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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个体,环境匹配理论和平衡理论!基于"$%份员工与配偶的配对问卷调查数

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响应面分析以及块变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

偏好不同匹配@不匹配类型对员工工作投入及情感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员工,配偶工作家庭

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而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

割偏好不匹配则会降低员工的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具体而言!当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

分割偏好匹配时!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正

向影响更强&当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时!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配偶边界分

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更强#无论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

是否匹配!情感平衡均在其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

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情感平衡&工作投入&响应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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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D言

工作投入!Y).C S-G/G,O,-M"作为工作场所中一种积极且完满的情绪和认知状态
)&*

&能够对员工工作绩

效
)$3"*

+幸福感
)4*

+主动性行为以及建言
)#*

等产生积极影响&因而被视为员工激励的关键因素
)7*

'据美国咨询

机构盖洛普!+/002K"的调查&员工工作投入高的企业整体绩效是工作投入低的企业绩效的$倍'然而不幸的是(

Y).CLD-,的调查研究显示&全球大多数!7!h"的员工工作投入水平较低&严重地降低了组织的整体绩效'因此&

如何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不仅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也是企业家们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个体特征因素+工作相关因素以及家庭相关因素三个方面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前因

变量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3&%*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员工

的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研究发现&作为衡量个体主观上对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

间边界的分割偏好程度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9)2-P/.N\,GO,-M/MD)- [.,F,.,-B,"

)&&*

对员工的工作投

入具有显著的影响
)&$*

'事实上&员工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只是影响其工作投入的内在因素&员工所处

的环境因素也会对其工作投入产生影响'家庭作为重要的生活环境&必然会对员工的工作投入产生影响'家

庭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会受其家庭成员态度和行为的显著影响
)&"3&4*

'因此&作为员工最为亲密

和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必然对员工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产生影响
)&#*

&进

而影响其工作投入'同时个体2环境匹配理论指出&与个体和环境变量直接对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相比&个

体与其所在环境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更大
)&7*

'因为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匹配可以增强

个体的满足感&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

&从而使个体拥有更多精力和积极情绪去完成其他角色要

求
)&8*

'虽然已有学者从个体2环境交互的视角&检验了个体与配偶在人格特质
)&^*

+受教育程度
)$%*

+自我效能

感
)$&*

等方面的不同匹配类型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但对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方面的

研究甚少&尚未发现将员工与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与工作投入整合在一起的相关研究'

依据平衡理论&当个体感觉到平衡时&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平衡&会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和行为
)$$*

'因

此&在有关员工工作状态与绩效的研究中&情感平衡!;FF,BM9/0/-B,"逐渐成为新的研究主题'研究表明&情

感在员工认知+态度以及行为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

&情感平衡对个体生活和工作有重要的影响&更

高的情感平衡水平代表员工拥有更多的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能够显著降低员工工作倦怠&并激发员

工产生更多的积极行为
)$43$#*

'由此&情感平衡可能是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和员

工工作投入之间的潜在中间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个体2环境匹配理论和平衡理论&从员工个体特征和家庭因素匹配的视角&将配

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纳入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与其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研究框架中&跨领域

地探究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的不同匹配@不匹配类型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影响&以期

在丰富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研究的同时&拓展个体2环境匹配理论的应用范围&为个体2环

境匹配理论的跨领域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为企业提升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提供有益的指导'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是由 e/I- 于&^^%年首次提出的概念'随后&\BI/2F,0D等将工作投入界定为个体拥有的积极

的+完满的情绪与认知状态&具有弥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方面&得到学

界的广泛认可'目前&有关员工工作投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其影响因素和影响效果两个方面'其中&工作投入

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因素
)4*

+组织因素
)$7*

和家庭因素
)$!3$8*

三个视角进行探讨%工作投入影响效果

方面的相关研究表明&工作投入对员工工作绩效
)$*

+幸福感
)4*

+主动性行为以及建言等产生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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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工作投入是连接员工个体+工作和家庭资源与其工作绩效及建言等积极行为的重要纽

带&是提升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

'

#二$ 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P不匹配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作为个体特质&描述个体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中认知上+心理上和行为上的

分离程度
)"&*

'研究表明&个体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存在倾向性&即在同一情境下要么倾向于高分割偏

好&要么倾向于低分割偏好&两种分割偏好同时存在的情况比较罕见
)"$*

'基于此&本文依据个体对工作和

家庭两个领域间边界的分割偏好程度&将个体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划分为高边界分割偏好和低边界分

割偏好两种类型
)""*

'具有高边界分割偏好的个体倾向于将工作和家庭分割开来&并建立起#心理围墙$&以

阻挡跨领域行为的发生%而具有低边界分割偏好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将工作和家庭整合起来&并尽力模糊两

者间的界限
)"4*

'由此&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便会出现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

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

好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四种类型'当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时

!即员工与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同高或同低"&员工与配偶都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相同程度的跨

领域行为&因此&员工的工作不仅不会受到配偶的干扰&而且会得到配偶的认可和支持&此时员工会以更加

积极的状态投入工作中'此外个体2环境匹配理论中的相似性匹配理论也指出&若个体与环境中其他成员拥

有相似性的特征&则能够促进个体间相互理解+支持与合作
)"#*

&这也为本文的推论提供了有利的支持%而当员

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时!即员工与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一高一低"&员工与配偶

容易因对方与自身存在不同程度的跨领域行为而产生分歧+摩擦甚至冲突
)"73"!*

'在这种情境下&依据资源保

存理论&员工要消耗自身大量资源来消除其与配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必然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综

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越高#

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包含两种情形&即#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

好高$和#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不同的匹配类型可能对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产

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认为&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

偶边界分割偏好高更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之所以如是说&其原因有三(一是工作家庭边界分

割偏好高的个体会对边界分割有更为强烈的愿望&为使工作与家庭互不侵犯&员工会以更加高效+专注的

状态对待工作&进而提升其工作投入水平
)"8*

%二是在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情况下&

员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不会受到配偶的干扰&相反会得到配偶更多的认可和支持&进而提升其工作投入水

平&工作家庭之间的积极反馈会对员工工作投入产生积极影响
)"8*

%三是在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

分割偏好低情况下&员工经常在工作中处理家庭事务或其工作经常受到配偶的干扰&这必然影响其正常工

作&降低其工作投入水平'虽然员工仍可在家庭中继续完成工作&但其配偶也经常在家庭中处理工作事务&这

也可能对员工的工作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进而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员工和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的情况下!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配偶边界分割偏

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

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也包含两种情形&即#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

割偏好低$和#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本文认为&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

界分割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的消极影响更大'这是因

为&当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时&员工更倾向于将工作和家庭分割开&并尽力保持两

方的事务互不干扰
)"4*

&而配偶则恰恰相反&因此&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必然受到配偶的干扰&但由于员

工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所以并不会被配偶过多地干涉'而当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

偶边界分割偏好高时&一方面员工经常在工作中处理家庭事务&这必然会影响其正常的工作&降低其工作

投入水平%另一方面员工习惯于在家庭中处理工作中的事务&而其配偶却不赞同甚至反对员工的跨领域行

为&必然对员工的正常工作产生消极影响&从而降低其工作投入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员工和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的情况下!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配偶边界分割

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更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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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P不匹配对员工情感平衡的影响

平衡理论认为&相互联系的事物会形成一个系统&若系统中各部分是协同存在的&则系统处于平衡状

态&此时系统内的个体会无压力地共存&且趋向稳定%反之则为非平衡状态&系统内的个体会经历紧张和压

力
)"^*

'因此&当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时&即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而不匹配则代表一种非

平衡状态'同时平衡理论指出&人际关系的隐含目标是在情感中实现平衡
)4%*

'情感平衡作为主观幸福感的

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一定时期内个体对其感受到的正性情感![)JDMDL,;FF,BM"和负性情感!(,G/MDL,;FE

F,BM"的权衡
)4&*

&当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时!即平衡状态下"&员工和配偶有比较一致的

情感和认知&员工可以获得更多的情绪+生理和认知资源
)4$*

&使员工感受到更多的正性情感&进而提升其

情感平衡水平'当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时!即非平衡状态下"&员工与配偶在情感和

认知方面存在一定偏差&彼此更容易产生分歧+摩擦甚至冲突&使员工感受到更多的压力+紧张和焦虑等负

性情感&从而降低其情感平衡水平
)4"*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4+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员工的情感平衡水平越高#

不同的匹配类型可能对员工的情感平衡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认为&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

偶边界分割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更有利于提高员工情感平衡水平'这

是因为&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低的个体会面临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
)4"*

&更容易产生情绪耗竭等负性情

感
)44*

&而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高的个体不仅较少地体验到冲突等压力和不满情绪&且相比于边界分割

偏好低的个体会体验更多的正性情感&拥有更高的情感平衡水平
)"7*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员工和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的情况下!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配偶边界分割偏

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的正向影响更强#

在不匹配的条件下&不匹配的两种不同组合亦可能对员工的情感平衡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认

为&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

工情感平衡的消极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当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时&员工更容易被

同时来自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事情所干扰&不仅自身会产生更多的压力+紧张和焦虑等负向情感
)4$*

&而

且其跨领域工作的行为也会受到配偶的反对&导致双方发生更多的分歧+摩擦甚至冲突&使员工感受到更

多负性情感'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7+在员工和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的情况下!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配偶边界分割

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的负向影响更强#

#四$ 情感平衡的中介作用

情感平衡是反映个体心理满意度+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其中&正性情感越多代表个体情感平衡水平越

高
)4#*

'9/CC,.等学者提出的工作资源2要求模型对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进行了归纳'其中&自我效能+乐观

等的个体资源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7*

'<.,P.DBCJ)- 等提出的正性情感扩展和建设理论指出&正

性情感能够提升员工心理恢复力+乐观和创造性等个体资源
)4!*

'由此可以看出&正性情感建设的资源与工作

投入所需要的资源相契合&表明员工正性情感对其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情感平衡在工作

场所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是员工产生积极工作行为和态度的重要前因变量
)48*

'同时相关研究证实&情感类变

量是连接个体特征和工作投入
)4^*

+创新行为
)#%*

等个体态度与行为的完美纽带'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情感平衡在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与员工工作投入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程序与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员工与配偶配对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研究人员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与东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部分在职博士研究生+S_9;+_9;以及已毕业且在企业任职的优秀校友取得联系&就本次问卷

调查的原因+内容+目的以及可能对企业产生的价值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以期获得其所在企业的支持'

通过持续两周左右的反复交流和沟通&共有^家企业承诺可以为本文的实地调研提供帮助'但后期由于时

8&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间冲突+地域限制等原因&最后研究人员只对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的7家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

每家企业随机选取&%%名员工及其配偶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的时间为$%&^年&&月&%日至&$月&8日'

同时&为避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员工与其配偶问卷匹配不清&研究人员在问卷发放前对员工

及其配偶填写的问卷进行统一编号!员工填写的问卷编号与配偶填写的问卷编号完全一致"(每个问卷编

号首字母为企业所在地区名称的首字母&如辽宁省第&家企业的员工及其配偶的配对问卷编号依次为

:&%%&+:&%%$+:&%%"..&第$家企业的员工及其配偶的配对问卷编号依次为 :$%%&+:$%%$+:$%%"..%天津

市第&家企业的员工及其配偶的配对问卷编号依次为 H&%%&+H&%%$+H&%%"..&第$家企业的员工及其配偶的

配对问卷编号依次为 H$%%&+H$%%$+H$%%"..&以此类推'同时&为提高被试的参与程度以及数据的可靠程

度&研究人员为参与调查的员工准备了精美的小礼物&并在问卷调查前进行发放'最后&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负责人协助研究人员进行员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员工配偶问卷由员工将电子版问卷当场发送给其配

偶'本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配对问卷4^7份&在剔除#编号$项未填或填写错误+规律性选项以及反复涂改等不合

格问卷后&得到有效配对问卷"$%份&问卷有效率为74*#$h'员工及其配偶样本构成详见表&和表$'

''''''''表&'员工样本构成

变量 分类 频次
所占百分

比!h#

性别
男 &"# 4$*&^

女 &8# #!*8&

年龄

$#岁及以下 &&& "4*7^

$73"#岁 &"! 4$*8&

"734#岁 $& 7*#7

473##岁 4^ &#*"&

#7岁及以上 $ %*7"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7 8*&"

大专 $4 !*#%

本科 &84 #!*#%

硕士及以上 87 $7*8!

工作年限

&年以下 7& &^*%7

&3"年 ^8 "%*7"

437年 8& $#*"&

!3&%年 4! &4*7^

&%年以上 "" &%*"&

公司规模

不到&%%人 !^ $4*7^

&%%34^^人 &%$ "&*8!

#%%3̂^^人 $4 !*#%

&%%%人以上 &&# "#*̂4

公司性质

国企 87 $7*88

民营@私企 &%! ""*4"

外企@合资 48 &#*%%

其他 !^ $4*7^

工作性质

市场@销售 47 &4*"8

技术@研发@设计 ^ $*8&

行政@管理@财务 #4 &7*87

生产@质量@采购 &4 4*"8

售后@服务 8! $!*&^

其他 &&% "4*"8

结婚年限

&年以下 !7 $"*!#

&3"年 &4& 44*%7

437年 $4 !*#%

!3&%年 "^ &$*&^

&%年以上 4% &$*#%

是否有需要您

照顾的老人

是 &"# 4$*&^

否 &8# #!*8&

是否有需要您

照顾的&8岁

以下孩子

是 8" $#*̂4

否 $"! !4*%7

''''

''''''''表$'配偶样本构成

变量 分类 频次
所占百分

比!h#

年龄

$#岁及以下 ^! "%*"&

$73"#岁 &44 4#*%%

"734#岁 "% ^*"8

473##岁 44 &"*!#

#7岁及以上 # &*#7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 &%*"&

大专 4" &"*44

本科 &!8 ##*7$

硕士及以上 77 $%*7"

工作年限

&年以下 #% &#*7"

&3"年 ^7 "%*%%

437年 8$ $#*7"

!3&%年 ## &!*&8

&%年以上 "! &&*#7

公司性质

国企 ^& $8*44

民营@私企 &&4 "#*7"

外企@合资 "$ ^*̂^

其他 8" $#*̂4

公司规模

不到&%%人 &%8 ""*!#

&%%34^^人 8% $#*%%

#%%3̂^^人 "$ &%*%%

&%%%人以上 &%% "&*$#

工作性质

市场@销售 48 &#*%%

技术@研发@设计 $# !*8&

行政@管理@财务 4^ &#*"&

生产@质量@采购 $& 7*#7

售后@服务 !! $4*%!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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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测量

本文所涉及的四个变量均采用国外成熟量表进行测量&为保证量表的有效性和适切性&首先邀请两名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三名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对各量表进行翻译2回译'在此基础

上&又邀请了两名人力资源管理学领域的专家对翻译后的量表进行评价与测试'

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量表采用 e.,D-,.开发的自陈式量表&共包含4个题项&采用 :DC,.M#点法测量'

代表性题项如(我不喜欢在家时还考虑工作事宜
)"&*

'其中&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量表的 6.)-Q/BIW

!

系数为%*878&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量表的 6.)-Q/BIW

!

系数为%*8!^'

情感平衡量表采用 9./PQ2.- 开发的自陈式量表&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分量表&共计&%个题

项&各题项均以#是$#否$作答&选择#是$得&分&选择#否$得%分
)4#*

'正性情感得分减去负性情感得分后

再加#&得分越高代表情感平衡水平越高
)#&*

'正性情感的代表性题项如(对某些事情特别热衷或特别感兴

趣%负性情感的代表题项如(感到焦虑+坐立不安'研究表明&情感平衡量表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其中正性

情感重测信度为%*8"&负性情感重测信度为%*8&

)#&*

'

工作投入量表采用 ZYS\Ê简版量表&共包含^个题项&采用 :DC,.M#点法测量'代表性题项如(工作时&

我充满能量'该量表的 6.)-Q/BIW

!

系数为%*̂""'

此外&在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文献中&员工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

限+工作性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等通常作为控制变量
)#$3#"*

'因此&本文也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

处理'

#三$ 检验流程

本文采用 SPR/.PJ!&^^&&&^^""提出的响应面分析方法!X,JK)-J,\2.F/B,;-/0NJDJ"和块变量分析法

!90)BC T/.D/Q0,;-/0NJDJ"对假设&3!进行检验
)#43##*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如下两个方程(

L D̀

%

aD

&

SaD

$

NaD

"

S

$

aD

4

SNaD

#

N

$

a&

&

I D̀

%

aD

&

SaD

$

NaD

"

S

$

aD

4

SNaD

#

N

$

a&

$

其中&L表示员工工作投入&I表示员工情感平衡&S表示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N表示配偶工

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S

$

表示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的二次项&SN表示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

割偏好的乘积项&N

$

表示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的二次项&D

%

为截距&D

&

+D

$

+D

"

+D

4

+D

#

均是回归系数&

&

&

+&

$

是误差项'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在计算二次项!即 S

$

+N

$

和 SN"前&对员工工作

家庭边界分割偏好!S"和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N"做了中心化处理
)#7*

'

本文采用 SPR/.PJ和 6/Q0,!$%%^"提出的检验程序进行假设检验(!&"响应面沿着一致性线!N S̀"的

曲率显著为正&即当 D

"

aD

4

aD

#

显著为正时&表明当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时&员工工作

投入和情感平衡水平会提升%响应面沿着不一致性线!N`3S"的曲率显著为负&即当 D

"

3D

4

aD

#

显著为

负时&表明当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时&员工工作投入和情感平衡水平会降低'此条件

用于检验假设&和假设4'!$"响应面沿着一致性线!N S̀"的斜率显著为正&即当 D

&

aD

$

显著为正时&表明

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

工作投入和情感平衡的促进作用更强'此条件用于检验假设$和假设#'!""响应面沿着不一致性线!N`

3S"的斜率显著为正&即当 D

&

3D

$

显著为正时&表明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相比&

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和情感平衡的负向影响更强'此条件用于检

验假设"和假设7'

最后&本文使用块变量分析法检验情感平衡的中介作用&根据 SPR/.PJ等的研究&块变量是五项式 S+

N+S

$

+SN和 N

$

的加权线性组合&以获得表示一致@不一致效果的单一变量'研究表明&块变量对因变量的

解释力度与原多项式条目的解释力度相同&不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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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共同方法变异检验

因本文所涉及的四个变量均来源于员工及配偶的自我报告&故可能存在同源方差问题&本文采用

]/.O/- 单因素检验法对同源方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了各变量变异的$"*̂%&h&远小于

4%h的判断标准&说明文中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 _K02J!*%对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情感平衡和工作投

入四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由表"可知&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优于其他竞争模型&

且拟合指数均处于可接受水平'因此&本文的四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因子
.

$

53

.

$

@53

TI'6= EJU ,4U

四因子模型 6!'O$'!'O$=!$M6 ##4K4$^ "&8 &K!4" %K%48 %K̂$" %K̂"%

三因子模型 6!'Oa'!'O$=!$M6 78^K7%$ "$& $K&48 %K%7% %K88& %K8^&

二因子模型 6!'Oa'!'Oa=!$M6 &&!&K4"" "$" "K7$! %K%^& %K!$! %K!48

一因子模型 6!'Oa'!'Oa=!aM6 &47^*!78 "$4 4*#"7 %*&%# %*7"$ %*77%

''注%6!'O表示员工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O表示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表示情感平衡$M6表示工

作投入"下同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本文所涉及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4'

表4'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 $ " 4 # 7 ! 8 ^ &% && &$ &" &4

&*性别 &

$*年龄 3%*&%% &

"*教育程度
%*&&8

)

3%*"%7

))

&

4*工作年限 3%*%8%

%*!!"

))

3%*$!"

))

&

#*工作性质
%*&&&

)

%*&"%

)

3%*%$8 %*%!" &

7*公司性质 %*%4" 3%*%7&

%*&$!

)

3%*%!"

%*&^"

))

&

!*公司规模
3%*&!4

))

3%*%7# %*%!4 3%*%!& 3%*%7%

3%*$%8

))

&

8*照顾孩子 %*%%&

3%*&8^

))

%*%%#

3%*4$"

))

3%*%%" %*%%&

%*&&4

)

&

^*照顾老人 %*%!!

3%*"^&

))

%*$$&

))

3%*448

))

3%*%78 %*%$7 %*%"7

%*"&!

))

&

&%*结婚年限 %*%&4 %*7#^

3%*$44

))

%*#"!

))

%*&&#

)

3%*%"! 3%*%$4 %*%!%

3%*$4^

))

&

&&*6!'O %*%$7 3%*%"7 %*%4# 3%*%## %*%4$ 3%*%$8 %*%44 %*%&$ %*%#% %*%!! &

&$*=! %*%4% %*%"! %*%%7 %*%4^ 3%*%4$ %*%$^ 3%*%4& 3%*%"7 3%*%77

%*$"4

))

%*#!$

))

&

&"*M6 %*%%$ 3%*%%$ 3%*%$" %*%$! 3%*%7" %*%!4 3%*%47 3%*%#^ 3%*%"%

%*&$"

))

%*#$"

))

%*!4^

))

&

&4*'!'O 3%*%#" 3%*%7% 3%*%%^ 3%*%"4 %*%78 %*%48 3%*%&^ 3%*%8# %*%4# 3%*%"4

%*#^#

))

%*4!%

))

%*4"#

)

&

均值 &*#!8 $*%4& "*%"& $*̂$$ 4*"%" $*"!# $*#4! &*!4& &*#!8 $*%8& 4*&#^ 7*7#" "*#"^ 4*&"&

标准差 %*4^# &*%4# %*8&^ &*4!8 &*!!$ &*&$! &*$& %*4"^ %*4^# %*8^$ &*%&$ $*%7# %*̂" %*̂^8

''注%

)

表示在%*%#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4可知&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与情感平衡!.̀ %*#!$&@c%*%&"+工作投入!.̀ %*#$"&@c%*%&"

显著正相关&情感平衡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 %*!4^&@c%*%&"&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与配偶工

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显著正相关!.̀ %*#^#&@c%*%&"&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了初步验证'

#四$ 假设检验

E*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对员工工作投入影响分析%本文对研究假设的检验

结果见表#'根据表#中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性线!N S̀"的曲率为%*&74!@c%*%%&"&表明沿着一致性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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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面是向上弯曲的&呈 Z形'同时&不一致性线!N`3S"的曲率为 3%*4#7!@c%*%%&"&表明沿着不一

致性线的曲面是向下弯曲的&呈倒 Z形'这一方向性的显著差异表明&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

匹配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越高&假设&得到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不同的

匹配@不匹配类型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由模型$可知&一致性线!N S̀"的斜率为%*$8!!@c%*%%&"&表

明在匹配条件下&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假设$得

到验证'同时由表#可知&不一致线!N`3S"的斜率为 3%*&#&!@c%*%&"&表明在不匹配条件下&员工边界

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更强&假设"得到验证'

为方便解释以上验证结果&本文基于相关数据绘制了曲面图!见图&"'在图&中&一致性线是从左侧

!S Ǹ`3$"到右侧!S Ǹ $̀"&不一致性线从前侧!S $̀&N`3$"到后侧!S`3$&N $̀"'沿着一致性

线的 0形曲面与沿着不一致性线的倒 0形曲面表明&当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的一致性

程度越高&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越高&假设&得到支持%位于左侧的边缘点!S`3$&N`3$"低于位于右侧

的边缘点!S $̀&N $̀"&表明在匹配情况下&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

的正向影响更强&假设$得到支持%同时位于前侧的边缘点!S $̀&N`3$"比位于后侧的边缘点!S`3$&

N $̀"高&表明在不匹配情况下&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

更强&假设"得到支持'

F*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对员工情感平衡影响分析%根据表#中模型4的回归

结果&响应面沿着一致性线!N S̀"的曲率为%*"%$!@c%*%%&"&表明沿着一致性线的曲面是向上弯曲的&

呈 Z形'而响应面沿着不一致性线!N`3S"的曲率为 3%*8!7!@c%*%%&"&表明沿着不一致性线的曲面

是向下弯曲的&呈倒 Z形'这一方向性的显著差异表明&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分割偏好匹配的一致性程度

越高&员工的情感平衡水平越高&假设4得到验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不同的匹配@不匹配类型对员工

情感平衡的影响'由模型4可知&一致性线!N S̀"的斜率为%*78%!@c%*%%&"&表明在匹配条件下&员工边

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的正向影响更强&假设#得到验证'同样根据表#中的

模型4&响应面沿着不一致性线!N`3S"的斜率为 3%*4&8!@c%*%%&"&表明在不匹配条件下&员工边界分

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的负向影响更强&假设7得以验证'

表#'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工作投入 情感平衡 工作投入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4 模型#

常数
"*̂#%

)))

"*87#

)))

7*84$

)))

7*"4#

)))

$*"7#

)))

控制变量

性别 3%*%"% 3%*%## %*%"$ %*%$" 3%*%7&

年龄 3%*&4$ 3%*%!"

3%*"77

)

3%*&^# 3%*%$7

教育程度 3%*%"% 3%*%&! %*%!7 %*&%4 3%*%4$

工作年限 3%*%$4 %*%%8 3%*&%7 3%*%4" %*%&8

工作性质 3%*%4" 3%*%"7 3%*%!7 3%*%7$ 3%*%$&

公司性质 %*%7! %*%$8 %*%#& 3%*%"% %*%"#

公司规模 3%*%&^ 3%*%$! 3%*%#$ 3%*%^& 3%*%%7

孩子需要照顾 3%*$4" 3%*&%4 3%*#$% 3%*$$$ 3%*%#$

老人需要照顾 3%*%&# 3%*%!4 3%*&^4

3%*"$"

)

%*%%$

结婚年限
%*$74

)))

%*&&4

)

%*̂%#

)))

%*#8#

)))

3%*%$#

配偶年龄 3%*&^% 3%*%## 3%*477 3%*%^& 3%*%"4

配偶教育程度 %*%7$ 3%*%^! %*&78 3%*&^! 3%*%#&

配偶工作年限
3%*&"8

)

3%*%8% 3%*&8$ 3%*%!$ 3%*%7"

配偶工作性质 3%*%$# 3%*%%8 3%*%87 3%*%#7 %*%%#

配偶公司性质 %*%&" %*%%4 3%*%$& 3%*%"! %*%&"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续表#$

变量
工作投入 情感平衡 工作投入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4 模型#

配偶公司规模 3%*%%^ 3%*%"# 3%*&%7 3%*&#^ %*%%$

多项式

S!D

&

#

%*$&^

)))

%*#4^

)))

%*&%#

)))

N!D

$

#

%*%78 %*&"& %*%"!

S

$

!D

"

#

3%*%4!

)))

3%*$4&

)))

3%*%77

))

SN!D

4

#

%*"&%

)))

%*#8^

)))

%*&#%

)))

N

$

!D

#

#

3%*%^^

)))

3%*%47

3%*%88

)))

中介

情感平衡
%*$"7

)))

$

4

&*̂"!

))

#7*"7$

)))

&*̂"!

)

#7*"7$

)))

!4*!"$

)))

$

T

$

%*%#" %*47! %*&%% %*#&8 %*&%$

一致性线 N S̀

斜率 D

&

aD

$

%*$8!

)))

%*78%

)))

%*&4$

)))

曲率 D

"

aD

4

aD

#

%*&74

)))

%*"%$

)))

%*%%4

不一致性线 N`3S

斜率 D

&

3D

$

3%*&#&

))

3%*4&8

)))

%*%78

曲率 D

"

3D

4

aD

#

3%*4#7

)))

3%*8!7

)))

%*"%4

)))

驻点坐标 ! 3%*8"" 3%*̂## ! 3%*4$" 3&*$8#

第一主轴 N %̀K8#S3%K%$ N &̀K"8Sa&K"4

第二主轴 N`3&K&8S3&K̂7 N`3%K!$S3%K#8

''注%

)

表示在%*#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的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的水平下显著

同样&本文基于相关数据绘制了曲面图!见图$"'在图$中&一致性线是从左侧!S`N`3$"到右侧

!S Ǹ $̀"&不一致性线从前侧!S $̀&N`3$"到后侧!S`3$&N $̀"'沿着一致性线的 Z形曲面与沿着

不一致性线的倒 Z形曲面表明&当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员工的情

感平衡水平越高&假设4得到支持%位于左侧的边缘点!S`3$&N`3$"低于位于右侧的边缘点!S $̀&

N $̀"&表明在匹配条件下&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的正向影响更

强&假设#得到支持%同时&位于前侧的边缘点!S $̀&N`3$"比位于后侧的边缘点!S`3$&N $̀"高&表

明在不匹配条件下&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的负向影响更强&假设7

得到支持'

图&'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

''不匹配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

图$'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

''不匹配对员工情感平衡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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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情感平衡中介作用的检验%首先&本文根据温忠麟等!$%%4"提出的方法&将五项式 S+N+S

$

+SN+N

$

以及情感平衡同时对工作投入这一因变量进行回归
)#8*

'根据表#中模型#的回归结果&情感平衡的回归系

数为%*$"7!@c%*%%&"&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且与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有关的一次项!S"+

二次项!S

$

&N

$

&SN"也显著&初步验证了情感平衡的中介作用'

其次&本文进一步采用块变量分析法检验情感平衡的中介作用'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基于模型#中对情

感平衡的回归结果&确定线性加权系数分别为%*#4^!D

&

"&%K&"&!D

$

"& 3%K"4!D

"

"&%K#8^!D

4

"& 3%K%47!D

#

"以

及块变量 V`D

&

SaD

$

NaD

"

S

$

aD

4

SNaD

#

N

$

&将数据分别代入公式&计算出块变量的值%其次利用软件

_K02J!*%采用 9))MJM./KKD-G进行&%%%%次重复抽样'结果表明&情感平衡的间接效应系数为%*$"7 !@c

%*%%&"&^#h的置信区间为)%*&!!&%*$8^*&表明情感平衡在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

匹配与工作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得以验证'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个体2环境匹配理论和平衡理论&基于"$%份员工与配偶的配对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

归分析+响应面分析以及块变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对员工

工作投入和情感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情

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而不匹配会降低员工的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这一结论与相似性匹配理论相

符&即员工与配偶相似性的特征有利于促进员工产生更多的正性情感和积极的工作状态'!$"员工2配偶

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的不同类型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匹配条件

下&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

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在不匹配条件下&与员工边界分割偏好高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低

相比&员工边界分割偏好低2配偶边界分割偏好高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更强'!""情感

平衡在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无论

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是否匹配&情感平衡均在其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 理论贡献

E*拓展了工作投入领域的研究%已有对工作投入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单一变量对

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

&仅有少量研究从个体2环境匹配视角对员工工作投入进行研究&其研究主要

集中在员工与主管
)7%37&*

或员工与组织
)7$*

等单一领域的匹配'本文依据个体2环境匹配理论&将配偶工作

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整合到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对其工作投入影响的研究框架中&探究员工2配偶

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的不同类型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因而突破了原有单一领域的研究

界限&实现了跨域研究'研究发现&员工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高或低与其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受到来自

家庭情境因素尤其是个体与家庭情境因素匹配程度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也进一步验证了陈乐妮!$%&7"

等学者的研究
)#$*

'这一发现提示&未来研究应注重家庭情境因素&尤其是个体与家庭情境因素匹配给员工

工作投入所带来的复杂效应'

F*推进了情感平衡领域的研究%目前对个体情感平衡的研究主要关注年龄+人格+情绪智力等个体因

素或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单方面的影响
)4&&7"374*

'本文的研究发现&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

配@不匹配的不同类型对员工情感平衡具有不同的显著影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而且为更好地理解员工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的复杂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G*提出了个体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影响其工作投入水平的情感路径%以往文献多是直接检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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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对其工作投入的影响&导致这一过程的内在作用机制尚无定论&特别是缺乏从员工

自身情感状态角度出发的研究'本文发现&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的不同类型会

通过员工情感平衡对其工作投入水平产生间接影响&为深入理解个体情感状态在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

好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H*拓展了个体&环境匹配理论的应用范围%目前&个体2环境匹配的多数研究均是探讨在某一领域内

个体与环境匹配对个体在该领域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鲜有学者关注某一领域内个体2环境匹配的不同

类型对个体在其他领域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来自家庭领域的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

割偏好匹配@不匹配的不同类型对员工工作领域的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不同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不仅响

应了学者们对增加匹配效应中介过程研究的呼吁
)7#*

&而且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为个体2环境匹配

理论的跨域研究提供了参考'

#三$ 实践启示

E*组织应采取积极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员工&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程度'以提升员工的

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水平%首先&组织可全面地了解员工及其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并建立员工

家庭档案'其次&基于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的不同类型&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

若员工与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不匹配&则需要对员工进行工作家庭边界管理方面的指导或培训&以

使员工及其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向匹配转化%此外&可依据员工及其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异

同&将员工分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并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时间及任务的合理化分配&如为员工制定

弹性工作时间+减少或增加非工作时间的工作连通行为等'

F*组织要关注员工的情感状态%每个员工都有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而保持一个较高的情感平

衡水平&无论对员工生活满意度还是工作满意度都至关重要'因此&组织应通过一定的手段!如心理讲座+

案例分析等"&指导员工排解和疏导来自工作或家庭的烦恼+压力等负性情感&提升员工情感平衡水平'

G*组织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家庭友好型政策作为组织支持的手段&不仅可以拉近员工和组织

的距离&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而且可以从深层次降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提高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

入水平'因此组织可以通过实行弹性工时制&减少开会次数&奖励按时回家的员工以及员工可以申请在家

里完成相关工作等家庭友好型政策&减少员工的工作2家庭冲突&进而提升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

水平'

#四$ 研究局限及展望

首先&囿于条件限制&本文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情感平衡以及工作投入均来自员工及其配偶的

自我报告&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同源方差的影响'虽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同源方差并不严重&但后续研究

可采用员工与配偶互评的方式测量员工与配偶的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采用领导或同事评价的方式测

量员工的工作投入&以进一步降低同源方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其次&本文采用横截面设计&所有调查数据

均来源于同一时点&因此难以考察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对员工情感平衡和工作

投入影响的滞后性问题&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纵向收集样本数据的方法&以进行不同阶段数据的对比分析'

最后&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对员工情感平衡及工作投入的影响&还可能受员工

与配偶工作价值观等的影响&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员工2配偶工作家庭边界分割偏好匹配@不匹配对员

工情感平衡和工作投入影响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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