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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员工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我

国煤矿企业员工满意度模型中的员工实际感受、员工期望、工作绩效和离职趋向等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以及晋升机会等 13 个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旨在为提高煤炭企业经济效益、确保安全

生产构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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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煤炭是我国的主要

能源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煤炭在我国

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始终占 70 %左右 ,据预

测 ,到 2050 年仍将占 50 %以上[1 ] ,因此 ,必须确保

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安全事故频繁、生产效率不高、浪费现象突出和

管理水平低下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煤炭产业的发

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而员工满意度状况直接关系到

企业的安全生产、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等。分析煤

炭企业的员工满意度 ,找出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决定

因素及其关系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善满意度

现状 ,是增强员工工作责任感、提高工作质量和效

率、减少人为事故发生、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一个有

效途径。

因此 ,在煤炭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下 ,研究煤矿企

业的员工满意度 ,对于提高煤矿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经济效益和保障安全生产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1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员工满意度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以

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关员工满意度测评的维度 ,即影

响员工满意度因素的选择 ;二是员工满意度与工作

绩效、离职行为、缺勤等的关系问题 ;三是员工满意

度的测量和评价方法。

国内外学者一般将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可

看作一级指标)分为工作本身、工作背景、工作群体、

工作环境、工作回报 5 个二级指标 ,然后再对二级指

标划分 ,形成三级指标 ,每个三级指标都包括工作兴

趣度、适合度、工资报酬、公平度 3 个指标[2 ] 。如 ,黄

桂提出了影响员工满意度的 9 大因素 ,包括企业战

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业务流程、工作生活质量、

岗位匹配度、薪酬福利、绩效考核、培训开发 ,并利用

调查问卷对一家路桥企业的员工满意度进行了实证

研究[3 ] 。对于不同的调查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国家

和地区 ,这些因素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可能会

不同。如 ,Chau 通过对香港 3 家制造厂的 360 名临

时工和固定工的满意度进行研究 ,观察并解释了香

港员工的工作态度、个人参与、角色转换和激励 ,结

果表明 ,和美国、日本相比 ,在中国工人中有很大比

例的员工把经济回报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且更注

重工作责任和成功 ,并把它们作为动力之源[4 ] 。

许多学者对满意度与员工工作绩效、离职率、缺

勤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满意度与工作绩

效、离职率、缺勤率的关系在不同的调查群体、不同

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表现 ;一般而言 ,

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呈正相关 ,与离职率、缺勤率呈负

相关。如 ,惠调艳通过研究企业研发人员的满意度

发现 :外在工作满意度导致任务绩效 ,任务绩效导致

内在工作满意度[ 5 ] 。Shore 和 Wayne 通过实证研

究也发现 :如果员工感知到来自组织的支持越大 ,则

情感承诺越高[6 ] 。Randall 的研究则表明 :低组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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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者的工作品质也较低 ,组织支持与工作绩效有

关[7 ] 。

员工满意度的测量方法有单因素测量法、总体

因素测量法和多满意度测量法。常用的对调查数据

的处理评价方法有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方差分

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笔者和王传旭等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煤矿企业员工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 ,

并确定了各影响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系数[8 ] 。刘璞

等采用单方程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企业员工工作压

力源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压力源和

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管理者和普

通员工、男性和女性在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压力源上

存在显著差异[9 ] 。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点在于 :第一 ,笔者认

为 ,员工期望值的大小对工作绩效和离职趋向的影

响不容忽视 ,在研究员工满意度时应给予重视。本

研究以员工实际感受、员工期望、工作绩效和离职趋

向作为潜变量 ,研究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第二 ,煤

炭企业的生产环境、员工组成等有其自身特殊性 ,员

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也必然有所不同。本研究在初

步调查的基础上 ,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了薪酬水平

等 13 个指标作为显变量 ,研究其与潜变量的路径系

数。第三 ,本文借助结构方程模型 ,建立了满意度指

标体系 ,构建了满意度关系模型 ,探讨了显变量和潜

变量之间相互路径系数关系。第四 ,随着国家煤炭

产业政策的调整 ,煤炭企业的发展、管理理念、方法

等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 ,有必要调查研究煤炭企业员

工在新发展环境下的满意度状况。

2 　模型构建

2. 1 　结构方程模型及适用性分析

2. 1. 1 　结构方程模型的数学模型[ 10]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

系模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它包含了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等一系列多元

统计分析方法 ,是一种非常通用的线性统计建模技

术。

结构方程模型通常包括 3 个矩阵方程式 :

y = ∧Yη +ε; (1)

x = ∧Xξ +δ; (2)

η=βη+Γξ+ξ。 (3)

在式 (1) 、式 (2) 和式 (3) 中 : x、y 分别是外源和

内源指标 ;η、ξ是内源和外源变量 ; ∧Y 为 q ×n 阶矩

阵 ,是内源观测变量 y 在内源潜变量η上的因子载

荷矩阵 ; ∧X为 x 指标与外源潜变量ξ的关系 ;δ、ε表

示不能由潜变量解释的部分 ,即测量误差 ;β是内源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Γ是外源潜变量对内源潜变量

的影响 ,ξ为残差向量 ,是模式内未能解释的部分。

2. 1. 2 　适用性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同时考虑和处理多个变量、

允许存在测量误差、通过路径图直观地显示潜变量

和观测变量间的关系等优点。近年来 ,随着结构方

程模型理论和分析软件的不断发展 ,结构方程模型

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社会学、管

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领域。

在满意度研究中 ,可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测量指标体系和测量模型 ,通过多次建模对比分析 ,

寻找科学的模型 ,得出科学的路径系数关系 ,全面考

察员工满意度测评体系 ,并对员工满意度的形成原

因及引发结果进行研究。

2. 2 　满意度指标的建立

本研究指标变量的选取过程包括 :第一 ,通过与

煤炭企业员工进行广泛的接触 ,选取并访问有代表

性的员工 ;在此基础上 ,对初次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

修改 ,从中筛选出 40 个指标变量。第二 ,在企业人

力资源部的配合下 ,采用 Likert 自评式 5 点量表

法 ,对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第三 ,采用因子分析

法分析调查数据 ,根据因子载荷 ,对指标变量进行了

重新命名 ,最终确定员工感受、员工期望、工作绩效

和离职趋向为满意度潜变量指标 ,晋升机会等 13 个

因素为满意度观测变量指标 ,如表 1 所示。

表 1 　煤炭企业员工满意度测量指标

员工感受

( F1)

晋升机会 ( X1)

薪酬水平 ( X2)

工作适合度 ( X3)

管理水平 ( X4)

工作环境 ( X5)

工伤保险 ( X6)

员工

期望

( F2)

保险保障 ( X7)

发展机遇 ( X8)

报酬满足度 ( X9)

工作

绩效

( F3)

责 任 感 及 努 力 程 度

( X10)

规章制度的遵守 ( X11)

离职

趋向

( F4)

薪 酬 制 度 的 吸 引 力

( X12)

辞职意愿 ( X13)

2. 3 　理论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 ,借鉴国内外的研究经验 ,结合煤

炭企业调研的实际状况 ,本文构建了煤炭企业的员

工满意度模型 ,路径结构关系如图 1 所示。

本文所构建的煤炭企业员工满意度模型主要研

究员工实际感受、员工期望、工作绩效和离职趋向等

潜变量以及各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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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煤炭企业员工满意度关系模型图

3 　满意度测量和分析

3. 1 　数据来源

在 XJ 集团人力资源部的配合下 ,笔者从 2008

年 3 月开始对 XJ 集团下属的一家煤矿企业的员工

满意度进行广泛调查研究。该煤矿企业是由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控股的股份制公司 ,是以煤炭采选为主、

煤电并举的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该公司目前有 4 对

生产矿井 ,2 对在建矿井 ,年设计生产规模 3590 万

吨 ,公司员工近 2 万人。

本次问卷调查委托企业人力资源部进行 ,并负

责对问卷调查进行宣传、解释和收集。在这次问卷

调查过程中 ,员工表现得比较重视 ,答卷也较为认

真。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 ,回收有

效问卷 462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2. 4 %。样本具体分

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分布情况

样本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30 93. 07

女 32 6. 93

年龄

30 岁以下 266 57. 58

30～40 岁 130 28. 14

40 岁以上 66 14. 29

工作岗位

管理岗 118 25. 11

技术岗 152 32. 90

普通员工岗 194 41. 99

学历

中专中技高中及以下 108 23. 38

大专 124 26. 84

本科 220 47. 62

硕士 10 2. 16

采用 Likert 自评式 5 点量表法 ,对企业员工进

行问卷调查。满意度从高到低分别记为 5 分、4 分 、

3 分、2 分、1 分。同时 ,为避免员工心理定势的影

响 ,打乱了问卷的次序 ,并对一些问题进行反向设

定。在问卷中 ,问题描述强调语言的科学性、准确性

和表达方式的艺术性。

本文采用 SPSS15. 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

和效度检验。经检验 , Cronbach’ s α 系数值为

01817 , 表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 KMO 值为

01819 ,显著性水平为 0. 000 ,说明代表母群体的相

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3. 2 　模型的修正拟合评价

模型的拟合评价可以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

两种。主观评价主要是评价建立的模型是否符合预

先的理论假设 ,即检查变量间的关系 ,尤其是潜变量

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 ,检查估计之后的模型中每一

个路径系数的大小、正负符号是否正常。客观评价

主要表现为对模型计算的相关数据指标进行评价判

断 ,根据指标的大小或符号来判定模型是否符合一

般的标准。

综合一些研究者的建议[11 - 12 ] ,结构方程模型拟

合指表评判标准一般如下 :1) 卡方检验 ,即 CMIN/

DF ,其中 CMIN 为卡方统计量、DF 为自由度 ,公认

的良好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标准为 CMIN/ DF < 3。2)

比较拟合指数 (CFI) 。该指数的值在 0. 95 以上表示

模型拟合得较好 ,在 0. 90 以上也可以接受。3) 均方

根残差 (RMR)和近似均方根误差 ( RMSEA) ,其值小

于 0. 05 ,则表明模型拟合得很好 ,而在 0. 08 以下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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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果也可以接受。4)拟合优度指数 ( GFI)和修正拟

合优度指数 (A GFI) 。这两个指标容易受样本大小的

影响 ,一般要求其值大于 0. 85。

本研究主要使用 GFI、RMR、GFI、A GFI、RM2
SEA 等较为稳定的指标考核模型拟合优度 ,使用

AMOS7. 0 软件进行分析计算。根据评价标准 ,笔

者在软件中构建员工满意度关系模型 ,将调查数据

输入软件进行拟合。经过多次拟合、比较 ,最终得到

较好的员工满意度关系模型。本研究使用的拟合评

价指标和拟合优度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结果

Model CMIN DF CMIN/ DF CFI RMR GFI A GFI RMSEA

Default model 122. 499 64 1. 601 0. 917 0. 059 0. 947 0. 910 0. 034

　　从主观上分析 ,各数据基本符合预先假设和实

际情况 ;从客观上分析 ,模型拟合指标符合评判标

准 :因此整个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在可接受范畴 ,模

型结构较为合理。

3. 3 　满意度因素结构分析

对 AMOS7. 0 软件中拟合修正后的模型进行运

算 ,可得到各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即

影响系数。将从 AMOS7. 0 软件中导出的标准化后

的总影响系数汇总 ,见表 4。
表 4 　满意度指标变量标准总影响系数汇总表

F1 F2 F3 F4

F3 1. 041 0. 807 0. 000 0. 000

F4 - 0. 587 - 0. 703 0. 000 0. 000

X1 0. 640 0. 000 0. 000 0. 000

X2 0. 660 0. 000 0. 000 0. 000

X3 0. 587 0. 000 0. 000 0. 000

X4 0. 406 0. 000 0. 000 0. 000

X5 0. 287 0. 000 0. 000 0. 000

X6 0. 759 0. 000 0. 000 0. 000

X7 0. 000 0. 425 0. 000 0. 000

X8 0. 000 0. 486 0. 000 0. 000

X9 0. 000 0. 564 0. 000 0. 000

X10 0. 000 0. 000 0. 577 0. 000

X11 0. 000 0. 000 0. 426 0. 000

X12 0. 000 0. 000 0. 000 0. 741

X13 0. 000 0. 000 0. 000 0. 921

表 4 中 ,标准化后的总影响系数值表示某一变

量的变动引起其他变量变动的程度 ,表明了员工满

意度关系模型中各潜变量和各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

系数关系。

3. 3. 1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测评输出的结果 ,可以绘制

员工感受 ( F1) 、员工期望 ( F2) 、工作绩效表现 ( F3)

和离职趋向 ( F4) 之间的路径图 ,如图 2 所示。

　　员工感受 ( F1) 对工作绩效 ( F3) 和离职趋向
( F4)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1. 041 和 - 0. 587 ,表示员

工工作中实际感受到的满意度每提高 1 % ,工作绩

效可以提高 1. 041 % ,离职趋向可降低 0. 587 %。员

工的实际感受对工作绩效有强烈的正影响 ,这说明

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

途径。员工实际感受到的满意度对离职趋向的影响

系数为 - 0. 587 ,表明提高员工实际感受到的满意度

水平也是稳定员工队伍、降低人才流失率的有效途

径。

员工期望 ( F2) 对工作绩效 ( F3) 和离职趋向
( F4)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0807 和 - 0. 703 ,表示员

工期望的满足每提高 1 % , 工作绩效可以提高

01807 % ,离职趋向可减少 01703 %。调查发现 ,由

于各煤矿的效益差别较大 ,造成收入差距较大 ,员工

中存在很强的攀比心理 ,员工要求增加工资待遇的

期望非常强烈 ,这造成员工主观感受满意度很低。

因此 ,企业应结合员工的心理期望和企业目前的状

况 ,对员工的期望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教育 ,使企业员

工对期望的认知合理化。

总体来说 ,员工工作绩效受员工满意度和员工

期望的影响较大。一方面 ,企业应该从现实出发 ,切

实提高员工满意度的实际感受 ;另一方面 ,适时降低

员工的期望 ,使员工能够面对企业发展的现实。企

业应当提高员工忠诚度 ,减少员工的离职率 ,并积极

采取措施 ,尽可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图 2 　员工满意度潜变量路径关系图

3. 3. 2 　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的结果 ,构建潜变量和

观测变量的路径关系 ,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 :

1)对员工感受 ( F1) 的影响路径系数从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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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 :安全感 ( X6 ) 、薪酬水平 ( X2 ) 、晋升机会
( X1) 、工作适合度 ( X3) 、管理水平 ( X4) 和工作环境
( X5) 。研究表明 :在当前条件下 ,员工最关心的问

题依然是工作安全感和工资收入 ,其他要素路径系

数相对较小 ,这突出体现了煤矿员工的现实处境和

心愿 ,也显示了提高员工满意度水平是当前的首要

工作。

图 3 　员工满意度潜变量和观测变量的路径关系图

　　2) 保险保障 ( X7) 、发展机遇 ( X8) 和报酬满足

度 ( X9) 对员工期望 ( F2)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425、

01486 和 0. 564。研究表明 :提高工资对员工期望的

满足度影响系数最大。这说明 :在当前条件下 ,在我

国 ,工作还是生存的主要手段。因此 ,员工要求增加

工资收入的愿望十分强烈也是很正常的。对此 ,企

业应该制定合理的报酬体系 ,不断增加员工的收入 ,

因为这是维持员工工作热情的根本前提。

3)责任感及努力程度 ( X10) 和规章制度的遵守
( X11) 对工作绩效 ( F3)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 577 和

0. 426 ,这表明提高员工的工作责任感及努力程度和

严格规章制度建设是企业提高绩效水平的有效途

径。对此 ,企业应通过思想教育、安全教育等方式增

强员工的工作责任感 ,使其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减少

人为事故的发生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4)薪酬制度的吸引力 ( X12) 和辞职意愿 ( X13)

对离职趋向 ( F4) 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 0. 741 和

0. 921 ,影响系数均较大 ,这表明 :企业若想留住人

才 ,一方面应建立合理的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另一

方面应建立多渠道的员工领导沟通机制 ,及时化解

员工的抱怨 ,为员工解忧 ,防止员工抱怨的累计爆

发。

4 　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 ,在提高员工满意度的措施

方面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强员工教育 ,引导员

工建立合理的期望 ,使企业员工对期望的认知合理

化 ;2)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提高员工工作安全感 ,使

员工踏踏实实工作 ;3)创造追求进步的企业氛围 ,提

高员工的工作回报 ;4)创造关爱员工的企业氛围 ,提

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仅对一个煤炭企业进行了个

案研究 ,缺乏纵向对比研究 ,同时 ,由于样本量的限

制 ,也未能对企业不同利益群体满意度的差异和深

层次原因进行研究。在后续研究中 ,本文会继续加

深研究和分析 ,逐一弥补上述不足 ,为提高煤炭企业

经济效益和安全生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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