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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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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行政学院,上海 201210) 

【摘 要】：以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为关注焦点,从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思路、重点

难点、重要观点等方面,对上海市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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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衡量组织的激励机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工作满意度作为组织成员或员工

态度的表现形式,对员工行为、团队行为及组织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教师尤其是事业编制身份的教师,是党校/行政学院的

第一资源,也是党校/行政学院各项事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永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走

进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越来越要求我们务必高度重视党校/行政学院教师工作满意度问

题。这不仅事关党校事业主力军教师的自身发展,事关党校服务对象——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校直接服务的接

收者——学员满意度高低,从而最终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党政领导干部、公务人员、事业人员等教育成效、党性修养、干事能力、

服务水平、执政实绩。因此,开展本研究,意义重大。基于此,以上海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为关注焦点,从研究价值、

研究现状、研究思路、重点难点、重要观点等方面,对上海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从而为后续更深入、更持续的调查研究、实证研究及对策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1 研究党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价值 

工作满意度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衡量组织的激励机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工作满意度作为组织的成员或员

工态度的表现形式,对员工行为、团队行为及组织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与员工工作疏远感、抱怨率、

缺勤率、离职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也与员工工作积极性、投入度、工作质量、组织业绩高度相关。企业如此,事业单位如

此,党校系统亦如此。基于此,我们认为:开展本课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1实践价值 

一是有利于系统诊断新时代上海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激发党校改革发展活力及其创新转型动力;二是有利

于改进提升新时代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尽可能减少人才流失,以稳定、加强和改进区县党校队伍建设;三是有利于不断

调动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持续改进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质量绩效,最终促进上海党校系统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1.2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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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国内外现有教师工作满意度理论;二是有利于提炼和形成党校系统的教师工作满意度理论;三是有利

于推进和深化新时代上海市党校系统领导科学、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等学科理论。 

2 党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现状及不足 

2.1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溯源 

19 世纪初,泰勒提出的“高报酬能提高满意度”成为了“满意度”研究的发轫之作,它引领了工业革命之后颇为壮观的“满

意度”研究大潮。接着,梅奥、勒特利斯贝格尔和怀特海等对工作满意度进行实验研究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该研究认为:员工

是“社会人”;在工业组织中,员工情绪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满意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工作条件。因此,企业组织想要有

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在于关心员工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主要指情感和情绪)。霍桑试验虽未提出工作满意度的概念,也没

有提出测量工作满意度,但许多研究者普遍认为其开创了研究工作满意度的先河。事实上,真正对工作满意度进行最早研究是美

国学者霍波克在其博士论文《工作满意度》中指出:工作满意度是一种心理状态整体性的单一概念,即员工对工作整体的满意程

度,而非分成几个层面来表示。他认为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生理和心理对外界环境因素的满意感受,是员工对外界工作情景的主

观反应。他运用瑟斯通度量表对工作满意度进行了测评,提出工作单调、疲劳、领导方式和工作条件等会影响工作满意度,而且

对工作情况的知觉态度远比工作的客观条件更重要。与此同时,徐联仓等人在当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形势之下,开创了对工作

满意度调查研究先河,研究报告发表在《光明日报》之后,引起了国内学者重视,被西方誉为“开创中国民意调查的先锋”,拉开

了我国工作满意度研究的序幕。徐联仓认为:领导结构因素与下属工作满意度呈现“U”型的函数关系、领导对下属的体恤与其

工作满意度呈现正相关关系。李子彪抽样调查了广州市区 260 名中学教师,52.7%的人认为待遇低影响了教师才能发挥。又如陈

云英、孙绍邦、冯伯麟、陈卫旗、谢钢、诸葛伟民、李稚琳、周丽超、邱芬、魏文选、于辉、聂鹰、李非凡等。总体看,工作满

意度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工作满意度已经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中研究最为频繁的一个变量。但是,

国内外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很少。同时,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仍沿用了企业管理中工作满意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并未真正突出、

体现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的自身特性。 

2.2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概念内涵 

纵观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目前,工作满意度主要有三种定义:综合性的定义,期望差距性的定义和参考架构性的定义。学者

们比较倾向一致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行为,它既是对工作整体状况的态度或反应,也是对工作的不同方面(如工作

种类、福利待遇、薪酬、工作任务、工作)的态度或反应。 

2.3关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单一结构说和多成分结构说。前者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单一结构即对工作总体上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一般会用

“你是否喜欢你的工作”测项来进行提问。后者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结构,诸如对工作、上司、工资、工作环

境等产生不满或满意的感受与评价。从不同构成面分别进行测量和评价满意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工作满意或不满意究竟在哪些方

面。 

2.4关于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工具 

国外的测量工具有波特需求满意问卷、明尼苏达问卷、工作描述指数、工作诊断量、工作满意度问卷、盖洛普咨询公司测

量问卷等。国内学者基本上借鉴西方成果,编制了中国特色的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2.5关于工作满意度的变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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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前者指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人口统计变量、心理健康状况和

自我实现)和环境变量(政府、社会、学校和工作本身、报酬和工作环境)。后者指工作满意度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个人反应

变量(工作绩效、倦怠等)、组织反应变量(离职、缺勤等)和社会反应变量(职业幸福生活质量等)。 

应当指出:上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毋庸置疑,近年来工作满意度理论的确给我国各类组织经营管理注入了新观念、新

思维、新方法,也带来了新变化、新气象、新路子,但从许多组织实际看,有相当多的组织要么忽视工作满意度,要么走形式;要么

行动不到位,要么缺乏可操作的或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二是国内工作满意度研究主要聚焦企业员工满意度、高校及中小学教师

工作满意度领域,但多停留在浅层次认知阶段,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缺乏实证分析和现实针对性,创新性弱。三是国内有关党

校系统教师满意尤其是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文献和成果,目前,尚未发现。以中国知网为例,分别以篇名“党校教师满意”和

“党校老师满意”的文献,截至 2018年 10月 31日,检索结果显示为 0。至于,立足于上海区域、开展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评

价、改进及管理的专项研究,目前也尚未发现。但无疑这为本课题提供了研究机会和研究空间。 

3 上海党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及主要观点 

3.1思路方法 

当前创新转型不仅成为国人共识,也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习近平语)。如何激发创新转型主体的活力与绩效,客观要求

开展满意度调查。本课题聚焦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以测评教师工作满意度、改进教师工作质量、提升教师工作绩效、

促进上海党校系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及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目的,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与领导学、管理科学、技术经济学、

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为多元化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教师访谈与专家咨询、对比研究等

研究方法,深入系统地探究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测评及改进问题。首先,由工作满意、工作满意度入手,简要阐述了工作

满意度基本理论,从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三个方面提出了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问题;其次,立足于上海党校系统实际,

直面全面深化改革和上海创新转型的最新背景,紧密结合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的具体特性与改革发展要求,学习借鉴国内外先

进经验,从党校教师(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但侧重专职教师)两个维度、党校系统两个层面(市委党校+各区党校)出发,在理论述

评基础上,系统诊断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现状与问题;继而,从概念界定、影响因素、模型建立、体系方法、实证分析到

改进对策等六方面,对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为上海党校系统决策管理层及同类组织有效制

定工作政策、提升工作绩效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3.2重点难点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新转型下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二是创新转型下上海市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

测评体系;三是创新转型下上海市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改进策略。 

3.3主要观点 

一是党校教师尤其是事业编制身份的教师,是党校/行政学院的第一资源,也是党校/行政学院各项事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

永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队伍建设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关键,党校队伍建设的重点是教师队伍建设,而党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是调动教师工作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归根到底是党校如何赢得和提高教师满意度。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思想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使命,客观要求上海党校系统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满意度。 

三是教师工作满意度,事关党校队伍建设成败,事关党校各项事业成败,事关改革发展成败。因此,上海党校系统开展教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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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满意度研究,至关重要。开展党校教师满意度研究,必须立足实际,系统诊断其现状问题、影响因素、科学构建测评体系方法以

及实证分析,为改进提供突破口。其中,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建立、测评体系、方法构建以及实证分析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难

点所在。 

四是开展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测评仅仅是手段,改进才是目的。当然,客观地讲,上海党校系统教师工作满意

度改进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诸多环节和部门。理念树立、领导重视、策略措施、制度保障、因校制宜、贵在行

动、全员参与、协同联动、精准发力、持续改进,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OL].求是网,2015-12-11. 

[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12-14. 

[3]南剑飞.员工满意度模型研究[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4. 

[4]南剑飞.加油站员工满意度测评研究[J].石油库与加油站,2015,(4). 

[5]南剑飞.我国石油机械制造企业 ESD模型研究[J].石油机械,2004,(11). 

[6]南剑飞.上海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R].研究报告,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