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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军队需要那些对军队有承诺的人和他们的家庭, 军人和

其配偶对军队承诺的含义是什么？要承诺什么？为什么需要

这种承诺？我们所说的一个有承诺的军人，就是说他对军队

组织，以及对自己的单位，即作为整个军队的一部分，有着强

烈的依附心理, 我们需要这种承诺，是希望由此可以使他们

在工作中有更好的表现，愿意留在军队，并成为所在单位的好

公民［"］,
军人能坚守艰苦、危险的岗位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军

人的组织承诺［%］, 因此，理解组织承诺概念的本质、影响因素

或承诺的结果，对保持一个具有昂扬斗志和做好准备的战斗

群体是至关重要的, 军事研究者长期对组织承诺加以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军队实践环境中, 组织承诺研究揭示了

其与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离职行为等的关系，这些组织

成果恰是决定国家防御能力的重要因素［+］,

#" 组织承诺的概念

=.;>.?（"’)#）最早提出组织承诺的概念，指员工随着对

组织的“单方投入”的增加而使其不得不继续留在组织的一

种心理现象［0］, @A?B.?，CAD:3E 和 =A9/43<（"’&0）认为，高度

承诺员工的表现可能好于低承诺的员工, 组织承诺可以是代

表组织绩效的良好指标, @AB.? 等将组织承诺定义为，个人对

一特定组织认同与投入态度的相对强度，并从 + 个层面上来

说明：在态度层面上，相信且接受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及经营

理念；在行为意图上，愿意为了达成组织的目标而付出额外努

力；在动机上，想保有组织成员身份的强烈愿望［*］, 组织行为

学家 =9;F3<3< 也做出相近的界定：认同组织的目标与价值、

对工作充分的投入、以及对于自己的组织成员身份的肯定且

忠贞, CAD:3E 等［)］人认为，组织承诺是个人对组织的一种态

度或肯定性的内心倾向，是个人对某一特定组织感情上的依

附和参与组织的态度的相对强度, 这些研究者的观点均说明

了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和投入是组织承诺中相当重要的概念,
对于“组织承诺”一词的定义，学者之间的看法并不一

致, 研究者几十年来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组织承诺的界

定、测量、组织承诺对绩效和留职的作用以及组织承诺的影响

因素等,
"’’( 年美国心理学协会（G@G）在旧金山（H3< I?3<;4J;A）

召开大会, 在组织承诺测量的讨论会上，几位主要来自美国

军事研究院的学者 K3:.，-?.2L/.，M3??3J;F 和 N.88<.? 就组织

承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交流，K3:. 等［&］研究者提出组织承诺

测量实践的重要性, 著名的研究组织承诺的学者 G//.< 也发

表了一篇题为《 军队组织承诺研究理论和实践讨论》的论

文［(］，她认为，仍未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存在独立的军人组织承

诺结构, 因此不可能验证这些结构间的关系以及评价各结构

与军队的关系, 也许会有一种认识，期望将已形成的一般关

系模式套用到军队环境中，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证实, 此外，军

队在人员数量和范围上存在的有利条件，使军队在弥补承诺

研究方面的不足具有巨大潜力, 军队在承诺研究上采取更系

统和理论性更强的研究方法将对科学界是极其重要的贡献,
K3:. 等［&］研究者认为，已有的军人组织承诺研究都不是

倾向于使用一个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具, 在许多

研究中，较少关注概念的结构和效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 在军队组织中应用各种方法和技术来评价军人组

织承诺及其相关变量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研究者认为应当系

统地依据现有理论来实施对承诺的评价,

$" 军人组织承诺的结构

由于在概念上以及测量方法上与承诺本身不一致，以往

文献中对有关承诺的行为结果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看法, 目

前尽管在一些细节上还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但在承诺是

一个多维或多种成分结构的看法上已趋于一致, K3:. 等研究

者认为，C.E.? 和 G//.< 的理论是目前为止比较具有综合性和

成熟的一个理论, C.E.? 和 G//.< 对以往组织承诺研究进行了

一次综合性分析，提出组织承诺三因素理论［’ O "#］, 这个研究

结果在很多研究中得到验证，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
这三种组织承诺分别是：情感承诺（388.;B4P. ;A224B2.<B，

GQ），持续 承 诺（ ;A<B4<93<;. ;A224B2.<B，QQ ）和 规 范 承 诺

（<A?23B4P. ;A224B2.<B，RQ）, 所谓情感承诺是指成员对组织

的情感依附，使个人会对组织的目标产生认同，并内化组织的

价值观, 成员对组织承诺是因为他们“ 想要（D3<B BA）”这么

做,
持续承诺源于行为承诺的概念，说明组织承诺的产生，是

由于组织成员无法改变其行动结果，因而改变其态度, 根据

认知失调理论，当成员觉察到态度与行为有落差、离开组织的

代价大于利益时，便会寻求某种理由来改变其态度, 于是，外

在的奖赏往往成为维持此类承诺的关键, 所以，个人与组织

之间聘雇关系的维持，靠得是物质利益而非情感因素, 也就

是说，成员对组织的承诺是因为“需要（<..: BA）”这么做,
规范承诺强调个人与组织关系中的义务方面，认为组织

成员经由组织或社会规范的内化，产生一种接近个人义务或

道德责任的承诺, 成员认为留在组织、为组织付出，是一种不

可逃避的个人义务, 就是说，成员对组织的承诺是因为他们

感到“应该（A9SFB BA）”这么做, 在实证研究中，情感承诺和规

范承诺这两类承诺，对成员行为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 一般

来说，规范承诺对成员行为表现的影响，不如情感承诺强, 因

此，在国外规范承诺较少受到重视,
M3??3J;F 对军官承诺的三种成分进行了评价［+］, 结果经

过验证性因素分析（QIG）证实了承诺的以上三种成分结构,
军人组织承诺是一个复合性结构，包括接受组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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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为组织而付出心力以及留在组织中的愿望! 实验结果表

明，组织承诺具有理解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行为的效用! 元

分析结果显示，组织承诺与离开组织有关的变量有一致性关

系，这些变量包括：对选择机会的知觉，离职的意图、迟到、缺

勤和人员变更［""］!
#$%$& 和 ’(($) 对组织承诺的定义是形成个人与组织之

间关系并具有使成员保持成员身份的心理状态! #$%$& 和 ’(*
($) 区分了组织承诺的三个成分，而且，这几种成分在吸引成

员留在组织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这三者之间的区别类似于社

会影响中的顺从（+,-.(/0)+$），认同（ /1$)2/3/+02/,)）和内化（ /)*
2$&)0(/402/,)）之间的不同［"5］!

’6 指的是成员对组织的情感的依附、认同和投入，’6 使

成员忠实于组织的期待和价值观，与留任组织有正相关! 66
指的是意识到离开组织会带来个人损失! 66 与成员对组织

的赌注与投资有关! 与 ’6 相比，66 较不稳定! #$%$& 和 ’(*
($)（"778）指出，组织中个人的 ’6 的形成是由于组织满足他

们的需要、期望和让他们实现目标［"9］! 根据传统的观点，’6
要比 66 更符合对职业军人的看法!

!" 军人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和结果

组织承诺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2:/$; 和 <0=0+ 强

调十分有必要研究组织承诺是如何随时间而发展，以及在职

业不同阶段影响组织成员承诺的关键因素［""］! #$%$& 和 ’(($)
也提倡研究如何测量组织承诺的发展问题! 尽管有几项纵向

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的时间并没有超过 "5 -,［9］! 研究表

明，较长时间的追踪研究会使纵向研究有所收获! #,>10% 等

研究者发现，成员进入到组织，一开始经历一个最初的社会化

阶段，在过了这个阶段后，有一些影响因素会发生改变! ?0)
#00)$) 从警察样本中同样发现，成员对组织的承诺是在工作

9@ -, 后才稳定的［9］! A&$-B($ 等研究者认为利用军队的档案

资料，可以适用于军队组织承诺的纵向研究!
C,- 和 C;(/) 使用 D,&2$& 和 E-/2: 的组织承诺量表调查

了 "5@@ 名美军国民警卫队（’&-% F02/,)0( G;0&1 ）成员，发

现组织承诺可以很好的预测延长服役时间的意向和行为［"H］!
#0&2/) 研究了 "5@@ 名后备役军人，发现情感承诺与军队工作

满意度、群体（单位）的凝聚力以及留职意向有关［"I］! A$.(/24*
J% 使用 #$%$& 和 ’(($)（"7KH）的情感承诺（8 个条目）量表，对

8"H 名军队初级军官进行了留职研究［9］，发现 ’6 与职业期望

和留在军队的倾向有正向的相关，但是与预感到的军队职业

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有负相关! 还发现在军队服役时间与情感

承诺（’6）有正相关（ ! L @! "8），但相关不大! M,N$) 和 #0&2/)
调查了来自美三军的 "9@@ 名士兵，发现 ’6 与适应部队生活、

战斗准备状态良好以及幸福感有显著的相关［"I］! O/- 等人研

究发现，’6 预测了一项在 "77@ 年开始的对 5HH 名空军医生

的留职倾向研究［"P］!
G01$ 等［K］对驻守西奈执行维和使命的美军部队开展了

为期两年多的研究! 首先，对改编的 #$%$& 和 ’(($) 的量表进

行了因素结构和信度的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6Q’）结果表

明与 ’6，66 两因素结构吻合很好! 其次，承诺对军队绩效的

影响也得到证明! 在研究中，对实验对象做了分组，区分了承

诺高低不 同 的 组 别：R’C6（ 低 情 感 承 诺*高 持 续 承 诺 组），

C’C6（高的情感承诺*高的持续承诺组），R’R6（ 低的情感

承诺*低的持续承诺组）和 C’R6（ 高的情感承诺*低的持续承

诺组）! 对承诺的重要结果分别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结论：!
不同承诺组在绩效得分上的差别，绩效得分由低至高，相应地

组织承诺的组别为：R’C6，C’C6，R’R6，C’R6；" 不同承

诺组与留职意向! 倾向由短期留职到长期的完全服役（5@
年），相 应 地 组 织 承 诺 的 组 别 为：R’R6，R’C6，C’R6，

C’C6；# 不同承诺组与准备状态! 准备状态评定分数由低

至高，相 应 地 组 织 承 诺 的 组 别 为：R’C6，R’R6，C’C6，

C’R6；$ 不同承诺组承与士气评定的关系! 士气评定分数由

低至高，相应 地 组 织 承 诺 的 组 别 为：R’R6，R’C6，C’C6，

C’R6!

#" 军人组织承诺的测量

大部分军队研究者宁愿自己编制新的项目和量表，而不

愿意自己的研究与那些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发展成熟的量

表相结合（#$%$& 和 ’(($) 的量表），G01$ 等研究者希望借助

那些促进军队组织承诺理论和知识发展的方法，将军队组织

承诺研究带入科学的主流，从而使军队组织承诺测量建立在

牢固的理论基础之上!
依据 #$%$& 和 ’(($) 的理论，组织承诺是 9 种承诺的结合

体! ’6 是承诺的愿意方面，表示军人与其配偶对军队和本单

位情感上的依恋或认同! 66 是承诺的需要方面，是军人感到

找到其他工作很困难或因为在军队多年付出，很难离开! F6
是承诺的义务方面，表示军人承担的道德义务或所投入的是

一项事业，而不仅是一份工作! 总的说来，组织承诺是由各种

留在组织中并为组织而努力表现的动机组合而成的!
G01$ 等研究者对军人组织承诺的研究达到了预期的 9

个目标：! 从 #$%$& 和 ’(($) 的组织承诺量表发展而来的军

队专用的量表，经过验证，具有与 #$%$& 和 ’(($) 量表完全相

同的结构，加之量表简便，更方便在讲究时间和效率的军队组

织中使用! 重要的是，有了这样一个量表，对承诺这个能够预

测军队绩效、留职和士气等的至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可以更

好的开展追踪研究了! " 该量表虽然从条目上简化了，但是

信度依然良好! # 验证了 #$%$& 和 ’(($) 的理论，即高的情感

承诺对绩效、准备状态和幸福感的良好预测力! 结合 A/N0J 和

A/N0J 的研究，探讨组织承诺对组织结果影响的机制，研究者

提出这些结果可能与承诺中的特质成分有关的设想［"K］! 最

后，G01$ 等研究者认为，随着对该量表的进一步改善和标准

化，’6 和 66 量表将结合在一起，发挥预测留职意愿、表现出

色和好公民行为的作用! 总之，组织承诺测量构成了军队作

战准备状态的最主要的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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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在针灸对椎动脉型颈椎病治

疗中的疗效观察

李‘ 月，苏‘ 冰‘ （解放军第 :<= 医院，福建 厦门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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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参考《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中颈

椎病诊断依据，将 :@@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门诊患者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6 观察组 >@ 例，年龄 QP a >?（平均 =Q6 @ 岁），病程

Q6 > !&6 对照组 >@ 例，年龄 Q> a ?@（ 平均 =Q6 > 岁），病程 A6 @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b @6 @>）6 观察组采用针灸 c 心理

治疗，对照组采用针灸治疗6 针灸取穴为颈夹脊、风池、大椎、

阿是穴等主穴随证加减，常规消毒进针后接电针仪，留针 Q@

!*#，: 次 [ -，:@ 次 : 疗程6 心理疏导在治疗前以及疗程中进

行，以减轻或消除患者心理负担6 在针灸治疗时，用语言引导

治疗所产生的感觉6 两组治疗 : !& 后，应用《 症状自评量表

IWGK;@》［:］评定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和心理状况（ 主要抑郁和

焦虑），并根据《 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进行判

定［Q］6 完全恢复：症状和体征全部消失，颈部活动自由6 显著

有效：主要症状和体征及颈部活动明显改善6 有效：主要症状

和体征部分好转6 无效：主要症状和体征无改善6 结果治疗

后，症状和体征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观察组的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组（! d @6 @>，表 :）6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总体 IWGK;@ 主

要因子分有一定差异（表 Q）6

表 :‘ 颈椎病治疗后疗效 （" # >@，"）

组别 完全恢复 显效 有效 显效率（e ）

观察 QP :P = ;Q

对照 Q= :? :@ P@

表 Q‘ 颈椎病患者 IWGK;@ 主要因子比较 （" # >@，$ % &）

组别
躯体化

治疗前 治疗后

抑郁

治疗前 治疗后

焦虑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 A6 :; f @6 A< :6 @? f @6 ::) A6 Q; f @6 :< :6 :: f @6 :<) Q6 :; f @6 :< :6 @Q f @6 :@)

对照 A6 AQ f @6 Q; :6 A> f @6 QQ) A6 @? f @6 =: :6 ;? f @6 AQ Q6 <P f @6 Q> :6 P> f @6 QA),

)! d @6 @> ’& 治疗前，,! d @6 @> ’& 观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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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椎动脉型颈椎病是以椎动脉受压迫或痉挛引起的

椎底动脉供血不足为主要症状的颈椎病，常导致患者产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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