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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面工作（Decent Work）概括了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抱负，是幸福的重要组成

部分。围绕体面工作这一核心变量，工作心理理论因能帮助人们应对来自工作

的挑战而受到了广泛研究和关注。基于工作心理理论，本文系统梳理了体面工

作的概念测量、前因后果，以及作用机制，指出未来研究应丰富体面工作的研

究方法，探究体面工作的作用机制，并从研究对象、结构维度和形成机制等方

面推进体面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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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实现个人良好发展的途径，体面工作

（Decent Work）的概念于 1999 年 6 月由国际劳工组织在第 87 届国际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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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提出：“如何工作不仅为人们提供收入，增强个体及其家庭乃至社区的

幸福感，还为整个社会和经济进步铺平道路。”在这一背景下，体面工作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体面工作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然而，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体面工作研究提出了一些质疑。同时，由于缺乏系统的理

论指导，当前研究分布广泛而零散，并呈现难以深入的状态。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学者建议从工作心理理论的角度更具体地关注个人

经历，从而振兴体面工作议程（Blustein et al.，2016）。工作心理理论（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是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多元文化心理学、交叉性

和工作社会学基础之上的可经验性检验的理论。工作心理理论的建立使得体面

工作的研究突破了重大瓶颈，有望改变以往国内将“decent work”称为体面劳

动的时代，改善以往国内研究系统性不强、实证研究难以推进的局面。尽管以

往存在关于体面工作（劳动）的综述，但鉴于工作心理理论视角体面工作研究

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依然有必要从工作心理理论（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的视角梳理体面工作研究的总体概况，以推进体面工作研究的本土化进展。 

自 2016 年以来，工作心理理论视角下的体面工作相关研究不断涌现，

为了追踪国外关于体面工作的最新研究情况，本文以“decent work”和“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为关键词，在 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中展开了检索，结合中国知网中与工作心理理论视角有关的体面工作或劳动相

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明晰体面工作的概念测量、前因后果，以及作用机制，

指出未来研究应丰富体面工作的研究方法，探究体面工作的作用机制，并从研

究对象、结构维度和形成机制等方面推进体面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1  体面工作的概念与测量

1.1  体面工作的概念

有学者［4］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标准定义和概念化了体面工作（Duffy et 

al.，2016），认为体面工作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1）能够确保身体

和人际安全的工作条件；（2）拥有自由时间和充足的休息；（3）组织价值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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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互补；（4）足够的报酬；（5）足够的医疗保健措施。

1.2  体面工作的维度和测量

学者等［8］首先开发了体面工作量表，将其划分为五个维度进行测量，包括安

全的工作条件；自由时间和休息；与家庭和社会价值互补的组织价值观；足够的

报酬；医疗保健措施，共 15 个题项（Duffy et al.，2017）。该问卷题项使用李克

特 7 分制进行测量，被试对每个题项的回答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

该量表得到了广泛应用，其效度在巴西、英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

土耳其、瑞士、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得到了验证，并且该问卷在女性群体
［22］、性少数群体［23］、少数种族 / 民族［24］、小脑下垂群体［25］等可能面临经济

限制和边缘化的群体中得到一致性检验（England et al.，2020；Douglass et al.，

2017；Duffy et al.，2018；Tokar et al.，2018）。

除了上述研究沿用成熟的量表外，刘盾和徐岩（2021）结合工作心理理论

以及以往体面工作的研究，在对北京市 39 家企事业单位的 271 名工作者展开深

度访谈后，构建了体面工作的主观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工资收入体面感、

就业保障体面感、工作氛围体面感、劳动强度体面感、民主参与体面感、职业

发展体面感、社会地位体面感七个维度，共 38 个条目。

2  体面工作的前因、后果及相关作用机制

2.1  体面工作的前因变量

根据工作心理理论，经济约束和边缘化作为远端的背景因素会通过自主择

业能力和职业适应力对体面工作产生影响。

（1）经济约束。研究者使用了许多变量来衡量个体在实现体面工作过程

中所面临的经济约束，比如主观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多项研究发现主观社

会阶层是体面工作的重要前因之一，感知到的社会阶层越高，个体受到的限制

越少越有可能获得体面工作（Wang et al.，2019；England et al.，2020；Douglass 

et al.，2017；Duffy et al.，2018）。个体对自己经济状况的描述或感知也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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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经济状况越差，对体面工作的负向影响越大（England et al.，2020；

Tokar et al.，2018；Duffy et al.，2019；Duffy et al.，2020）。

（2）边缘化。研究者使用了许多的变量来衡量个体在实现体面工作过程中

的边缘化体验，比如边缘化感知、少数群体歧视、工作场所氛围等。边缘化感

知是体面工作的预测因子之一（England et al.，2020；Duffy et al.，2019；Duffy et 

al.，2020）。

（3）心理资源。研究还指出除了经济约束和边缘化之外，个体的心理资源

也会对体面工作有直接预测作用，比如自主择业能力（Work Volition）、职业适

应力、心理所有权，以及工作不安全感都是体面工作的重要预测因素（Masdonati 

et al.，2019；England et al.，2020；Tokar et al.，2018）。

（4）人口学变量。研究者们发现一些人口学变量会对体面工作产生重要影

响。学者［17］发现年龄可以直接预测体面工作、性别、失业经历，受教育程度可

以通过自主择业能力影响体面工作（Masdonati et al.，2019）。学者研究表明，

员工工作年限越长，他们对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之间的契合度越高，工作

年限较长的员工对获得医疗保健的看法也往往更积极（Nam et al.，2019）。

2.2  体面工作的作用后果

（1）对个体的影响。学者的研究发现体面工作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Duffy 

et al.，2019）。学者在韩国样本中体面工作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与影响心理

健康的负面情绪呈负相关（Nam et al.，2019）。此外，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体面

工作可以显著预测生活满意度（Masdonati et al.，2019）。

（2）对家庭的影响。学者研究证明体面工作与工作生活对家庭生活的积极

影响、家庭生活对工作生活的积极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并且与工作生活对家庭

生活的负面影响（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以及家庭生活对工作生活的负面影响呈

负相关（Vignoli et al.，2020）。

（3） 对 工 作 影 响。 体 面 工 作 可 以 显 著 预 测 工 作 满 意 度（Duffy et al.，

2017）。同时，学者在对葡萄牙工作者的研究中发现体面工作可以显著预测工

作投入和工作倦怠（Ferreira et al.，2019）。其他研究还发现体面工作可以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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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个体的离职意图，以及工作意义（Nam et al.，2019）。

2.3  影响体面工作的其他作用机制

2.3.1  前段作用机制

前段作用机制包括体面工作的前因变量与体面工作之间的作用机制。

（1）中介机制。自主择业能力（Work Volition），即个体不受外部限制做

出职业决策的能力（黄丽 等，2021）。学者们发现自主择业能力是经济约束和

边缘化经历与体面工作之间最有力的中介（England et al.，2020），并且在经济

约束无法直接预测体面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自主择业能力这一中介因素对体

面工作产生影响（Duffy et al.，2019）。研究发现自主择业能力可以中介主观社

会地位、感知社会阶层、失业、定量工作不安全感和低教育水平与体面工作之

间的关系（Masdonati et al.，2019；Wang et al.，2019）。学者发现社会阶层和工

作场所氛围通过自主择业能力间接预测体面工作（Allan et al.，2020），职业适

应力可以中介自主择业能力与体面工作之间的关系（England et al.，2020）。

（2）调节机制。学者发现主动性人格在低主观社会地位与工作意志之间起

调节作用（Kim et al.，2020），进而影响到社会地位通过工作意志对体面工作的

间接效应，这一点在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此外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

出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地位和体面工作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进而影响体面工作

（Wang et al.，2019）。

2.3.2  后段作用机制

后段作用机制包括体面工作与体面工作的结果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1）中介机制。学者指出体面工作之所以能带来有意义的工作（Allan et 

al.，2020），部分是因为它能帮助员工满足他们对社会联系的需求，基于此研

究使用了社会接触、帮助他人和社区归属代表社会联系来检验其中介作用，最

终结果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社区归属感和个体内部的帮助他人在体面工作和有意

义工作之间起中介作用。学者发现体面工作通过生存需要、社会贡献需要和自

我决定需要的满足可以预测个人的心理健康，并且通过满足生存需要进而促进

身体健康（Duffy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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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节机制。学者发现心理资本在体面工作与情感耗竭之间起负向调节

作用，在体面工作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呈边缘性显著（朱天姝，

2020）。

3  研究总结与展望

3.1  拓展体面工作的作用机制

从体面工作的前因研究来看，现有前因主要分布在个体与社会方面，而对

来自家庭、组织，以及工作本身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关注不够。因此，我们建议

未来体面工作的前因研究可以进行进一步拓展。

从体面工作的后果研究来看，现有结果变量主要集中的个体和工作层面，

却没有研究指出体面工作对组织层面的影响，而工作无法脱离组织而存在，体

面工作对组织也有深远影响。因此，我们还可以利用跨层分析技术，将体面工

作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聚合到组织层面判断其是否会提升组织整体绩效等。最后，

体面工作一旦得到满足，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幸福和满足。因此，体面工作的结

果变量也可能会体现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上。

3.2  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随着工作心理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体面工作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认为

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开始实施纵向设计，以证实理论化的因果关系模式。

比如工作心理理论框架将边缘化和经济约束的终身经历作为预测更多特定领

域结构的全局变量，这些影响的方向性只能用纵向数据来检验（Duffy et al.，

2019），并且在实证研究中使用除自我报告以外的客观数据也有助于扩大我们

对体面工作潜在关联的理解。此外，质性研究方法也是扩大体面工作研究影响

力、加深人们对体面工作理解的有效方式，学者提出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体面工

作的一个方向是使用定性的、发现导向的研究作为工具来揭示人们如何体验他

们的工作环境（Blustein et al.，2016）。对工作性质使用严谨和相关的叙事数据

可能有助于回应对体面工作议程的一些批评（Burchell et al.，2016），因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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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面工作的研究深深植根于统计和宏观层面的数据而忽略了人们在工作中

生活经历的重要方面。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详细说明不稳定工作增长的影响方

面可能提供特别的资料。目前有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访谈内容的编码

和概念提取形象地展现无证移民在获取体面工作时所面临的障碍（Autin et al.，

2018），为后来研究者开展质性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

3.3  推动体面工作的本土化进展

为了检验工作心理理论提升其适用范围，我们有必要推动体面工作的本土

化发展，而本土化工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

3.3.1  中国情境下体面工作的结构与维度

目前关于体面工作的测量应用最广泛的就是学者开发的量表（Duffy et al.，

2017），但是这一量表主要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所构建的，难免存在于中国

本土化情境不相适应的地方，而目前国内开发的量表或测量指标体系则缺乏普

遍的验证［2］或者量表维度题项过于繁琐，因此，我们认为还应重新对体面工作

的结构维度进行梳理，建立适合中国情境的量表工具。

基于工作心理理论和关于体面工作的定义（Duffy et al.，2017），体面工作

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1）能够确保身体和人际安全的工作条件；（2）拥

有自由的时间和充足的休息；（3）组织价值与家庭和社会价值一致；（4）足

够的报酬；（5）足够的医疗保健措施。其中确保人际交往安全（例如，没有人身、

精神或情感虐待）以及组织价值与家庭、社会价值一致的要求可以看作是满足

个体心理被尊重的需要，其他关于确保身体安全的工作条件、自由或休闲时间、

足够的医疗保健措施都是工作中关于满足个体物质需要的方面。同样的关于体

面工作类似的组成结构也体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比如工资收入体面感、就

业保障体面感、劳动强度体面感与职业发展体面感可以看作是工作可以带来的

物质体面，而民主参与体面感、工作氛围体面感与社会地位体面感则更接近心

理体面的维度（刘盾、徐岩，2021）。因此，本文认为体面工作可以划分为心

理体面和物质体面，并根据心理体面的高低水平和物质体面的高低水平将一份

工作划分为四种类型，只有既满足心理体面又满足物质体面的工作才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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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工作。

3.3.2  中国情境中体面工作的相关影响因素

中国社会关于体面工作的看法现在正处于一种矛盾中，一方面，中国人常

把工作与面子结合起来（杨中芳，2009），“面子”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

化概念，它指个体在特定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极力主张的正向社会价值，也是其

他人认为该个体所具备的社会价值，它是一种以被认可的社会属性加以描画的

自我意象（Goffman，1955）。受中国传统理念以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央企里从事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才被看

作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是让人有“面子”工作，有面子的工作可以让人们获得

满足和被尊重的体验，因而满足了体面工作心理体面的维度；另一方面，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要素活跃起来，私营企业开始林立，许多私营企业从

业人员或者可以获得不菲的薪资，此外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一些服务行业

的从业人员如快递员、外卖员等尽管他们辛苦但也能获得不错的薪资。尽管这

些工作不属于传统的“体面工作”范畴，但满足了体面工作中物质体面的要求，

有了“里子”。

因此，我们在推动中国情境下体面工作相关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

社会规范以及工作所包含的“面子”与“里子”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弹性工作制已经变得普遍，一份终身稳定工作在未来可能变得

几乎不可能（Aubert-Tarby et al.，2018），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质量对生活和个

人价值成就的实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一份体面工作既要让人有面子（心理体面）

又得不失里子（物质体面）。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关注国人的心理体面（面子），

为这些劳动者提供相应的尊重，也不能缺少相应的物质保障。

3.3.3  将体面工作研究扩展到本土特殊群体中

不同于侧重于职业决策和目标的职业理论，工作心理理论框架强调了与代

表性不足的人群更相关的背景因素，这一框架为学者们推荐了一个基础广泛的

议程，以考察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个人工作经历，并将工作概念化为满足大多

数个人基本需求的途径（Duffy et al.，2017）。因此，关于体面工作的研究还应

更多地聚焦到特殊的群体、边缘性地位的人群。目前体面工作研究已在性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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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少数族裔、小脑下垂群体、女性，以及无证移民等在工作选择时缺乏特

权的群体中得到开展。除了上述群体外，我们认为在中国环境中，还存在一些

特殊的边缘化群体值得我们去研究关注，比如农民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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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and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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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cent work, which encapsulates people’s aspirations in their work 

and liv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appiness. Focusing on the core variable of 

decent work, 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 has received extensive research 

and attention because it can help people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from work. 

Based on 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methods,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echanism 

of decent work, and points out that future studies should enric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ecent work,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decent work,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decent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object, structural 

dimens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Decent work; 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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