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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煤炭企业管理者主要社会应激源状况。方法　在开滦10 万人口的总样本中, 抽取比例为5% , 即( 10万人×

5% = 5000 人) ,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法确定管理者样本为1146人。以自制的“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 Cr onbacn 信度检验系数

为0. 98)调查管理者主要社会应激源。结果　社会应激源的来源, 企业经理、中层管理、一般管理居于首位的均是社会环境的改

善; 企业经理、中层管理居于第二位的均是工作压力, 一般管理者居于第二位的是经济压力;企业经理、中层管理居于第三位的

均是经济压力; 一般管理者居于第三位的是工作压力。企业经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是社会环境, 其次是工作压力,末位是家庭问

题。中层管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亦是社会环境, 其次是工作压力, 末位是家庭问题。一般管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亦是社会环境,

其次是经济压力, 末位是家庭问题。结论　管理者更易“先知先觉”企业和社会的变化情况。因各管理群体的社会角色和实践不

同, 他们对各压力因素的感受不同。各管理群体关注相对较少的第四位均是家庭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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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 o explo re main social st ressor s situation of coal entrepr eneur s.Methods　In 100000 to tal samples of

kailuan, the ex tra ct ion propo rt ion w as 5% ( 100000* 5% = 5000) . We selected entr epr eneur 1146 sam ples by using layer ed

entir ety random met hod. We investigated managers' main social stressor s by using self-made " social st ressor invest igat ion

sca le " ( Cronbacn confidence test co efficient was 0. 98) . Results　Social environm ent improvem ent resided in t he fir st place of

enterpr ise manager s, middle manager s and general manager s. Wo rking pr essur e r esided in the second place o f enterprise

manager s and middle managers. Ecomomic str ess resided in the second place o f g ener al managers. Economic st ress r esided in

the thir d place of enterpr ise manager s and middle manager s. Wo rking pressur e resided in the third place of g eneral manager s.

In terms o f enterpr eneur managers, the fir st pr essur e w as social env ir onment, the second was wo rking pr essure , and the last

w as family pr oblems. In terms o f middle manager s, the fir st pr essur e w as social env ir onment, t he second w as w orking

pressur e, and the last was family problems. In terms o f g eneral manager s, the fir st pr essur e w as social env ironment , the second

w as economic st ress, and the last was family pr oblems. Conclusions 　 Manager s more easily exper ienced the changeable

situations o f enterpr ise and society . Because o f t he different social pr actices and role o f the manager s, they had differ ent pressure

exper iences. The last four th place all w ere family lif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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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研究证实,影响人们心理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客观 环境的变化[1] , 随着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国家政策的调整, 利

影响, 其人格特征可能会有差异,在干部队伍中也可能会出现

这种情况。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在 25 岁以上的基层带

兵干部更尽职尽责,细心周到, 责任心强, 这可能是随着年龄

增长, 工作时间的增长, 有丰富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处事更显

沉着自信、应对自如、情绪稳定, 同时对工作倾注更多情感, 工

作中更认真、周到负责。方差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在世故性上

存在显著差异, 表现为高学历干部比低学历干部更加处事老

练, 精明能干, 这可能说明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成人的思维

风格存在差异。在职务级别上, 连级干部乐群性低,表现更加

内向、独立、缄默; 班排级干部幻想性低,说明班排级干部更现

实, 注重计划, 做事力求合理妥善,这可能由于班排级干部处

于基层, 直接面对战士,所以更注重办事妥善合理 ,合乎实际。

在今后的基层干部选拔培训中, 除了考核政治素质、军事

技能、文化基础知识外, 如能增加心理测评其个性特征的内

容,则可以避免基层干部选拔的误区,便于尽快提高基层带兵

干部的整体素质,以保障整体队伍的心理健康及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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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格局的改变, 竞争的日益加剧, 社会冲突的增多, 工作和生

活节奏的不断加快, 以及社会某些不良环境的影响, 人们所承

受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思想认

识问题和实际问题。同时给企业管理带来许多新问题, 也就是

说企业面对把应激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的问题,然而, 这一课题

至今没有在具体企业的范围内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笔者在

社会转型企业不同职业(岗位)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

康研究课题中, 研究了煤炭企业管理者主要社会应激源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在开滦 10 万人口的总样本中, 抽取比例为 5% ,

即( 10 万人×5% ) = 5000 人,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法确定管理

者样本为1146 人。

1. 2　方法　 自制的“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 Cronbacn 信

度检验系数为 0. 98, 具有十分稳定的内部一致性。

2　结　果

2. 1　管理者对压力因素关注程度　不同的人群因为他们的

社会存在不同, 对应激源因素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因此,会相

应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次抽样调查中, 笔者对应激事件

的选择情况进行了分析, 凡是做出选择的均视为对该事件的

关注者, 按着这个原则统计的结果发现, 各管理群体对应激

(压力)因素的关注呈现明显的规律性, 既有差异性又有一致

性。其中企业经理、中层管理、一般管理居于首位的均是社会

环境的改善; 企业经理、中层管理居于第二位的均是工作压

力, 一般管理者居于第二位的是经济压力; 企业经理、中层管

理居于第三位的均是经济压力,一般管理者居于第三位的是

工作压力, 详见表1。

表 1　各群体对压力因素关注程度比较( % )

　　企业经理　　 　　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　　

因素排序 关注程度 因素排序 关注程度 因素排序 关注程度

社会环境 100. 00 社会环境 98. 76 社会环境 98. 77

工作压力 100. 00 工作压力 98. 76 经济压力 98. 03

经济压力 97. 92 经济压力 97. 51 工作压力 97. 41

社会支持 95. 83 个人成就 97. 26 个人成就 97. 29

个人成就 94. 79 社会支持 93. 78 人际关系 93. 59

人际关系 91. 67 人际关系 93. 28 社会支持 93. 22

住房问题 83. 33 住房问题 71. 64 个人生活 76. 08

个人生活 81. 25 子女问题 70. 15 住房问题 74. 35

家庭问题 75. 00 个人生活 69. 65 子女问题 65. 35

子女问题 71. 88 家庭问题 61. 19 家庭问题 62. 89

2. 2　压力因素排序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管理群体压力感受

的特点, 笔者对不同管理群体对压力各因素的感受情况作深

入的分析。在上面不同管理群体总体压力感受的分析中, 是以

压力总分来表示的, 因各因素包含的压力事件项目数不同, 在

这里不再用压力总分来表示, 而用因素的平均分值来表示。

企业经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是社会环境,其次是工作压

力, 末位是家庭问题,压力均值分别为 1. 47、1. 21和 0. 33。中

层管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是社会环境, 其次是工作压力, 末位

是家庭问题, 压力均值分别为1. 56、1. 13 和0. 29。一般管理感

受压力居首位的是社会环境, 其次是经济压力,末位是家庭问

题。压力均值分别为1. 42、1. 04 和0. 0. 29。详见表2。

表2　各职业群体压力因素排序比较

　企业经理　 　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　

压力因素 排序 均值 排序 均值 排序 均值

社会环境 1 1. 47 1 1. 56 1 1. 42

工作压力 2 1. 21 2 1. 13 4 0. 91

个人成就 6 0. 77 5 0. 92 5 0. 81

经济压力 5 0. 78 3 1. 08 2 1. 04

人际关系 8 0. 56 8 0. 67 8 0. 59

社会支持 7 0. 66 7 0. 7 7 0. 65

家庭问题 10 0. 33 10 0. 29 10 0. 29

住房问题 3 1. 08 4 1. 02 3 1. 00

子女问题 4 0. 86 6 0. 91 5 0. 81

个人生活 9 0. 49 9 0. 49 9 0. 49

3　讨　论

3. 1　由于人的社会生活不同, 压力也有特殊性[ 2]　从实际中

得知,担当重任和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压力大。在同样条件

下,身居管理岗位和认知能力高的群体,更易“先知先觉”企业

和社会的变化情况。

3. 2　由于各管理群体的社会角色和实践不同,他们对各压力

因素的感受不同　企业经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是社会环境、

其次是工作压力,末位是家庭问题。中层管理感受压力居首位

的是社会环境,其次是工作压力,末位是家庭问题。管理群体

担负着领导工作,发展任务重,责任大, 与社会环境关系紧密,

工作压力自然也就大[ 3] ; 正是因为他们以工作为主, 对家庭生

活需求较少,同时由于家庭条件较好,故在家庭问题上的压力

最小。

3. 3　一般管理感受压力居首位的是社会环境,其次是经济压

力,末位是家庭问题　一般管理感受压力的第二位是经济压

力,不同于企业经理和中层管理感受压力的第二位是工作压

力,这与他们在企业中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工作的职责有

关。

3. 4　在煤炭企业中　绝大多数的一般管理者是毕业几年的

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正处在成长锻炼的时期,渴望良好的社会

环境,故对社会环境压力较大。同时又是恋爱结婚组成家庭的

时期,渴望充分的经济条件支持,故经济压力较大。

3. 5　管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主要源于管理岗位、职务的不同

　各管理群体关注相对较少的后4 位都是家庭生活问题,这

种一致性与国外有明显的不同, 这既说明中国家庭文化与西

方有差别, 也与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引导和舆论宣传有

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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