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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动性 :21 世纪的新型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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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当前 ,对组织中雇员积极行为的研究 ,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新的潮流。而个人主动性作为一种积极的工

作模式 ,正是其中的一个焦点。本文系统地介绍了个人主动性的内涵、维度 (自发性、前瞻性和克服困难)及其行动系列。

在此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个人主动性对于个人、组织绩效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了提升个人主动性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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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 ,企业会对员工提出一系列与岗位相关

的任务要求 ,而管理者所认为的优秀员工就是按照

所要求的那样完成任务 ,传统绩效的概念就是以任

务或目标所达成的程度来衡量。与这种标准相应的

工作模式的典型特征是 : (1)员工仅仅完成他们被指

派的任务 ; (2)工作任务聚焦于当前 ,缺乏对未来的

关注 ; (3)员工常常由于遇到困难而停滞不前 ; (4)员

工被动地对环境作出反应。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于稳

定的、熟悉的经营环境。

当前 ,全球的竞争不断加剧 ,新产品的革新速度

进一步提高 ,企业中各类岗位的工作要求也随之变

化。在这种背景下 ,上述被动反应的工作模式已经

越来越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许多公司的

经理已经认识到 ,他们更需要的员工是积极的参与

者而不是被动的执行者。有关组织中雇员的研究也

随之开始转向雇员的积极行为方面 ,并形成了一股

强大的潮流 ,积极雇员的典型行为特征包括 :自我效

能感〔1〕、负责、积极寻求反馈〔2〕等。其主要的观点

认为 ,工作中的人们能够超越所分配的任务 ,能够发

展他们的目标或确立自己的目标。积极的绩效的概

念进一步假设 ,人们有能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工

作的结果。在这种趋势中 ,一个被学界广泛关注的

概念是一种被称为个人主动性 ( Personal Initiative ,

简称 PI)的新型工作模式。这一概念最早由国际应

用心理学会主席 Frese 教授于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

简言之 ,个人主动性就是个体采取积极和自发的方

式 ,通过克服各种障碍与挫折 ,来完成工作目标和任

务的行为方式〔3〕。
表 1 　个人主动性的行动系列

　　　　个人主动性

　行动系列 自发性 前瞻性 克服困难

目标/ 任务的重新定义 积极目标的重新定义
关注将来的问题和机会 ,并

且转化为目标

当受到挫折或面临复杂的

任务时 ,保护目标

信息收集和诊断
积极搜索 (比如 ,探索和信

息扫描)

在发生之前 ,考虑潜在的问

题领域和机会

面对复杂任务和负面情绪

时 ,坚持探索

计划和执行 积极的计划 面对机会时的行动计划
克服困难 ,受到干扰时 ,迅

速回到目标上去

监控和反馈
自发的反馈和对于反馈的

积极搜索

发展一种信号来预告潜在

的问题和机会
保护对于反馈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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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主动性的维度

(一)自发性

自发性意味着在没有明确指示和角色要求的情

况下 ,员工完成了一些事情。因此 ,它是一种对自己

设定目标的追求。比如 ,部门经理自发采取一种经

营策略来提高其部门效率。

(二)前瞻性

前瞻性意味着一个长远的视角 ,员工因为考虑

到企业将来的事情而预先做一些工作。当问题与机

会来临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有效地来处理。

(三)克服困难

当员工采取主动行为时 ,克服困难对于到达目

标是必须的。一般地 ,个人主动性意味着一个程序、

任务被增加或删改 ,它常常会遇到失败甚至倒退 ,这

就需要不断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个人主动性的三个方面是互相加强的。那么 ,

如何在工作中体现出个人主动性呢 ? Frese 认为 ,它

可以通过一个四阶段的行动系列来落实〔4〕。具体

如表 1 所示 :

二、个人主动性与绩效关系研究

研究表明 ,个人主动性可以促进员工与组织绩

效。笔者将围绕这两方面的关系提出证据、进行探

讨。

个人主动性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有关

个人主动性的探讨可以追溯到 Frese 教授对于东、

西德合并后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在一个纵向研究

中 ,Frese (1997)发现〔4〕,在大量被裁的东德工人中 ,

那些有高度个人主动性的人员往往在面试中被认为

具有更高的可雇佣性 ,从而更快地找到了工作。此

外 ,在一项关于荷兰蓝领工人的工作改进计划的研

究中 ,Frese 发现主动性行为有助于员工的工作改

进 ,并因此受到组织肯定与奖励。

个人主动性也促进了组织绩效。在组织和团队

水平上 ,完美的生产和服务体系并不存在。更进一

步 ,固定的体系往往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

性。因此 ,需要员工积极地处理组织和个人的问题

来对生产和服务不断作出改进 ,而这正是个人主动

性的基本内涵。在一项关于个人主动性与组织绩效

的跨国比较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两者显著相关。

由此可见 ,主动性水平的提升 ,对于员工的成长

和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都是大有益处的。

三、个人主动性的提升策略

提高个人主动性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诊

断现状、识别影响因素和实施改进策略。

(一)诊断现状

个人主动性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具体的行为模

式 ,因此 ,研究者常常采取行为的测量方式。常见的

测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般工作主动性测量、克服困

难测量、教育主动性测量、自我报告测量和配偶报告

测量。其中 ,一般工作主动性测量是建立在对前景

估计的基础之上 ,关注于员工过去在工作中采取的

主动性行为。这个测量由于依据过去的行为 ,因而

容易受到记忆的影响。克服困难测量是在对追求目

标的过程中坚持程度的测量 ,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

一个蓝领工人 ,正在一台机器上工作 ,而这个机器出

了问题 ,你怎么办 ?”研究者对参与者提出的解决问

题方案的积极性作出评定。

(二)识别影响因素

在获得有关个人主动性水平后 ,管理者需要识

别影响个人主动性的一系列因素 ,来作为制定改进

策略的依据。已被研究证实的因素包括 :环境因素、

知识、技能与能力 ,以及人格特征。

首先 ,环境的因素影响了个人主动性的发展 ,包

括工作的控制感、工作复杂性以及公司对员工主动

性行为的支持 ,当环境条件提供这些因素的时候 ,个

体自发的行为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就被激发 ;其次 ,个

体需要有与工作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认知能力 ,否

则 ,员工无法识别问题、分析问题 ,进而提出解决方

案 ;最后 ,员工在人格上的差异 ,特别是成就欲、行为

的定向性与心理上的灵活性 ,也影响其主动性的行

为方式。

整合影响个人主动性的各类因素 ,可以发现 ,这

些因素可以被归为三类 :个体特征、工作特征以及组

织因素。

(三)实施改进策略

从个人主动性的研究可以发现 ,员工个人主动

性的水平是各个层次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

相关的改进策略也需要从个体、工作和组织三方面

一起入手。

在个体方面 ,管理者可以根据各种影响因素的

特点 ,采取相应的人力资源策略来提高企业员工的

主动性水平〔5〕。对于其中一些稳定的个人特质 ,比

如成就动机、认知能力等 ,结合心理测量学的研究成

果 ,管理者可以通过开发、设计特定的程序来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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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具有高成就动机和认知能力的员工。而对于那

些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的个体因素 ,比如技能和特

定的领域知识 ,待合适的员工进入组织后 ,管理者可

以结合其岗位的性质与任务要求 ,采取有针对性的

培训方式来加以强化与提高。

在工作方面 ,鉴于工作的复杂性和控制水平对

于员工个人主动性的巨大作用 ,管理者需要在工作

设计上投入必要的精力。通过对工作的重新设计 ,

管理者就可以适当地提高工作的复杂性程度和控制

水平 ,从而为员工发挥个人主动性创造必要的空间。

在组织方面 ,组织的支持 ,尤其是直接上司对员

工的支持 ,是提升员工主动性的重要推动力。这就

对组织中各层管理人员的领导方式的转移提出了要

求。管理者的领导方式要从原来的监督、命令的角

色转向辅导、支持的角色。组织可以通过适当的领

导训练来实现这种转换。此外 ,在组织结构和运作

模式上 ,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自主管理团队的引入

也有助于员工个人主动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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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owadays , research about the action of active employees is a new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1Personal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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