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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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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是人们的最高追求，致力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

容，对于典型服务行业的酒店业更具意义。基于努力—恢复模型提出酒店员工恢复体验、工

作满意、主观幸福的关系假设，并以长沙市酒店员工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采用 ＳＥＭ验
证酒店员工恢复体验结构，构建层次回归模型分析酒店员工恢复体验对主观幸福的影响路径

及工作满意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酒店员工恢复体验由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掌握体

验、控制体验构成，其中心理脱离部分通过工作满意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放松体验显著

负向影响主观幸福，对工作满意无显著影响，掌握体验完全通过工作满意显著正向影响主观

幸福，控制体验部分通过工作满意正向影响主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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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作为学术界热切关注的话题，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

是个体在感受外部事物时，带给内心的愉悦、满足的积极情感表现。促进酒店员

工主观幸福提升，留住优秀人才，增强酒店人才竞争优势，已经成为现代酒店人

力资源管理日益重视和必不可少的工作。恢复体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能够
通过个人在工作时间之外的休闲，使得个人身心得到放松，回到工作岗位后，能

够较快地融入工作环境，产生积极情绪，有利于提升个体工作满意和主观幸

福［１］４４。员工的恢复策略、恢复时间、个人特征、工作要求等均会影响个体的恢

复体验，较高的恢复体验有助于员工较快适应工作角色，获得较高的工作满意，

提升个体主观幸福［２］。本文在探讨恢复体验维度的基础上，构建酒店员工恢复体

验与主观幸福的作用机理，揭示其相互之间的影响过程，以期为酒店人力资源管

理提供优化对策。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１恢复体验
关于恢复体验的研究最初来自于生理学领域对恢复的研究，学术界基于努力

—恢复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恢复是个体在应激后，身心系统的反应过

程［３］。随着社会管理实践的发展，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关注度日益提高，学术界也

开始注重对 “恢复体验”的研究。

国外学者Ｃｒａｉｇ＆Ｃｏｏｐｅｒ（１９９２）［４］、Ｍｅｉｊｍａｎ＆Ｍｕｌｄｅｒ（１９９８）［５］等对恢复体
验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是个体被应激源激活后，其机能系统恢复到正常或应激前

水平的过程。国内关于恢复体验的成果较少，学者吴伟炯等 （２０１２）对国外恢复体
验研究进行了综述。本研究采用吴伟炯等对恢复体验所做的定义，即员工在职业应

激中得到恢复的积极心理过程。其概念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点：（１）恢复体验是一
个积极概念，是员工从职业应激中恢复的心理过程；（２）恢复体验关系到与员工的
工作绩效与职业幸福，主要与积极结果相关；（３）恢复体验具有可开发性，基于特
定途径可以提升恢复体验的质与量；（４）恢复体验主要包含放松体验、心理脱离、
掌握体验与控制体验四个维度。心理脱离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是指个体实
现在心理上与工作脱离，停止工作相关活动 （如停止执行工作任务），抑制工作思

维。放松体验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是指个体通过开展放松活动，减轻负面情
绪，获得积极情感；掌握体验 （Ｍａｓｔｅｒ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是指个体通过参加与工作无关
但具有挑战的活动，如参加培训班、拓展训练等获得新的内在资源 （如技能、领导

能力等），扩展个人能力，以达到恢复的目的。控制体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是
指在非工作情境下员工自由选择从事某项活动的时间和方式的体验［６，７］。

２工作满意
学术界对工作满意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但最初对工作满意做出界定的是学

者Ｈｏｐｐｏｃｋ（１９３５）［８］。已有研究中，关于工作满意的概念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１）“平衡”说，关注员工对工作的态度和看法，认为是员工将工作的不同方面
满意与不满意做出的整合与平衡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１９９７）［９］；（２） “期望”说，重点
强调应得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 （Ｗｅｘｌｅｙ＆Ｙｕｋｌ，１９７７）［１０］； （３） “认知—情
感”说，侧重于员工对工作构成的各个方面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６９）［１１］。综合考虑相关研究成果以及酒店服务特性，本文的工作满意是员工综
合考虑工作特性、同事关系及工作环境等方面，评估自己应得的报酬与实际所得

报酬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情感反应。

３主观幸福
主观幸福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１２］。Ｓｈｉ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３］和Ｄｉｅｎｅｒ［１４］认为，生活满
意是主观幸福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主观幸福中的认知成分，是衡量主观幸福的关

键指标。本研究采用生活满意来衡量个体主观幸福，采用Ｓｈｉｎ＆Ｊｏｈｎｓｏｎ的界定，

３４第１期　许春晓，张　坤，胡　婷：酒店员工恢复体验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工作满意的中介效应



即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

（二）理论基础

努力—恢复模型 （Ｍｅｉｊｍａｎ＆Ｍｕｌｄｅｒ，１９９８）认为，员工为满足工作要求付
出努力后，需要短暂的休息，其身心系统才会恢复到基准水平。从工作付出的适

应性身心反应中得到恢复，具体表现为

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若

适应性身心系统没有得到恢复，正常的

努力—恢复过程受到阻碍，这会增加工

作负荷，影响个体工作满意，具体表现为较低的满意度和较高的离职意愿，这反

过来又会使其需要更多的时间恢复［１５］。个体的生活状态与工作状态是息息相关

的，工作满意会影响生活满意。本文基于努力—恢复模型，构建酒店员工恢复体

验与主观幸福的影响路径 （如图１）。
（三）研究假设

１恢复体验与主观幸福
恢复体验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减弱工作要求 （工作负荷、角色冲突、时间压

力和情境限制等）对个体幸福的影响；同时，恢复体验具有可开发性，通过培训

促使员工从工作应激中恢复，提升员工主观幸福［１］４９。组织成员由于心理脱离会

产生积极情感，加深对自我价值以及能力的认知，心理脱离和生活满意度正相

关，有助于提升个体主观幸福 （Ｆｒｉｔｚ等，２０１０）［１６］１１５５。放松体验能够促进员工工
作投入，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长期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到工作情景中，对个

体主观幸福产生负面影响 （Ｋüｈｎｅｌ＆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２０１１）［１７］。组织成员通过在工作
之余的掌握体验，感受到积极情绪状态，获得掌握体验有利于提升员工主观幸福

（Ｂｉｎｎｅｗｉｅｓ，２０１０）［１８］。控制体验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胜任感，调节工作压
力，以促进恢复并提升主观幸福 （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Ｆｒｉｔｚ，２００７）［１９］２０４。恢复体验包含
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掌握体验与控制体验，这些体验对员工主观幸福产生极大

影响。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１：恢复体验对酒店员工主观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ａ：心理脱离对酒店员工主观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ｂ：放松体验对酒店员工主观幸福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１ｃ：掌握体验对酒店员工主观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ｄ：控制体验对酒店员工主观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恢复体验与工作满意
恢复体验帮助员工从 “工作模式”转化到 “生活模式”，在工作之余获得

“工作中的抽离感”。研究表明，个体的恢复过程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作

用，恢复体验帮助员工从职业应激中恢复过来，以积极、健康、精力充沛的状态

重新投入工作，提升员工工作积极性，有效缓解工作压力，提高员工工作满

意［２０］３６３。Ｅｔｚｉｏｎ等 （１９９８）研究表明，心理脱离水平越高，工作应激源对工作倦
怠的负向作用越明显［２１］；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等 （２０１０）提出，心理脱离减少工作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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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工作预期，降低员工工作满意［２２］。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２：恢复体验对工作满意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２ａ：心理脱离对酒店员工的工作满意有显著负向影响
Ｈ２ｂ：放松体验对酒店员工的工作满意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２ｃ：掌握体验对酒店员工的工作满意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２ｄ：控制体验对酒店员工的工作满意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
主观幸福影响因素众多，相对而言，对周边相对收入的评价越高，个体的主观幸

福越强烈。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会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２３］。高工作投入的员

工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中，对工作技巧掌握的较好，工作满意较高［２４］，员工的

期望水平和工作满意、个体幸福正相关［２５］，工作满意带来积极的工作状态，是个体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员工的主观幸福增强［２６］。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３：酒店员工工作满意对主观幸福有显著正向影响
４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
处于紧张工作状态的员工，利用休闲时间获得较好的恢复体验，有利于更好

地恢复工作状态，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获得较高工作满意［１］４８。工作—家庭边

界越清晰，员工恢复的越好，较少出现低落情绪［２７］。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获得的

工作满意对恢复体验与主观幸福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４：酒店员工工作满意在恢复体验与主观幸福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Ｈ４ａ：心理脱离通过工作满意正向影响酒店员工的主观幸福
Ｈ４ｂ：放松体验通过工作满意正向影响酒店员工的主观幸福
Ｈ４ｃ：掌握体验通过工作满意正向影响酒店员工的主观幸福
Ｈ４ｄ：控制体验通过工作满意正向影响酒店员工的主观幸福

二、量表设计与调研方案

（一）量表设计

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等 （２００７）［２］６７４基于努力—恢复模型、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恢复体验
量表，是目前最权威、使用最广的量表，量表的适用性与稳定性得到了较好的佐

证；ＫｗａｎｇＨｏＬｅｅ等 （２０１６）［２８］将工作满意作为整体进行测量，实证开发了工作满
意量表；Ｄｉｅｎｅｒ等 （１９９３）［２９－３０］研究构建了主观幸福量表。本研究中的恢复体验、
工作满意、主观幸福变量内涵与学者 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ＫｗａｎｇＨｏＬｅｅ，Ｄｉｅｎｅｒ的界定一
致，在借鉴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和酒店员工的具体特征，对量表内容

表达和结构编排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量

表。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自评式打分，其中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５表示完全符合。
（二）案例地选取

自我国１９８９年实行星级酒店评定制度以来，酒店就开始从传统的住宿、饮
食、集会功能向提供全方位的家居、度假、文化娱乐、商业服务、购物服务和交

通服务等方面转型升级。在国内酒店业中，长沙居中部省会城市之首，吸引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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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国际集团、万达酒店及度假村、洲际酒店集团等驻足投资。据湖南省统计局官

方网站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底，长沙市拥有１２家五星级酒店、２５家四星级酒店、
４０家三星级酒店、７家二星级酒店、星级宾馆合计７８家①。长沙酒店业重视强调

顾客满意度，不断加强酒店设施投资建设，入住率居全国首位，创造了中国酒店

业的 “长沙酒店现象”。随着酒店业竞争的日趋激烈，长沙的酒店管理工作需要

以激发员工动力为基础，紧扣市场的脉搏，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调研方案与数据收集情况

本文选取长沙市酒店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长沙酒店人虚拟交流社区随机发

放问卷，以ＱＱ群、微信平台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方式基于以下几种
考虑：首先，笔者与群组内成员长期交流，彼此熟悉；其次，群成员都来自酒店

行业，囊括长沙市星级酒店与经济型连锁酒店，拥有丰富的酒店行业经验；最

后，笔者与群友都存在互动交流，选取群内排在基数位成员，解释部分研究变量

含义，由其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以自评的方式自愿填写问卷。

本次调研于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１１月进行，共计发放问卷６４０份，回收问卷５９３
份，回收率为９２７％，剔除信息填写不完全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计５８９份，
问卷有效率为 ９９３％。在样本结构方面，女性员工略多 （５８２％），男性
（４１８％）；年龄结构以１８～３０岁为主 （８１７％），３１～３５岁占１０９％，３６岁及
以上只占到７５％；学历层次中等，高中至本科学历群体占到８８８％；调查群体
的收入水平以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月为主 （３４８％），其次为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月
（２８５％）、１５０１～２０００元／月 （１２６％）、５００１元月以上 （１０９％）；样本群体
在本酒店的工作年限１年以下占３６％，１～３年占４４１％，４～６年占１２６％，７
年以上只占到７３％；组织层级以基层服务员工为主 （４３６％），其次基层管理
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分别占１５１％、１４１％，技术人员、营销人员、行政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占比均在１０％以下。本次抽样的人口学分布与酒店实际的从业人
员结构基本吻合，样本具有较好的典型代表性。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数据质量检验

１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的调查均由同一被试者在同一时刻点提供信

息，因此有必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根据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结果
显示，核心变量量表２５项测试语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１的公因子６
个，累计解释总方差６９３５７％，其中解释力度最大的公因子特征值为３５９４，解释
了总方差的１４３７７％。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会对本次研究造成严重影响。
２量表信度检验
运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系数为指标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度，检测各题项间的一致性

６４ 　　　　　　旅　游　研　究　　　　　　　　　　　　　第１０卷

①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年湖南省统计年鉴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ｎｔｊ．ｇｏｖ．ｃｎ／ｓｊｆｂ／ｔｊｎｊ／１５ｔｊｎｊ／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及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均
大于０８，说明本研究各变量的测试量表具备良好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３变量量表的结构效度检验
如前文交代，研究中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量表均为成熟量表，已

经过众多学者的实证检验。利用ＡＭＯＳ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测试题项
的收敛效度及变量间的区别效度，检定实际的测量数据与理论架构的适配度，检

验各变量的建构效度的适切性和真实性 （如表１）。
表１　核心变量量表的验证参数估计表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ＣＲ Ｐ 组合效度 平均提取方差

下班后，我远离自己的工作事务 ＜－－－ 心理脱离 ８３１ ０５３ １８９３５ 
０８０８ ０６７７

下班后，我不会考虑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 心理脱离 ８１５ ０５４ １９０６５ 

工作之余，我得到了休息 ＜－－－ 放松体验 ６９７ ０３３ １８４５８ 

工作之余，我处于放松的状态 ＜－－－ 放松体验 ７６０ ０３０ ２０７９１ 

工作之余，我会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 ＜－－－ 放松体验 ８３０ ０３１ ２３６６１  ０８７５ ０５８５

工作之余，我会花一些时间在放松自己上 ＜－－－ 放松体验 ７７０ ０３３ ２１１８４ 

工作之余，我会享受休闲时光 ＜－－－ 放松体验 ７６１ ０３３ ２０９７２ 

工作之余，我学习新的东西 ＜－－－ 掌握体验 ７３７ ０３６ ２０１７８ 

工作之余，我做挑战自我的事情 ＜－－－ 掌握体验 ７９２ ０３７ ２１９８１ 
０８５６ ０５９９

工作之余，我会去做有挑战性的事 ＜－－－ 掌握体验 ８６８ ０３８ ２４２７２ 

工作之余，我会做一些事来拓宽自己的眼界 ＜－－－ 掌握体验 ６８８ ０３７ １７６５８ 

工作之余，我感觉自己能决定想要做的事情 ＜－－－ 控制体验 ６６６ ０３７ １７３７５ 

工作之余，我决定我自己的日程安排 ＜－－－ 控制体验 ８０７ ０３７ ２２３６２ 
０８４４ ０５７７

工作之余，我自己决定我的时间安排 ＜－－－ 控制体验 ８２３ ０３８ ２２８３０ 

工作之余，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 ＜－－－ 控制体验 ７３３ ０３７ １９４５１ 

我满意自己现在的工作成绩 ＜－－－ 工作满意 ５７０ ０３９ １３４６９  ０８３０ ０４９９

我满意自己在实现酒店职业发展目标上所做工作 ＜－－－ 工作满意 ７１６ ０３４ １８６９３ 

我对自己在酒店收入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 工作满意 ７９１ ０３９ ２１３６４ 

我对自己在酒店晋升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 工作满意 ８１２ ０３７ ２２２６２ 

我满意自己为了酒店目标锻炼自身技能取得进步 ＜－－－ 工作满意 ６０９ ０３４ １５１９８ 

我的生活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 ＜－－－ 主观幸福 ８０７ ０３８ ２２５４８ 

我的生活条件很好 ＜－－－ 主观幸福 ７７３ ０３８ ２１２０５ 

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 ＜－－－ 主观幸福 ８２７ ０３６ ２３４００  ０８６６ ０５６６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得到了我生活中想要的东西 ＜－－－ 主观幸福 ７２０ ０３８ １９１４８ 

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基本上不会做任何改变 ＜－－－ 主观幸福 ６１４ ０４５ １５５７５ 

　　注：表示Ｐ＜００１。

恢复体验：恢复体验由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掌握体验与控制体验四个维度

构成，采用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的量表，包括１５条测试语句。恢复体验量表的信度检验结
果很理想，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系数达０８７，且四维恢复体验结构模型的拟合
指数均达到了标准① （χ２／ｄｆ＝３８６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０，ＡＧＦＩ＝０９００，ＧＦＩ＝
０９３５，ＮＦＩ＝０９３４，ＩＦＩ＝０９５０，ＣＦＩ＝０９５０，ＴＬＩ＝０９３２）。

７４第１期　许春晓，张　坤，胡　婷：酒店员工恢复体验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工作满意的中介效应

①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评价指标：χ２／ｄｆ小于３时适配效果佳，小于５时可接受；ＲＭ
ＳＥＡ越小越好，小于００１时适配效果极佳，小于００５时适配效果佳，小于０１时表示观测数
据与模型较好拟合，尚可接受；ＧＦＩ、ＣＦＩ、ＴＬＩ越接近１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０９及以上表
示拟合良好，０８及以上表示尚可接受。



工作满意：采用ＫｗａｎｇＨｏＬｅｅ的量表，包括５条测试语句。信度检验结果
理想，工作满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系数为０８４２，工作满意为单维结构，结构验证拟
合情况优 （χ２／ｄｆ＝２０９２，ＲＭＳＥＡ＝００４３，ＡＧＦＩ＝０９７９，ＧＦＩ＝０９９６，ＣＦＩ＝
０９９７，ＮＦＩ＝０９９５，ＩＦＩ＝０９９７，ＴＬＩ＝０９９０）。

主观幸福：采用Ｄｉｅｎｅｒ的量表，包括５条测试语句。信度检验结果理想，主
观幸福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系数为０８６６，主观幸福为单维结构，结构拟合极佳
（χ２／ｄｆ＝１８５１，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８，ＡＧＦＩ＝０９８２，ＧＦＩ＝０９９５，ＣＦＩ＝０９９７，ＮＦＩ
＝０９９４，ＩＦＩ＝０９９７，ＴＬＩ＝０９９４）。
（二）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

相关分析是变量间关系研究的基本前提。前文关于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

幸福之间的关系假设中隐藏了一个前提假设，即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之

间存在相关关系。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α＝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下，
心理脱离与放松体验显著线性相关，放松体验、掌握体验、控制体验两两显著线性

相关，控制体验与工作满意显著线性相关，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显著线性相关，说

明可以进一步探索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之间的线性影响关系。

基于个体属性之间存在差异，将个体背景变量引入作为控制变量前，先探讨

个体背景变量与核心变量 （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主观幸福）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显示 （如表２）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月收入水平、职务、工作年
限与核心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所以本研究的恢复体验、工作满意、

主观幸福回归模型不引入个体背景变量。

表２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 性别 １

２ 年龄 －０１３９ １

３ 婚姻状况 －００５１－０３１３ １

４ 学历 ００３８ －０２３６ ００４９ １

５ 月收入 －０１４６０３４６ －０２５８ －００１１ １

６ 职务 －０１４６０２７８ －０１２２０１１７ ０２９６ １

７ 工作年限－０１７８０５４１ －０２３５－０１７１０３８０ ０３３６ １

８ 心理脱离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９－０２２８－０２５５ －００６４ １

９ 放松体验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２－０１３６ －００７２０４３３ １

１０掌握体验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６ ０３６２ １

１１控制体验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３０１９０ ０３５４ ０５１９ １

１２工作满意 －００６１０１５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２ ０２５７ ０３３０ １

１３生活满意 －００６８０２４３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０ ０２４４ ０２３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６０１１３ ０２６１ ０５５０ １

　　注：Ｎ＝５８９，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下同）。性别：①男②女；年龄：①１８～２５岁②２６～３０岁③３１～３５岁④３６～４０岁⑤

４１～４５岁⑥４６岁及以上；婚姻状况：①已婚②未婚③离异④丧偶；学历：①初中及以下②高中或中专③大专或本科④研究生及以上；月收

入水平：①１０００元月以下②１００１—１５００元／月③１５０１—２０００元／月④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月⑤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月⑥５００１元月以上；职务：①基层服

务人员②技术人员③营销人员④行政人员⑤基层管理人员⑥中层管理人员⑦高层管理人员⑧其他；工作年限：①１年以下②１—３年③４—６年

④７～９年⑤１０年以上。

（三）恢复体验、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的关系假设检验

１恢复体验的影响效应检验
层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表３）显示：（１）心理脱离显著负向影响工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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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模型１：Ｂ＝－００８７，Ｐ＜００１），假设Ｈ２ａ通过；心理脱离对主观幸福的影响
不显著 （见模型２：Ｂ＝００３３，Ｐ＞００５），假设Ｈ１ａ未通过。（２）放松体验对工
作满意无显著影响 （见模型１：Ｂ＝００１５，Ｐ＞００５），假设Ｈ２ｂ未通过；放松体验
显著负向影响主观幸福 （见模型２：Ｂ＝－０２２８，Ｐ＜００１），假设Ｈ１ｂ通过。（３）
掌握体验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满意 （见模型１：Ｂ＝００９７，ｐ＜００５），假设 Ｈ２ｃ通
过；掌握体验对主观幸福无显著影响 （见模型２：Ｂ＝００１８，Ｐ＞００５），假设Ｈ１ｃ
未通过。（４）控制体验对工作满意、主观幸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见模型１：Ｂ
＝０２６７，Ｐ＜００１；见模型２：Ｂ＝０３１８，Ｐ＜００１），假设Ｈ１ｄ、Ｈ２ｄ通过。
２工作满意的中介效应检验
层级回归与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 （表３）显示：（１）工作满意显著正向影响主观

幸福 （见模型３：Ｂ＝０６１９，Ｐ＜００１），假设Ｈ３通过。（２）工作满意在心理脱
离影响主观幸福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见模型１：Ｂ＝－００８７，Ｐ＜００１；模型２：
Ｂ＝００３３，Ｐ＞００５；模型４：Ｂ＝００８６，Ｐ＜００５），心理脱离影响主观幸福的
总效应为００３４，方向为正，假设Ｈ４ａ通过。（３）工作满意在放松体验影响主观
幸福中无显著的中介作用 （见模型 １：Ｂ＝００１５，Ｐ＞００５；模型 ２：Ｂ＝－
０２２８，Ｐ＜００１；模型 ４：Ｂ＝－０２３７，Ｐ＜００１；Ｓｏｂｅｌ检验值为 ０３０６＞
００５），放松体验影响主观幸福的总效应为０２３７，方向为负，假设Ｈ４ｂ未通过。
（４）工作满意在掌握体验与主观幸福之间完全中介作用 （见模型１：Ｂ＝００９７，
Ｐ＜００５；模型２：Ｂ＝００１８，Ｐ＞００５；模型４：Ｂ＝－００４，Ｐ＞００５），掌握
体验影响主观幸福的总效应为００５８，方向为正，假设Ｈ４ｃ通过。（５）工作满意
在控制体验影响主观幸福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见模型１：Ｂ＝０２６７，Ｐ＜００１；
模型２：Ｂ＝０３１８，Ｐ＜００１；模型４：Ｂ＝０１５７，Ｐ＜００１），控制体验影响主
观幸福的总效应为０３１８，方向为正，假设Ｈ４ｄ通过。

表３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工作满意 主观幸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自变量

心理脱离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６

放松体验 ００１５ －０２２８ －０２３７

掌握体验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控制体验 ０２６７ ０３１８ １５７

中介变量 工作满意 ０６１９ ０６０４

Ｒ值 ０３６６ ０３０８ ０５５０ ０５８６
Ｒ方 ０１３４ ００９５ ０３０２ ０３４４

调整Ｒ方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９ ０３０１ ０３３８
Ｆ值 ２２５５６ １５２８ ２５４２７０ ６１０９７
常数 ２２４７ ２４８７ ０７９０ １１３

　　注：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

四、结论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酒店员工恢复体验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并基于努力—恢复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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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如图２）所示。

第一，酒店员工恢复体验包括心理脱离、放松体验、掌握体验与控制体验四

个维度。此结论与学者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Ｆｒｉｔｚ（２００７）［１９］２１０、Ｆｒｉ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１６］１１４５、
吴伟炯等 （２０１２）［１］５０对关于恢复体验结构维度的研究相一致。恢复体验促使酒
店员工工作后获得身心放松，促进消极情绪的减少，积极情绪的增多，提高员工

的工作满意和主观幸福［３１］。

第二，酒店员工的心理脱离显著负向影响工作满意，且部分通过工作满意显

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学者 Ｓｏｎｎｅｎｔａｇ（２０１０）［２０］３５７以及 Ｋｉｎｎｕｎｅｎ＆ Ｆｅｌｄｔ
（２０１３）［３２］发现，高工作负荷及工作情绪会影响心理脱离发挥效应，酒店员工在
下班之后，放下对工作问题的思考，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生活情景，有利于提升生

活满意；酒店员工实现心理脱离，需要离开工作环境，避免工作问题的干扰，减

少工作付出影响到工作业绩与工作满意降低。

第三，酒店员工的放松体验显著负向影响主观幸福，对工作满意无显著影

响，即工作满意并未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酒店员工的放松体验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提高，生活预期与薪资水平之间形成差距。阚洁琼和鞠嘉 （２０１２）［３３］研究表
明，在收入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时，主观幸福就会降低，与此结论相一致；放松

体验关注酒店员工下班之后的休闲，与酒店员工的工作状况无直接联系。

第四，酒店员工的掌握体验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对主观幸福无显著影

响，且工作满意在掌握体验影响主观幸福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学者

Ｋａｈｎ（１９９０）［３４］，Ｄｏｌａｎ＆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８）［３５］研究证实了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的相
关性，更高的工作满意水平会导致更高的主观幸福，工作满意是酒店进行自我改

进的重要手段，酒店员工在闲暇时间，学习新技能，获得新的内在资源，锻炼思

维能力，有利于增强工作能力，提升酒店员工的工作满意；酒店员工通过获得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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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体验主要在于增强个人能力，对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不明显。

第五，酒店员工的控制体验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满意，且部分通过工作满意正

向影响主观幸福。郑烨 （２０１２）［３６］研究也表明，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之间存在正
相关性，个体的内在满意对主观幸福具有显著的影响。酒店员工在生活情景下，

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想做的事情；在工作情景下，增进对工作任务的关注，促

进工作目标的实现。酒店员工通过恢复体验的影响效应，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

推动主观幸福提升。

（二）管理启示

第一，量度而行，科学调控员工的感觉负荷。酒店员工在工作压力下，注意

力将主要集中在工作任务上，产生感觉负荷。在日常工作中，要关注员工在旺

季、淡季的心理负荷，关注酒店员工在工作情境和非工作情境下的角色转换，合

理安排工作任务，增加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如实行分时段工作安排、轮岗工作制

度等，保证酒店员工身心健康。

第二，劳逸结合，全面营造轻松和谐的工作氛围。高强度的工作削弱了酒店

员工工作积极性，要通过有目的性和非目的性的休闲活动使酒店员工达到身心放

松。把握日常工作节奏，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推行灵活的休假制度，营造和谐的

工作氛围，提升员工工作满意。

第三，学习引导，积极鼓励员工个人能力拓展。酒店员工的掌握体验显著正

向影响工作满意，在满足自己基本的生理需要的基础上，酒店员工会更加关注工

作成就感和自我价值。要激励酒店员工在工作之余，参加个人能力拓展训练，学

习新知识，鼓励酒店员工提升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第四，分权管理，大力激发员工自主创新能力。员工是酒店最重要的资源，是

酒店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尊重员工的意见，给予酒店员工参与

到日常管理与重大事项决策的机会，激发酒店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动力。发挥酒

店员工的自主创新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储备优秀人才，促进酒店稳定发展。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恢复体验与幸福感的研究不断深入，本文将其之间的相

互关系引入酒店行业，在酒店业得到了实证分析。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主

要以生活满意来测量主观幸福，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其次，本研究的样本主

要集中在长沙市酒店业，有待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验证，提高研究的普适性。同

时，关于恢复体验、幸福感以及其他中介变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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