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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组织公民行为是员工与组织之间社会交换关系变化的指示器，相对于职责范围内的
工作绩效而言，组织公民行为对员工与组织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更为敏感，在这种社会交换关系中，
员工通过组织公民行为回报组织提供的良好的工作条件或待遇，或者期望组织能够履行对工作条件或
待遇的承诺。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员工可以自由选择、酌情增减的行为，非常适合在社会交换关系
中与组织进行博弈的需要。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与组织的社会交换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1）
员工与组织之间的社会交换，即组织支持；（2）员工与直接主管之间的社会交换，即领导——成员
交换。从组织支持的层面看，管理者与员工会通过彼此的交换获得所需的利益。如果管理者能够为员
工提供工作上的支持与货币形式的报酬，让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与关怀，员工将通过提高自身
的工作绩效来回报组织；如果员工觉得自己对组织的贡献和从组织获取的收益是平衡的，其会认为受
到了组织公平的待遇，这时就会表现出有利于组织的公民行为。从领导——成员交换层面看，如果主
管人员与下属之间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员工就会产生“圈内人”的感觉，这种情况下
员工愿意为主管付出额外的努力。如果客观条件限制了员工不能持续地改进绩效，员工就会寻找其他
途径来回报组织，比如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正如奥根（1988）所指出的那样，正式的工作职责内的
行为由于受到职位说明书和组织中的规章制度的限制，员工无法对这类行为进行自由删减，即员工无
论得到满意的待遇还是不满意的待遇，其都可能保持相同水平的职业内的行为。因此，通过观察员工
的组织公民行为，特别是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更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员工与组织的社会交换关系的变
化。由此可见。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基于社会交换的意愿性回报行动，其行为动机可能是利于组织的
，也可能是利于自己的，因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心理契约中包含的员工对未来回报的
预期。另外，尽管组织公民行为不会得到正式或明确的报酬，然而管理者可以借助其他间接的或隐性
的回报来鼓励员工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如管理者在对员工进行加薪或晋升时会优先考虑表现出更多
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员工对未来可能获得的回报的期待激励其采取事前主动式的回报，以增加组织
未来履行责任的可能性，而履行组织公民行为正是员工回报的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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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员工精神激励感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研究:以石油企业为例》以石油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以心理
学理论、心理契约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组织行为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为理论依据，对石油企业
员工的精神激励感知和组织公民行为展开研究，重点探讨石油企业员工精神激励感知对组织公民行为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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