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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组织公民行为*

È̂

+和反生产工作行为*

E0^

+的研究受到组织科学的

关注#最新的研究已经逐渐将
È̂

和
E0^

概念化为情节性的行为"它们是随着时间而

发生动态改变的行为序列#基于
<3K3+1/

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

EQW

+和
0.6//

的情感事

件理论*

ULH

+"采用个体内的方法"提出的以认知和情绪为中介"伴随着时间变化"

È̂

和
E0^

在个体内实现动态转化的理论框架模型"可以揭示
È̂

和
E0^

之间动态转化

的本质"同时也可为组织干预!!!增加建设性行为*

È̂

+和减少破坏性行为*

E0^

+提供

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关键词!组织公民行为*

È̂

+%反生产工作行为*

E0^

+%被试内方法%认知%情绪

工作绩效对于工业和组织心理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学者们常常将它作为衡量雇员

行为的&效标'

!

#传统的观点仅仅把工作绩效局限于任务绩效"

"但现代的一些学者#提

出"广义的绩效至少包含了三个领域的内容!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

È̂

+$反生产工作

行为*

E0^

+#而且最近几年"组织行为研究的学者发生了明显的范式转换"开始进一步

探索并试图理解雇员作出绩效行为的深层的原因#这样"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行为研究

领域应运而生$

!一个是有益于组织或同事的利他和帮助行为"我们称其为组织公民行为

*

È̂

+

%

"另一个则是危害组织或同事的破坏性行为"我们称其为反生产工作行为

*

E0^

+

(

#

È̂

和
E0^

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会从事这两种似乎相

悖行为中的一种/ 在何种条件下"

È̂

和
E0^

在个体身上会相互转化/ 最近的研究表

明"

È̂

和
E0^

的大部分变异都来源于个体内部"为了更好地增强人们基于组织背景下

的行为知识"帮助我们揭示
È̂

和
E0^

的动态本质"以及实现增加建设性行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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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

瑜 等!基于认知和情绪的个体内
TUM

和
U=M

的动态转化机制探究

和减少破坏性行为*

E0^

+的未来组织行为干预"我们采用个体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

本文的论证框架#

一$

TUM

和
U=M

的本质

T3@S.88

! 将
È̂

和
E0^

与任务绩效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
È̂

和
E0^

反映了主体的自

愿行为"而任务绩效是组织的客观要求#

*一+

TUM

的概念和相关结构

组织公民行为*

È̂

+是个体自主自愿实施的$没有明确纳入到组织报酬体系的行为"并且这种行

为从总体上提升了组织的效能"

#

3̂4S6

# 甚至更直接地指出"

È̂

是组织不公开给定的一种行为目

标"它改变着组织群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应和结果#而且"现在学者们对
È̂

的定义与很多相关

的专业术语存在着大量的重叠"这些术语包括亲组织行为$组织自发性$角色外行为$关系绩效等#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
È̂

"学者们总是设想
È̂

由一些不同的行为维度所构成#

+̀

A

34

$ 首先提

出了关于
È̂

拓展的分类体系"具体包括!利他$尽责$运动员精神$礼貌$公民道德#

06??63>/

和
U4

V

;.+/,4

% 则建议可以把
È̂

划分为个人定向*

È̂V\

+和组织定向*

È̂ V̀

+这两类#采用类似的方式"

有关
È̂

的一些其他分类方式也陆续被提出#

另外"绝大多数已有的
È̂

研究都聚焦于
È̂

的亲社会性或者利他性的本质#但是"另外一些学

者却指出"一些雇员之所以从事
È̂

只是因为他们是个 &好演员'

(

"这些人从事利他行为本质上是为

自我利益服务)

#实际上"最新的实证研究已经显示了人们在从事
È̂

时以上两种动机的存在*

#

*二+

U=M

的概念和相关结构

现代的学者已经从两种不同的视角对反生产工作行为*

E0^

+展开了相应的界定#

T3@S.88

和
=.

V

X,+.

从组织的视角对
E0^

进行阐释!&

E0^

是违背组织的合法利益$挑战了组织的明文规范$并且威

胁到组织及其成员福祉的行为#'

+

T

D

.@8,+

和
Y,R

则从雇员的视角对
E0^

进行阐释!认为
E0^

是雇

员所实施的危害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一种自愿行为#并且"

T

D

.@8,+

等进一步研究指出"

E0^

包含了

五个维度!虐待他人$破坏$偷窃$生产偏离和退缩#

E0^

被看作是一系列偏离行为的总称"它既包含了

指向组织*

E0 V̂̀

+又包含了指向个人*

E0 V̂\

+的各种偏离行为#

E0^

的定义同样也与相关的一些专业术语所重叠"例如"攻击$偏离$报仇$报复$情绪虐待$欺侮$

欺凌等#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聚焦于零散$孤立的特定主题"但是这些研究文献的存在"极大地丰富和

繁荣了
E0^

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内容的整合#

*三+

TUM

和
U=M

的关系

最近几年"关于
E0^

主题的元分析文献大量涌现"通过这些元分析研究"提出了多项目$多水平的

E0^

测量手段"去解决环绕在
E0^

主题下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些与
E0^

相关的元分

析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
E0^

本质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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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觉上判断"

È̂

和
E0^

似乎相互之间是负相关"而且确实有一些研究支持了这种设想!

#然

而"一些日益增加的研究却提供证据表明
È̂

和
E0^

相互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那些有更强烈

从事
È̂

意愿和行为的员工也有更大的可能性去从事
E0^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发现

È̂

和
E0^

相互之间只有很弱的相关甚至没有相关#已有的研究结论看起来相互矛盾"通过深入的

文献分析发现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研究切入点!支持
È̂

和
E0^

负相关的研究更可能是基于特

质论的视角"认为大多数
È̂

和
E0^

的变异源于个体差异"即&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支持
È̂

和
E0^

正相关的研究更可能是基于情境论的视角"认为大多数
È̂

和
E0^

的变异源于个体内"即人

的行为将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

最新的一些研究已经逐渐将
È̂

和
E0^

概念化为情节性的行为"并且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

发现目前几乎没有研究能够完整地捕捉到
È̂

和
E0^

的情节性本质"更少有研究去探索个体内
È̂

和
E0^

这两种行为在时间纵向轴上的动态交互作用#

*四+个体内的研究方法

由于最近的研究都表明
È̂

和
E0^

的大部分变异皆来源于个体内部"这些自愿行为是离散的和

情节性的"因此它们具有时间的动态性#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可能会根据情境和场合的不同"从事完全不

同的行为*

È̂

或者
E0^

或者同时做这两种行为+#

即使是一个具有高
E0^

特质的人"也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会作出伤害组织或者同事的事情#

#就

目前而言"对
È̂

和
E0^

这些自愿行为个体内的研究依然还很匮乏"几乎还没有研究深入探索个体

内
È̂

和
E0^

动态的逻辑关系$

#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基于
È̂

和
E0^

的大部分变异都来源于个体内部的基本构想"运用一些

理论模型*如情感事件理论$认知动机关系理论$归因理论等+来详细探索个体内的自愿行为如何通过认

知和情绪的中介作用"实现动态的交互转化#传统的
È̂

和
E0^

研究更可能是基于特质论的视角"

关注的是这些自愿行为的稳定个体间差异*如尽责性+和相对稳定的工作或组织评估*如工作满意$组织

公正+"而本文关于
È̂

和
E0^

的研究将实现从个体间的研究框架向个体内框架的转换#

二$认知和情绪的作用机制研究

每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朴素的心理学家'"他们基于外部信息$内部信念和动机的综合评估"为自己

或者他人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认知解释#通过一些理论*如评价理论$理性情绪理论+我们不难理解"认知

是情境事件与个体情绪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并且
<3K3+1/

和
T>682

进一步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认知类

型...归因和评价#

*一+认知的作用机制

归因理论是基于
G.6;.+

的前提!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了解和控制环境的需要#这种需要驱动个

体为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认知解释"这些认知解释又会影响他们的预期$情绪和行为%

#

人们为了评估情境事件对一个人未来幸福的意义"必须发展出一套完好的情境表征系统#虽然大

量的认知策略都与情境构念*

/681386,43?@,4/8+13?/

+相联系"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归因"已被

广泛研究证明与情感密切相关#通过归因"为人们评估情境的适应性意义提供信息和相应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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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等!基于认知和情绪的个体内
TUM

和
U=M

的动态转化机制探究

但是"由于归因保持了非评估和事实导向的特性"因而还不足以产生情绪"评价在情境事件与情绪之间

扮演了更为直接和重要的角色#

评价的内容和结果在评价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评价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情绪的产生取决于人

们如何评估他们的生活事件!

#评价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

!

+情境或者事件的意义影响人们的情绪%

*

#

+个体对情境或者事件进行归因所获得的意义可以看作个体评价成分的复合物"

#

<3K3+1/

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

EQW

+假定存在两个层级的评价!首要评价和次要评价#首要评价

主要评估情境的两个方面!动机的关联性和动机的一致性#次级评价包含了四个成分!首要成分评估个

体拥有的资源和应对的选项%第二个成分评估谁应该被追究责任%第三个成分评估个体的应对潜能"应

对潜能是指个体采用何种方法去应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个体的应对潜能主要包含了两种策略...问

题关注策略和情感关注策略%第四个成分是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未来预期指个体期望结果朝着与个体动

机一致的方向发生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

*二+情绪的作用机制

情感事件理论*

ULH

+关注情绪的中介角色研究"显示情绪会影响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

0.6//

和

.̂3?

# 认为"情绪在工作场所的事件*或者个体对事件的认知+与随后的行为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

情绪对个体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个体应对环境提供了一个自适应的功能#情绪的角色是

激发个体生理上的能量并导致相应的行为$

#

情感事件理论*

ULH

+的核心是雇员在工作过程中的情绪体验"而且情绪是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高

度可变的概念#当诱发情绪的事件一旦出现"它们便构成了对现有的$内生的情感周期的冲击#相应

地"被这些事件所诱发的情绪又会导致帮助行为$对抗行为或者回避行为#帮助行为是
È̂

的子集"而

对抗和回避行为则是
E0^

的子集#因此"情感事件理论*

ULH

+表明"至少一些形式的
È̂

和
E0^

是情绪作用的结果%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为在个体内表现出高可变性#

另外一种情绪.行为关系的理论是
T

D

.@8,+

和
Y,R

( 的自愿工作行为模型#该理论认为"工作场

所的情景会导致情绪"情绪会产生员工的行为趋势"这些行为趋势将达成自愿工作行为*

È̂

和

E0^

+#因此"在这个模型中
È̂

和
E0^

也是情绪作用的结果#

三$

TUM

和
U=M

的动态转化作用模型

基于归因理论$评价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

"我们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认知和情绪为中

介"探索在个体内
È̂

和
E0^

如何实现交互作用的框架模型"具体内容如图
!

所示#这个模型以情

境诱因为起点"情感驱动的行为为终点#当然"这个模型中还可以引入一些其他的相关变量"但我们仅

限于探讨本模型中涉及到的变量是基于已有实证研究的理论支持#情境诱因并不是指工作场所所有的

环境变量"而是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被证明直接诱发自愿工作行为的特定情境变量"主要包括域下

刺激的工作$低绩效的合作工人$组织束缚$对回报的期待以及知觉到的不公平感#自愿工作行为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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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和情绪中介的个体内
È̂

和
E0̂

动态交互作用的模型

了有益于组织或同事的利他和帮助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È̂

+"以及危害组织或同事的破坏性行

为...反生产工作行为*

E0^

+#认知变量主要探讨的是
<3K3+1/

和
T>682

提出的两种不同的认知类

型...归因和评价#情绪变量包含了
0.6//

和
E+,

D

34K34,

在他们的情感事件理论*

ULH

+中提出的两

种不同的情绪类型...积极情绪*

*L

+和消极情绪*

ZL

+#模型最终的落脚点是情感驱动下的行为!自

愿工作行为中的任意一种行为*例如"

E0^

+"基于与认知和情绪复杂的交互作用"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

的两种不同后续行为*

È̂

或者
E0^

+#关于这个框架模型如何实现个体内
È̂

和
E0^

的交互转

化"本文后续的内容将会展开详细的分析#

*一+引发自愿工作行为*

TUM

或者
U=M

+的情境诱因

È̂

和
E0^

是频繁出现在组织行为学者研究视野中的雇员角色外的自愿行为!

#大多数已有的

研究文献基于特质论的研究方法已经区分了与
È̂

和
E0^

反向关联的一些个人和组织因素#但是

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它忽略了情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同一种情境或者相同的时间不同

的情境下"同一个个体会同时导致建设性和破坏性的行为"

"换句话说"对于引发自愿行为的相同的情

境条件"认为只会引发其中的一种行为而抑制另外一种行为是过于简化的思想#

T

D

.@8,+

等#在区分了
È̂

和
E0^

概念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可能会同时引发
È̂

和

E0^

两种自愿行为的情境诱因#这些情境条件分别是域下刺激的工作$低绩效的合作工人$组织束缚$

对回报的期待以及知觉到的不公平感#

*二+行为"认知关系的解释机制

人们会持续不断地去知觉和评估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实施的行为#当人们在某种情境诱因下实施了

某种自愿行为*

È̂

或者
E0^

+"就会倾向于为这种行为建构意义$

"试图去理解引发这种行为的原因

并作出认知解释#我们模型中的认知变量主要是基于
<3K3+1/

和
T>682

提出的两种不同的认知类

型...归因和评价#通过归因"为人们评估行为提供信息和相应的数据资料%通过评价"关注行为对个

体福祉的意义"评价也为情绪的产生扮演了一个非直接的角色#

a,4./

和
Z6/C.88

基于
=3+

9

?

的自我知觉理论"采用归因理论去解释演员的行为#他们研究指出"演

员看待和解释自己的行为与他们理解别人的行为完全使用相同的方式#

a,4./

和
Z6/C.88

进一步强调"

人们有强烈的自我辩解的需要"他们总是倾向于将负性行为归咎于特定的环境要求"并且这个结论得到

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

*三+认知"情绪关系的解释机制

情绪的产生是基于个体如何去解释和建构他们所知觉到的&事实'#大量的实证研究毫无疑义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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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等!基于认知和情绪的个体内
TUM

和
U=M

的动态转化机制探究

证了在特定的认知和特定的情绪之间存在着高的关联性"这种关系也有相应的理论基础#评价理论认

为"认知是情绪重要的前因变量"多样化的情绪源于独特的评估结果#个体通过认知评估&事实'对他们

个人福祉的意义"从而产生相应的积极$中性或者消极情绪#

情感事件理论*

ULH

+仅仅对情绪作出了一个笼统的划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并没有给出更

多的关于特定情绪反应的实质性的指导"并认为积极情绪主要由与积极目标相关联的事件所引发"而消

极情绪则由与负性目标相关联的事件所引发#对于具体情绪的阐释"

T>682

和
<3K3+1/

基于情绪与特

定目标的关联"对情绪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如与乐观主义关联的积极情绪...希望挑战"与成功关联的

积极情绪...幸福%与他人责备关联的消极情绪...生气"与自我责备关联的消极情绪...罪咎感"与

危险关联的消极情绪...害怕"与威胁关联的消极情绪...焦虑"与损失和伤害关联的消极情绪...伤

心等#

当前"许多认知.情绪关系模型!将因果归因和评价看作是通用的#然而除非将因果归因和评价

进行明确的区分"认识到归因是评价的前提"否则我们会低估评价对情绪的动力作用#

T>682

和
<3K3

V

+1/

首先从理论上对归因和评价进行了区分"并且
T>682.83?F

设计了两个实验*研究一和研究二+来检

验评价$归因和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研究一显示"归因和评价都与情绪有高相关"并且验证评价相对

于归因而言...更直接地与情绪相关#通过研究二证明"评价在归因和情绪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这

些发现支持了评价是更接近或更直接导致情绪的前因变量"并且进一步证明归因和情绪之间的关联相

对于评价和情绪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冗余的"而评价和情绪之间的关联大部分却都是唯一

的#

<3K3+1/

的认知动机关系理论*

EQW

+进一步模型化了评价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W1;,?

D

2

等人"的

动机理论也表明归因导致情绪"情绪导致行为#

*四+情绪"行为关系的解释机制

心理学家
\/.4

等人#通过情绪和行为关系研究指出"

È̂

易于被积极情绪所激发#与此同时"负

性情绪会导致人们的回避行为*例如
E0^

+"以逃离与这种情绪关联的情境#积极情绪会导致人们的接

近行为*例如
È̂

+"维持与这种情绪关联的情境#另外"处于良好心境的个体将倾向于去从事利他行

为"以便于维持这种美妙的心境"获得良好的感受#

情感事件理论*

ULH

+和自愿工作行为模型*

X0 Q̂

+都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情绪在情绪.行为的

关系中扮演着预测者的角色"它们都把
È̂

和
E0^

定位于情绪的功能#专注的情绪不仅有助于维持

正在进行的行为活动"波动的情绪还能够中断正在进行的行为$

#相应地"两种解释机制被用于阐释情

绪.行为的关系#

第一种解释机制认为"情绪引发随后行为的根源在于&情绪管理'#这种观点表明!人具有享乐主义

倾向"乐于体验积极情绪#当人们体验到积极情绪时"他们渴望这种情绪得以维持"当人们体验到消极

情绪时"他们希望这种情绪得以修正#这样"由于
È̂

被认为是一种既在道义上可取"又能够带来社会

效益的行为"因此其有助于维持积极情绪#由于
E0^

被认为是一种&战斗'或&逃跑'的行为表现"因此

其有助于修正消极情绪#

第二种解释机制认为"情绪为&行为决策'提供了信息#人们所获得的信息与情绪是一致的"而信息

又进一步导致人们作出何种行为的判断和决策#这样"在积极情绪时"人们更容易接受积极信息"积极

信息又会导致人们作出积极行为的决策#因此"积极情绪与积极的人性观$受人欢迎程度以及对他人善

意的评价都是直接相关联的"而
È̂

是基于这些判断后的行为表现#同样的原理"

E0^

是基于消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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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行为表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情绪不会自动地或者必定地唤醒行为"行为也不一定在情绪之后立即产生#而

是情绪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增加了产生某种特定行为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机会出现时"情绪导致了

行为的趋势和意图#在一些场合"情绪会导致行为反应的立即发生"例如"雇员会立即报复在众人面前

挑衅自己的同事#但
Y,R

"

T

D

.@8,+

和
Q6?./

研究发现"直接而立即地攻击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
E0^

都会表现出非直接的形式#

*五+

TUM

和
U=M

的动态转化

当员工在组织中受到情境诱因的影响从事了某种自愿行为*例如
È̂

+"他将会为自己所实施的行

为寻求合理的认知解释*归因和评价+"不同的认知解释会在雇员身上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后果*积极情

绪或者消极情绪+"而情绪具有相当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释放会驱动员工的后续行为*

È̂

或者

E0^

+

!

#

*.++.Be

和
N.??3+/

采用归因理论阐释雇员对非常规行为的解释如何导致情绪反应以及随后的行

为#他们注意到"如果当事人将自己所从事的自愿行为*如
E0^

+归因于内部的和可控的原因"并且

E0^

所造成的毁坏程度和范围远超出自己的预期"这会导致他们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可能会诱发他

们产生修正过失的动机性情绪"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从事积极的行为*

È̂

的各种形式"如帮助行为+去

恢复他们心态的平衡*即
E0^

后跟着
È̂

+#运用相同的逻辑"如果当事人将自己所从事的自愿行为

*如
E0^

+归因于外部的和不可控的原因"会带来他们的挫折沮丧感"这种挫折感可能导致他们的习得

性无助"随之而来的可能出现退缩或者逃避行为*即
E0^

后跟着
E0^

+#

而
T>682

和
]6+C

9

" 则运用评价理论分析雇员对自愿行为的解释如何导致情绪反应以及随后的行

为#具体而言"如果当事人从事了某种自愿行为*例如
È̂

+"他们随后会对这种行为是否与自己的目

标一致以及这种行为能否增强自己的幸福感进行评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会引发他们的愉悦感"这

种正强化会增加他们随后继续从事类似行为*

È̂

+的概率*即
È̂

后跟着
È̂

+#相同的逻辑"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就会引发他们的生气或者愤怒"依据强化理论"这种负性情绪会减少他们随后从事类似

行为*

È̂

+的概率"甚至为了寻求负性情绪的宣泄渠道"会采取报复性的消极行为*

E0^

+去恢复他们

心态的失衡*即
È̂

后跟着
E0^

+#

这样"基于模型"我们能够详细探讨当事人产生自愿行为的特定情境诱因"员工的自愿行为*

È̂

或
E0^

+一旦产生"由于人们天生具有对行为意义进行建构的倾向#

"他们会对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归

因解释"也会对已经发生的自愿行为与当事人未来的幸福和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基于归因解释

和认知评估的不同"会引发不同种类和强度的情绪状态*

*L

或者
ZL

+"情绪能量的释放会产生随后的

行为趋势"进而实现
È̂

和
E0^

在个体内的动态转化#

四$研究结论和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首先"本研究捕捉到了
È̂

和
E0^

的情节性$离散性和时间的动态性本质#我们提出了一套

È̂

和
E0^

动态交互作用的模型"预测在自愿工作行为出现*

È̂

或
E0^

+之后"通过认知和情绪的

中介机制"紧随其后的情感驱动行为*

E0^

和
È̂

+在个体内进行波动的特征和规律#

其次"已有的研究评估工作绩效采用的是个体间的模式而非个体内的模式#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工

,

&$

,

!

"

#

*FLFT

D

.@8,+MTFY,RF

&

E,148.+

D

+,;1@867.0,+S .̂2376,+34; +̀

A

346K386,43?E686K.4/26

D

.̂2376,+

!

U+.H2.

9

`

DD

,/68.Y,+>/,-

U@867. .̂2376,+

/ '"

DD

F#!

&

)"F

EFUFT>682M<F=F]6+C

9

F

&

*18864

A

U

DD

+36/3?64E,48.R8

!

H,B3+;3W.?386,43?Q,;.?,-U

DD

+36/3?34;L>,86,4

'"

=9

$

#&2&9#"#7

QI92&9#

"

#&&"

*

#)

+"

DD

F!)O#

&

!)(#F

aF̂ F̀?/,4

V

1̂@23434M 0FWF̂,/B.??F

&

U4\48.

A

+3867.Q,;.?,-LR

D

.+6.4@64

A

34;W./

D

,4;64

A

8,Q6/8+.38>.48380,+S

'"

DD

F($

&

"$F



严
!

瑜 等!基于认知和情绪的个体内
TUM

和
U=M

的动态转化机制探究

作绩效的个体内的结构!

"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个体内的而不是个体间的绩效关

联行为*

È̂

和
E0^

+#个体间的评估关注的是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做得好还是不好"而个体内的评

估关注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和不同的场合"一个人相对于他自己而言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差"

#我们的

研究模型化了自愿工作行为*

È̂

或
E0^

+在个体内的波动规律"是对现存的个体间的研究的一种补

充和完善#

第三"当前的研究"要么侧重于认知对个体内自愿工作行为的动力作用#

"要么侧重于情绪对个体

内自愿工作行为的动力作用$

"而本研究整合了相关研究成果"厘清了认知和情绪内在的逻辑关系"深

入探索了认知和情绪因素相结合对个体内自愿工作行为的动力机制"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化和整合#

第四"传统的
È̂

和
E0^

研究基于特质论的视角"采用的是个体间的统计方法"认为大多数
È̂

和
E0^

的变异源于个体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特质性的$稳定的"从而简单地把人划分为&好人'和&坏

人'"忽略了人的可塑性#而我们的研究采用的是个体内的统计方法"认为大多数
È̂

和
E0^

的变异

源于个体内"人的行为将随着时间的变化"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就为人的行为的可

塑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企业基于行为目标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培训#

第五"大多数已有的研究"要么只侧重于某一个领域的自愿工作行为的研究*仅研究
È̂

或仅研究

E0^

+

()

"要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元分析研究*+

"我们的研究则将两者进行整合"不仅探索
È̂

和

E0^

各自的行为本质"

È̂

和
E0^

在个体内和个体间不同层面的相互关系"还深入探索了
È̂

和

E0^

如何通过中介机制实现动态的相互转化#

*二+研究展望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捕捉到同时引发
È̂

和
E0^

的所有可能情境"也没

有考虑人格变量对个体的认知和情绪所扮演的角色#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引发
È̂

和
E0^

的

可能情境和探索人格变量的调节角色是有价值的研究主题#

其次"我们的研究框架强调认知引发了情绪"并导致随后的行为"但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情绪反过来

会影响认知的情况"如生气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特定情境的知觉$归因和评估#认知和情绪之间复杂的

交互影响机制可能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题#

第三"组织背景下的行为是个体和工作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某个个体可能既

从事
È̂

又从事
E0^

"而在另一个时间点上"个体仅从事一种行为*

È̂

或
E0^

+而回避另一种行为

*

E0^

或
È̂

+#那么"哪些前因变量与
È̂

和
E0^

正相关"哪些前因变量与
È̂

和
E0^

负相关"

哪些变量调节着
È̂

和
E0^

的关系"了解这些边界条件和变量也许是未来进一步研究本主题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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