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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对工作家庭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仅关注工作家庭间的冲突 ,而且越来越重视工作和家庭的相

互积极作用 ,从更加辩证的角度考察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对工作家庭丰富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

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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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作和家庭是人们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领域 ,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社会属性与家庭属

性之间的相互影响 ,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

过去 25 年 ,许多学者对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

相互作用进行了充实的研究 ,从多种途径解释工作

和家庭角色之间相互关联。以往研究对工作家庭冲

突较为关注 ,工作家庭丰富相比而言没有受到重视。

不过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工作家庭问题的研究更多从

系统和整体的角度去看 ,越来越重视对工作和家庭

相互影响的积极的方面。本文将对工作家庭丰富的

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工作家庭丰富的概念

Frone 等人指出工作家庭丰富这一领域的概念

构思和实证并不充分[1 - 2 ] ,甚至在学术用语上也存

在分歧。例如 ,除了工作家庭丰富[ 3 ] ,对于工作家庭

的积极作用还有促进[1 ] 、积极溢出[4 - 5 ]等多种提法 ,

早期也有相似的概念 ———角色累积[6 ] 和扩展假

设[7 ] 。1974 年 ,Sieber 提出角色累积的四种回报 :

①角色特权 ; ②整体身份安全感 ; ③身份提升 ; ④个

性丰富与提升[6 ] ,并指出在一个领域的积极投入为

另一领域成就的提高提供了资源。这些观点都反映

了工作家庭丰富的核心要素 ———资源协同 ,无论不

同学者各自的视角如何 ,但是研究者们都是把资源

的产生作为丰富机制的核心驱动力[ 4 ] 。Greenhaus

和 Powell 总结以往观点 ,把工作家庭丰富定义为从

工作 (家庭)的经验获得的资源可以被用来提升家庭

(工作)体验的程度[ 2 ] 。

在工作家庭背景下 ,多角色参与 (角色累积) 主

要通过三种方式对个体产生积极的结果产出 : ①工

作经历和家庭经历对个体幸福感的附加效应[7 ] 。②

参与工作和家庭角色对个体在某一角色上经历的沮

丧、忧虑的缓冲减轻作用[6 ] 。③一个角色上的体验

和经历对其它角色的经历和结果产出的积极作

用[8 ] ,Sieber 也指出一个角色所需的资源很可能通

过社会关系副产品的形式重新投入到其它角色当

中 ,例如 ,第三方推荐、关系、内隐技巧等[6 ] 。此外 ,

个体多角色的积累使个体的个性加以提升和丰富 ,

从而对所有的角色产生积极的作用[2 ] 。

3 　工作家庭丰富的测量

Kirchmeyer 根据 Sieber 提出的角色累积的四

种回报 ,开发了 15 个项目的量表[ 3 ] ,由于 Sieber 所

说的回报反映了加成效应 (角色特权) 以及缓冲效

应 ,所以 Kirchmeyer 开发的项目并没有对所有

Greenhaus 提出的工作家庭丰富内容进行评价。

Grzywacz 及其同事用 6 个项目对工作家庭丰富进

行测量 ,其中 3 个项目评价工作对家庭丰富 3 个项

目评价家庭对工作丰富[4 ] ,同时 , Wayne 等人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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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包括了 8 个问题 ,分别用 4 道题目对两个方向的

丰富进行评价[ 9 ] 。所有这些测量项目 ,都体现了一

致的工作家庭丰富观点 ,都对一种角色上的经历对

其他角色的经历或结果产出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评

价。而 Hanson 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区分了两种不

同类型的丰富内容 : ①工具性丰富 (技能、能力、价值

观在其它角色上的有效应用) ; ②感情性丰富 (情感、

情绪从一个角色转移到其它角色当中) [10 ] 。Ruder2
man 在他的研究中 ,对女性管理者进行开放式访谈 ,

对关于个人生活对职业生活的影响的方面和维度进

行编码 ,分为六个方面 : ①人际技能 ; ②心理收益 ; ③

情感支持和建议 ; ④多任务处理 ; ⑤个人兴趣和背

景 ; ⑥领导力[11 ] 。还有 Tomp son 和 Werner 的研究

比较有特色 ,他们把冲突和丰富 (他们叫做 facilita2
tion)作为一个连续区间的两极来进行评价[12 ] 。

对工作家庭丰富的各种测量与评价从不同角度

与侧面反映了工作丰富的内容和含义 ,但是缺乏对工

作家庭丰富整体的评价与测量。并且 Greenhaus 和

Powell 指出工作家庭丰富和工作家庭冲突一样也是

双向的 ,所以需要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测量 ,同时还指

出 ,对工作家庭丰富的知觉应该不仅仅是对焦点人物

的信息采集 ,还需要对在个体工作和家庭环境中的其

它人进行采集[2 ] 。应建立对整体工作家庭丰富的测

量以确定哪些因素是对整体丰富最有贡献的。

4 　工作变量、家庭变量间的丰富关系
研究

　　一些研究者对工作领域的变量与家庭领域某些

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虽然不是所有的研究

都是关注工作家庭丰富本身 ,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某一个角色的经历和结果产出对另一角色的

经历和结果产出的积极作用。例如 ,从工作中获得

的收入被发现与婚姻质量与幸福感的几个指标相

关[5 ,7 ] ;支持性的、弹性的工作环境与在家庭领域的

行为和结果正相关[5 ,13 - 14 ] ;社会网络活动和同事的

接受度与子女的表现的正相关在女性当中更为显

著[13 ] ;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积极的父母抚育

行为或是子女的良好表现之间的正向关系体现了与

工作有关的情感对家庭生活的积极作用 ;家庭的社

会支持、婚姻和子女对职业生涯成功、职业生涯发

展、工作满意度的积极作用[5 ,13 ,15 ] 。

上述研究由于大部分都是横截面数据 ,所以并

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角色

对另一角色潜在的积极的作用。在对工作家庭丰富

作用验证的基础上 ,少数研究开始关注于工作家庭

丰富作为一个整体变量与相关的个人、组织、家庭因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 ,组织支持、工作心理卷入

程度、个性特征、人际风格等作为前因变量对工作家

庭丰富的影响[2 - 3 ,9 ] ,但是已有研究并没有从理论焦

点出发对产生工作家庭丰富作用的变量作系统、全

面地研究。关于工作家庭丰富对工作或家庭领域的

结果变量的影响的研究也很不充分 ,对于工作家庭

丰富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 ,不过 Wayne

等人发现工作家庭丰富和自我报告的工作努力之间

存在正向积极的关系 ,而工作努力可能是高工作绩

效的重要因素[9 ] 。

5 　工作家庭丰富机制研究

总的来说 ,前述工作家庭丰富的研究都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工作经历对家庭经历存在丰富的效应 ,

家庭经历对工作经历也存在丰富的效应。但是 ,我

们还是不清楚某一角色的经历是如何提升其它角色

的经历和结果产出的。例如 ,为什么复杂的、具有挑

战性的工作与婚姻质量有积极的关系 ? 支持性的工

作或婚姻环境是如何提升其它角色的生活质量的 ?

研究者们还没有系统地考察可能的跨角色关系的中

介或缓冲变量。

5. 1 　Greenhaus 和 Powell 的工作家庭丰富机制模

型

为了了解丰富的作用和机制过程 , Greenhaus 和

Powell 从多角色参与和资源共享与转移的角度提出

一个工作家庭丰富机制的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 [2 ] 。

该模型识别了五种可以促进工作家庭丰富的工作和

家庭资源 ,并且特别指出了两种促进工作家庭丰富的

途径 ,提出了几个决定某一角色的资源最可能丰富其

它角色的生活质量的条件的缓冲变量。

图 1 　工作家庭丰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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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对工作家庭丰富研究的理论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但是这一工作家庭丰富模型还没有实

证支持。对此模型的验证需要在必要的测量工具的

开发和效度验证之后 ,所以建立较为成熟的对工作

家庭丰富的整体测量和评价 ,并且在已有文献的基

础上进一步开发和修正一些缓冲变量的测量 ,进而

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都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5. 2 　跨边界视角下的工作家庭丰富的机制

跨边界视角为工作家庭的相互作用机制提出了

一个很好的视角。Nipper - Eng 识别出两种类型的

“边界工作”: ①边界设置 ,工作和家庭间边界的设置

和保持 ; ②边界穿越 ,个体在两个角色之间来回转

移。他提出角色关系的一个连续体是从结合到分

离[17 ] 。当边界是弹性的和可渗透性的 ,个体的角色

认同在两种角色上是一致的 ,两种角色相互结合 ;而

角色边界缺乏弹性和可渗透性时 ,两种角色的角色

认同差异较大时 ,两种角色是相互分离的[18 ] 。未来

的研究应该关注个体是否在与高角色分离有关的刚

性边界中获得较少特定资源和积极情感 ,而在高角

色结合的弹性边界上获得较多资源和积极情感 ,从

而对工作家庭丰富产生的机制作出解释。

6 　未来研究的展望

回顾以往研究 ,我们发现工作家庭丰富作为对

工作家庭相互作用关系的重新思考 ,对以往单一关

注工作家庭冲突的视角是一种有益的修正和补充 ,

但目前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需要做多

方面理论驱动的深入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个体、家庭、组织等多方面

的因素对工作家庭丰富的影响作用。在个体层面

上 ,对角色特征和个性特征对资源生成的影响进行

探究 ,一个角色的结构和支持性人际关系的存在可

能会影响该角色的资源生成 ;同样地 ,个性特征 ,例

如 ,具有前摄性的个体更可能为了他们期望承诺的

角色的活动去培养技能、接收信息和社会支持、寻求

时间弹性 ,并且将一个角色上的资源运用到其它角

色当中去 ;不同人群的比较研究 ,例如 ,工作家庭丰

富作用的性别差异研究 ,因为男性和女性一直以来

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经历和关系存在很大差异[15 ] ,

在工作家庭丰富的体验上也很不同[2 ] ,目前对工作

家庭丰富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还很有限 ,且现有研究

结果并不一致 ,对男女性经历丰富的水平是否存在

差异 (如果存在差异 ,为什么) 有必要更多的理解。

组织、家庭对工作家庭丰富的影响也值得研究。因

为许多工作家庭关系是有意识的意图的结果 ,问题

解决方式、婚姻辅导、同事支持等都可能有助于个体

明白丰富的价值、发展整体技能和视角以利于丰富

作用的发生。

目前关于工作家庭丰富和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

实证研究很缺乏 ,明确工作家庭丰富与工作绩效关

系的研究对于工作家庭丰富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了对角色相关的效应和整体结果产出的主效应的

研究 ,对丰富与冲突的交互效应对结果产出的影响

也应该受到重视。多角色参与可能对个体既有益也

有害 ,未来的研究应该对什么条件下对多角色参与

的促进丰富作用强于对冲突的促进进行深入探索。

对工作家庭丰富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关系的研

究今后依然是一个关注焦点。先前的研究发现二者

之间的关系较弱或是发现的关系存在不一致的结

果 ,可能是因为来源于不同资源的丰富与冲突之间

的关系不同[19 ] ,所以很有必要对预测差异的预测变

量作理论驱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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