少部分抑

郁程度较高、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的社工师进行分析后发现，其自主程度得分较低，职业认同得分较低；而自

主程度高的社工师，心理抑郁状况明显减少，仅占 10.9%。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 Pearson 相关分

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 0.314 (p < 0.01)，得出

结论，假设 1 成立。同时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和职业认同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相关系数 0.376 (p < 0.01)，
假设 2 成立。社工师职业认同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 0.399 (p < 0.01)，假设 3 成立。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the correlation of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N = 
5957) 
表 1. 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心理健康描述性统计与三者相关性(N = 5957) 

  工作自主程度 职业认同 心理健康 M SD 

Pearson 相关性 

工作自主程度 1.000 0.376** 0.314** 2.62 0.873 

职业认同 0.376** 1.000 0.399** 3.91 1.593 

心理健康 0.314** 0.399** 1.000 3.68 0.742 

注：**代表 p < 0.01。 

3.2. 职业认同在工作自主程度与社工师心理健康起中介作用 

通过对 5759 名社工师进行分析，其工作自主程度平均分为 2.62，标准差为 0.875。工作自主权利权

部分的平均分 2.56 略低于工作自主意识的平均分 2.90。因此得出结论，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不高。即使

在工作自主程度得分较低的社工师中，仍然存在职业认同较高的社工师，职业认同对心理健康有一部分

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心理健康中积极情绪有积极影响，削弱了消极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中介变量

效应检验程序采用 process 回归分析，首先以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为自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接着以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为因变量，社工师职业认同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中介变量

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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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rocess regression analyses of degree of work autono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of social workers 
(N = 5957) 
表 2. 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社工师心理健康的 process 回归分析(N = 5957)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因变量 心理健康 职业认同 心理健康 

指标 β t β t β t 

工作自主程度 0.320 31.39** 0.573 25.522** 0.237 23.291** 

职业认同     0.145 25.923 

R2 0.377 0.314 0.479 

F 985.463** 651.393** 884.373** 

注：**代表 p < 0.01。 
 

通过 proces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1 中，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β = 0.320, p < 0.01)，说明总效应成立。模型 2 中，自变量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对中介变量社工师职

业认同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573, p < 0.01)。当社工师职业认同进入模型后，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

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依然存在(β = 0.145, p < 0.01)，而社工师职业认同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β = 0.237, p < 0.01)，因此说明职业认同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 
根据表 3，通过 Bootstarp 技术对职业认同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可以看出，间接效应值为

0.083，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说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成立，职业认同在社工师工作自主程度对

心理健康的模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比为 25.938%。因此得出假设 4 成立。中介变量效应的路径结果

见图 2。 
 
Table 3. Results of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s test 
表 3.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关系 效应值 LLCI UL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320 0.432 0.377  

直接效应 0.237 0.320 0.280 74.062% 

间接效应 0.083 0.074 0.092 25.938% 

 

 
注：**代表 p < 0.01。 

Figure 2. Standardised coefficients, correl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each pathway of the mediation model of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图 2. 社工师职业认同中介模型各路径标准化系数、相关性及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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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能够正向预测社工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职业认同也能够正向预测

社工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社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正向促进社工师职业认同的发展。由此推断，社

工师的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其中的作用机制为：社工师处于

较强的工作自主程度的环境中，通过社工师个体自主的职业认同发挥作用，在外部工作支持和内部积极

的工作情绪双重作用下，产生较高的职业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4. 讨论与建议 

4.1. 讨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工作自主程度对社工师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职业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社工师群体的调查可以发现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与先

前研究相一致，强调了工作自主性在提升员工心理健康和工作满意度中的重要性(Hackman & Oldham, 
1976)。此外，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职业认同在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这表明社工

师对自身职业角色的认同是连接工作自主性和心理健康的关键桥梁。 
首先，工作自主程度较高的社工师往往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高度的工作自主性

允许社工师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节奏上有更大的控制权，从而减少了工作压力，提高了工作满

意度(Bakker & Demerouti, 2007)。这种自主性不仅能够提升工作动机，还能够促进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

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屠兴勇，王沂，刘雷洁，张怡萍，江静，2023)。 
其次，职业认同在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当社工师能够在其

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感受到职业的意义和目的时，他们更有可能体验到工作自主性带来的积极效果。

职业认同的增强有助于社工师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极态度，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从而

维护和提升心理健康(Linley et al., 2006)。正如赵雅欣(2021)所指出的，职业认同能够调节工作紧张与心理

资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减少负面情绪的积累。此外，王钢等人(2014)的研究也表明，职业认同能够通过

增加职业幸福感或工作满意度来实现自身价值，对工作枯竭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职

业认同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能够作为工作自主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桥梁，良好的外

部环境带动个体内在意识，增强个体对工作的积极态度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的

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方法，以更准确地揭示工作自主程度、职业认同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动态关系。 

4.2. 建议 

通过建立结构性工作自主程度改革与社工师赋权机制，社工机构形成协调的外部赋权态势与内部持

续性的心理增能双重社工师赋权路线，进而加强社工师职业认同建设、促进社工师心理健康发展。 

4.2.1. 组织层面赋权：机构优化管理、强化支持 
社工机构需要重视优化机构管理，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提升社工师工作自主动力。社工机构的管理

是社工师实现工作自主的重要外部支撑之一。在人员的工作安排上，社会工作人员要根据工作地点及工

作的具体情况，制订灵活的工作时间表，既能提高工作效能，又能保证社工师的工作时间。在资金的使

用上，社工机构必须持续拓宽筹资途径，减少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性，并根据现实情况增加经费，确保社

工师在提供的服务上有充足的财力和物质上的支持，从而提高社工师的内在活力。在创新社会工作人才

培养和激励机制上，厘清社工师在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完善社工师的岗位规范，建全社工师能够继续

深入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管理机制，鼓励社工师通过自学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从而让社会工作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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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可，改善社工师日常工作心情、工作动力和工作热情，提升社工师自身的自豪感和

自信感。 

4.2.2. 个人层面增能：社工师培养意识、提升能力 
一方面，塑造专业理念，牢固专业信念，培养工作自主意识。社工师必须坚定自己的信仰，以维护

其特有的价值观，并在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工作独立性和工作自主程度。坚持专业

信仰有助于提高社工师的工作投入程度、满意度和忠诚度，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并在某种意义上

减少社工师的流失，确保职业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建立培训体系，加强职业学习，提升工作自主能力。通过对社工师专业理论知识的培训，

提高其实务能力以及职业自主能力。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多种多样，对社工师的知识和能力都有很高的

要求，因此，社工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实践经验，提高自己的整

体素质，确保社会工作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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