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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人—工作”匹配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
意度的影响，分析了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成就需要的调节作用。基

于三个时间点４６４份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１）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２）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员工职业满意度的关系中起
着中介作用；（３）成就需要在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员工的
成就需要水平越高，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负向影响就越强；（４）成就需要还
显著调节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当员工的成就

需要水平较高时，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的负向效应会被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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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资质过剩感知是指人们认为自身拥有超过其所处岗位正常所需的资质（如教育水平、经验、知识、

技能等）（陈颖媛等，２０１７［１］；Ｍａｙｎａｒｄ等，２００６［２］；Ｍａｙｎａｒｄ和 Ｐａｒｆｙｏｎｏｖａ，２０１３［３］）。在当前全球经济增
长乏力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如一些国家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导致资质过剩现象在全

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中国，资质过剩感知现象尤为严重。教育部数据

显示，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持续增长，２０１８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８２０万人，较
上年增长２５万人①，就业形势愈加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学历”毕业生为了及时就
业，主动降低择业标准，选择低于自己资质水平的工作岗位，从而陷入资质过剩境地，“大材小用”的感

觉油然而生。研究显示，一旦员工产生资质过剩感知，往往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Ｂｅｒｒｉｎ等，
２０１１）［４］，如降低员工的幸福感（Ｗｕ等，２０１５）［５］、组织承诺（Ｂｏｌｉｎｏ和 Ｆｅｌｄｍａｎ，２０００）［６］、组织公民行

为（刘金菊等，２０１４）［７］和工作满意度（Ｆｉｎｅ和 Ｎｅｖｏ，２００８［８］；Ｊｏｈｎｓｏｎ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９］；Ｍａｙｎａｒｄ等，

２００６［２］；赵申苒等，２０１５［１０］），进而导致员工出现退缩性行为、反生产工作行为（Ｌｉｕ等，２０１５［１１］；

Ｌｕｋｓｙｔｅ等，２０１１［１２］），甚至出现员工离职等（Ｅｒｄｏｇａｎ和 Ｂａｕｅｒ，２００９［１３］；Ｌｏｂｅｎｅ和 Ｍｅａｄｅ，２０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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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对资质过剩感知的作用后果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本文在进行文献梳理过程

中发现，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现有对资质过剩感知作用后果的研究主要关注员工

的某一当下具体行为（如退缩性行为、反生产行为、离职行为等）（王文新和刘金菊，２０１４）［１５］，而对
于员工的长期职业生涯前景关注不足，如职业满意度等。所谓职业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其从事职业

的一种愉悦感，是员工预期自己在职业生涯中能够取得成功的一种积极信念（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４）［１６］。
尽管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均关注员工的心理满意问题，但两者在概念上存在本质区别。具体

来讲，工作满意度主要聚焦于员工对工作本身（如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场所中的人际关系等）

的满意程度，而职业满意度更侧重于员工对自己在工作中所取得的进步、前景及意义的满意程度

（Ｇｒｅｅｎｈａｕｓ等，１９９０）［１７］。显然，从资质过剩感知视角探索员工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助
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员工职业满意度，从而尽可能地避免资质过剩感知带来的负

面效应，也能更好地为员工职业生涯进行有效管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利组织行为。

其二，相关研究未能有效探讨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尽管可以推测资

质过剩感知有可能降低员工的职业满意度，但仅将二者进行简单地联系是不够的，还应深入了解和

探究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为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文拟引入基

于组织的自尊这一概念作为资质过剩感知影响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中介变量，以打开资质过剩感知

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作用“黑箱”。基于组织的自尊是指员工个体对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价值

性和有效性的判断和认知（Ｐｉｅｒｃｅ等，１９８９）［１８］。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时常感到自己在组织中被
“大材小用”，显然会降低对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的认知，即产生较低的基于组织的自尊，进而降

低其对职业满意度的判断。据此可以推断，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员工职业满意度的

作用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本文将以实证方法对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其三，根据现有研究可以发现，资质过剩感知的个体更易产生消极的心理认知，但这一影响程

度可能会受到人格特质（如成就需要）的影响。也就是说，成就需要这一重要的个体特质在资质过

剩感知作用后果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现有研究对这一个体特质的考察有所欠缺。成就需要

是指员工基于个人理由去设定并完成挑战性目标的无意识动机（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１９８７）［１９］。当高成就
需要的员工产生资质过剩感知时，由于缺乏实现挑战性目标的机会，进而更容易产生从事现有工作

所获得的预期难以和自身价值相匹配的认知，并由此带来挫败感，继而大幅降低员工基于组织的自

尊，因而可以推断，成就需要可能调节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作用效果。但遗憾的

是，目前仍未有相关研究对这一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本文希冀弥补这一研究不足。

基于前述讨论，本文聚焦于员工资质过剩感知这一议题，基于“人—工作”匹配理论，通过引入员

工基于组织的自尊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资质过剩感知影响职业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同时，本研究进

一步引入员工的成就需要作为调节变量，以发现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影响关系的作

用边界。此外，本文通过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员工的成就需要对基于组织的自

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关系中所起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 １　本文的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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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
资质过剩感知是在不充分雇用（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９６）［２０］和教育过剩（Ｂｕｒｒｉｓ，１９８３）［２１］等相关概念基

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指员工对自身所拥有的学历、技能及经验的一种认知（陈颖媛等，２０１７［１］；
Ｆｉｎｅ和 Ｎｅｖｏ，２００８［８］；Ｊｏｈｎｓｏｎ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０［９］；Ｍａｙｎａｒｄ和 Ｐａｒｆｙｏｎｏｖａ，２０１３［３］），依赖于将其与自
身所处工作岗位的基本要求进行比较和鉴别，以确定自身所具备的能力与工作所需要技能的匹配

程度。根据“人—工作”匹配理论，人与其所处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是影响其工作状态和工作绩效

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人—工作”匹配能够使员工“人尽其才”，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陈颖媛等，

２０１７）［１］；反之，低质量的“人—工作”匹配则会出现“大材小用”或“才不配位”的窘况，继而对员工
的工作状态产生消极的影响（ＫｒｉｓｔｏｆＢｒｏｗｎ等，２００５）［２２］。资质过剩感知作为典型的员工能力与工
作需要不匹配情形（即员工资质超过工作所需），会使得员工觉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缺乏挑战，难

以在工作中获得愉悦感，由此无法满足其对职业生涯取得成功的精神追求，就会产生较低的职业满

意度。

所谓职业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其从事职业的一种愉悦感，是员工预期自己在职业生涯中能够

取得成功的一种积极信念（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４）［１６］。相较于工作满意度，职业满意度更侧重于员工
对自己在工作中所取得的进步、前景、意义的满意程度（Ｇｒｅｅｎｈａｕｓ等，１９９０）［１７］。研究表明，员
工职业满意度不仅会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人格特质等）（Ｊａｗａｈａｒ等，２０１６）［２３］，还会受到工
作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影响（如组织支持等）（Ｒｅｎ等，２０１３［２４］；王震和孙健敏，２０１２［２５］）。较高的
职业满意度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职业忠诚和工作投入，而较低的职业满意度会对员工产生消极

的影响，如职业倦怠、焦虑和离职行为（龚继红和钟涨宝，２０１４［２６］；Ｋａｎｇ等，２０１５［２７］；李敏等，
２０１５［２８］）。

本文认为，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有负向影响。“人—工作”匹配理论认为，员工的

工作态度将受到自身“渴望”与“工作能够满足该渴望”匹配程度的影响（Ｆｉｒｆｉｒａｙ和 Ｍａｙｏ，
２０１７）［２９］，低质量的“人—工作”匹配（如员工的资质过剩感知）会导致员工因从事的工作不能充分
发挥自身技能而感到沮丧，从而更容易对工作失去兴趣（Ｅｒｄｏｇａｎ等，２０１１［３０］；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３１］），
进而对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事业成功持悲观态度（Ｋｏｈ，２０１６）［３２］，降低员工的职业满意度。具体
而言，由于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一般都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并建立了自己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体

系，他们对社会地位、权利、工作类型和组织待遇等拥有更高的期望（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８［３３］；潘孝富等，
２０１２［３４］），并且对工作自主性的要求也较高。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从事一份低于自身资质的工作，一
方面，员工自身所具备的优势资源（知识、技能和经验等）未得到充分发挥（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１６）［３１］，就
会产生强烈的不满足感、挫折感和受剥夺感，认为难以达到自己对职业生涯的预期，从而降低了其

职业满意度；另一方面，由于员工在工作岗位上获得职业支持、上级支持和技能发展机会等对其职

业满意度有重要的影响（Ｎｇ等，２００５）［３５］，但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在当前
工作岗位上很难获得这些资源（如很难得到历练和晋升的机会），由此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进一

步认为自己在低质量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是毫无意义的（Ｔｉｍｓ等，２０１６）［３６］，从而导致较低的职业满
意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资质过剩感知对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２．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作用
所谓基于组织的自尊，是指个体（也即企业的员工）对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及是否有价

值的判断和认知（Ｐｉｅｒｃｅ等，１９８９）［１８］，本质上是组织中的工作角色能够满足员工需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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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员工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实现的主观评价与体验（Ｂｏｗｌ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７］；Ｊｏｎ等，２００４［３８］）。如果
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越高，他们就越觉得自己在组织中是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已有研究表明，有意义与挑战性的工作（Ｐｉｅｒｃｅ等，１９８９）［１８］和具有任务多样性的工作（Ｂｏｗｌｉｎｇ，
２０１０）［３７］都有助于提升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而基于组织的自尊得到强化以后能够促使个体表
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进而产生更多有利于个体和组织的结果（Ｊｏｎ等，２００４［３８］；潘孝富
等，２０１２［３４］）。

本文认为，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的作用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根据

“人—工作”匹配理论，匹配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需求—供给”匹配（组织能够满足个体目

标和价值的程度）和“需求—能力”匹配（个体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与工作要求的匹配程度）

（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８）［３３］。若这两种匹配达到最佳状态，则能给组织和个人带来更积极的结果，如更积
极的工作态度、更好的绩效表现和更高的职业成就；但若未能实现最佳匹配，员工会感知到自身的

需要被组织所忽视（Ｅｄｗａｒｄｓ等，２００６）［３９］，继而降低员工在组织中的存在感和意义感。一方面，从
“需求—供给”匹配的角度而言，资质过剩作为一种低质量的“人—工作”匹配，工作岗位不能满足

员工自我能力和技能的需要（“需求—供给”不匹配），从而影响到员工在组织中对自我价值和身份

认知的判断（Ｆｏｌｌｍｅｒ等，２０１７）［４０］。当员工感知到这种不匹配时，就会对自己的价值、能力产生质
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属于这个组织，进而产生一种作为组织成员的无价值感，由此产生较低的基

于组织的自尊。另一方面，从“需求—能力”匹配的角度来看，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认为组织不能

为自己提供挑战性的工作（“需求—能力”不匹配），导致在当前岗位上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

技能和经验，进而感觉自己难以在组织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继而产生较低的基于组织的自尊

（Ｅｄ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８）［３３］。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认为，基于组织的自尊作为个体对完成组织角色和实现个人价值程度的积极认知，会进一

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首先，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越高，就越愿意积极主动地接

受挑战性的工作并从中获益，在面对失败时也更为乐观，更容易在未来获得成功（Ａｈｍｅｄ，
２０１５）［４１］；而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越低的员工则往往愈加消极被动，这种消极的态度阻碍其进一步
参与到组织活动中（Ｕａｒ和 ?ｔｋｅｎ，２０１３）［４２］，从而导致员工在组织中缺乏存在感，进而降低其职业
满意度（Ｒｏｍｚｅｋ，１９８９）［４３］。其次，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高的员工对自身在组织中的价值和影响力
持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自我判断会促使其拥有更积极的工作态度（Ｔｈａｕ等，２０１３）［４４］；但基于
组织的自尊水平低的员工则相对拥有较少的心理资源，在面对消极的环境因素时表现相对更敏感

（Ｃａｒｓｏｎ等，１９９７）［４５］，更倾向于将挑战性的工作视为失败的诱因，进而表现出较低水平的职业满意
度。最后，根据自我一致性理论，员工的态度通常与他们的自尊水平保持一致（Ｆｅｒｒｉｓ等，
２００９）［４６］，基于组织的自尊水平高的员工在选择职业时会与自己的兴趣保持一致，善于做出改变并
倾向于从组织的任务中实现自身价值（Ｐｉｅｒｃｅ等，１９８９）［１８］，进而对所从事职业表现出更积极的情
感和态度，如较高的职业满意度（Ｃａｒｓｏｎ等，１９９７［４５］；Ｃｈｅｎ和 Ａｒｙｅｅ，２００７［４７］）。因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３：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基于“人—工作”匹配理论，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会认为难以在现有工作岗位上施

展才能，并据此对自己在组织中的价值和身份认知做出消极判断，认为自己对于组织而言是不重要

的，由此产生较低的基于组织的自尊，这种价值判断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认

知，认为自己难以在组织中获得长期的职业发展，由此导致其职业满意度降低。因此，资质过剩感

知对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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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Ｈ４：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３．成就需要的调节作用
尽管员工的资质过剩感知容易降低其基于组织的自尊，但不同个体对资质过剩的感知和反应

是不同的（Ｓｅｉｂｅｒｔ等，１９９９）［４８］，即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个体某些
人格特质（如成就需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影响，本

文将进一步探索成就需要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成就需要是指基于个人理由去设定并完成挑战

性目标的欲望，其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动机，会驱使个人表现得更好（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１９８７）［１９］。高成就
需要者对自身能力持积极的态度，其需要的满足来自于完成具有一定困难的任务时所获得的成就

感和满足感。

本文认为，成就需要会强化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负向影响。具有高成就需要的

员工通常表现出克服困难任务的能力，并且希望可以从事一份能全力施展他们才能的工作（Ｐａｎｇ，
２０１０）［４９］，他们对工作保持高标准的要求（Ｓｃｈｕｌｔｈｅｉｓｓ等，２０１４）［５０］，并对工作机会保持更高的敏感
和热情，以尽可能创造条件满足其成就需要的实现（Ｂｒｕｎｓｔｅｉｎ和 Ｈ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ｎ，２００８）［５１］。由前述
“人—工作”匹配理论可知，当高成就需要的员工经历低质量的“人—工作”匹配时（即出现资质过

剩感知）时，会产生更强烈的“大材小用”之感，认为工作极其缺乏挑战性，更加难以在组织中实现

自身价值，由此产生强烈的工作挫败感，大大降低他们基于组织的自尊；反之，低成就需要的员工则

容易满足于现状，不太关注“人—工作”匹配质量，对其反应强烈程度降低，从而削弱了资质过剩感

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联系。换言之，对于高成就需要的员工而言，只有他们实现“人—工作”的

最佳匹配时，才能有效激发其基于组织的自尊，而一旦他们不能从事与自身资质条件相匹配的工作

（如出现资质过剩感知），他们基于组织的自尊就会被削弱。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成就需要能够显著调节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的关系。当员工成就需要水
平高时，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负向影响会增强。

基于前述逻辑，本文假定：第一，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

作用；第二，成就需要会强化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负面影响。当员工成就需要水平高

时，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导致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降低的程度越强，进而有可能进一步增强基于组织

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员工职业满意度关系中的间接作用。因此，可以合理推测，本文的研究模

型可能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即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中的中介效

应也会受到成就需要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６：成就需要能够调节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当员工
成就需要水平高时，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的负向效应会被增强。

三、研究方法

１．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采集自上海、广州和吉林三地的六家企业，主要集中于航空公司、银行、中国

移动和保险公司，调研对象涉及到销售、通信、前台等多个部门。本研究得到了被调查公司的

董事会领导和人力资源总监的支持。为保证调研数据的准确配对和真实性，研究者首先在被调

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帮助下获得完整的调研对象工号，并对所有调研对象进行编号处理。接

着，研究者打印调查问卷和研究介绍并将其封装到信封中以保护调研对象的隐私，员工可根据

研究介绍决定是否加入本次问卷调查。同时，在所发放的信封和问卷上用隐形笔写出每个被试

的工号和相关基本信息，并在各部门主管的帮助下将问卷发送至调研对象手中，让其现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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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回收。

为降低同源偏差的影响，研究者分三个时间段进行数据收集（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２０１２）［５２］，每次调研
时间间隔为两个月。第一个时间点（２０１７年５月）收集员工的资质过剩感知、成就需要及社会人口
信息，由员工填答；第二个时间点（２０１７年７月）收集员工的基于组织的自尊，由员工填答；第三个
时间点（２０１７年 ９月）收集员工的职业满意度，由员工填答。第一次共向 １１０个部门发放 １４００份
问卷，共回收 ９８６份（回收率为 ７０４３％）；第二次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６９８份（回收率为
７０７９％）；第三次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为４９３份（回收率为７０６３％）。最后，研究者剔除回答不完
整问卷２９份，４６４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６６４８％）。在成功完成三次调查的 ４６４名员工中，
７０９％为女性；４８５％的员工处于２１～３０岁之间；中专学历以上占７０３％；４９８％的员工在其所在
企业的工作年限为２～５年。

２．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的选择标准是看其信度与效度，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保证：首先，由于本研究所

选取的量表均来源于国外高质量的管理学相关期刊，因此邀请了五位具有良好英文水平的管理学

博士生对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同时邀请了领域内专家对存在异议的题项进行斟酌，以形成初始的中

文调查问卷。其次，再邀请相关专业的其他老师对初始的中文问卷进行回译，将回译后的英文与原

文进行比对，对存在异议的题项做进一步修改。最后，邀请某一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与三位一线员

工进行访谈（该公司未参与正式调研），对存在异议、表达模糊或难以理解的题项进行讨论与修正，

形成最终用于大样本调研的问卷。

资质过剩感知：采用 Ｍａｙｎａｒｄ等（２００６）［２］编制的九题项量表，示例问题如“比我学历低的人也
可以把我目前的工作做好”。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２，具有较好的测量
信度。

基于组织的自尊：采用 Ｐｉｅｒｃｅ等（１９８９）［１８］编制的十题项量表，示例问题如“在公司中，我是重
要的一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３，具有较好的测量信度。

成就需要：采用 Ｓｔｅｅｒｓ和 Ｂｒａｕ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６）［５３］编制的五题项量表，示例问题如“我喜欢完成困
难工作时的满足感”。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０，具有较好的测量信度。

职业满意度：采用 Ｇｒｅｅｎｈａｕｓ等（１９９０）［１７］编制的五题项量表，示例问题如“我对自己在总体事
业目标上所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７，具有较好
的测量信度。

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本文将员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学历）及其在当前工作

单位的工作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以剔除这部分因素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影响。此外，Ｓｅｉｂｅｒｔ等
（１９９９）［４８］发现，主动性人格对员工职业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ｒ＝０３１），因此，本研究将其
作为控制变量，并在第一个时间点进行收集，以排除其对因变量的干扰。问卷的测试题目设计为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进行填答，用１～５分别代表“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有些符合”“非常
符合”。

四、实证分析和结果

１．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三个时间点的数据搜集方法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对数据分析结果的不利影响，但由

于三次问卷均由同一员工填答，研究结果仍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５４］
提出的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法以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最

大的因子方差解释率为１７９９％，低于５０％的判别值，表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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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四个变量（即资质过剩感知、成就需要、基于组织的自尊及职业

满意度）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１所示，四因子模型表现出来的拟合效果最优：χ２（２４６）＝５２６１８，
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ＩＦＩ＝０９０，ＴＬＩ＝０８９，ＣＦＩ＝０９０，这表明，本文的样本数据与四因子模型具有较好
的匹配效果。与此同时，本研究中的四因子模型与其他因子模型比较而言，表现出更好的数据拟合

效果，这说明，本文中的资质过剩感知、基于组织的自尊、成就需要以及职业满意度这四个变量具有

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零模型ａ ３０３５６７ ２７６ １１００ ０ ０ ０１５

四因子模型 ５２６１８ ２４６ ２１４ ０８９ ０９０ ００５

三因子模型ｂ ８９４０７ ２４９ ３５９ ０７４ ０７７ ００８

三因子模型ｃ ８９８４７ ２４９ ３６１ ０７４ ０７７ ００８

三因子模型ｄ ８７７９９ ２４９ ３５３ ０７５ ０７７ ００７

三因子模型ｅ ８７２５６ ２４９ ３５０ ０７５ ０７７ ００７

单因子模型ｇ １７３５０６ ２５２ ６８９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１１

　　注：Ｎ＝４６４；ａ零模型中，所有测量题项之间没有关系；ｂ将资质过剩感知和基于组织的自尊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ｃ将资质过

剩感知和成就需要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ｄ将成就需要和基于组织的自尊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ｅ将成就需要和职业满意度合并

为一个潜在因子；ｇ所有变量合并为为一个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 ２可以看出，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

尊（ｒ＝－０２８，ｐ＜００１）、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ｒ＝－０２５，ｐ＜００１）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
关系，基于组织的自尊与职业满意度（ｒ＝０２７，ｐ＜００１）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说明，
接下来可以通过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相关变量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表２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性别

年龄 ０１３

学历 ０１０ －００４

工龄 －０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２５

主动性人格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８

资质过剩感知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７２）

基于组织的自尊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８３）

成就需要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７０）

职业满意度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１７ （０８７）

平均值（Ｍ） １６３ ２８６ ２１４ ２１５ ３６５ ３２５ ３１８ ３９７ ３５１

标准差（ＳＤ） ０５１ １３７ ０９０ １１０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６３ ０６１ ０８３

　　注：Ｎ＝４６４；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数字表示对应变量的信度系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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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假设检验分析
（１）中介效应检验。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对前文假设进行检验。表 ３的层级回归结果显示：１）

在固定控制变量的影响后，资质过剩感知对职业满意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Ｍ４，β＝－０２７，ｐ＜
００１），且能够额外解释７％的员工职业满意度变异（ΔＲ２＝００７，ｐ＜００１），假设 Ｈ１得到支持；２）
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Ｍ２，β＝－０２８，ｐ＜００１），且能够额外解释
７％的基于组织的自尊变异（ΔＲ２＝００７，ｐ＜００１），假设 Ｈ２得到支持；３）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
意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Ｍ５，β＝０２７，ｐ＜００１），且能够额外解释 ７％的员工职业满意度变异
（ΔＲ２＝００７，ｐ＜００１），假设 Ｈ３得到支持；４）加入中介变量（基于组织的自尊）之后，基于组织的
自尊对员工职业满意度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Ｍ６，β＝０２１，ｐ＜００１），同时，资质过剩感知对员
工职业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有所下降（由 β＝－０２７，ｐ＜００１下降为 β＝－０２１，ｐ＜００１）。因此，
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员工职业满意度产生影响，假设 Ｈ４得到部分支持。
表３ 层级回归结果

变量 基于组织的自尊 职业满意度

控制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７ Ｍ８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性别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年龄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１

学历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

工龄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２

主动性人格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１０

自变量

资质过剩感知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２２ －０２７ －０２１

中介变量

基于组织的自尊 ０２７ ０２１

调节变量

成就需要 ００６ ００５

交互项

资质过剩感知 ×成就需要 －０１５

Ｆ ４７５ １０７７ ９４８ ９８１ ２２２ ７８２ ７９０ ９９８

ΔＦ ４７５ ３８９０ １６９ １０６９ ２２２ ３４９９ ３５４６ ２０９０

Ｒ２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３

ΔＲ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注：Ｎ＝４６４；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此外，本文根据 ＰＲＯＣＬＩＮ程序对上述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进一步分析（Ｅｄｗａｒｄｓ和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７）［５５］。分析结果显示，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到员工职业满意度的间接
效应值为 －００９，９５％校正偏差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５，－００４］，不包含 ０，假设 Ｈ４得到进一步
支持。

（２）调节效应检验。首先，通过对资质过剩感知和成就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利用标准化之
后的资质过剩感知和成就需要来创造交互项，以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其次，为

了验证成就需要的调节效应，在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时，本文把基于组织的自尊设定为因变量，依次

放入控制变量、资质过剩感知、成就需要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资质过剩感知 ×成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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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资质过剩感知与成就需要的交互项对基于组织的自尊产
生显著的负向影响（Ｍ８，β＝－０１５，ｐ＜００１），这说明，成就需要越高，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
自尊的负向影响就越强，表明假设 Ｈ５得到了数据支持。为对调节效应有直观理解，本文根据

Ｃｏｈｅｎ等（２００３）［５６］的做法来绘制交互效应图（如图 ２所示）。由此可知，员工的成就需要越高，资
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影响就越强（β＝－０２８，ｐ＜００１）；而对于那些成就需要低的员
工，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影响较弱（β＝－００４，ｎ．ｓ．），假设 Ｈ５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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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成就需要对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借鉴 Ｅｄｗａｒｄｓ和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７）［５５］的建议，对本文的假设 Ｈ６
进行检验。即分析在不同成就需要水平下，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之间所起

的中介效应。由表４可知，资质过剩感知对职业满意度的间接作用在成就需要的不同水平上表现出显
著差异（Δβ＝－０１２，ｐ＜００１）。具体而言，对那些成就需要较高的员工，这种间接效应更为强烈（β＝
－０１４，ｐ＜００１），而对低成就需要的个体，这种间接效应微弱（β＝－００２，ｎ．ｓ．），假设Ｈ６得以验证。
表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调节变量

资质过剩感知（Ｘ）→基于组织的自尊（Ｍ）→职业满意度（Ｙ）

阶段 效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ＰＭＸ） （ＰＹＭ） （ＰＹＸ） （ＰＹＭＰＭＸ） （ＰＹＸ＋ＰＹＭＰＭＸ）

低成就需要

（－１标准差）

－００８

［－０２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４３５］ｂ

－０２７

［－０４４７，

－００５９］ｂ

－００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５０６，

－０００８］ｂ

高成就需要

（＋１标准差）

－０４５

［－０５９０，

－０２８６］ｂ

０３０

［００８１，

０５６２］ｂ

－０３４

［－０５５４，

－０１３２］ｂ

－０１４

［－０２７４，

－００３６］ｂ

－０４８

［－０６６５，

－０２９４］ｂ

组间差异

－０３７

［－０５７４，

－０１４６］ｂ

００９

［－０１５９，

０３３０］

－００７

［－０３０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２

［－０２２０，

－００２４］ｂ

－０１９

［－０３８９，

－０００８］ａ

　　注：Ｎ＝４６４；ＰＭＸ：从资质过剩感知到基于组织的自尊；ＰＹＭ：从基于组织的自尊到职业满意度；ＰＹＸ：从资质过剩感知到职业满意

度；低成就需要和高成就需要分别指低于、高于成就需要均值的一个标准差；组间差异是指校正偏差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ａ表示９５％的

置信区间（ＣＩ），ｂ表示９９５％的置信区间；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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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表４还可以判断出，员工成就需要显著调节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的
关系（Δβ＝－０３７，ｐ＜００１），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５７４，－０１４６］，不包含０，这进一步说明假设
Ｈ５成立。具体而言，对于那些成就需要较高的员工而言，资质过剩感知能够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
尊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β＝－０４５，ｐ＜００１）；但对于那些成就需要水平低的员工，资质过剩感知
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产生较低强度的影响（β＝－００８，ｎ．ｓ．）。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１．研究结论
本文以“人—工作”匹配理论为基础，从资质过剩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员工职业满意度

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边界。具体而言，通过引入基于组织的自尊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资质过剩感知

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同时，通过引入员工的成就需要这一调节变量，进一步讨论了资质

过剩感知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的调节作用，以及对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员工职业

满意度关系中所起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

基于三个时间点对４６４位员工的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理论研究假设
进行验证，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资质过剩感知会显著降低员工的职业满意度；二是员工基于组织

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的作用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三是员工的成就需要在资质过

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起调节作用，员工成就需要越高，资质过剩感知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

负向影响就越强；四是成就需要还能够调节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的间

接效应，即当员工的成就需要较高时，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的负向效应

会被增强。

２．理论意义
（１）资质过剩感知与员工职业满意度是组织行为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

识与理解，对丰富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人—工作”匹

配视角，发现了资质过剩感知是影响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既发现了资质过剩感知

的一个重要结果变量，也为关注员工职业满意度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全新的切入视角。同时，本

文采取多阶段的研究设计，针对中国企业开展调研，探索了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

影响过程，这一研究结论将资质过剩感知的影响拓展至“职业生涯”的职业满意度，对以往研究

提供了有益补充。

（２）本文以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为切入点，基于认知路径探讨资质过剩感知的理论模型，
更清晰的呈现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作用过程，证实了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

感知与职业满意度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揭示了资质过剩感知影响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作用机

制。同时，本文结论也对 Ｈｕ等（２０１５）［５７］的研究倡议进行了良好的回应，更深入地理解资质过
剩感知的影响过程。资质过剩感知意味着员工未能实现自身资质条件与工作的最佳匹配，当员

工感知到这种不匹配时，便会质疑自己在组织中存在的价值（Ｆｏｌｌｍｅｒ等，２０１７［４０］；Ｌｉｕ等，
２０１５［１１］），这大大降低了员工的心理资源，最终降低员工的职业满意度。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
丰富了“人—工作”匹配理论，对深入理解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职业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提供了

一个有价值的理论框架。

（３）本文在“资质过剩感知—基于组织的自尊—职业满意度”这一路径上引入员工的成就需要
这一调节变量，验证了个体特质差异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不同个体对资质过剩感知的反应程度

是不同的，成就需要越高的员工越希望在现有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一旦他们在

职场中遭遇“大材小用”，其资质过剩感知会对其基于组织的自尊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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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证实了 Ｓｍｉｔｈ和 Ｆｒａｎｋ（２００５）［５８］提出的资质过剩感知对某些个体造成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的观点。本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成就需要调节资质过剩感知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满意度的

间接效应，发现了资质过剩感知作用后果的边界条件，对继续开拓和深化资质过剩感知的研究具有

较好的启示和意义。

３．实践意义
资质过剩感知是工作场所中常见的“人—工作”不匹配现象，其会给组织和员工带来消极负面

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本文发现，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认为低质量的“人—工

作”匹配无法满足其自身能力需求和追求成长的需要，使他们感知到当前工作无法充分发挥自己

的知识、技能等，员工便觉得自己在组织中缺乏存在价值，产生较低的基于组织的自尊，进而导致其

较低的职业满意度。这也给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１）人力资源管理者在招聘时，不应盲目追求资质过高的员工，而应选择适合岗位要求的
应聘者，以实现“人—工作”的最佳匹配。具体而言，企业应该秉着“人尽其才”的原则，对员工

的资质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估，为相应工作岗位找到最合适的人才。同时，在员工入职后，要努

力营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氛围，为员工的长远职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例如，可以为具有资质

过剩感知的员工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任务，为其营造支持性的组织氛围等。但也需要特别注

意，尽管本文表明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的职业态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要

完全拒绝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如果管理得当，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同样也可以变成组织重要

的资产。

（２）本文结果进一步显示，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在资质过剩感知与职业满意度之间发挥着中
介作用。鉴于此，针对具有资质过剩感知的员工，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通过增加其工作自主性，以

便他们可以主动修正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而提升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Ｊｏｎ等，２００４）［３８］。具体而
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可以通过对员工工作内容和形式进行更科学的设计，以达到提升员工工

作自主性之目的。这样，不仅能够促使其对现有工作流程提出建议，以充分利用员工的资质，从而

增加这类员工的自我价值感，进而提升其职业满意度，也能够展示组织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增强

员工的归属感，从而促使员工实施更多的利组织行为。

（３）本文还发现，成就需要会增强资质过剩感知与基于组织的自尊之间的负向关系，这就
启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对员工的个人特质（如成就需要）特别关注。人力资源管理者应

该对员工的成就需要进行准确把握，如采取心理测试的方式，以更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对待方

式。如对于具有高水平成就需要的员工，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他们是否有资质过剩感知，一旦发

现他们可能产生资质过剩感知，就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如调整岗位、增加其工作挑战性

等）来进行干预，以尽可能降低资质过剩感知和成就需要的负面交互作用。此外，管理者还可

以通过一些培训课程，来正确引导员工的成就需要，以便在其遭遇资质过剩感知等负面情境

时，能够更好地调节心理认知，减少认知失调，以尽可能降低其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和职业

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４．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１）本文采用三阶段的研究设计，有助于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提高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推

论。但本文中资质过剩与成就需要两个变量是在同一时间点进行的数据采集，且各变量均由同一

员工填答，所以，研究结果仍可能会受到这一研究设计（同源数据）的干扰（周星等，２０１８）［５９］。在
以后研究设计时可以通过搜集多种数据来源的方法（如同事、领导评价）来回避共同方法偏差的

影响。

（２）本文的假设前提是默认资质过剩感知是员工不期望的、非自愿的。但事实上，在某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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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资质过剩感知也可能是员工自愿的、期望的。例如，有些员工因为身体健康状况、需承担更

多的家庭责任或期望获得进入更高职位所需的工作经验和训练等原因（Ｄｅｋｋｅｒ等，２００２）［６０］，而
主动选择较低挑战性的工作，这类员工属于自愿性的资质过剩感知。与那些非自愿从事较低质

量工作的员工相比，自愿性的资质过剩感知可能不会导致基于组织自的尊降低，也不会导致职业

满意度降低。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资质过剩感知的类型进行区分，判断其到底是自愿性的资质

过剩感知，还是非自愿性的资质过剩感知，以探讨不同类型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差

异化影响。

（３）本文在理论模型方面也存在不足。本文虽然考察了员工资质过剩感知对职业满意度影响
的作用机理及边界条件，但忽略了同事资质过剩感知水平对员工自身资质过剩感知的影响。正所

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员工感知到是自己一个人被“大材小用”，抑或其他同事也一样被“大材小

用”，不同情境下资质过剩感知的后果将存在一定差异。由于资质过剩感知差异化本质上是一种

不公平的体现，根据公平理论，不公平事件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尚未

有学者对此议题加以关注和探索。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资质过剩差异化在上述作用机理中

的调节作用。

（４）本文在样本选择方面亦有不足之处。本文数据采集自同一行业，未来研究中可以增加其
他行业的样本数量，以检验本文的结论在不同行业中是否具有普适性，如资质过剩感知较强的公务

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等。另外，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多数为相对年轻的全职员工，资质过剩感知现象在

年轻员工和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群体中更为普遍（ＤｉＰｉｅｔｒｏ和 Ｕｒｗｉｎ，２００６）［６１］。因此，未来研究可以
选取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的老员工为样本，以检验本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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