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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幸福感是衡量企业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

重要指标。幸福感不仅包括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还包

括对工作、心理满意度的评价，更是企业员工自我成长的过程。

个体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个体在应激源作用下会形成不同的

应对方式，或积极，或消极，这也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因此，促进工会心理服务与企业职工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往纵

深方向发展，对实践中通过为职工开展心理服务提高其幸福

感水平有较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2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竞争压力加剧，企业职工的心理健康水

平也随之下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计委 2019 年报告显示：

中国心理亚健康人数已超过 2 亿人，成年人患心理亚健康高

达 1.29 亿人。职工心理健康问题会降低生产效率，增加企业

管理成本，不利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以职工为本、全面

维护职工的各项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企业的工会组织越

来越注重职工的心理需求，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职工心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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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尤其是在“互联网 +”背景下，工会心理服务形式不

断创新，内容也更加丰富。例如，中国北京市总工会“五个一”

职工心理服务模式和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职工驿站”APP

设立的“健康护航”板块，都是通过建立多样化的职工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地为企业职工解决心理

健康问题，从而改善企业职工心理健康，提高企业绩效，构

建和谐的组织文化。

3 理论假设

3.1 “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与幸福感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其幸福感越强，

幸福指数越高。左崇年（2020）提出关爱职工心理健康也是

生产力，做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不断提升职工的归属感、

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1]。王钢、张大均、刘先强（2014）

探索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认为心

理资本是保护性因素，能够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2]。

刘衔华、罗军、刘世瑞、周恒彩（2008）证实了农民工的心

理健康状况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甘秀英、阳作香、

李会霞等（2018）对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积极心理品

质与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张秀敏、李为群、

刘莹圆（2017）认为心理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拓展了工会为企业职工

提供各项心理服务的渠道，使得企业职工更加重视自身的心

理健康状况。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假设 1：“互联网 +”

工会心理服务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3.2 应对方式与幸福感

大量文献显示，个体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相关。

Cassidy(1997) 研究表明，应对方式是情绪压力的中介因素，

会影响人的应激反应的性质与强度，进而调节应激反应与心

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Smith 等 (2008) 研究表明，高层次

的过程中采用问题解决应对方式能够减少心理困扰 ( 如抑郁

症、夫妻关系困难等 )，而情绪导向的应对方式则预测更多的

心理困扰。何瑾、樊富珉（2014）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尊、

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

主观幸福感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因此，个体良好的应付方式

有助于缓解精神焦虑，保持心理平衡，有助于成功解决问题，

从而提升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假设 2：应对方

式对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

3.3 “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应对方式与幸福感

“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有助于提升企业职工的幸福

感。而且大量研究已证实，应对方式能够调节应激物与个体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比如孙录 (2000) 在研究中表明，当个

体采取较为积极的应对方式时，所感受到的积极情感可能更

多，消极情感可能更少 [3]。因此，在积极应对外界刺激时，

个体的心理压力和感受到的威胁较小，幸福感水平也会更高；

相反，当个体采取较为消极的应对方式时，所感受到的消极

情感较多，幸福感水平也会降低。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

假设 3：应对方式对“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和幸福感之间

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4 研究方法

4.1 调查过程

论文向企业职工发放调查问卷共 289 份，经过经过筛选

和审核，剔除回答不完整以及其他明显不符合要求的问卷 72

份，实际收集有效问卷 217 份，有效回收率为 75.09%。

4.2 变量测量

4.2.1 “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

此变量用 3 个题项进行测量，即“我完全能接受线上心

理服务”“我经常在线上寻求有关心理问题的帮助”“线上的

心理服务能很好地解决我的问题”，分别测量企业职工对工会

线上心理服务（主要包括工会在手机 APP、公众号、小程序以

及电脑端提供的心理服务）的接受程度、寻求帮助的情况以及

工会线上心理服务的有效性。该变量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法评

分，1~5 分别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本研究中，

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 系数）为 0.741。

4.2.2 幸福感

企业职工幸福感的测量采用的是 Zheng 等（2015）开发

的量表，该量表使用 Likert 五点量表法评分，1~5 分别表示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同时，将“幸福感”分

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三个维度，各维度

分别由 6 个题项测量。示例题项如“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生

活幸福感），“总的来说，我对现在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工作幸福感），“我通常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很自信”（心

理幸福感）。本研究中，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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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系数）为 0.921。

4.2.3 应对方式

该变量的测量选用谢亚宁 (1998) 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SCSQ（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共20个题项，

4 级评分方式，1~4 分分别表示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和经

常采用。此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1~12 题

测量积极应对，13~20 题测量消极应对，分别反应积极应对

和消极应对的特点，最终以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分数之差作

为应对方式这一变量的评定分数：得分越高，说明其应对方

式越积极；得分越低，说明其应对方式越消极。本研究中，

该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 系数）为 0.654。

5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都来源于企业职工的主观填写，可

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将问

卷中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主

成分解释的百分比为 20.354%，小于 40% 的临界值。由此可

以得出，问卷数据不存在明显的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5.2 变量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和幸福感之

间的相关系数为 0.400，幸福感和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

为 0.272，“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和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 0.137，并且都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可以看出，

三个变量之间都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为本研究的相关

假设提供了初步检验。

5.3 假设检验

调节效应主要发生在“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与幸福

感之间。根据论文的研究设计，这二者皆为连续变量，可以

采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做 Y 对 X 和

M 的回归，得测定系数 R1
2；做 Y 对 X，M 和 XM 的回归的

R2
2，若 R2

2 显著高于 R1
2，则调节效应显著；或者，做 XM 的

偏回归系数检验，若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从分步回归的

结果中可以看出，应对方式对“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和

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P=0.000<0.001），假设成立。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与幸福感都在 0.001 水平下

显著正相关，说明工会提供线上的心理服务能提升企业职工

的幸福感，在二者的回归分析中，“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

务水平可以较好的预测幸福感水平，两者的回归模型成立。

应对方式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影响，企业职工的应对方式可

以较好的预测其幸福感水平，两者的回归模型是成立的。应

对方式对“互联网 +”工会心理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

显著调节作用。

6.2 对策建议

企业应注重对职工的心理健康管理，首先，维护职工利

益的工会组织要搭建线上心理服务平台，为企业职工提供线

上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试等不同类型的心理服务，

满足其不同需求。其次，利用大数据对企业职工的压力水平

实行即时监测，准确发现、掌握企业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心理

状况，及时为企业职工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促进职工随时调

整身心状态。最后，培养企业职工的积极应对方式。定期为

企业职工进行培训和心理疏导，增强企业职工的自我保护意

识以及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激能力，使其逐渐学会采用积极的

应对方式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负面事件，进而提高企业职工

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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