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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成就动机对务工青年利他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

成就动机量表、工作满意度量表与利他价值观量表对578名务工青年进行施测，对被试数据进行描述性

统计、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结果：相关分析显示，成就动机、工作满意度和利他价值观三者之

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务工青年的成就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对利他均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工作满意度在成

就动机与利他价值观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成就动机能够影响工作满意度进而影响务工青年的利他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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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n altru-
ism in young migrant workers and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job satisfaction. Methods: 578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146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1467
http://www.hanspub.org


刘涵慧 等 
 

 

DOI: 10.12677/ap.2022.1211467 3859 心理学进展 
 

young migrant workers were tested wit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Job Satisfaction Scale and 
Altruism Sca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were con-
ducted on the test data.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
tive correlations amo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altruism.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ltru-
ism; and job satisfact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l-
truism. Conclus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had an effect on altruism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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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价值观的培育历来是青年教育者的重要话题。很多研究者聚焦如何更好地教育引导青少年，培育其

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构建利他价值观，形成助人奉献的行为习惯(邱伟光，2013；陈宁等，2014)。这对

于改善社会环境，优化人际关系，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促进青年个体积极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Glomb 
et al., 2011; Grant & Gino, 2010；朱芬等，2022；冯维，刘敏，2016)。 

目前关于利他价值观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研究结果表

明，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会对个体的利他价值观与行动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谢平，

2014；贺俊杰，聂庆艳，2012；郭进，2020)；成就动机、满意、组织认同、情绪、年龄等个体内部因素

也均能显著改变利他倾向(于坤等，2022; Jhony Choon Yeong Ng et al., 2018)。在影响利他的内部因素中，

成就动机的作用很值得关注。不少研究者发现了奋斗进取、追求成功的趋向对于利他价值观或利他行为

的激活作用(姜良杰，周爽，2018；李力等，2020；冉汇真，2013；吴翠萍，尚鹤睿，2012)。这对于培育

个体的利他价值观是有重要意义的。相对于学校教育的直接灌输，通过改变个体的心理状态来间接地、

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体的利他价值观对于处于青年期的个体而言是更容易接受的。对于已经离开校园走向

社会的职场青年而言更是如此，毕竟相对于对学校教育略有逆反的学生而言，学校教育对职场青年的覆

盖影响力还会更弱一些。本研究聚焦包括制鞋厂工人、外卖小哥、美甲师、保姆在内的务工青年群体，

重点探讨成就动机对其利他价值观的影响，以便为更好地培育务工青年群体利他价值观提供研究基础。 
与学生群体相比，职场青年利他价值观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目前主要聚焦于讨论工作满意度及

其相伴随的组织认同、情绪与利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对助人利他有显著预测作用，工

作满意度越高的个体表现出的利他价值倾向和行为越多(Organ, 1990; Moorman, 1993; Choi & Ha, 2018; 
Sawalha et al., 2018；韩锐，2017)。这些利他价值观或利他行为可能表现为有利于集体，也可能表现为有

利于他人(韩锐，2017)。考虑到个体的成就动机对工作质量以及伴随的工作满意的正向预测作用(Yasin, 
1996；方翰青，谭明，2013)，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职场个体中，成就动机对利他价值观会有正向预测作

用，而且在这个路径中，职场个体对工作的满意感会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务工青年成就动机、工作满意度与利他价值观三者之间均为两两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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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工作满意度在务工青年的成就动机与利他价值观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过程 

本研究的被试是年龄范围在 16~35 周岁的务工青年，包括在制鞋厂、服装厂、电子厂、建筑队工作

的工人(主要从事服装、鞋袜加工，电子配件组装、修路建房等工作)以及在酒店、餐馆、商超、互联网平

台、中介平台等工作的人员(主要从事导购、收银、销售、外送、物流等工作，比如，美甲师、美睫师、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上述被试从事的工作一般临时性比较强，工作的稳定程度比较低。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于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北京共 5 地抽取

务工青年参与调查。考虑到这些青年一般工作比较繁忙而且受教育程度略低，本研究一方面通过精简量

表缩短调查时间，另一方面采取自愿原则，抽取愿意配合研究的务工青年做被试。研究共发放纸质问卷

656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年龄不符等无效问卷 78 份，共获得有效问卷 578 份，有效回收率 88.11%。其

中，男性 353 人，女性 225 人。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的为 42.8%。 

2.2. 研究工具 

2.2.1. 成就动机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是侯芳(2021)以叶仁敏、Hagtvet (1992)的成就动机量表(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AMS)为基础修订的务工青年成就动机量表，该量表包含 4 个项目，如“我打算在工作上取得更大

成绩”，采用 4 级评分标准，其中 1 代表非常像我，4 代表非常不像我。在后续数据分析运算前，先进

行反向计分处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成就动机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 
0.80。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务工青年精简版量表的容量，本研究主要测查了成就动机中的追求成功的

内容，分数越高表明青年对成功的渴望越高。 

2.2.2. 工作满意度量表 
以 Evers 等人(2000)编制的工作满意度量表(Overall Job Satisfaction)为基础修订务工青年工作满意度

量表。该量表包含 3 个项目，如“获得的个人能力增长”，计分方式为 Likert-5 点制(1 = 完全不满意，5 = 
完全满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 0.83。 

2.2.3. 利他价值观量表 
本研究以 Schwartz (1999)的 10 个项目的价值观量表为基础(Schwartz, 1999; Held et al., 2009)，修订编

制了务工青年利他价值观量表，该量表包含 3 个项目，分别测查了青年在不利己、利他人、利环境等方

面的价值倾向，比如，“对人真诚，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计分方式为 Likert-6 点制(1 = 非常像

我，6 = 非常不像我)，在后续数据分析运算前，先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利他价值观

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 0.68。 

2.3. 数据处理 

运用 SPSS26.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插件进行最终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提出的单因素检验法(周浩，龙立荣，2004)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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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测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3 个，且第一个

公共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2.49%，小于 Podsakoff 等提出的 40%的临界标准(周浩，龙立荣，2004)，因此，

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发现成就

动机、工作满意度与利他价值观彼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成就动机、工作满意度与利他价值观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M ± SD 1 2 3 

1) 成就动机 13.08 ± 2.30 1   

2) 工作满意度 10.59 ± 2.82 0.132** 1  

3) 利他价值观 14.76 ± 2.45 0.338*** 0.229*** 1 

注：*指 p < 0.05，**指 p < 0.01，***p < 0.001，下同。 

3.3.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工作满意度在成就动机与利他价值观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 Hayes 开发的宏程序

PROCESS 插件，选择其中的 Model 4 (Model 4 为简单的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陈瑞等，2013)，结

果如表 2 所示，成就动机显著正向预测利他价值观(β = 0.3576, t = 8.5109, p < 0.001)，成就动机显著正向

预测工作满意度(β = 0.1589, t = 3.1083, p < 0.01)，工作满意度显著正向预测利他价值观(β = 0.1610, t = 
4.7559, p < 0.001)。 
 
Table 2. Intermediary model test of job satisfaction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ltruism 
表 2. 工作满意度对成就动机、利他价值观的中介模型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成就动机 0.3576 8.5109*** 0.1589 3.1083** 0.3320 7.9835*** 

工作满意度   0.1610 4.7559*** 

R2 0.1131 0.0167 0.1471 

F 72.4355*** 9.6617** 48.9055*** 

注：模型 1，即成就动机预测利他价值观；模型 2，即成就动机预测工作满意度；模型 3，即成就动机和工作满意度

共同预测利他价值观。 

 
使用 Bootstrap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抽 5000 次)，如表 3 所示，自变量成就动机对因变量利他价值

观的直接效应为 0.3320，95% CI [0.2294, 0.4355]，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 0.0256，95% CI [0.0053, 
0.0517]，占总效应的 7.16%。总效应为 0.3576，95% CI [0.255, 0.471]。说明工作满意度在成就动机与利

他价值观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成就动机、工作满意度与利他价值观之间的路径关系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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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ob satisfaction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ltruism 
表 3. 工作满意度对成就动机、利他价值观的中介效应检验 

 95%置信区间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相对效应占比 

总效应 0.3576 0.055 0.255 0.471  
直接效应 0.3320 0.0534 0.2294 0.4355 92.84% 

间接效应 0.0256 0.0121 0.0053 0.0517 7.16%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job satisfaction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ltruism 
图 1. 工作满意度对成就动机和利他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分析示意图 

4. 讨论 

4.1. 务工青年成就动机、工作满意度与利他价值观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成就动机越强的个体越倾向于利他奉献。这不仅证实了已有研究的结论(姜良杰，

周爽，2018；李力等，2020；冉汇真，2013；吴翠萍，尚鹤睿，2012)，还将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从大学

生拓展到了务工青年，为学校教育不继续覆盖人群的利他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抓手。成就动机为什么能正

向预测个体的利他倾向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二者均与人格特质中的敢为性、有恒性有密切的

关系。正如景怀斌(1995)在对成就动机内涵操作化中所指出的，在困难中克服障碍实现理想是成就动机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成就动机者往往伴生敢为有恒的性格特点也就不难理解了。根据需要层次理论，利他

行为本身也是与个体的基本需要有矛盾之处的，执行利他行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基本心理需要的

挑战，敢为有恒者利他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一点在学校教育已不能覆盖的务工青年身上表现的会更明显，

毕竟他们所处的环境更复杂，外界环境负面干扰更大一些(姜良杰，周爽，2018)，执行利他行为的障碍会

更多一些。因此，利他价值观及行为凸显的务工青年敢为、有恒的人格特质会更突出。 
本研究同样验证了工作满意感与利他价值观之间的正相关(Organ, 1990; Moorman, 1993; Choi & Ha, 

2018; Sawalha et al., 2018；韩锐，2017)。尽管人们往往对工作中取得的报酬并不满意，但高的工作满意

感一般还是与更高的报酬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高满意意味着个体在客观上更可能具备利他与助人的物

质基础。同时，工作中的满意往往也离不开对工作单位或组织机构的认同感。如果个体对工作单位毫无

认同感，也很难对工作产生满意。对组织对集体的认可会促使个体集体价值观变强，主动将集体利益作

为工作出发点，利他助人，为集体做奉献(韩锐，2017；张建人等，2017)。当然，满意本身还伴随着积极

情绪，而在积极情绪下人们能改善认知能力(Dreisbach & Goschke, 2004; Goschke & Bolte, 2014；陈晓宇等，

2022)，减少攻击倾向(严明，2021；李攀，2022)，助推利他行为(Isen, 1970)。 

4.2. 务工青年工作满意度在成就动机与利他价值观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了成就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正相关。成就动机越强的个体工作满意度也就越高。这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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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研究的假设 1，也与已往研究结果相一致(Yasin, 1996；周兆透，2008；方翰青，谭明，2013)。而且

本研究也证实了成就动机可以通过提高工作满意度改善利他行为的中介通路(验证了假设 2)。 
事实上，高成就动机者就是那一些为了完成目标积极探索、抓住机遇、接受挑战、迎难而上的人，

这样的个体当然是更可能做成、做好事情(李力等，2020)，工作完成的好会带来更高的满意感，也会使得

个体具备助人的客观条件。同时，在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过程中个体的自觉性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会显

著提升，获得感增强，工作满意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得积极情绪得以扩张，为助人做好充分准备。更为最

重要的是，高成就动机者以追求成功为己任，对成功的期待很强，而一旦获得成功后的满意舒适感也会

更强烈。高度的舒适感和伴随的积极情绪能更好的改善人的认知，减少潜在攻击性，更多的助推利他行

动(Karolidis & Vouzas, 2019；韩锐，周鹭，2020)。而考虑到务工青年工作的临时性、枯燥性以及可能的

较低收入(魏莉莉，2017；杨婷婷，2018)，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上述中介效应在务工青年身上的适用会更突

出一些，毕竟挑战成功带给他们的稳定感、客观收入以及成功感也都会更强烈。 

5. 结论 

1) 务工青年的成就动机、工作满意度与利他价值观三者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2) 成就动机能通过影响工作满意度进而影响务工青年利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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