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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基于性别角色理论探究女性心理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的作用以及内部心理机制。方法：采用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对天津市2100名居民进行测查。结果：① 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

关(r = 0.26, P < 0.01)，与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分别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r = 0.20, −0.23, P < 
0.01)；②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心理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26，社会支持与

工作家庭冲突在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均起单独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是0.39、0.11，并且

也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2。结论：心理安全感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还可以通过

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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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work family boundary theory, to explore the role of women’s psychologi-
cal security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its inter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Method: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100 residents of Tianjin using the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Survey question-
naire. Results: ① Psychological secur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job satisfaction (r = 0.26, 
P < 0.01),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 family 
conflict (r = 0.20, −0.23, P < 0.01); ② Mediation mode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psychological se-
curity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job satisfaction, with a effect size of 0.26. Social support 
and work family conflict played a separa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are 0.39 and 0.11 respectively, and also play a chain me-
diating role, with a effect size value of 0.02.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can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job satisfaction, and can indirectly affect job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chain me-
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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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心理和生理上对工作及其相关条件的满意程度(单格妍等，2020)。研究发现，工

作满意度是居民幸福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明发展的

重要保障(姚振东等，2016)。基于性别角色理论，女性比男性员工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对工作产生

不满(Alicia et al., 2005)。因此，提高女性工作满意度已成为职场重点关注的问题。 
心理安全感是指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危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威胁或压力事件时的处理，

主要表现为可控制感(宫羽等，2021)。基于工作特质模型，在工作满意度这一核心维度上，员工的工作安

全感与社会地位变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Yeves et al., 2019)。工作安全感是指员工在组织工作中不用担心

经历被组织解雇的威胁事件(金涛等，2013)，属于心理安全感的一种。因此，工作满意度的核心影响因素

可能包含心理安全感。实证研究显示，安全感较高的就业者工作满意度明显高于安全感较低的就业者(周
闯，郭付银，2018)，具体而言，在工作中感到更安全的劳动者，对其工作的满意度也会相应提高。据此，

本研究假设：心理安全感可以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H1)。 
尽管以往研究证明了心理安全感对女性工作满意度的直接影响(胡三嫚，佐斌，2007)，然而心理安全

感如何影响工作满意度？其中可能存在的内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获

得的一系列心理支持，例如家庭支持、工作支持，其作用包括缓解心理紧张和心理应激等不良心理状态

(高晓倩等，2020)。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源自个体生活环境

带来的安全感(李强，1998)。因此，心理安全感可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也显示初中时与父母联

系紧密的个体会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中年时也会知觉到更多的社会支持(Diamond, 2001)。关于

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工作使命感理论认为在工作中能获得更多支持和机会的个体更有可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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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作任务，进而提升自己的工作使命感，对工作更满意(Duffy et al., 2018)。而工作中获得的支持是社

会支持的一种(高晓倩等，2020)，因此当个体在工作中获得足够社会支持时，该个体的职业使命感会提升

进而影响工作满意度。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度高的特岗教师其工作满意度水平也普遍偏高(李紫菲等，

2021)。因此，心理安全感会通过影响社会支持进而对工作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据此，本研究假设：社

会支持可能在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H2)。 
此外，工作–家庭冲突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又一重要心理因素，它是一种特殊冲突，是家庭和工作无

法兼顾而产生的一种角色间冲突(宋占美等，2023)。根据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Bruce, 1997)，
当某个领域的角色要求扩张会导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发生变化，为了应对这种边界变化，个体需要把

原本分配给一个领域的心理资源分配到另一个领域，导致两个领域之间发生冲突(段锦云等，2020)。因此，

作为心理资源的一种，心理安全感可以缓和两个领域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也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其中一

个前因来自于心理安全感(许琪，戚晶晶，2016)。具体来说，员工的不安全感升高会消极地影响个体的工

作态度和对家庭的态度，并导致工作行为和家庭行为的改变(李金荣，2015)。基于角色冲突模型，家庭冲

突和工作冲突会共同影响工作满意度(Kopelman et al., 1983)。已有研究也表明，当员工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角

色起冲突时，员工的心理健康会处于一种比较低的水平，进而对组织的满意度会不断降低(张纪豪等，2018)。
据此，本研究假设：工作家庭冲突可能在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H3)。 

角色冲突模型表示家庭支持是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种，因此，

社会支持可能也是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因素(唐娅辉，2014)。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这

一推论，社会支持能有效缓和个体间的工作家庭冲突(刘晖，2019)。此外，社会支持还可以通过减缓个体

的工作家庭冲突，以此来提高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刘盈，2012)。据此，本研究假设：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

冲突在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4)。 
综述所述，本研究将基于性别角色理论探究心理安全感对女性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同时引入社会支

持和工作家庭冲突两个核心变量，进一步探讨心理安全感对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研究框架如图 1 所

示，为女性工作满意度研究及其改善提供理论依据。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 2020 年天津市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本次调查可用的个人主问卷共 2100
份，其中女性占 55.9%，男性占 44.1%。 

2.2. 研究工具 

2.2.1. 工作家庭冲突 
根据调查中的问题设置以及参考 Netemeyer 等人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Netemeyer et al., 1996)，对应的

问题有两个：“因为工作太忙，很少管家里的事”(问题 1)，“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职业发展机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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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从“非常符合”–“很不符合”，分别计 1~5 分，对两题进行反向计分(即
很不符合计 1 分，非常符合计 5 分)。分数越高，家庭冲突越高。 

2.2.2. 工作满意度 
根据调查中的问题设置，对应的问题有四个：“工作时间满意吗”(问题 1)，“工作稳定性满意吗”

(问题 2)，“工作收入满意吗”(问题 3)，“发展前途满意”吗(问题 4)。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从“很

满意”–“很不满意”，分别计 1~5 分，对四题进行反向计分(即 1 分表示很不满意，5 分表示很满意)。
分数越高，工作满意度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 

2.2.3. 心理安全感 
根据调查中的问题设置，对应的问题有一个：“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采用四点计分，从“很

符合”–“很不符合，分别计 1~4 分(1 分表示很符合，4 分表示很不符合)。即分越高，心理安全感水

平越高。 

2.2.4. 社会支持 
根据调查中的问题设置以及参考 King，Mattimore 等人的支持量表(King et al., 1995)，将社会支持分

为工作支持和家庭支持，对应的题目有两个：得到单位支持，能够兼顾家庭责任(工作支持)；得到家庭支

持，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家庭支持)。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对两题进行反向计分(即 1 分表示很不符合，5
分表示很符合)。分数越高，代表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4。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和 SPSS 插件 Process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提取出 2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最大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 39%，因此，本

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史松奇，2019)。 

3.2. 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1)，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

关；工作满意度与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

相关。 
 
Table 1.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表 1. 相关分析结果 

项目 M ± SD 1 2 3 4 

1) 心理安全感 3.14 ± 0.79 1    

2) 工作满意度 14.89 ± 3.22 0.26** 1   

3) 社会支持 8.68 ± 1.46 0.20** 0.52** 1  

4) 工作家庭冲突 5.48 ± 1.84 −0.23** −0.24** −0.18**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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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心理安全感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工作满意度一中介效应显著，ab = 0.40，SE = 
0.10，95%的置信区间为[0.20, 0.63]，中介效应占 41.6%。工作家庭冲突在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

的单一中介效应也显著，ab = 0.18，SE = 0.06，95%的置信区间为[0.07, 0.32]。中介效应占 18.7%。 
采用链式中介模型对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见表 2)。心理安全感显著正

向预测工作满意度(β = 0.26, t = 6.76, P < 0.001)，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 = 0.20, t = 4.42, P < 0.001)，显

著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β = −0.23, t = −5.15, P < 0.001)，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β = −0.17, 
t = −3.30, P < 0.01)。进一步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表 3)：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第一

条路径：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该路径的间接效应值为 0.38，95%置信区间为[0.19, 0.61]，
不包含 0，说明该路径的影响显著。第二条路径：心理安全感→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该路径的

间接效应值为 0.11，95%置信区间为[0.02, 0.21]，不包含 0，说明该路径的影响显著。第三条路径：心理

安全感→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该路径的间接效应值为 0.01，95%置信区间为[0.002, 
0.03]，不包含 0，说明该路径的影响显著。 
 
Table 2. Direct effect tests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social support,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job satisfaction 
表 2. 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检验 

路径 标准化系数 T P 

心理安全感→工作满意度 0.26 6.76 <0.001 

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 0.20 4.42 <0.001 

心理安全感→工作家庭冲突 −0.52 −4.49 <0.001 

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 −0.17 −3.30 <0.01 

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 0.94 11.8 <0.001 

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 −0.20 −3.20 <0.01 

 
Table 3. Chain mediation effect test between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job satisfaction 
表 3. 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Bootstrap SE 
Blas-corrected 95%CI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P 

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工作

满意度 
0.389 0.108 0.191 0.616 0.00 

心理安全感→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满意度 
0.109 0.049 0.024 0.215 0.00 

心理安全感→社会支持→工作

家庭冲突→工作满意度 
0.015 0.009 0.002 0.0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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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启示 

4.1. 心理安全感对女性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性别角色理论探讨心理安全感对女性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内部心理机制，研究结果显

示，女性工作满意度随着心理安全感的升高而升高。这也证实了工作特质模型，即心理安全感是影响工

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说明心理安全感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因此，在改善

女性工作满意度的过程中应要重视心理安全感的作用，尽量避免不安全的职场环境。 

4.2. 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单独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在心理安全感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体现为心理安全感的提升会正向影响

社会支持，同时社会支持的增加会进一步增加工作满意度。根据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社会支持对于

心理健康的影响源自于个体生活环境带来的安全感，高心理安全感能提高个体的工作卷入程度以此提高

团队组织的绩效，既而获得更多的团队支持(徐智华，彭剑锋，2017)。社会支持分为工作支持和家庭支持，

也就是说提高心理安全感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支持，进而积极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在现实生活中，获

得较高社会支持的个体通常能够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取得良好的工作绩效，对自身工作内容较为满意。

因此，提高社会支持是积极影响女性对工作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 
心理安全感的降低会加剧工作家庭冲突，同时工作家庭冲突也会负面影响女性工作满意度。该结果支

持了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即个体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上的心理资源分配不平衡导致工作

家庭冲突，该冲突进一步消极影响工作满意度。因此，作为心理资源的一种，提高心理安全感有助于降低

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积极影响工作满意度。在职场中，职业女性很容易因为家庭的矛盾影响工作效率，

将负性家庭事件中的坏情绪带入工作中，又将职场中遇到的烦恼在家庭中宣泄，导致家庭冲突不断，最后

恶性循环(陈艳新，2018)。因此，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时间安排也是提高女性工作满意度的思路之一。 

4.3. 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心理安全感通过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工作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

的假设，这一结果揭示了心理安全感和工作满意度与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的密切关系(图 2)。高社会

支持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家庭支持，而更多的家庭支持能够显著降低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当女性的心理

安全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时，她们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导致工作家庭冲突减少，因此其工作满意度

会不断提高。本研究认为，提升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能有效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从而对工作满意度产生

积极影响。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 2. 链式中介模型 

4.4. 启示 

第一，落实企业责任，保护女性权益 
一是企业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程度高的职业女性给予积极的工作支持和人文关怀：在其需要时给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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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工作时间，在保障工作量和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安排弹性工作时间用于平衡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投入。

邀请专家对职业女性进行工作和家庭领域管理和协调方面的培训以及专业的咨询服务，帮助职业女性缓

解工作家庭冲突。二是企业要严格落实男女同休产假的配套政策，适当逐步延长男性陪产假，让男性有

条件承担更多的育儿和家庭照料义务。 
第二，重视家庭支持，提供合理福利 
一是保障女性工作权利，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以及同岗位同等晋升的机会，让女性的职业潜能

得到充分发挥。二是提供女性友好的工作福利，如弹性工作制度、更为合理的产假、幼儿护理援助等家

庭友好政策，都有助于女性平衡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间的冲突。 
第三，加强妇联的作用发挥，多方位保障妇女权益，提高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妇联应积极推动性别平等宣传和行动计划，如通过教育、宣传等渠道强化女性的身份意识，鼓励职

业女性协调改变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环境因素，持续推动妇女在职场的自身权益保护。具体措施：一是

扩大宣传面，引导全社会树立尊重女性，形成爱护女性的社会环境，改变对女性的双重角色期待。二是

要利用好各种有利的宣传途径，运用手册、宣传栏、网站、广播等形式加强宣传，传达正确的政策信息。

三是要推动妇女热线 12338 与市政热线 12345 的联系，统筹规划保障妇女在职业中的权益。四是量化女

性从事家务劳动的隐形价值，用法律保护家务劳动的价值，保障女性在家庭中的权益。 
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于女性工作满意度问题，探讨心理安全感对女性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在

实践层面具有指导意义。社会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在心理安全感和工作满意度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提示

家庭在女性办公中扮演核心角色，通过培养社会支持、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从而提高工作满意

度。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属于横向设计，如果要探讨因果关系应结合纵向研究进一步

验证，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心理安全感对女性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其次，本研究的数据源自天津市，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也会导致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差异，需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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