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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的表现情况和产生因素对于公安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具有重大意义。研究

以访谈方式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份访谈材料，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维度建构，使用NVivo12对访谈材料进行分

析，发现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现状包含“厌倦感”“缺乏职业憧憬”“人格解体”三个维度，青年民警既

有生活困境难以突破，心理韧性衰退使得该群体感觉“工作苛责性高”，成为引发“厌倦感”的重要因素；同

时工作过程性体悟以及工作评价性体悟中的“工作价值缺失”是引起“缺乏职业憧憬”重要因素；而日常工作

中的内在张力和外置弹力的支撑作用不足导致的“工作支持度差”是引起“人格解体”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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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之相匹配的是同步实现司法现代

化，打造高水平的执法服务平台。要打造高水平的执法服务平台，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提高执法者的执法

水平，如此才能将实现高水平执法建设落到实处。然而一线执法民警由于个人情况、职业环境等各个方

面的原因都会产生程度不一的职业耗竭问题，由此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作为一线执法主力的青年民警，

理应朝气蓬勃，充满热情和斗志，但是有研究表明警龄偏低的民警也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职业耗竭问题。［1］

对于青年民警来说，高标准的工作要求、高强度的工作内容必然会给青年民警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得青

年民警群体出现职业耗竭现象，从而降低工作热情，甚至在工作中出现违规违法现象。［2］探寻青年民

警耗竭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对于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和提高队伍工作效能从而提

高执法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江苏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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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秩序，从而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因此选取江苏省的基层公安民警作为研究对象，具有

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代表性。

当前我国对于警察职业倦怠的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较少。作为成因

多元化的问题，不同的地区实际情况往往具有很强的差异性。例如边境地区的民警，承担了打击分裂势力，

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任务，而江苏地区的警察这方面的压力则相对小得多。［3］因此不同地区的情况存

在较大的差异性，其研究结果也迥然相异，同样的职业倦怠需要不同的应对措施。有鉴于此，现有的成

果无法直接运用于江苏省警察职业倦怠问题研究，而对于江苏青年民警的职业耗竭问题则未见相关研究。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科学方法，使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旨在对江苏省青年民警的职业倦怠

问题进行研究，探索职业倦怠的现状以及产生的原因，并探讨应对措施。

1  概念界定

职业耗竭（Burnout），“burn out”原意是烧尽、燃尽的意思，职业倦怠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精神

分析学家弗罗伊德伯格（Freudenberger）提出，意指在一定压力面前由于处理方式的问题导致心力交

瘁从而进入一种耗竭的消极状态。［4］职业耗竭状态是由于对压力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导致的，具体的行

为表现是就是工作热情降低、心力交瘁、消极冷漠、缺乏自信、能动性减弱。马斯拉赫（Maslach）提

出的多维度理论用来定义职业耗竭问题最广为接受，分为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人格解体

（Depersonalization or Dehuman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低落（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三个维度。［5］

对于职业倦怠的归因问题，不同的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斯拉赫（Maslach）和杰克逊（Jackson）使

用自己编制的职业耗竭问题量表，考察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两地的警员的实际情况，研究发现职业耗竭问题

来源于多种因素，且对警员的工作和生活都有较大的影响。马丁（Martin）通过对荷兰警察的调查研

究发现：职业耗竭问题会导致暴力性的执法行为，而劳动和收入的相对不平衡问题是职业耗竭问题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6］张振声通过梳理国外职业耗竭问题的研究成果后指出：职业倦怠问题是由于工作中的

超强度个人付出以及外界对个人工作能力的过度要求使得行为人产生的心理、生理问题。如心理上的焦虑、

抑郁等以及生理上的头痛、胸闷等，同时职业倦怠还会带来行为人工作上的各种问题。张振声认为我国警

察的职业耗竭问题还表现在生理衰竭、情绪上的耗竭状态、人格上的解体状态、低成就感。［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江苏省公安厅以及江苏省 13 个地市各层级公安机关青年民警共计 20 名，其中有 3 名女民警，

17 名男民警，研究对象包括公安厅、市公安局、区县公安分局和公安派出所，从事岗位有刑事侦查、治

安、社区、内勤、巡防、勘察鉴定、交通巡逻、法制、接处警、监管 10 个部门，年龄在 22 岁至 30 岁，

工作时间在 1 年至 10 年之间，所有研究对象学历均为大学本科。研究者为刚参加工作两年的青年民警，

对研究主题有着自身独特的体会，且本研究对样本的选择涉及公安机关各个层级，男女比例、年龄层次

均衡，可以反映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的原因，根据实际研究的结果来看，在对 18、19 名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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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过程中收集信息出现大量重复，20 名访谈对象所收集的信息达到样本饱和的要求。

2.2  研究过程

2.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扎根理论，基于 NVivo12 软件对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问题进行分析。

质性研究目前已成为研究社会科学应用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都

显示其独特的特点。质性研究通过收集各种文字、视频、音频资料，并分析理解所收集的资料，形成研究范

式，并运用研究得到的理论理解并解释多维度的复杂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8］安瑟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和巴尼·格莱泽（Barney Glaser）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扎根理论，之后学者们将更加丰富的研究

概念融入扎根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进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方法中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方法论，用于发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三

种编码方式，使用类目和编码将数据资料中展现的社会现象归结到符码中，从而产生理论。本研究采用扎

根理论的方法（使用 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探求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问题及影响因素。［9］

2.2.2  研究设计与程序

（1）研究设计

根据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在不带任何研究预设的基础上让资料“说话”，不断对资料进行梳理、

编码，整体研究设计如图 1 所示。

注：蓝色箭头为 3.1 研究设计；红色箭头为 3.2 研究设计；黄色箭头为 3.3 研究设计。

图 1  研究整体设计

Figure 1 Research overall design

（2）研究程序

研究期间恰逢我国新冠疫情暴发，受到疫情、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访谈采用了包括视频通话、语音

通话和直接面谈的方式进行。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尽量做到脱离访谈提纲，不加以引导，聆听被采访者的

观点和表述，从而确保访谈的信度和效度良好。［10］研究基本遵循以下程序执行：圈定访谈范围→联系访

谈对象→确定访谈意图→进行访谈→文本转录→数据整理→数据分析→得出结果。

2.2.3  数据采集
在每一次访谈完成之后的 24 小时之内，研究者会对访谈音视频资料进行反复审视，并做好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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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根据录音资料整理出十万余字的文字材料，在整理材料过程中不断回溯审视之前已经形成的理论，

不断修正，并且悬置个人前见，以期望得到针对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耗竭问题的针对性理论。

2.2.4  数据整理

将原始的访谈数据导入 Nvivo12 软件，并且进行分析梳理，依据扎根理论的分析原则，采用自下而

上的方式对材料进行编码。从因果条件、环境因素、策略方式等维度，不断对访谈资料进行比较诠释，

并且不断回头重新分析解读，最终总结构建出理论框架。

2.2.5  数据分析

通过主轴编码，发现并且建立不同符码之间的联系，建构类目。在核心编码过程中，选择建构核心

类目，系统化地将各类目与核心类目建立联系，并不断回溯修正补充理论，在过程中不断分析所形成的

类目，最终归纳出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原因三个核心类属。

3  研究结果

3.1  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问题结构分析结果

根据罗勇的研究发现：马斯拉赫（Maslach）等人的马氏工作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BI）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罗勇结合四川省警察工作现状，建立了疲惫感、自我效能降低、士气

消沉和动机丧失四个维度的警察职业倦怠理论。［11］由于地域和研究对象群体的不同，江苏省青年民警

职业倦怠模型有可能存在其独特的维度，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分析。本研究通过对访谈资料

的分析和理论构建，运用扎根理论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警察职业倦怠理论的江苏青

年民警的厌倦感、缺乏职业憧憬、人格解体三维度职业倦怠理论，如图 2 所示。

图 2  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结构维度图

Figure 2 Structural dimensional map of occupational burnout among young police officer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1 选择了部分资料对分析过程进行示例。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研究者继续探究，运用主轴编

码的研究程序，下面对部分资料分析过程进行示例。

针对“被要求九月底完成一年的工作绩效，感到痛苦”这一现象，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

情境、中介条件，以及产生的应对措施和最终的结果。

（1）因果条件：绩效的要求突然变得很高。疫情原因，上半年工作没有办法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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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象：被要求九月底完成一年的工作绩效，感到痛苦。

（3）情境（脉络）：上级制定严苛的绩效要求，被访谈对象感受到绩效的痛苦，通过分析，被访

谈者还表现出对于体制和工作的厌倦感受。

（4）中介条件：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差导致很多绩效任务没有办法完成。同时，被访谈者由于得

知了制定任务的领导即将调离，却制定了较高的绩效任务，便自然将两种行为归结到一起。

（5）策略：对于这一严格的要求，被访谈者感受是非常的痛苦，只有通过加班工作来完成上级

的任务。

（6）结果：对于工作和体制，思想上产生了厌倦感受。

在核心编码阶段，研究者通过撰写故事线，明确核心类属。经过分析得到了“厌倦感”这一类属，

可以涵盖“感到失望、厌烦”“精神濒临崩溃”“疲惫倦怠感”“身体状况变差”“情绪压抑”“控制

感减弱”六个类属。

表 1  访谈资料编码示例 1

Table 1 Example 1 of interview data coding

原始资料（节选）
一级：开放编码

概念 类属
F1：一天写下来你真的能感受到身体被掏空，脑子会很累 身体被掏空

感到失望厌烦
控制感减弱

倦怠感
疲惫

M1：最后一个方面是材料的撰写，我觉得最费脑子，也是我最烦的事情。一些
总结和通知通报，我们这边也就是看这些。你写得好了，上升的空间就大一些，
但是随之而来承担的任务就更多了，领导就会让你多做一些。我就比较不适应
这些。还有一些杂事，让你去开车，办一点小事情。这些小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最头疼的就是写材料。写材料主要就是总结一些情况，就是公文那种类型的。
你在办公室里面想，没有实际调研情况。没有实际调研，所以写的东西比较空，
不切实际

感到失望、厌烦
感到头疼

缺乏工作控制
缺乏意义

M2：绩效的压力还是令人痛苦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停止出差了，但是现
在稍微恢复一点了，我们就要求 9 月底完成整个一年的绩效要求。就是因为领
导要急着走，在其在任期间就要急着完成这个绩效

厌烦
痛苦

疲惫感

通过对材料的整理分析，最终形成以下类属。

将“控制感减弱”“感到失望厌烦”“情绪压抑”“疲惫倦怠感”“精神濒临崩溃”“身体状况变差”

归结为“厌倦感”，其中疲惫倦怠感的参考点最多。

将“对前途感到迷茫”“缺少成就感”“工作积极性差”“缺乏责任感”归结为“缺乏职业憧憬”，其中“工

作积极性差”参考点数最多，“缺乏成就感”和“对前途感到迷茫”其次，“缺乏职业认同感”最少。

将“对工作对象冷漠厌恶”“不公平感”“感到角色冲突”归结为“人格解体”，其中“角色冲突”

和“不公平感”参考点最多。

根据扎根理论原则，得到厌倦感、缺乏职业憧憬、人格解体三个维度，以解读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

倦怠结构状况。

3.2  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基于 Malash 的个体、情景匹配理论，个体与六情境因素的匹配程度越高，倦怠的感受就越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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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越容易产生职业倦怠。通过研究得到，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工作苛责性

高”“工作价值缺失”“工作支持度差”。这与 Malash 的理论基本符合，同时也具有警察职业的独特特

性，具体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3  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维度图

Figure 3 Dimensional map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occupational burnout among young police officer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2 选择了部分资料对分析过程进行示例。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研究者继续探究，运用主轴编

码的研究程序，下面对部分资料分析过程进编码行示例。

表 2  访谈资料编码示例 2

Table 2 Example 2 of interview data coding

原始资料（节选）
一级：开放编码

概念 类属
M3：在工作中我之前办理的一起强奸的案子，我的证据材料都已经做
好了，但是后来嫌疑人和被害人私下协商，嫌疑人给了被害人很多的钱，
被害人就谎称没有被强奸了。最后我做了很多工作，因为被害人最后改
口了，对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被害人的不配合

工作对象支持度低
工作条件简陋

单位团体支持度低
组织支持度过低

制度要求严苛

M4：还有就是工作强度太大了，派出所动不动就夜里出警，明知道那
边有人打架，都得你去处理了。就一个民警开一个破桑塔纳带一个辅警，
工作的难点就是不可预测性太大。他不像刑警，这人贩毒的，我提前做
好预案的，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但是你去出警不一样，有些人动不动
就打你

开破车
警情危险

工作强度大
出警对象具有攻击性

M5：被害人对于我们的工作流程不是很理解，经常误解我们，被诈骗
的被害人会找我们要被骗的钱，会来我们单位跟我们吵闹，有几次被害
人来找我吵

被害人不理解影响工作

M6：我们单位 11 个综合民警。30 多个民警，有人不干活，什么都不干。
你像有时候比如说那个我们综合民警比较忙，你帮我送个人吧，那不行，
那你必须亲自送

同事工作量不一

M2：工作还是千变万化，上面对于我们的接处警的工作要求就很单一。
现在有一个责任倒查，你在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接处警过程哪一个行
为或者哪一个动作能够使得在责任倒查的时候出现问题。还有一个接处
警评价制度，我们的工作就是处理矛盾，但是作为公安机关我们出警不
可能每次都让所有人满意

工作内容多变
责任倒查
考评制度

工作难度大
工作制度与现状不符

M7：我觉得比较束缚，通知通报都比较正式，感觉很死板，很多东西
都要上传下达的，感觉太正规了

制度要求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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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的过程中，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建构形成类目，并不断分析形成对应职

业倦怠三个维度的核心类属。

将“工作繁杂枯燥无意义”“重复大量单一工作”“工作内容占据生活”归结为“工作价值缺失”。

将“单位工作环境支持度低”“工作对象不理解”“工作待遇和强度不匹配”归结为“工作支持度差”。

将“内部工作环境压抑”“工作要求标准苛刻”“工作强度大”“缺乏沟通表达渠道”“无法平衡

工作和家庭导致家庭责任缺失”“外部执法环境恶劣”归结为“工作苛责性高”。

通过对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得到的三个核心类属与前期研究得到的职业倦怠结构的三个维度

具有一定关联属性，因此，本研究根据双方的对应性进一步研究探讨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的产

生原因。

3.3  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结构维度表现与影响因素交互分析结果

研究继续从“工作价值缺失”与“缺乏职业憧憬”，“工作支持度差”与“人格解体”，“工作苛

责性高”与“厌倦感”三个方面进行探究，分析江苏省青年民警职业倦怠各结构维度的表现现状并讨论

各影响因素的产生渊源。

3.3.1  关于厌倦感的维度表现与影响因素产生渊源的讨论

（1）厌倦感的维度表现

研究者根据访谈对象的文本数据分析并结合职业特点总结出了厌倦感这一维度，这一维度与 MBI 量

表中的因素有一定相似之处，同时也具备本土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具体表现可以参考表 3。

表 3  “厌倦感”子节点内容示例

Table 3 Example content of sub-node “Fatigue”

符码及参考点数 参考点内容示例

1.1 感到失望、厌烦
·办案的时候就觉得心情很不好，很压抑
·把这些责任全都归结到民警身上，大家干活本来就很累，都懒得说话，也很心累

1.2 精神濒临崩溃 

·每天早上一睁眼都会感觉又要干活了。有时候累的时候就想撂挑子，第二天醒来就不干了，
一觉睡过去
·很长时间没有和家里人通电话，我现在整天出不去，就感觉很难受。当警察就是加班、加班、
加班！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去过了，一直在单位里面
·回头审讯起来的时候，我问他有什么疾病啊。他说：“我有艾滋病。”然后自己当时就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但是也不知道做什么。当时脑子里就疯狂地回想抓他的时候和他有过哪些接触，
看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伤口。所以说以后每次抓人的时候我都戴一个手套

1.3 疲惫倦怠感

·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一直在不断纠结，我比男同志的困难多。我四天都要值班，一年有三
分之一的时间不能陪着家人
·连续加班，二十四小时审完，走完程序然后就是提审，之后还要二十四小时做第一堂笔录。
这一套弄下来整个人都木掉了，感觉很累。然后太累了之后我就不想说话，就想自己一个人
静静，跟谁都不想说话
·你真的能感受到身体被掏空，会很累

1.4 身体状况变差

·后来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心跳加快，眼前发黑，然后就摔倒了，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医生
在给我做心肺复苏
·案卷堆积，感觉自己压力很大，身体上感觉也很累，每天都加班都要到八九点。有两周我
做了五十多份被害人的材料，瘦了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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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码及参考点数 参考点内容示例

1.5 情绪压抑
·我是工作时间长了，心情不太好，感觉有点压抑
·主要想的是自己的事情永远没时间做，尤其是有的时候还想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想想，
自己的生活全部被工作占据

1.6 控制感减弱
·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孤独的感觉，有时候会陷入僵局，感觉没有人来帮我
·我工作的时候一直在试图掌控这个工作，但是没有办法掌控，一直在尝试。在工作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有孤单和无力感，也会有沮丧的感觉

通过访谈以及编码分析，对所得的材料进行整理，研究者发现产生倦怠的青年民警会表现出对于工

作的厌烦感受，甚至生理也会出现问题。而且几乎所有的青年民警都对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厌倦感。不同

工作状况、不同层级的单位和不同警种的民警产生的情绪倦怠、厌烦感受又各有不同。这种厌倦的感受

源自工作中的各个层面。根据文本数据的整理归纳，研究者发现：这种倦怠感受主要来自单位工作环境、

工作考核体制、工作强度、家庭责任感的缺失、外部工作环境和他人的不理解，即“工作苛责性高”引

发了青年民警的“厌倦感”。

（2）“工作苛责性高”的产生渊源讨论

① 既有生存状态的突破与困境

作为公安队伍中最年轻的血液，青年民警在公安工作一线，承担了基层绝大多数最辛苦和最繁琐的

基础工作。工作量大，范围广，使得加班熬夜成为一种常态，使得青年民警的心理和生理均出现疲惫感，

导致亚健康。这种疲惫感和亚健康状态往往会发展成情绪上的耗竭，为职业倦怠的出现预置了可能性。

随着青年民警的成家立业，生活的重心产生偏移，生存状态也需要随之发生变化。从单一工作维度逐步

转移到关注于家人、配偶、子女和工作的多维度。但是这种生活重心的偏移并不能完全遂愿，于是就形

成了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即长期形成的以单位为核心的全时域工作模式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转变，被

原有工作系统的人为因素所禁锢——基层部分领导由于自身年长，子女成家立业减少了家庭的羁绊，所

以往往全天候关注于工作，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下属。由此带来了两种生存状态转变过程中的认知冲突，

并且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即在公安机关传统的威权管理模式下必然屈从于权威，由此工作时间必然大

量挤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无法实现青年民警的家庭责任，无法实现生活重心的转移，无法转变原有生

存状态，由此产生严重冲突与矛盾，青年民警在此情境下必然会对工作表露出无奈和厌倦。

② 心理韧性的产生与衰退

所谓心理韧性是个体的一系列品质通过动态交互作用而使个体在遭受重大压力和危险时能迅速恢复

和成功应对的过程［12］。个体长期面对压力和危险，其恢复和应对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

当这种压力和危险的环境长期存在无法避免时，主体在趋利避害本能趋势下会竭力逃离这种环境。从工

作的角度而言，就是对工作采取回避态度的职业耗竭。对于和社会面接触较多的基层单位的青年民警来

说，每天忙于处理各种未知的警情，审查犯罪嫌疑人，很多时候这些工作都是在解决各种矛盾纠纷以及

处理社会负面问题，对青年民警的心态是极大的考验。一方面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累积负性情绪；同

时这些负面问题处理过程中伴随着潜在的危险。这种高危工作，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必然让人的精神状

态常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例如在访谈中大部分民警都说到过其经历过的危险经历——差点感染上艾滋

病、与高速飞驰的汽车擦身而过、空手夺白刃等，这种长期的精神高度紧张即应激状态，最初的问题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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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激活青年民警的心理韧性而进行自我调整，但是各类危及自身生命的警情不断出现、不断在大脑中

闪回，长期无法避免的压力与危险，最终会导致青年民警的心理韧性衰退。加之长时间的熬夜工作，许

多青年民警甚至出现了生理上的问题，缺氧休克，心肌缺血，心律不齐等现象成为常态。这些状况得不

到有效的缓解，生理上的高压力状态，最终使得原本应有的心理韧性彻底崩溃，对工作厌倦，产生职业

倦怠感成为必然。

3.3.2  关于缺乏职业憧憬的维度表现与影响因素产生渊源的讨论

（1）缺乏职业憧憬的维度表现

职业倦怠一定程度上来自对工作丧失热情和使命感，从而理想幻灭，产生负面情绪。根据马斯拉赫

（Maslach）和杰克逊（Jackson）的理论，职业倦怠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在于成就感降低，也就是说在工作

中工作个体无法感受到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从而导致丧失工作信心和热情。［13］查阅文献以及对江苏省

青年民警的实证研究，研究者验证了前人的理论。根据探究结果明确，青年民警感受较深的一点就是对

于前途的迷茫、缺少工作上的成就感、工作积极性差、缺乏职业认同感。这一维度的产生原因主要来自

工作内容对于青年民警自身的回报性较低，青年民警在繁杂的工作中无法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能力的提

升以及自身的发展，即“工作价值缺失”是引发职业倦怠中“缺乏职业憧憬”维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4  “缺乏职业憧憬”子节点内容示例

Table 4 Examples of “lacking professional aspirations and pursuits for the future”

符码及参考点数 参考点内容示例

2.1 对前途感到迷茫

·我心态还没有转变过来，方向也不明确，不知道未来怎么发展，不知道以后会往哪个方
向去发展，就会比较消极
·在公安队伍中，对于一个人的提拔往往不是看你有没有能力，而是看是不是有关系。我
工作这么多年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2.2 缺少成就感

·没有成就感，我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警察，我也不和别人打交道，也没有办过案，也没
有参与过审讯抓捕，也没有去站在法庭上，也没有出差办案，也没有接触过接处警，调解
纠纷
·还没有做过什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工作中会挨很多骂，领导和法制会找我麻烦，做工
作就是在完成领导给我的任务，不觉得有成就感，就是会觉得心理上的压力减小了一点点

2.3 工作积极性差

·我干了八年了，还要整天去巡逻，比如说降低工作质量，或者说工作热情降低，然后效
率会变低之类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是觉得很无聊，我没有积极性，是真的
·每个月局里面会有很多口号，每个时间段都会有行动。工作量会变大，我们和平行单位
还有比较，导致每个月的事情都要加班才能干完，要牺牲很多时间，会影响积极性

2.4 缺乏责任感
·感觉自己的工作不积极，比较被动，不会主动做一些事，使命感、责任感不是很强
·就是大家互相推啊，就是其实民警之间都是互相推的，就是你这件事，我不管的，大家
都说自己不要管这个事情

（2）“工作价值缺失”的产生渊源讨论

① 关于青年民警工作的过程性体悟

在访谈中，有超过一半的民警都有对于前途的迷茫、成就感的缺失、工作没有热情的表述。青年民

警作为警察队伍的新生力量和中坚力量，理应是充满斗志。但是由于职业队伍的年轻化成为承担更多工

作的依据，大量琐碎、重复性的工作占据了新入职青年民警的工作日常，并且成为一种常态。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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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其青年民警原有的、学习期间形成的先验性公安工作愿景存在巨大的落差。于是这种巨大的工作

愿景落差，导致他们丧失工作热情，对前途感到迷茫。而这种落差直接源自青年民警的工作过程性体悟，

即想象和实践工作体验的落差，由此使得青年民警无法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即“工作价值缺失”。

② 关于青年民警工作的评价性体悟

即使是工作了一定年限的青年民警，虽然其已经具备一定工作能力、积攒一定的人脉，但是重复性

的工作和对前途的无望感同样也会引起缺乏职业憧憬，工作五年及以上的民警甚至在缺乏职业憧憬方面

有更为直接的表述。且不同岗位的民警实际情况还存在差异。由于不同警种从事的工作各异，民警工作

中的自我的工作评价与来自周围的实际评价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别。机关民警没有接触过具体的案件侦办，

每天重复材料工作，相对单一，与基层社会面的接触较少，于是憧憬于基层工作，由此降低了自身工作

评价。而基层民警认为基层工作量过大，加之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又反向羡慕机关民警。由此造成民警

普遍表示工作中感受不到成就感，仅仅是在完成上级的任务。同时，当民警的能力已能够熟练应对当前

工作时，就会对职业前景的期望升高。处于职业上升期的民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全身心投入后，一

旦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预期，即没有能够获得预期的工作评价，便会对自己的前途发展感觉无望，缺乏

积极性，由此产生对工作的回避态度，进而对自己的职业评价就会降低。所以对于工作一段时间的青年

民警而言，缺乏工作价值感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工作评价性体悟，即自身工作所得到的评价结果与自己的

预期存在较大的落差。

综合来看，“工作价值缺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工作过程性体悟：在现实工作过程中青

年民警感受到了工作任务的繁重与简单重复的枯燥。因此，工作现实与预期存在的巨大落差导致青年民

警在工作过程中体悟到工作意义缺失，当工作的意义丧失时便会产生逃避的倾向，由此容易丧失工作热

情，这就是工作过程性体悟带来的“工作价值缺失”。另一方面是工作评价性体悟：由于公安队伍的庞大，

人员多，竞争压力大，系统内部的升迁考核机制相对固定，很多有能力并且努力付出的青年民警没有获

得预期的评价，导致青年民警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动力逐渐减弱，工作缺少成就感，于是同样会产生回避

性趋势，从而导致“工作价值缺失”感。

3.3.3  关于人格解体的维度表现与影响因素产生渊源的讨论

（1）人格解体的维度表现

“人格解体”是指工作中消极冷漠、愤世嫉俗，在心理上疏离工作，通过一种玩世不恭的、消极麻

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面对自身的工作内外环境［14］，根据威廉·P·麦卡蒂（William P. McCarty）和

哈尼·阿尔迪拉维（Hani Aldirawi）对全美 89 个警务机构 13，000 名工作人员的调查数据表明，警务人

员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绩效，其中 19% 的被测人格解体程度较高。［15］通过研究

者的访谈得知，一部分江苏省青年民警同样正在经历人格解体的倦怠感受，且基层单位民警人格解体程

度较高。

经过研究，人格解体主要是由于工作支持度较差导致的。在日常工作中，工作内在张力源自领导、

同事、体制、工作报酬几个因素，通过这些相关因素对青年民警的工作进行引领、推动、维护即形成相

互之间的张力，使其工作正常推进；外置弹力，源自工作对象、社会环境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即

这些因素通过一定的形式（或心理、或物质）给予青年民警自身以外的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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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格解体”子节点内容示例

Table 5 Examples of “dis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

符码及参考点数 参考点内容示例

3.1 对工作对象冷漠厌恶

·被打的那个人，被打了一拳张口要五千，我们经常碰到，遇到这种人怎么办呢，忍着呗
·有些真的不太正常，不能拿正常的思维跟他们讲话
·有点以自我为中心，有一半感觉特别不讲理，有一半觉得还是很理智的。面对不讲理的，
我都没办法搞定只能让值班领导来

3.2 不公平感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分局没有帮我们推动这个工作。现在都恶性竞争，大家都不
踏踏实实工作
·我们喊他们，他们也不干活，什么都不干。有时候我们综合民警比较忙，你帮我送个人
吧，那不行，那你必须亲自送

3.3 感到角色冲突

·有些工作要求和我们辖区的现状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工作很难做，现在很多指标都是我
自己垫钱进去。工作绩效比较高，我每个月都要垫钱进去
·现在要服务领导，要按照领导的意思走，不是按照规定走，有时候领导不知道细节性的规定，
他只知道他要达到的目的。这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到，挨领导骂
·工作规定中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人经常性地会有投诉，但是上面的要求就
是要给一个让投诉人满意的处理，有的时候是给不出来的

（2）“工作支持度差”的产生渊源讨论

① 内在张力的瓦解

就内部环境来说，从公安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现状和访谈所获悉的资料来看，一部分民警反映工作

机制要求存在与现实工作脱节现象，导致工作难以顺利展开。同时一个单位内部工作资历深厚的年长民

警的工作量相较青年民警而言少了很多，一个单位内部往往会出现一部分人无所事事，同时另一部分人

员熬夜加班的场景。两者相较之下，由此带来的是领导、资深前辈和年长同事的反作用力，导致工作内

在张力 a［16］的瓦解，青年民警情绪失衡，从而无法感受到工作的内在支持。公安基层单位，即各地派出

所和警务站的日常工作中，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即使是刚参加工作一年的青年民警由于这种内在张力瓦

解带来的“工作支持度差”，导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格解体现象，但是对与社会群众接触较少的机关

民警来说，目前访谈资料表明该群体人格解体的程度相对小很多。一定程度上机关单位工作任务相对固

定，按照人员定岗定职，相互之间的工作互不干扰、互不交织，每个人从事自己份内定额，因此由公平

感趋势带来的情绪失衡相对较少，也就是“工作支持度差”的体验相对较少。

② 外置弹力的减弱

就外部环境来说，难以感受到外置弹力 b［17］的支撑感，长期的情绪劳动会引起情绪上的耗竭［18］，

一名警察的职业生涯中能够遇见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会遇见许多常人难以遇见的事情，长期面对种种意

外，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对于负性事件的情绪感知能力下降，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面对工作对象时，

a　“张力”一词源自物理学研究，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张力就是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作用时所产生于其内部而

垂直于两个部分接触面上的互相牵引力。此处借用此概念，将“内在张力”视为青年民警在工作中抵御外部压力和打击的内部支

持力。

b　“外置弹力”借用心理韧性研究中“弹力”的概念，此处将其扩展为“外置弹力”。所谓“外置弹力”就是独立于个体

之外的支持因素，能够激发起个体内在的动力。例如被害人的悲惨境遇能够激发起警察的正义感与使命感，使其工作认同感和工

作积极性更强，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视为一种外置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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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民警同理心耗竭，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态度逐渐转向冷漠。此外当民警面对违法犯罪嫌疑人时，

各自利益的背离使得双方必然对立从而产生负性情绪，包括相互的敌视、不满、愤怒等。由此，长期从

事犯罪打击工作以及部分群众对警务工作的不理解，导致民警内心对于社会工作环境的外置弹力支持感

逐渐减弱，工作无法感受到支持即“工作支持度差”。

当外置弹力和工作内在张力综合作用减弱，二者对民警形成的支撑力量不足以驱动民警保持持续的

热情和积极性来面对工作中的人和事，即“工作支持度差”，民警便会产生消极冷漠的工作态度，最终

会表示出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疏离工作，由此产生人格解体。

4  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在研究者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选取样本进行访谈，对访谈材料进行记录。从不同角度对文本进

行分析，在访谈文本中反复思考、挖掘文本材料背后隐藏的思想含义并总结，力求符码达到饱和。

但是由于时间所限，访谈文本数量依然较少，并不能绝对使符码达到绝对理想的饱和状态。且在样

本工作年限、岗位区分、性别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本研究设计依然较为粗浅，还有待进一步细致化地研究。

另外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分析，研究者发现民警职业倦怠状况与民警性格等个体因素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同时在警察文化熏陶下，民警的警察价值观的形成也会对民警工作态度产生影响。但是受到文本数量和

时间的限制，民警个体因素以及关于警察价值观对民警工作的影响机理尚未厘清，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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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ob Burnout of Young 
Police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Interview Data

Zhu Bohang1,2 Yin Ming1

1.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and factors of job burnout of young police 
in Jiangsu Provi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e tea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rk efficiency. Study 
to interview way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20 interview material, grounded theory is 
adopted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dimension, using NVivo12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 material, found 
that young police job burnout status of Jiangsu province contains “boredom”, “lack of career vision”, 
“depersonalization” three dimensions, both the life predicament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the decline of 
mental resilience makes the young police feel “high job demanding”, which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causing “boredom”. At the same time, the “lack of work value” in the work process perception and the job 
evaluation percep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causing the “lack of career vision”. The “poor job support” 
caused by the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internal tension and external elasticity in daily work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uses “depersonalization”.
Key words: Job burnout; Youth policeman; Grounded theory;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