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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属于高职业紧张人群， 职业紧张不但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还会对员工产生

一定的影响， 甚至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通过总结国内外企业管理者职业紧张的研究方法、 职业紧张现状、 流行病

学特征、 职业紧张的危害、 职业紧张相关影响因素、 职业紧张的评定方法以及相关的干预措施， 分析目前关于企业高

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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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紧张， 又称工作压力或职业应激， 是指个体所在工

作岗位的要求与个人的能力、 资源或需求不匹配时出现的生

理和心理反应， 若持续存在， 可导致身心健康损害［１］ 。 随着

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转

变， 人们对职业紧张的关注度逐渐提高， ＷＨＯ 称工作压力已

成为 “世界范围的流行病”。 ２０１３ 年 《福布斯》 中文版与诺

亚 （中国） 在完成一项企业家调研问卷和深度访谈后， 联合

发布 《中国企业间幸福指数白皮书》， 提示近四成企业家承受

了 “很大的压力”。 相关文献还显示， 企业高管的行为甚至直

接影响到员工肌肉骨骼和心身疾病的患病率［２］ 。 因此企业管

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业紧张状况， 不仅影响其本

人， 同时还危及广大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１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现状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涵括企业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职务、 负

责企业经营管理、 掌握企业重要信息的人员， 主要包括总经

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上市企业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他们在企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

发挥的作用对企业目标的走向和核心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因此存在能力要求高、 人际关系复杂、 工作负荷繁重、
责任重大等特点。 研究发现， 职业紧张是危害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身心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对企业和社会可造成严

重经济损失［３］ 。 如英国报道， 全国约 ８６％的管理人员受到职

业紧张的影响， 每年约 ４ ０００ 万缺勤日和 ７０ 亿英镑的损失皆

源于职业紧张， 其中中、 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问题最为突

出［４］ 。 相比国外， 我国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专

题研究起步较晚， 尚缺乏全国性数据。 目前研究涉及公路工

程企业干部、 工厂管理人员、 护理管理者、 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人员、 研究所管理人员、 商场管理人员、 企业 ＥＨＳ 从业人

员等［５～８］ 。 随着我国企业家及管理人员 “轻生” 事件的发生，
关于企业管理人员的职业紧张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关注。
２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危害与影响因素

２ １　 职业紧张的危害

职业紧张可引起生理、 心理以及行为上的改变。 生理上可

造成神经⁃内分泌系统、 心血管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等一系列的影

响［９］。 国内外研究表明， 职业紧张是血糖、 血脂升高的一项不

容忽视的危险因素， 是高血压和心脏结构改变的危险因素， 可

以抑制免疫功能， 是影响免疫蛋白正常水平的危险因素之一。
心理则表现在情感和认知能力方面， 使他们应对能力下降。 个

体方面的异常行为如逃避工作、 酗酒、 滥用药物、 食欲不振、
敌对等； 组织方面的异常可表现为旷工、 缺勤、 事故倾向和劳

动能力低下等。 职业紧张是危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重要危险因

素之一， 对企业和社会亦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企业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着决策者和指挥者的角色， 职

业倦怠不仅会影响管理者的身心健康， 还使管理者工作成就

感降低， 对自己产生怀疑。 同时倦怠的工作状态影响人际关

系以及整个工作环境质量。 由于人是相互影响的动物，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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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心理方面， 存在着很强的暗示作用， 而且职业倦怠的传

染性很强， 不好的情绪很容易蔓延到整个组织中， 所以如果

对于职业倦怠的心理问题置之不理， 很容易发展成为全企业

的通病； 同时还会使整个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绩效的

提高受到影响， 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４，１０］ 。
２ ２　 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显示， 管理者比普通劳动者更容易产

生职业紧张， 与其较高的工作要求、 更多的任务冲突、 更强

的责任感的需求以及所处的工作环境中组织结构和氛围、 家

庭与工作间的更多冲突等因素均有一定的关联 ［２～８，１０］ 。 组织

结构和氛围包括企业管理者的工作自主性、 对中层管理者的

人文关怀、 工作强度、 薪酬待遇等， 也可以概括成个人与组

织匹配度不合适、 付出⁃回报失衡等。
性别因素被论证在影响职业紧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专

家认为女性管理层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工作压力， 可能与其复

杂的社会、 家庭角色扮演有一定关联。 国内研究显示， 女性

管理者更容易产生职业紧张， 一方面女性更容易对压力和紧

张产生反应， 另一方面也与女性在婚姻和生活中的角色扮演

复杂程度有关， 使得她们在家庭和工作间的冲突更多。 在目

前的社会层面， 男性管理者在工作组织中的控制程度更大，
参与重大决策的机会较女性更多， 这也是国内研究阐述的性

别是职业紧张方面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１１］ 。
职业紧张是一种心理状态， 自然离不开个体因素差异导

致的影响。 将不同心理控制源水平的管理人员的职业紧张程

度对比发现， 外控型强的人对于紧张因素的反应更加强烈［１２］ 。
Ａ 型行为倾向的管理人员对紧张因素更为敏感［７］ 。 总体来讲，
具有神经质倾向、 精神质倾向和性格内向的个体特征者， 情

绪衰竭和人格解体倦怠度高， 更容易受到职业紧张的不良

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４，１１，１２］ ， 职业紧张存在较多缓解因素。 如管

理者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得分较高， 会成为职业紧张的重要缓

解因素。 与一线劳动者相比， 管理人员具有更多的应对策略，
对于工作有更多的自主性； 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 他们会得

到更多的拥戴， 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 这些都可以适当地缓

解职业紧张。
此外， 国外相关研究还提示， 以增加技能为目的的自我

教育和习得， 可能会增加心血管意外发生率和工作过载， 导

致职业紧张［１３］ 。 因此， 每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个体能承受

继续教育强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３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评定方法

研究和控制职业紧张首先要判定是否产生职业紧张及其

程度。 目前， 国外普遍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高层管理人

员的相关资料， 同时还辅以电话随访等个体化方式采集信息 。
问卷内容除人口学基本信息外， 还包括多项不同的量表用于

评估被调查者的职业紧张情况以及因职业紧张所致的不良影

响 。 运用的量表主要集中在付出⁃回报失衡 （ＥＲＩ） ［１４］ 、 个人

与组织匹配问卷 （ Ｐ⁃Ｏｆｉｔ） ［１５］ 、 职业紧张量表 （ＯＳＩ⁃Ｒ） 等，
其中 Ｏｓｉｐｏｗ （１９８１） 研制的 ＯＳＩ⁃Ｒ 被使用相对较多［１６］ 。 该量

表包括 ３ 个分量表 １４ 个子项 １４０ 个条目， 主要包括职业任务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ＯＲＱ）、 紧张反应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ＳＱ） 和应对资源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ＰＲＱ） 三大方面的内容， 通过信度与效度的验证后

该量表被认为在反映职业紧张和紧张反应方面较为理想 。
由于我国对于职业紧张的起步较晚， 现行的针对企业高

层管理人员研究中的调查问卷和量表并未统一， 多采用国外

较为成熟的量表， 在国内最常采用的亦为 ＯＳＩ⁃Ｒ。 杨新伟等

人采用 ＯＳＩ⁃Ｒ 分别研制了中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职

业紧张常模， 并分别研制了常模样本粗分转换为 Ｔ 分表， 制

定出了中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个体、 群体职业紧张

判断标准， 提出参考值范围［１６］ 。 其次常用的量表为 ＥＲＩ 量

表， 用于研究付出、 回报以及超负荷与职业紧张之间的关

系， 经过信度和效度的验证显示 ＥＲＩ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可靠。
４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干预方法

国外学者对企业管理者进行了干预研究， 认为高度统一

的目标是和谐工作环境的基础， 管理者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个性化的领导风格、 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缓解工作压力［１７］ 。
消极接受职业紧张的状态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都是不利的。
Ｍｉｃｈｉｅ 研究发现［１８］ ， 职业紧张的预防和控制必须要从组织层

面，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根除职业紧张产生的根源。 所以职

业紧张干预不仅需从管理人员自身心理干预出发， 提高个体

应对压力的技能， 同时也要从企业大环境入手， 为企业管理

人员的工作提供职业支持和保证， 促进企业管理人员心理

健康。
虽然职业紧张的干预研究国内开展较少， 但有学者提出

观点， 认为高工作控制的职业人群实施干预效果应该更好［１９］ ，
所以需要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业紧张更加关注， 通过深

入研究， 在企业中广泛开展相应的干预措施， 提高企业管理

者职业紧张应对能力， 为企业和管理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

健康帮助。
５　 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于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研究总体较为

有限， 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１） 研究对象局限， 未反映

出不同行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业紧张整体状况； （２） 研

究设计多为描述性横断面问卷调查， 内容单一， 缺乏队列研

究、 深度访谈及针对性干预； （３） 我国职业紧张所用的问卷

及量表， 多由国外引进或稍加本土化后加以运用， 尚未统一。
建议近期研究主要针对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 整合相关

资源， 在全国统筹规划， 分步骤开展不同行业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职业紧张状况调查； （２） 进行严谨的科学设计， 开展队

列研究， 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有机结合， 进行针对性干预

并评估效果； （３） 开发制作信度与效度可靠、 适用于中国人

群、 统一的标准化量表工具， 便于各类研究的横向比较， 使

结论更具科学性。
企业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状况的改善， 不但需要整个企业

乃至社会的重视， 更需要该领域学者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开

·２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展综合干预措施， 使企业管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保护社会重要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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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ｌｅｒ ａｔｅｄ ｗｏｕｎｄ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Ｊ］ ． Ｎａｔ Ｃｅｌｌ⁃Ｂｉｏ， １９９９， １ （５）： ２６０⁃２６６．

［１４］ 张乙， 刘燕， 李颖， 等． Ａｃ⁃ＳＤＫＰ 调节 ＣＲＥＢ， Ｓｍａｄ 信号抑制

矽肺纤维化的作用 ［ Ｊ］ ． 实用医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４６ （ ２１）：
３５３９⁃３５４２．

·３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３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Ｆｅｂ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