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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与动摇：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

王军 韩晓宁

摘要

本研究对全国范围内396名新闻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职业承诺状况。职业

承诺可划分为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等三个维度，研究发现该群体职业承诺状

况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表现较低、继续承诺表现较好。从业体验、

职业志向危机和职业期望价值等三类因素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水平产生影响：从业

体验层面，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和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职业志向危机层

面，当从业者感知舆论监督功能和社会关怀面向存在理想与现实差异时，则职业承诺较

低；职业期望价值层面，职业效能感知中的音视频技能因素与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

素、声望地位因素和发展因素对职业承诺水平具有显著正面作用，而外部机会感知则具

有负面影响。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对职业承诺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还可通过

影响职业期望价值来产生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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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习近平，2016

年2月19日）近年来，伴随着传统新闻媒体行业在传媒环境变动中遭遇越来越多的

挑战，新闻从业者队伍呈现逐渐升高的流动性趋势，这不仅体现在资深新闻从业者

的离职或转行事例增加，也体现在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对口率上。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大陆持证记者人数为23.1万人，相比2012年的24.8万人已有所下降（中

国记协，2018）；同时，当前新闻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对口率仅保持在20%左右（陶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国际新闻界  2020.08

建杰，张志安，2018），行业某些领域已呈现一定的“人才荒”现象。面对这一境

况，如何提高新闻从业者群体的职业承诺水平、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队伍，

已成为新闻职业面临的重大难题。既有研究表明，职业承诺作为个体与职业之间的

“心理契约”，职业承诺水平较高的从业者倾向于认同和忠诚于现有职业，具有较

高的工作积极性和留职意愿；而职业承诺水平较低的从业者则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离职行为等现象（罗润生，申继亮，2001；徐向龙，2009）。

同时，目前学界关于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

职业认同等领域（赵凡，2011；张志安，沈菲，2012；潘忠党，陆晔，2017；韩晓

宁，王军，2018），多通过从业者职业情感状态来解释其职业选择行为；而职业承

诺涉及的范畴更广，除了关注因情感认同所形成的承诺外，还关注因经济成本、社

会规范等其他因素所形成的职业承诺。此外，与以往职业流动多表现为行业内的

“调动”“跳槽”不同，新媒体语境下从业者的职业流动更具有“转型”的意味，

即职业性质、职业类型都将发生明显的改变（丁方舟，2016），这使得当下关注职

业承诺比组织承诺更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拟聚焦职业承诺议题，通过对

新闻从业者群体的问卷调查，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当前新闻从业者群体职业承

诺的基本构成和现状如何；二、哪些因素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水平，导致

新闻从业者处于坚定的或是动摇的心理契约状态。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职业承诺（occupational/career commitment）作为一个职业心理学概念，起源

于Becker（1960）提出的“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而后随着组

织承诺研究范围的扩大，衍生出工会承诺、岗位承诺、专业承诺、职业承诺等概

念。其中职业承诺由于与组织承诺的弱相关性以及两者影响因素的差异，使得职业

承诺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得以独立开展下来（McDuff & Mueller，2000）。

纵观目前学者对职业承诺的研究，多集中于律师、护士、医生、教师、公务员

等群体。在研究取向方面，主要存在两条路径：一条研究路径是侧重从情感层面出

发，认为职业承诺是个体对职业的情感依附（Blau，1988；Lee，2000；Clikeman，

Schwartz & Lathan，2001）。例如Blau（1988）将其界定为个体对职业的态度，考

察了对现有职业的喜爱度和忠诚度等题项；并以护士群体为例，发现职业承诺与工

作年限、工作卷入度等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角色模糊度、工作不可控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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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负相关关系。Lee（2000）认为职业承诺是个体基于对职业的情感反应而形成

的与职业之间的心理纽带；其对76篇与职业承诺相关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职业

承诺受到工作卷入度、工作满意度等工作因素的显著影响，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工

作绩效、以及通过影响职业离职倾向而间接影响组织离职倾向。另一条研究路径则

认为职业承诺是包含个体情感、经济、社会规范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概念，实质

是个体与职业间的“心理契约”（Morrow，1993：163；Meyer，Allen & Smith，

1993；Gardner，1992）。Meyer等人（1993）提出职业承诺的概念可以被分解为情

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继续承诺（continuance commitment）和规范承诺

（normative commitment）等三个维度，此三维度分析框架受到广泛认可。其中，

情感承诺是指因对职业的喜爱和依赖而倾向于留在现有职业；继续承诺是指因离开

现有职业可能造成经济利益损失（包括对职业长期投入等形成的沉没成本和放弃现

有职业待遇、寻找替代性工作等形成的机会成本）而倾向于继续从事现有职业；规

范承诺是指因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或对职业的责任感而倾向于留在现有职业。国内

学者的研究，以第二条研究路径为主。例如龙立荣和李霞（2002）以中小学教师为

例，将职业承诺划分为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种类型，发现职业承诺对

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离职意愿等具有一定的预测力。连榕（2004）也将职业

承诺划分为这三个维度，发现继续承诺与职业倦怠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情感承诺、

规范承诺与职业倦怠间呈现显著负相关。

聚焦到新闻从业者群体，目前关于职业承诺的专门研究较少，多融合于工作

满意度、职业倦怠和职业认同等研究中，侧重从情感层面考察该群体的职业归属

感或忠诚度（Becker，Sobowale & Cobbey，1979；Kang，1987；韩晓宁，王军，

2018）。例如Kang（1987）将职业承诺等同于职业满意度，发现韩国记者具有较高

的职业承诺，对经济回报、工作自主性、社会地位等层面均表现出比较满意的状

态。韩晓宁和王军（2018）发现，当前新闻实习生的职业归属感整体偏低，媒体功

能认知和理想媒体选择倾向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职业承诺作为自变量或中介

变量也出现在一些从业意愿或离职意愿研究中，比如Steiner（1998）对女性记者离

职自传进行研究，发现薪水较低和工作劳累而非兼顾家庭因素是影响女性记者职业

承诺下降以及进而离职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也有少数研究关注了职业承诺各维度

当中除了情感承诺以外的其他维度，如继续承诺、规范承诺等，但数量较有限。

Lowrey和Becker（2004）关注了职业承诺中的继续承诺维度，他们对美国新闻专业

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毕业生具有较强的职业承诺；大学前、大学期间的相关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国际新闻界  2020.08

实践活动（如社团、实习等）对职业承诺影响有限，而进入工作后的组织自豪感和

工作满意度等组织体验具有较强的预测力。陶建杰（2018）通过对上海地区新闻本

科生的问卷调查，将该群体的专业承诺划分为理想承诺、继续承诺、情感承诺和规

范承诺四个维度，并考察了新闻教育因素对职业承诺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新闻从业者职业承诺各维度当中的继续承诺、规范承

诺等关注较少；由于职业承诺的产生机制具有复杂性，侧重情感层面的研究则容易忽

视因经济、社会规范因素而产生的承诺状况，故本研究将职业承诺看作是个体与职业

间的“心理契约”，宜从情感承诺、继续承诺、规范承诺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考察。

（二）研究假设  

关于职业承诺的形成，主要存在特质因素学说和心理动力学说，来自后者的

期望价值理论被广泛应用（Naquin & Lii，2002；Carless，2005）。根据期望价值理

论，职业承诺作为个体在心理层面对目前所从事职业的权衡、选择，主要由职业期

望价值当中的效能期望和结果期望所决定；测量效能期望时一般使用“职业效能感

知”指标，测量结果期望一般使用“职业价值感知”指标。职业效能感知，是指个

体对自我能够完成某项职业工作能力的评估。职业价值感知，是指个体对自我从事

某种职业所产生结果或价值的评估（Bandura，1977；Eccles & Wigfield，1995；Betz 

& Hackett，1997）。多项研究发现个体对职业的效能期望、结果期望与职业承诺

成正相关关系。Chung（2002）对美国大学生、Carless（2005）对美国警察部门、

Awoyemi和Bamigbade（2016）对尼日利亚政府雇员的调查均发现，职业效能感知

对于职业承诺、尤其是入职前职业承诺产生了重要的正向影响；Aryee等（1994）

对新加坡管理和专业人员、Duffy 等（2011）对西方研究型大学员工、Damayanti等

（2019）针对印尼银行人员的调查均显示，职业价值感知（比如职业效用、与职业

相关的福祉等）对职业承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外部机会感知”也

被视为职业期望价值的组成部分；外部机会感知，是指从业者对自身进入其他职业

的可能性评估，包括对自身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作能力和其他职业价值的评估；有研

究发现其对职业承诺会起到负面的作用（Wheeler，et.al.，2007；Lu，Sun & Du，

2016）。综上所述，职业承诺主要受到职业期望价值影响，职业期望价值则包括职

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外部机会感知三项内容。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1：职业效能感知越高，职业承诺越高；

假设H2：职业价值感知越高，职业承诺越高；

假设H3：外部机会感知越高，职业承诺越低。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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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外部机会感知等都属于职业自我认知（self-

concept）范畴，其形成与发展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个体通过不断与外部环境相

互作用所获取的认知结果（Betz & Hackett，1997；高申春，2000：552-584；张文

慧，雷晓鸣，王晓钧，2012；凌文辁，方俐洛，白利刚，1999）。在诸多来自个体

和环境的影响因素中，新闻从业者的“从业体验”（包括新闻教育、工作经历等）

和“职业志向”（包括媒体功能认知、理想媒体选择等）是影响职业价值感知等职

业自我认知的两类重要变量（韩晓宁，王军，2018）；在本研究中，职业志向也可

以更进一步具体表述为“职业志向危机”，有研究发现职业志向之所以能对职业自

我认知、情感认同和行为表现等产生影响，主要在于出现了“理想与现实背离”

的志向危机（丁汉青，王军，2019）。因此本研究将“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

机”作为影响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外部机会感知的两类影响因素。

同时，个体和环境因素对职业承诺的影响并非完全是间接效应，也具有直接效

应。例如Allen和Meyer（1990）认为沉没成本（对职业付出的时间、精力等）和机

会成本（放弃现有职业待遇和寻找新工作的风险）等对职业承诺具有显著性影响。

Singh和Billingsley（1998）对美国教师群体进行调查，发现校长支持、同事支持等

组织因素对职业承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教学经验则具有负面影响。Johnstone等人

（1976：154）通过对新闻记者群体的调查发现，20%-25%的记者群体具有较低的

职业承诺，并且职业承诺的不满并非源自经济机会，而是更多地源自职业志向危

机，即新闻理想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差异。因此“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也

可能对职业承诺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H4：从业体验（包括新闻教育、工作经历）对职业承诺的影响不仅有直

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假设H5：职业志向危机对职业承诺的影响不仅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图1：职业承诺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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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职业承诺

对新闻从业者职业承诺的测量，主要参照Meyer等人（1993）的量表，询问

被访者对“我非常喜欢新闻职业”“离开新闻职业，意味着自己此前的努力都白

费”等12个题项的认同程度。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

准共提取3个公共因子，可分别命名为“情感承诺”（α=0.956）、“继续承诺”

（α=0.940）和“规范承诺”（α=0.893），共解释总方差的85.66%。其中情感承

诺相关题项主要询问受访者对于现有职业的情感认同程度；继续承诺相关题项主要

询问受访者对于更换职业带来的沉没成本或机会成本的认知；规范承诺相关题项主

要询问受访者对于更换职业时社会规范压力的认知。此因子分析结果，与龙立荣和

李霞（2002）、连榕（2004）对教师群体研究时得出的维度结构一致；相较于新闻

本科生专业承诺的四个维度（陶建杰，2018），本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群体中的理

想承诺和情感承诺维度更多地是融合在一起。

2.自变量：职业期望价值、从业体验、职业志向危机

（1）职业期望价值

职业期望价值，主要包括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和外部机会感知。对

职业效能感知的测量，主要根据Anderson等（2015）提出的新媒体时代从业者应

具备的新闻专业技能，询问被访者对“新闻价值判断能力”“视频记录与编辑能

力”“信息可视化能力”等9项能力的掌握程度。对问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共

提取3个公共因子，可分别命名为“文字技能”（α=0.938）、“音视频技能”

（α=0.928）和“互联网技能”（α=0.861），可解释总方差的84.52%。

对职业价值感知的测量，本研究主要根据凌文辁等（1999）的“Holland式中

国职业兴趣量表”，询问被访者对新闻职业的“薪酬收入”“工作环境条件”“社

会地位”“符合兴趣爱好”等15个方面能否满足个体需求的评估情况。对问卷数据

进行因子分析，从15个题项中删除载荷值在至少两个维度上出现较大数值的3个题

项后，共提取3个公共因子，可分别命名为“保健因素”（α=0.879）、“声望地

位因素”（α=0.932）和“发展因素”（α=0.832），可解释总方差的75.57%。

对外部机会感知的测量，主要根据Wheeler等人（2007）的量表，询问被访者

对“离开新闻职业，重新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难”“我觉得自己在新闻

职业以外的发展机会很多”等4个题项的认同程度，题项一致性系数为0.962。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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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

从业体验，主要包括新闻教育和工作经历因素，参照韩晓宁和王军（2018）对

相应指标的设置，新闻教育采用“接受新闻教育年限”题项测量；工作经历因素则

包括工作过的新闻媒体级别、媒体类别、工作岗位、从业年限、工作满意度等五个

方面。

职业志向危机，是指新闻从业者在职业志向方面所存在的“理想”与“现

实”差异，职业志向的内容中可能对职业承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媒体功能

认知、理想媒体选择和专业素养等三项内容（丁汉青，王军，2019；韩晓宁，王

军，2018）；分别参照Chan等（2004）对媒体功能认知和理想媒体选择、罗文辉

（2004）对专业素养的题项设置，对数据进行因子提取，得出在媒体功能认知层

面，存在“环境监测”（α=0.858）、“政治宣传”（α=0.862）、“提供知识

与娱乐”（α=0.887）和“舆论监督”（α=0.899）四个因子，共解释总方差的

83.26%；在理想媒体选择层面，存在“西方媒体”（α=0.935）、“市场化媒体”

（α=0.780）和“党媒”（α=0.929）三个因子，共解释总方差的82.40%；在专业

素养层面，存在“报道可信面向”（α=0.926）和“社会关怀面向”（α=0.862）

两个因子，共解释总方差的81.23%。同时，本研究对职业志向所涉三项内容的每个

问题均分别设置了“理想”与“现实”题项，以测量职业志向危机状况。

3.控制变量：人口统计学属性

既有文献指出，新闻从业者职业承诺的表现，还可能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属性的影响（Lowrey & Becker，2004；陶建杰，2018；丁汉青，

王军，2019）。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

作区域、工资待遇和编制情况等7个人口统计学属性作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通过填答付费的形式在各个新闻从业者微信

群、QQ群、微信朋友圈等渠道推广问卷网页链接获取样本。问卷发放共经历“问

卷试填”和“正式发布”两个阶段，其中问卷试填阶段通过对12名新闻从业者的问

卷试填和深度访谈，进行相应的问卷修正；正式发布阶段开始于2019年6月12日，

截至2019年7月10日，共收集问卷504份，其中有效问卷396份，有效率为78.57%。无

效问卷删除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是问卷填答时间过短，21份填答时间低于3分钟

的问卷被视为无效；二是问卷填答存在自我矛盾，问卷设置了3道对立题项用于检

验填答质量，87份问卷经检验后被视为无效。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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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

（一）职业承诺及其各维度的表现

数据分析发现（见表2），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水平整体处于中等状态

（M=3.22，SD=0.754）。其中，“继续承诺”维度（M=3.47，SD=1.032）表现最

高，即新闻从业者倾向于认为更换职业容易带来较高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说明

新闻从业者选择留在新闻职业多是出于社会经济性因素考虑；“规范承诺”维度

（M=3.13，SD=1.009）和“情感承诺”维度（M=3.05，SD=1.145）则表现一般，

即新闻从业者因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或对职业的责任感、以及因对职业的喜爱和依

赖而选择留在新闻职业的比例并不高，说明从业者留在新闻职业相对较少是出于社

会规范和情感因素。

（二）职业承诺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更好地研究新闻从业者职业承诺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从业体验（包括新闻

教育、工作经历）、职业志向危机（包括媒体功能认知差异、理想媒体选择差异、

专业素养差异）、职业期望价值（包括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外部机会感

知）为自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为控制变

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这些变量对因变量“职业承诺”及其细分维度“情

表1：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属性描述（N=396）

样本属性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样本属性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51 38.13%

工作区域

东北 29 7.32% 

女 245 61.87% 华北 136 34.34% 

年龄

20-29岁 205 51.77% 华东 60 15.15% 

30-39岁 124 31.31% 华中 26 6.57%

40-49岁 52 13.13% 华南 54 13.64% 

50-59岁 15 3.78% 西北 18 4.55%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21 5.30% 西南 73 18.43% 

大学专科 49 12.37% 

税后工资待遇

3000元以下 110 27.78% 

大学本科 203 51.26% 3001-5000元 92 23.23% 

硕士 107 27.02% 5001-7000元 87 21.97% 

博士 16 4.04% 7001-9000元 54 13.64% 

婚姻状况
未婚 172 43.43% 9001-11000元 28 7.07% 

已婚 224 56.57% 11001-13000元 18 4.55%

编制情况
无事业编制 285 71.97% 13001元以上 7 1.77%

有事业编制 111 28.03%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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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的影响。对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

外部机会感知和职业承诺的测量，均采用累加求平均值的方法获得。对职业志向危

机的测量，由于考察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故当“理想”在五点量表中

的被选值大于或等于3时，采用“理想”数值减去“现实”数值获得；当“理想”

被选值小于3时，采用“现实”数值减去“理想”数值获得。

回归结果表明，职业承诺为因变量时，控制人口统计学属性，从业体验、职业

志向危机和职业期望价值等因素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对应的调整R2增加值分别为

0.148、0.081和0.114。具体表现为：在从业体验层面，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和工作满

意度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在职业志向危机层面，当从业者感知到较大的理想

与现实差异时，倾向表现为较低的职业承诺；在职业期望价值层面，职业效能感知

中的音视频技能水平、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声望地位因素和发展因素具有

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外部机会感知则具有负面影响。其中从业体验中的接受新闻教

育年限影响、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影响程度最大。进而证实了H2

和H3，部分证实了假设H1。

具体到职业承诺的各个维度，当情感承诺为因变量时，从业体验、职业志向

危机和职业期望价值为主要影响因素，对应的调整R2增加值分别为0.127、0.102和

0.069。具体表现为：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声望地位

因素和发展因素对情感承诺水平具有正面作用，而舆论监督功能差异、党媒认知差

异、社会关怀面向差异和外部机会感知则具有负面影响，其中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

表2：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情况分析（N=396）

因子 题项 因子载荷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情 感 承 诺

（M=3.05，

SD=1.145）

我非常喜欢新闻职业 .941 3.11 1.188 

我对于新闻职业充满热情 .942 3.10 1.168 

我一直很庆幸当年选择了新闻职业而非其他职业 .914 2.93 1.269 

我愿意为了新闻职业的发展而付出自己的努力 .926 3.04 1.246 

继 续 承 诺

（M=3.47，

SD=1.032）

离开新闻职业，意味着自己此前的努力都白费 .880 3.40 1.147 

改变现有职业意味着我的生活节奏将被打破 .913 3.47 1.075 

改变现有职业需要做出大量的个人牺牲 .933 3.59 1.121 

改变现有职业对于我来说具有较大压力 .909 3.44 1.140 

规 范 承 诺

（M=3.13，

SD=1.009）

干一行爱一行，既来之则安之 .873 3.29 1.103 

离开新闻职业不道德，人人都应该忠诚于职业 .910 3.04 1.128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待在新闻职业 .878 3.06 1.091 

整体 3.22 0.754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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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因素、社会关怀面向差异和舆论监督功能差异影响程度最大。

当继续承诺为因变量时，从业体验和职业期望价值为主要影响因素，对应的调

整R2增加值分别为0.092和0.047。具体表现为：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工作年限、职

业效能感知中的音视频技能水平、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对继续承

诺水平具有正面作用，而外部机会感知的提升则具有负面影响，其中工作年限、接

受新闻教育年限和发展因素影响程度最大。

当规范承诺为因变量时，从业体验和职业期望价值为主要影响因素，对应的调

整R2增加值分别为0.087和0.077。具体表现为：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工作满意度和

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声望地位因素、发展因素对规范承诺水平具有正面作

用，而外部机会感知的出现则会降低规范承诺，其中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

声望地位因素和接受新闻教育年限的影响程度最大。此外，人口统计学属性对新闻

从业者职业承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规范承诺，对应的调整R2为0.115，

占总体的40.78%，表现为年龄越大、拥有编制的从业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规范承诺。

表3：预测新闻从业者职业承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标准化系数）（N=396）1

情感承诺 继续承诺 规范承诺 职业承诺

人口属性

女性 -0.03(0.11) 0.04(0.11) 0.06(0.10) 0.02(0.06) 

年龄 0.09(0.01) 0.01(0.01) 0.16(0.01)�� 0.12(0.01)�� 

受教育程度 0.02(0.07) -0.02(0.07) -0.08(0.07) -0.04(0.05) 

有事业编制 0.01(0.12) 0.05(0.12) 0.12(0.11)�� 0.08(0.07)� 

调整后的R2 0.094 0.068 0.115 0.118

从业体验

接受新闻教育年限 0.00(0.05) 0.18(0.05)��� 0.24(0.05)��� 0.18(0.03)��� 

工作年限 -0.06(0.04) 0.19(0.04)** 0.03(0.04) 0.07(0.03) 

工作满意度 0.11(0.06)�� 0.09(0.06) 0.09(0.06)� 0.14(0.04)��� 

调整后的R2增加 0.127 0.092 0.087 0.148

职业志向危机

环境监测功能差异 -0.04(0.07) 0.05(0.07) -0.01(0.07) 0.00(0.05) 

舆论监督功能差异 -0.11(0.05)�� -0.09(0.05) 0.02(0.05) -0.09(0.03)��

知识与文化功能差异 0.02(0.07) 0.01(0.07) 0.07(0.07) 0.04(0.04) 

政治宣传功能差异 -0.04(0.05) 0.03(0.05) -0.07(0.05) -0.03(0.03)

西方媒体认知差异 -0.03(0.04) -0.02(0.04) -0.08(0.04) -0.05(0.03) 

党媒认知差异 -0.12(0.04)�� 0.08(0.04) -0.01(0.04) -0.03(0.03) 

市场化媒体认知差异 -0.01(0.06) -0.02(0.06) 0.02(0.06) -0.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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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检验

为检验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本研究对模型进行简

化处理，以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为自变量，以职业承诺为因变量，以职业效能

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和外部机会感知为中介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介效

应的检验则采用Sobel检验方法（温忠麟等，2004），具体结果如表4、表5所示。

结果显示，在从业体验层面，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对职业承诺既具有显著的直接

效应（β=0.17）；也具有间接效应，即一方面通过提高职业效能感知（β=0.01）

来促进职业承诺，另一方面则通过负面影响职业价值感知（β=-0.03）来影响职

业承诺，而外部机会感知在其中的中介效应（T=ab/√(a2�Sb2+b2�Sa2=-0.432，

Sig>0.10，其中a、b为标准化系数，Sa、Sb为对应的标准误）并不显著。以此类

推，工作年限主要表现为间接效应，一方面通过提高职业效能感知和职业价值感知

来促进职业承诺，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外部机会感知的提升而对职业承诺起到降低作

用，整体依然具有较强的正面促进作用。工作满意度除了直接促进职业承诺外，还

通过影响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和外部机会感知来间接影响职业承诺。在职

业志向危机层面，理想媒体选择差异对职业承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间接效应，即通

过负面影响职业价值感知的判断来降低职业承诺；专业素养认知差异除了直接负面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不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可能性分别不超

过10%、5%和1%。

报道可信性面向差异 -0.04(0.08) -0.04(0.08) -0.01(0.08) -0.04(0.05) 

社会关怀面向差异 -0.12(0.06)�� -0.13(0.06)� 0.01(0.06) -0.13(0.04)�� 

调整后的R2增加 0.102 0.026 0.003 0.081

职业期望价值

保健因素 0.18(0.09)��� 0.14(0.09)� 0.15(0.08)�� 0.22(0.05)��� 

声望地位因素 0.11(0.09)� 0.15(0.07)�� 0.15(0.08)�� 0.19(0.04)��� 

发展因素 0.11(0.07)� 0.01(0.09) 0.14(0.06)� 0.11(0.05)� 

文字技能 0.01(0.08) 0.05(0.08) 0.08(0.07) 0.06(0.05) 

音视频技能 0.05(0.07) 0.15(0.07)�� -0.04(0.07) 0.09(0.05)� 

互联网技能 0.09(0.08) -0.09(0.08) -0.11(0.08) -0.04(0.05) 

外部机会感知 -0.06(0.05) -0.10(0.05)� -0.04(0.05) -0.10(0.03)�� 

调整后的R2增加 0.069 0.047 0.077 0.114

调整后的R2 0.392 0.233 0.282 0.461

F值 7.211 3.935 4.784 9.225

Sig值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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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职业承诺外，也通过负面影响职业价值感知的判断来降低职业承诺。进而证实

了假设H4和H5。

表4：从业体验、职业志向危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检验模型（标准化系数）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不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可能性分别不超

过10%、5%和1%。

职业承诺

模型1

职业效能感知

模型2

职业价值感知

模型3

外部机会感知

模型4

职业承诺

模型5

人口属性

女性 0.06(0.07) 0.07(0.08) 0.02(0.07) 0.01(0.12) 0.04(0.06) 

年龄 0.06(0.01) -0.17(0.01)�� -0.13(0.01)�� -0.12(0.01) 0.12(0.01)�� 

受教育程度 -0.02(0.05) -0.09(0.05) 0.06(0.05) 0.05(0.09) -0.03 (0.04)

有事业编制 0.13(0.08)��� 0.02(0.08) 0.08(0.08)� 0.02(0.14) 0.09(0.07)�� 

从业体验

接受新闻教育年限 0.16(0.04)��� 0.13(0.04)� -0.06(0.04) 0.03(0.06) 0.17(0.03)��� 

工作年限 0.16(0.03)�� 0.33(0.03)��� 0.22(0.03) ��� 0.20(0.05)�� 0.05(0.03) 

工作满意度 0.28(0.04) ��� 0.17(0.04)��� 0.38(0.04)��� 0.17(0.07)��� 0.12(0.04)�� 

职业志向危机

媒体功能认知差异 -0.06(0.06) -0.01(0.06) 0.03(0.06) -0.04(0.10) -0.08(0.05) 

理想媒体选择差异 -0.10(0.04)�� -0.09(0.05) -0.09(0.04)� -0.05(0.08) -0.06(0.04) 

专业素养认知差异 -0.28(0.06)��� 0.04(0.07) -0.28(0.06)��� 0.03(0.11) -0.15(0.06)��� 

职业期望价值

职业效能感知 0.10(0.05)�� 

职业价值感知 0.46(0.05)��� 

外部机会感知 -0.13(0.03)��� 

调整后的R2 0.346 0.077 0.414 0.070 0.465

F值 8.467 2.175 10.960 2.063 12.083

Sig值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表5：从业体验、职业志向危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标准化系数）2

变量 影响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接受新闻教育年限

接受新闻教育年限→职业效能感知→职

业承诺
0.013

0.156接受新闻教育年限→职业价值感知→职

业承诺
-0.028

接受新闻教育年限→职业承诺 0.174

工作年限 工作年限→职业效能感知→职业承诺 0.032 0.155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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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396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后，归纳

出以下五点结论并进行讨论。

第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水平整体处于中等状态，其中继续承诺表现较

好，规范承诺和情感承诺表现较低。

本研究发现，职业承诺可以划分为情感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种维度，

说明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职业承诺的形成存在复杂的社会机理，并非单一地来自情感

因素。其中情感承诺水平较低、继续承诺水平较高说明了当前新闻从业者群体整体

缺乏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对“职业共同体”的认同仍有待加强（周睿鸣，徐煜，

李先知，2018）；相较于本世纪初从业者选择留在新闻职业多出于对该职业情感的

认同和喜爱（张志安，沈菲，2012），当前从业者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沉没成本（即

对职业的长期时间、精力等投入）和机会成本（即找到可替代性工作的机会）的考

虑而选择留在新闻职业。同时，规范承诺较低，说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

运行，离职、跳槽的观念已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不再终生坚守某一职业（翁清

雄，陈国清，2009）。同时，数据显示，情感承诺（β=0.23，Sig.=0.000）、继续

承诺（β=0.08，Sig.=0.089）、规范承诺（β=0.11，Sig.=0.023）对短期从业意愿

（即“未来一年内基本不可能离开新闻职业”等）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长期

从业意愿（即“愿意未来长期从事新闻职业工作”等）中，情感承诺（β=0.12，

Sig.=0.070）和规范承诺（β=0.11，Sig.=0.067）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继续承诺

（β=-0.07，Sig.=0.232>0.10）不具有显著性影响，显示基于继续承诺形成的从业

意愿往往稳定性不足，当外界的机会超过其成本时，从业者则倾向于选择离开，进

工作年限→职业价值感知→职业承诺 0.098

工作年限→外部机会感知→职业承诺 -0.026

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职业效能感知→职业承诺 0.016

0.284
工作满意度→职业价值感知→职业承诺 0.172

工作满意度→外部机会感知→职业承诺 -0.022

工作满意度→职业承诺 0.117

理想媒体选择差异
理想媒体选择差异→职业价值感知→职

业承诺
-0.041 -0.104

专业素养认知差异

专业素养认知差异→职业价值感知→职

业承诺
-0.128

-0.277

专业素养认知差异→职业承诺 -0.150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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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当前新闻职业的较高流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丁方舟（2016）等人的

结论，即相较于以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多表现为新闻职业范围内的“调动”或

“跳槽”，当前更多地表现为职业转型，即进入其他与新闻无关的职业，“逃离新

闻职业”正逐渐成为现实。

第二，从业体验、职业志向危机和职业价值感知，是影响从业者情感承诺的主

要因素。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传统的新闻机构在经营竞争

中趋于弱势、新闻职业的内涵也在不断被重新定义；在此背景下，新闻从业者的情

感承诺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一）职业志向危机的广泛存在影响了情感承诺的形成。当前新媒体、新技

术正推动变革着传统媒体的生产惯习和传播逻辑，使得原有的新闻职业权力被逐

渐消解（彭增军，2017），从业者先前基于前人或书本上建构起来的职业想象同

现实社会已产生了巨大背离，具体表现为：在媒体功能认知方面，从业者普遍认

为舆论监督功能较为重要（M=3.65，SD=1.034），而现实社会中该功能表现一般

（M=2.67，SD=1.054）；在理想媒体选择方面，从业者较少将党媒作为其理想媒

体（M=3.13，SD=1.049），但在现实过程中党媒获取的资源往往最多（M=3.85，

SD=1. 081）； 在专业素养方面 ，从业者认为媒 体组织应具有社 会关怀面向

（M=4.27，SD=0.796），但在现实社会中却表现一般（M=3.06，SD=1.020），这

种“理想与现实”的背离造成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对职业想象的幻灭，逐渐产生对职

业志向的困惑和行动“方位感”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从业者的情感承诺。这一点

在诸多名记者的离职文本中均可以看出，曾经的光辉岁月已不复存在（白红义，

2015）。

（二）职业价值感知的下降进一步引发情感承诺的下降。伴随着新闻媒体职

业权力（如新闻采编权、舆论监督权等）丧失、社会地位下滑、职业上升空间有

限等因素，当前从业者对新闻职业价值呈现较为一般的评价，具体表现为：对职

业价值的评价整体处于一般水平（M=3.21，SD=0.845），其中声望地位因素最高

（M=3.38，SD=0.837），其次为发展因素（M=3.24，SD=1.169），最后为保健因

素（M=3.01，SD=0.897）。职业价值感知特别是工资薪酬等保健因素的下降，使

得部分从业者挣扎在现实生存困境中，无暇顾及情感等较高层次的需求满足，进而

引发情感承诺的整体下降。同时，从业体验特别是其中的工作满意度，对情感承诺

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新闻媒体组织因素在职业承诺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与前人结论基本一致（Singh & Billingsley，1998）。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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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业体验、职业效能感知、职业价值感知和外部机会感知，是影响从

业者继续承诺的主要因素。相较于情感承诺，继续承诺更注重对经济成本和收益

的考虑，表现为从业体验（包括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对其具有正面促进

作用，职业效能感知中的音视频技能、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具

有正面促进作用，而外部机会感知则具有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运

行，个体在择业价值观追求方面已发生较大变化，根据本问卷的择业价值观调查，

对“工资薪酬”（M=4.22，SD=0.864）、“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M=4.25，

SD=0.868）的追求已逐渐取代“个人兴趣爱好”（M=3.73，SD=0.977）、“实

现人生价值”（M=3.61，SD=1.098）等，成为当前新闻从业者职业追求的首要目

标。在这种环境下，当新闻职业能够提供相对满意的薪酬和较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时，则会增加从业者离开职业的机会成本（包括放弃现有职业待遇和寻找新工作的

风险等），进而能够留住优秀人才；当不能够提供相对满意的薪酬和较大的职业发

展空间时，则容易导致有能力的从业者选择逃离新闻职业。同样地，从业者选择逃

离新闻职业，并非是不满意，而是与其他高薪行业相对比时所呈现的“相对不满

意”，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丁汉青、王军和刘影（2016）的观点。同时，当从业

者在新闻职业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多，如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越长、音视

频技能较高时，其离开新闻职业的沉没成本（表现为从业者对新闻职业的“单方投

入”）也越高，进而促进继续承诺的提升；而外部机会感知的提升则对继续承诺具

有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当从业者感知离开新闻职业、进入其他职业可以获得更好

的工资报酬和职业发展前景时，会降低其择业的机会成本，进而导致继续承诺的

降低。此外，职业志向危机中的“社会关怀面向差异”也会负面影响继续承诺，

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从业者在做出继续承诺时也仅仅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同样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

第四，从业体验、职业价值感知与年龄、编制等人口统计学因素，是影响从

业者规范承诺的主要因素。这表现为从业体验中的接受新闻教育年限和工作满意

度，以及职业价值感知中的保健因素、声望地位因素和发展因素对规范承诺具有正

面促进作用，而外部机会感知则具有负面影响。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工资薪酬等职

业价值感知的提升除了增加从业者离职的机会成本而促进继续承诺外，也会因为增

加员工的亏欠感等心理成本而促进规范承诺（刘小平，2011）；当在职员工体验到

自身拥有较好工资待遇、领导和同事支持、以及较高的职业发展机会时，员工往

往会增强对组织或职业的亏欠感，进而增强责任感以回报组织或职业，呈现出较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承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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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规范承诺。并且根据外部机会感知和职业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职业价

值感知对规范承诺的影响在外部机会感知较少的情况下会更为凸显（β=-0.371，

Sig.=0.080），该结论的得出进一步验证了在“就业难”情况下职业价值感知的提

升会显著增强员工对组织保留工作机会的珍惜（张建卫等，2019）。同时，年龄、

编制等人口统计学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传媒组织属于事

业单位体制，跳槽的观念不易被老一代人所认可，甚至曾经被认为是违背道德、

“辜负组织”的，人们的职业生涯曾经大部分是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传媒组织中

度过。但随着传媒组织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开放，人们的职业观念已发

生了转变，离职、跳槽成为新闻从业者追求职业发展的重要策略（翁清雄，陈国

清，2009）。特别是对于年轻记者而言，绝大部分人认为离职、跳槽是件很正常的

事情、并未将其作为一辈子的职业，这导致新闻职业在其职业生涯中往往只扮演着

“过渡性职业”的角色（陶建杰，2018）；同样地，编制因素对规范承诺则具有正

面影响，主要是拥有事业编身份的员工可能会因组织的支持而增强对组织的归属感

和离职亏欠感，进而增强其忠诚度；之前也有研究发现事业编制人员在本单位工作

直到退休的比例确实明显高于编外人员（韩晓宁，2016）。此外，从业体验中的接

受新闻教育年限和工作满意度的提升也有助于增强从业者的职业责任感，进而对规

范承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五，传媒业界、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共同致力于切实提高从业者的从业体

验和职业期望价值、重新塑造职业共同体，进而促进职业承诺的坚守。研究发现，

影响职业承诺的因素主要包括从业体验、职业志向危机和职业期望价值层面，具体

表现为：在从业体验层面，接受新闻教育年限越长、工作满意度越高，职业承诺水

平表现较好；在职业志向层面，当从业者感知舆论监督功能和社会关怀面向存在理

想与现实差异时，则表现为较低的职业承诺；在职业期望价值层面，职业效能感知

和职业价值感知对职业承诺水平提升具有正面作用，而外部机会感知则会产生负面

影响。此外，从业体验和职业志向危机层面除了直接影响职业承诺外，也会通过影

响职业期望价值来间接影响职业承诺。以上种种证据表明，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的

影响，新闻媒体生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新闻从业者的从

业体验，而且也导致职业志向危机的产生、职业效能感知和职业价值感知的下降，

进而负面影响了职业承诺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稳定性。鉴于不同类型职业承诺的影响

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未来新闻媒体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除了应正视

当前从业者职业承诺下降的现实外，还应充分了解其背后产生的社会机理，进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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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职业承诺的下降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实现最有效的人才资源管理。譬

如，针对情感承诺的下降，应加大工作满意度和职业价值感知的提升，不断减少职

业志向危机的产生；针对继续承诺的下降，则应注重新闻职业培训力度的加大和职

业价值感知的提升，等等。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在研究样本的抽样方面，选择了滚

雪球抽样的方法，导致样本和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本研究侧重考察

新闻从业者职业承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能够显著影响

长期从业意愿，而继续承诺则影响有限，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类型职业承诺对工作

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入挖掘。同时，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职业”价

值观的契合对职业承诺的影响，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相较于“组织环境因素”

对新闻专业学生职业承诺的较弱影响（Lowrey & Becker，2004；丁汉青，王军，

2019），该因素在正式从业者职业承诺的形成过程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学者

可更多关注“个体—组织”价值观（如组织文化、管理方式等）的契合对新闻从业

者职业承诺等职业心理方面的影响。

（责任编辑 ：束开荣）

注释 [Notes]

��� 在哑变量的设置方面，性别以男性、婚姻状况以未婚、工作区域以东北、编制状况以无

编制为基准；同时，因工作过的新闻媒体级别、媒体类别、工作岗位为多选题项，故分

别以非省级以上媒体、非地市级媒体、非商业媒体，非纸质媒体、非广电媒体、非互联

网媒体、非公关广告媒体，非记者编辑岗位、非经营岗位、非美术技工岗位为基准。因

文章篇幅有限，仅呈现了回归模型中的主要自变量的影响情况。

��� 因文章篇幅有限，本文仅呈现有显著性影响的路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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