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J%

!

%J/

""""""""""""""""""""""""""""""""""""""""""""""""

伦理型领导%组织公平和沉默行为
W

传统性的
调节作用
!

李锡元
!

梁
!

果
!

付
!

珍

摘
!

要"伦理型领导对员工的沉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组织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员工

沉默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传统性强化了组织公平和员工沉默行为的负向关系#即相

比传统性高的员工#提高组织公平水平#更加有利于改善传统性低的员工的沉默行为$

关键词"伦理型领导&组织公平&沉默行为&传统性

作为组织中大量信息的直接掌握者和传递者#员工不仅是组织管理潜在缺陷的发现

者#对于产品创新和管理改进也具有重要的发言权$由于害怕负面反馈等原因#员工在面

对组织中的潜在问题和危机时#往往选择更为安全和传统的反应方式沉默
'周路路#张戌凡#

赵曙明#

'())

"

865,7

(

$沉默使组织丧失了在第一时间及时解决现存问题和预防潜在问题的

机会#大大影响了决策质量&沉默其实又是员工积极性不高和投入程度低的表现#造成他

们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机器*#产生工作倦怠等不利于组织的后果

'何轩#

'((6

"

)'+5)*;

(

$目前#理论研究将影响沉默行为的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组织%领导%

个体自身
'何轩#

'((6

"

)'+5)*;

(

$多项研究认为员工沉默正是因为公平感不足
'

G"&:%1

#

C?1<.3

#

'(()

"

**)5*86

(

#主要是由领导原因造成的
'

\.11"3.&I \"<<"O%&

#

'(((

"

,(85,'7

(

#其根源是管理者

担心负面的反馈以及管理者内在的一系列理念
'何铨#马剑虹#

L

S

"#1?

#

'((8

"

;)*5;),

(

$已经进

行过实证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因素方面仅集中在对于信任的研究'信任组织和信任领导(#

由于伦理型领导通过个体行为和人际互动#向下属表明什么是规范的%恰当的行为#并通

过双向沟通%强制等方式#促使他们遵照执行&能够强化其自身的关怀行为%互动公平和

领导诚信
'

U1.N&%#?<

#

'((7

"

)),5)*;

(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伦理型领导能够强化员工对组织

和领导的信任#提高组织公平水平#有利于改善员工的沉默行为$因此#本文选择组织公

平作为组织方面的研究变量#伦理领导作为领导方面的研究变量#传统性作为个体方面的

研究变量$该研究一方面澄清了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情

境下沉默行为的现实原因#为企业创造宽松和谐的组织氛围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伦理型领导与员工沉默行为

G"&:%1IC?1<.3

'

'(()

(从员工个人角度出发#将沉默行为定义为"当员工有能力改进

组织的状况时#却保留了真正想表达的行为%认知或内心感受$

E32A.1#2I CB/

0

21%

>

'

)667

(研究表明#组织是否支持员工发表看法%员工与管理者的亲近程度都影响着员工沉

默行为$

\"<<"O%&

等'

'((*

(认为#领导关系'如领导不支持风格%缺乏亲近感(会使员工产

生负面的心理预期#进而引发沉默行为$

G?1OI %̂"<

'

'((6

(的研究显示#不鼓励上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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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流的组织结构或政策%阻碍上行沟通的管理实践以及员工与高管之间人口学差异性这三类因素会共

同营造一种沉默的氛围#进而对员工沉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上造成员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领

导者#其根源在于管理者担心负面的反馈以及管理者内在的一系列理念"即管理者认为员工是自私和不

值得信赖的%管理者最了解组织中的重要问题以及和谐一致是组织健康的体现等一系列内在理念#使得

组织采取了集权的决策并缺乏上行信息反馈机制#进而组织形成了沉默的氛围
'何铨#马剑虹#

L

S

"#1?

#

'((8

"

;)*5;),

(

$

伦理型领导通过个人行为以及人际互动#向下属表明什么是规范的%恰当的行为#并通过双向交流%

强化和决策制定#促进下属的这种行为
'

U1.N&%#?<

#

'((7

"

)),5)*;

(

$在中庸思维的调节下#领导提高互动

公平程度可以促使高中庸思维者改善漠视性沉默行为和低中庸思维者改善默许性沉默行为
'何轩#

'((6

"

)'+5)*;

(

$道德式领导关心支持和信任下属#奖励那些符合道德规范的员工$而在领导信任水平较高的

情况下#个体保持沉默的可能性也相应较小
'李锐#凌文辁#柳士顺#

'()'

"

)'('5)')8

(

$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C)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沉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组织公平感的中介效应

组织公平是组织或单位内人们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组织制度%政策和措施的公平感受$组织公平

感受到来自领导%同事和员工自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段锦云'

'((,

(的研究也表明#组织公平气氛的

塑造源自于领导的作用$

U1.N&I L1%4"&.

'

'((8

(的研究表明#有更高道德水平的领导者更加倾向于

为组织的伦理规范做出表率#权衡各方面的伦理要求做出公平%负责的伦理决策$

一般认为#提高公平感可以促进组织功能的发挥#增加组织中员工的积极感受和行为#如满意度%组

织承诺%信任%组织公民行为等
'刘亚#龙立荣#李晔#

'((*

"

)'85)*'

(

$员工沉默正是对组织不公平的回应#提

高员工的感知公平感是减少沉默的关键#一个公平的组织气氛可以促进个体发言
'

G"&:%1I C?1<.3

#

'(()

"

**)5*86

(

&何轩'

'((6

(实证研究发现#互动公平与漠视性沉默%默许性沉默都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由

此#得出以下假设"

C'

"伦理型领导通过组织公平影响员工的沉默行为$

'三(传统性的调节效应

传统性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要求下个人所具有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包括五个

方面"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
'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

)6+6

"

';)5*(8

(

$传统性

作为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可以分析相同情境下中国组织员工行为表现的差异
'

Y?12

#

R?1<%

>

#

I J"&

#

)66,

"

;')5;;;

(

$对于高传统性员工与低传统性员工行为模式的差别#

Y?12%#?<

'

'((,

(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高传

统性员工遵从传统性的社会角色义务'

3.!"?<1.<%.=<"

9

?#".&

(#低传统性员工则遵从诱因
5

贡献平衡'

"&

5

:B!%/%&#

5

!.&#1"=B#".&=?<?&!%

(的原则$

图
#

!

研究模型

中国人的传统性体现在上下级关系中#常常表现为传统社会所强调的)上尊下卑*的角色关系与义

务#下级应无条件地尊敬和服从上级
'刘军#富萍萍#张海娜#

'((+

"

'85*)

(

$在组织情境中#员工的传统性越

强#越会恪守自己)卑*者的角色#遵从处于)上*位的领导者#不会轻易有犯上越矩的举动
'吴隆增#刘军#

刘刚#

'((6

"

7)(57)+

(

$由于个体存在)担心被贴上不好的标签%担心破坏与同事和上级之间的关系%感觉

自己是没有用的%担心被惩罚或报复以及关注对其他人造成负面的影响*等
8

种担心
'

\"<<"O%&

#

'((*

"

);7*5

);,8

(

#种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对于权威的顺从#对避免人际冲突的角色义务的认同$

因此#对于高传统性的员工而言#遵从权威的社会角色定位会强化组织公平感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

即使具有高组织公平感#高传统性的员工也较多保持沉默&低传统性的员工遵从权威的观念也比较少#组

织公平感越强#越容易打破沉默$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C*

"传统性强化了组织公平与员工沉默行为之间的

负向关系#即相比传统性高的员工#提高组织公

平水平#更加有利于改善传统性低的员工的沉

默行为$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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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收集和工具的选择

'一(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问卷以在职
\UE

学员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问卷
'7*

份#回收率为
+;D*b

$在

问卷回收后#研究者严格剔除基本信息填写不完整%问卷量表填写不完全以及明显呈现规律变化的问

卷#有效问卷共计
';8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b

$本研究采用
]G]])+D(

和
E/.3),D(

进行统计分析$

'二(工具的选择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利克特
7

点计分法#要求被调查者按照对每项表述的同意程度从)

)5

非常不同意*到)

75

非常同意*中做出选择$

伦理型领导"采用
U1.N&

等'

'((7

(编制的伦理型领导量表#共
)(

个题项#如)我的直接领导总能听

取员工的意见*%)我的直接领导会惩罚违反道德标准的员工*等$

组织公平"采用
X"12.AA

和
\..1/?&

'

)66*

(编制的组织公平量表#共
'8

个题项#如)我认为我的工

作时间是公平的*%)在做出工作决定之前#我的直接领导都会收集准确和完整的信息*等$

沉默行为"采用郑晓涛等'

'((+

(等编制的员工沉默行为问卷#共
)'

个题项#如)我的直接领导采纳

我建议的可能性很小*%)没有必要得罪我的领导和同事*等$

传统性"采用
Y?12

等人'

)66,

(编制的传统性量表#共
7

个题项#如)要避免发生错误#最好的办法是

听领导的话*%)父母所尊敬的人#子女也应尊敬*等$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所涉变量的构念区分性#我们对伦理型领导%组织公平%传统性和沉默行为进行了

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温忠麟%侯杰泰'

'((;

#

'((7

(等人的推荐#我们采用
(

'

4

:A

%

XYQ

%

FYQ

及
H\]RE

等几个拟合指数#其中
(

'

4

:A

大于
)(

表示模型很不理想#小于
7

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小于
'

则模型拟合

得很好&

XYQ

%

FYQ

的临界值为
(D6

#大于
(D6

表示拟合得很好#越靠近
)

越好&

H\]RE

的临界值为
(d(+

小于
(D(7

表示拟合得非常好$表
)

结果说明四因子模型最佳$本研究中变量伦理型领导%组织公平%

传统性和沉默行为的信度分别为
(D6)6

#

(D67*

#

(d,)(

#

(D6';

$

表
#

!

构念区分性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

'

:A

(

'

"

:A H\]RE FYQ XYQ _YQ H\H

单因子模型
*+(D7+ *7 )(D+, (D*) (D;, (D;8 (D8; (D)(

二因子模型
'+(D6( *; +D'8 (D', (D8' (D8( (D,7 (D(,

三因子模型
+)D7* *' 'D77 (D)' (D6* (D++ (D++ (D(;

四因子模型
7(D,8 '6 )D,7 (D(6 (D6, (D6* (D6' (D(*

!!

注"四因子模型"伦理型领导%组织公平%传统性%沉默行为&三因子模型"伦理型领导
h

组织公平%传统性%沉默行为&二因子模型"伦

理型领导
h

组织公平
h

传统性%沉默行为&单因子模型"伦理型领导
h

组织公平
h

传统性
h

沉默行为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

显示"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公平删'

1a(D,;

#

0-

(D(7

(%员工沉默行为'

1a-(d'*)

#

0-

(D(7

(显

著相关&组织公平与沉默行为显著相'

1a-(D*,8

#

0-

(D()

($这些结果为分析组织公平的中介效应提

供了必要的前提$

表
$

!

伦理型领导%组织公平%沉默行为和传统性相关系数表

! & ) ' % * ( # "

)

伦理型领导
)

'

沉默行为
-(D'*)

&

)

*

默许性沉默
-(D';'

&

(D+,,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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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性沉默
-(D),, (D+6)

&&

(D8,)

&&

)

7

漠视性沉默
-(D)+(

(D+'+

&&

(D7,6

&&

(D8'*

&&

)

8

组织公平
(D,;(

&

-(D*,8

&&

-(D*+8

&&

-(D'++

&&

-(D'66

&&

)

,

分配公平
(D7))

&&

-(D'+(

&&

-(D**'

&&

-(D'')

&&

-(D)8'

(D,87

&&

)

+

程序公平
(D88*

&&

-(D*8'

&&

-(D*,(

&&

-(D'76

&&

-(D*);

&&

-(D++6

&&

(D8;(

&&

)

6

互动公平
(D,(+

&&

-(D**7

&&

-(D*''

&&

-(D'8;

&&

-(D'+7

&&

(D6''

&&

(D7))

&&

(D,'+

&&

)

)(

传统性
-(D'*)

&

(D,;(

&&

(D(78 (D),) (D(,7 (D'**

&

(D)), (D)6*

&

(D'7(

&

!!

注"

Xa';8

#

&

表示
0-

(D(7

#

&&

表示
0-

(D()

#

&&&

表示
0-

(D(()

'三(组织公平的中介效应

根据
U?1.&

和
%̂&&

>

'

)6+8

(所介绍的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检验组织公平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D

!

组织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员工沉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变量
因变量"员工沉默行为

\) \' \*

+

#

+

#

+

#

性别
-(D)*( -(D,+) -(D')' -)D'+, -(D'8* -)D88'

学历
-(D(7' -(D*,7 (D(*) (D''' (D()6 (D);*

年龄
-(D(;( -(D*7* -(D(,7 -(D8,' -(D(** -(D*(*

职位
-(D(;7 -(D;6( -(D('7 -(D',, (D()) (D)'7

工作年限
(D()+ (D',( (D(), (D'87 -(D()* -(D'((

所属行业
-(D(;8 -(D*(* -(D(*' -(D')7 (D(;' (D'68

企业性质
-(D(88 -)D'(; -(D(76 -)D))) -(D(*+ -(D,;8

伦理型领导
-(D';8

-'D;+8

&

(D(8+ (D7()

组织公平
-(D;6(

-*D)6)

&&

Y (D;;+ )D)+7

'D'+,

&

H

'

(D(*' (D(6) (D)+(

3

H

'

(D(*'

(D(76

&

(D(+6

&&

!!

注"

\)

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沉默行为(的回归模型&

\'

为控制变量
h

自变量'伦理型领导(对因变量'沉默行为(的回归模型&

\*

为控制变量
h

自变量
h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

Xa';8

#

&

表示
0-

(D(7

#

&&

表示
0-

(D()

#

&&&

表示
0-

(D(()

图
$

!

调节效应图

表
*

结果显示#伦理型领导对沉默行为的回归系数在
0-

(D(7

水平下显著'

+

a-(D';8

#

#a-

'd;+8

(#说明伦理型领导对员工沉默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这验证了假设
)

$在检验伦理型领导和员工

沉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后#发现伦理型领导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回归系数'

+

a(d(8+

#

#a(D7()

(#变得

不显著&组织公平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回归系数'

+

a-(D;6(

#

#a-*D)6)

(#在
0-

(d()

水平下显著$说

明了组织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员工沉默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证明了假设
'

$

'四(传统性的调节效应

将组织公平和传统性两个变量中心化处理后#计算两者的乘积#作为交互项存在$按照分层回归分

析步骤#检验传统性的调节效应$

表
;

的结果显示"加入组织公平和传统性的交

互项后#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

a(D'7+

#

0-

(d(7

&

3

H

'

a(D((;,

#

0-

(D()

(#表明传统性强化了

组织公平对沉默行为的负向关系#即相比传统性高

的员工#提高组织公平水平#更加有利于改善传统性

低的员工的沉默行为#证明了假设
*

$为进一步解释

调节效应的关系#根据
E"O%&

和
W%3#

'

)66)

(推荐的

简单坡度分析'

3"/

0

<%3<.

0

%3?&?<

>

3"3

(程序#依次在传

统性高%低水平上做回归分析#并将结果绘制成图
'

$

+

*6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表
&

!

员工传统性在组织公平和员工沉默行为间的调节效应

变量
因变量"员工沉默行为

\; \7 \8 \,

+

#

+

#

+

#

+

#

性别
-(D)*( -(D,+) -(D'86 -)D,(8 -(D''( -)D*68 -(D'7' -)D8**

学历
-(D(7' -(D*,7 (D(*) (D';) (D()) (D(+7 -(D((; -(D(*;

年龄
-(D(;( -(D*7* -(D(;' -(D*66 -(D(*, -(D*78 -(D(,; -(D,)+

职位
-(D(;7 -(D;6( (D((6 (D)(6 -(D((7 -(D(7, -(D('7 -(D'67

工作年限
(D()+ (D',( -(D((6 -(D)7( -(D((7 -(D(,+ (D()' (D)66

所属行业
-(D(;8 -(D*(* (D(*8 (D'7' (D(;) (D'68 -(D((7 -(D(*8

企业性质
-(D(88 -)D'(; -(D(;( -(D,,6 -(D('+ -(D7;7 -(D(*( -(D8()

组织公平
-(D;*;

-;D)(;

&&&

-(D;87

-;D;((

&&&

-(D;(' -*D,+(

员工传统性
(D)68

)D+,'

h

(D),; )D867

组织公平
j

传统性
(D'7+

'D;)+

&

Y (D;;+

'D78'

&

'D,'8

&&

*D)87

&&

H

'

(D(*' (D),, (D'(, (D'7;

3

H

'

(D(*'

(D);8

&&&

(D(*(

&

(D(;,

&&

!!

注"

\)

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沉默行为(的回归模型&

\'

为控制变量
h

组织公平对沉默行为的回归模型&

\*

为控制变量
h

组织公

平
h

组织公平
j

传统性对沉默行为的回归模型$

Xa';8

#

h表示
0-

(D)

#

&

表示
0-

(D(7

#

&&

表示
0-

(D()

#

&&&

表示
0-

(D(()

四%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D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的沉默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D

伦理型领导通过

组织公平影响员工的沉默行为&

*D

传统性强化了组织公平对员工的沉默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即相比传

统性高的员工#提高组织公平水平#更加有利于改善传统性低的员工的沉默行为$

'二(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深入探讨了影响员工沉默行为因素中的领导和组

织因素#选择伦理领导和组织公平两个变量#拓展了对员工沉默行为的解释机制&其次#探究了中国传统文

化价值观影响下#个体的传统性在组织公平和沉默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增加了研究本土文化的特征$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第一#组织可以通过塑造领导人的伦理型领导风格来打破员工沉默行为$员工

沉默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具有破坏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家长式%权威式领导风格比较流行#员工更多的

是对领导决策的绝对服从和对权力的绝对崇拜$然而#伦理型领导注重授权#注重员工智慧的吸取#注

重管理过程中与员工的沟通#这种领导方式能让员工从周围环境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他们更愿意对组

织建设发表看法#从而打破员工的沉默$第二#营造公平的组织氛围$在相对公平的组织环境中#员工

发表看法不会遭到周围人)穿小鞋*甚至是破坏#能够激发员工对组织经营的关注和思考$第三#重视中

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传统性高的员工个体更加强调上下级之间的地位差异#对领导表现出较大的顺

从$实践中要想消除中国员工的传统性是不现实的#管理者要避免使用权威来约束员工#可利用高传统

性员工更看重人际关系的特点#打破员工的人际关系顾虑#为高传统性的中
5

外员工打破沉默奠定人际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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