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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安全与员工幸福感及组织有效性息息相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6年的统计数据可知，全球每年有超过230万人因工作相关因素而死亡，还有3.17亿起工

伤事故。因此，关注员工工作场所安全对组织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员工

的工作场所安全问题，并发现情境因素（如，领导的管理方式、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和个体差异（如，

能力、知识和技能）对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安全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现有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1）尚未厘清情境因素（如，领导的管理方式）为什么会促进或削

弱员工的工作场所安全行为；2）尚未清晰地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工作团队或工作小组中，一些员工会表

现出更高的工作场所安全行为，而另一些员工会表现出更低的工作场所安全行为。 

因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郑晓明教授与其合作者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

杨六琴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刘鑫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陆昌勤研究

员、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John M. Schaubroeck教授在管理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上 发 表 的  “Abusive Supervision, Thwarted 

Belongingness, and Workplace Safety: A Group Engagement Perspective ” 一文回答

了这两个问题。该文旨在探索领导的管理方式（苛责管理）为何以及何时会降低

员工的工作场所安全行为并导致更差的安全绩效。研究认为，领导的苛责管理方

式（abusive supervision）会让员工感觉自己没有被重视或感觉受到伤害，于是他

们的归属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这会让员工更少地感知到自己在工作团队或工作小

组中的角色，导致对团队或小组的工作事务投入更少的精力，甚至是故意捣乱，

这些都会让员工表现出更少的工作场所安全行为（lower safety behavior）和更低的安全绩效（lower safety 

performance）。该文进一步提出，上述影响机制特别对那些不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higher social standing 

uncertainty）的员工有更强的影响。 

该文设计了两个研究来检验上述观点。在研究一中，作者对中国北方的一家制造型企业的468名员工

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收集了相关数据，整个问卷调研持续了3个月。在研究二中，作者对中国南方的一

家航空公司的589名飞行员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收集了相关数据，并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了飞行员

安全绩效的客观记录数据。整个调研持续了16个月。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所提出的假设。 

该文对工作场所安全方面的文献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一方面，该研究能够让我们对影响员工工作

场所安全行为的机制有更深入的了解。通过揭示员工归属需要满足（belongingness need satisfaction）的

中介作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情境因素（如，领导的管理方式）为何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场所安全

行为。在以往的工作场所安全的文献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安全知识、技能和能力对工作场所安全行

为的影响，却忽视了从员工内心感受的视角来解释不安全行为的产生。由于归属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

要，因此该研究结果不仅为不安全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而且还对工作场所安全的文献有重

要的启示。另一方面，本研究也能够让我们对影响员工工作场所安全行为的边界条件有更清晰的认识。

通过揭示员工社会地位不确定性（social standing uncertainty）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解释了为什么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