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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性提升
路径的调查研究

　　摘　要　以某省新入职民警为研究对象，采用职业适应问卷、心理契约调查问卷和职业使

命感量表（员工版）展开调查，分析心理契约和职业使命感对新警职业适应力的影响。从心理

契约的视角探索提升新警职业适应力的有效路径，为维护新警职业心理健康提供实证依据。新

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与心理契约呈显著正相关，与职业使命感呈显著正相关。构建心理契约、

职业使命感与职业适应的回归模型，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人际维度和发展维度的回归

系数显著，职业使命感中主动进取的回归系数显著。研究表明，心理契约中的人际维度、发展

维度以及职业使命感中的主动进取对新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　新警  心理契约  职业适应  职业使命感

一、引言

新入职民警是警察队伍的新生力量，是

警察队伍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新

警的教育培训作为建设公安铁军的重要环

节，在任职初期的职业适应训练关系到新警

未来的职业表现和长期的职业心理健康，是

需要深入探讨并积极实践的重要培训课题。

职业适应是个体根据职业性质达到工作要求

的适应过程，是个体与工作之间相互协调达

成平衡的结果。它通常包括进入新的职业环

境，学习并胜任工作岗位，确认自身在组织

内的角色作用，适应组织文化，建立适宜的

人际关系并得到组织认可和接受的过程。职

业适应性反映了“个体所具备的生理、心理

素质与职业之间通过不断磨合达到和谐的过

程和结果。”新入职警察的职业适应性即是

通过学习掌握岗位技能、胜任工作任务，明

确在组织内的功能定位，对身为警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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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职业能力、职业价值观及人际关系、

环境适应不断调整以达到入职和谐状态。入

职初期的职业适应状态，不论是对未来的职

业选择还是职业体验都着具有强烈的“首因

效应”，或将影响个体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

趋势。警察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压力、强应

激的职业特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警

的职业适应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出现职业适

应不良甚至是适应障碍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从心理契约的视角来

探索提升新警职业适应性的相关路径，并从

内在职业使命感的角度寻找促进新警职业适

应水平的内生力量，以期为新警职业适应性

培训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省新入职民

警 424 人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424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13 份，问卷回收率 97.4%。

其中男民警 330 人（79.9%），女民警 83 人

（20.1%）；专科及以下 60 人（14.5%），大学

本科 321 人（77.7%），研究生及以上 32 人

（7.7%）；未婚 294 人（71.2%），已婚 116 人

（28.1%），离异 3 人（0.7%）；没有孩子的 347

人（84.0%），一个孩子的有 53 人（12.8%），

二孩的有 13 人（3.1%）；是其第一份职业的

有 172 人（41.6%），不是的有 241 人（58.4%）。

（二）研究工具

1．心理契约调查问卷

采用李原等编制的《心理契约调查问

卷》的“组织责任”分问卷，从组织对职工

的角度调查心理契约情况，包括规范维度、

人际维度、发展维度共计 21 个条目。其中

规范维度指单位为职工提供有关工作环境条

件和物质待遇保障；人际维度指单位为职工

提供良好的人际环境，尊重、关怀员工；发

展维度是指单位为职工提供事业发展的空

间，比如培训学习的机会，有挑战性的工作

任务等。每个条目采用 1（非常不符合）～ 5

分（非常符合）五级量表评分。分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4，问卷信效度良好。

2．职业适应问卷

采用国内学者牟蕾结合国外 Ashford、
Morrison 的量表和国内谭亚莉编制的问卷，

修订形成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职业适应问

卷》。量表共 16 个条目，分为 4 个维度：任

务掌握、角色清晰、人际关系和文化适应。“任

务掌握指新员工学习掌握新的工作任务和工

作绩效；角色行为指新员工了解他人对自己

在工作中的角色期望；人际关系指新员工与

工作环境中的同事发展人际关系；文化适应

是指新员工接受企业的理念和价值观，融入

工作环境。”问卷采用 Liket 5 点记分：1 分

表示非常不符合，2 分表示比较不符合，3

分表示不确定，4 分表示比较符合，5 分表

示非常符合。问卷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职业

适应性越好。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6，问

卷信效度良好。

3．职业使命感量表

采用张春雨编制的《职业使命感量表（员

工版）》。CCS-E 包括 10 个条目，3 个维度：

导向力、利他贡献和主动进取。导向力指推

动职业使命产生的力量，如理所应当的责任

感、意义感等；利他贡献是强调职业使命感

中包含希望帮助他人，乐于奉献的精神；主

动进取强调个人在使命中的坚持和不放弃。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0，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量表采用 Liket 5 点记分：1

分表示非常不符合，2 分表示比较不符合，3

分表示不确定，4 分表示比较符合，5 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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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非常符合。量表各维度得分越高表示职业

使命感越强。

（三）调查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1.0 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和处理。

三、调查结果

（一）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情况

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平均得分为

56.16±8.62，项目均分为 3.51。其中四个维度：

任务掌握平均得分为 14.06±2.54，项目均分

为 3.52 ；角色清晰平均得分为 14.48±2.35，

项 目 均 分 为 3.62 ；人 际 关 系 平 均 得 分

为 14.68±2.72，项目均分为 3.67 ；文化适应

平均得分为 12.94±3.27，项目均分为 3.24。

以上可得出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的各项得分

均略微超过理论中值 3。各维度项目均分范

围在 3.24~3.67 之间。新入职民警适应性总

体略高于中等水平。

（二）不同分组的新入职民警其职业适

应、心理契约和职业使命感的差异情况

从表 1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和孩子情况的民警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差异

（F=3.78，P=0.02 ；F=3.26，P=0.04 ；F=3.31，
P=0.04）。经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受教育

程度方面，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组的新入职民

警比本科学历组的职业适应得分更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婚姻状况方面，

未婚组的职业适应水平显著低于已婚组（P﹤

0.05），其余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组新警心理契约、职业适应和职业使命感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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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小孩方面，没有小孩的新警其职业适应

水平显著低于有一个小孩的新警（P﹤0.05），

其余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同

样由表 1 可知不同性别的新警心理契约水平

有差异，男民警的心理契约水平低于女民警，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学历

组的新警职业使命感有显著差异（F=4.32，
P=0.01），经多重比较得出，专科及以下学

历组的职业使命感得分显著高于本科学历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

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三）新入职警察职业适应性与心理契

约、职业使命感的相关性

从表 2 可知，新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

水平与心理契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r=-0.587，P﹤0.01），与职业使命感也呈显著

正相关（相关系数 r=0.550，P﹤0.01）。

（四）人口学变量、心理契约和职业使

命感对职业适应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为探讨影响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水平

的各项因素，以职业适应为因变量，人口

变量、心理契约和职业使命感为自变量构建

回归模型。模型 1 ：以表 1 中职业适应组别

差异显著的人口学信息（受教育程度、婚姻

状况、小孩情况）为控制量建立回归模型 1

（人口学信息为分类变量不能直接纳入回归

分析，因此先做虚拟化处理形成哑变量）。

结果发现，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回归系数显

表 2  职业适应、心理契约、职业使命感之间相关性

表 3  人口学变量、心理契约和职业使命感对职业适应影响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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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回归系数 β=3.54，t=2.22，P﹤0.05）。模

型 2 ：进一步纳入心理契约的 3 个维度作为

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2。结果显示，人际维

度和发展维度的回归系数显著，分别为（回

归系数 β=0.38，t=4.68，P﹤0.001 ；回归系数

β=0.32，t=2.46，P﹤0.05）。各变量共解释职

业适应水平 35% 的变异量，解释量比模型 1

增加了 33%。模型 3 ：再进一步纳入职业使

命感的 3 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3。

结果显示，已婚的回归系数、人际维度和发

展维度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分别为（回

归系数 β=0.36，t=4.89，P﹤0.001 ；回归系数

β=0.24，t=2.04，P﹤0.05）；职业使命感中主

动进取的回归系数显著（回归系数 β=1.09，
t=5.81，P﹤0.001）。各变量共解释职业适应

水平 47% 的变异量，解释量增加了 12%（见

表 3）。

四、调查分析与讨论

（一）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新入职民警职业适

应现状处于中等略微偏高的水平。职业适应

的四个方面任务掌握、角色清晰、人际关系

和文化适应中，人际关系项目均分最高，得

分为 3.67，文化适应得分最低 3.24。说明新

入职民警职业适应问题中文化适应部分需要

加以关注。文化适应反映的是新入职民警接

受单位的价值理念和单位文化，并融入工作

环境的情况。此次调查的对象是来自非公安

专业的社会招录人员，普遍未接受过系统的

公安教育培训，对上述警察文化、价值理念

等相对而言理解不深、实践较少因而内化不

足。因此应通过强化警察价值观的塑造和警

营文化的熏陶，提升新警的文化适应水平，

帮助其融入单位环境，获得从事警察工作的

使命感和精神动力顺利开启警察职业生涯。

（二）不同分组的新入职民警其职业适

应、心理契约和职业使命感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不同影响新入

职民警的职业适应水平。相对于本科学历的

新警，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职业适应水平

更高。这可能是因为更高学历背景的人有更

深厚的知识与技能储备来应对新环境中新任

务的挑战。也可能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属

于单位高层次引进人才，相对而言享受更高

的福利待遇，在任职初期就受到单位重视等

因素有关。这一结果提示要促进本科及以下

学历新警的职业适应性，关注他们的岗位胜

任、角色融入、环境适应等各方面情况。调

查显示，婚姻状况也同样对职业适应产生影

响。新入职民警中已婚群体的职业适应状况

好于未婚群体。入职初期的民警或都面临不

同程度的适应性挑战与入职压力。已婚民警

从家庭亲密关系中获得的社会支持是缓解压

力的关键资源。家庭角色关系“提供的社会

支持有利于积极、稳定的自尊心、自信心的

发展”，为应对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源

和心理资源。同时两性关系间的互动与支持

能“增强个体应激能力，减少负面极端情绪

的产生，减弱压力对个体的侵蚀，提高个人

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已婚民警显现出

更好的职业适应性。调查同时得到，目前没

有小孩的民警职业适应性水平比有一个小孩

的民警更低。通常来说照顾小孩兼顾更多的

家庭责任，会使得本就在工作 - 家庭关系上

矛盾更突出的民警面对更多压力。这个结果

与一般的经验不太相符，这可能是由于本次

调查中大多数年轻民警暂无小孩，有小孩的

民警样本偏少，客观上造成的取样偏差致使

结果存在一定偏误。心理契约方面，不同人

口学变量的影响体现在男女民警的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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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民警的心理契约水平显著低于女民警。职

业使命感方面，调查发现本科学历组的民警

职业使命感低于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民警。这

一结果提示我们加强男民警的心理契约建设

和强化高学历民警的职业使命感在一定程度

上将有利于新晋民警职业适应水平的提高。

（三）心理契约和职业使命感对新入职

民警职业适应的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心理契约、职业使命感与职业

适应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心理契约中的人

际维度、发展维度以及职业使命感中的主动

进取对新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有正向预测作

用。相较于心理契约中的规范维度即经济待

遇、物质保障等因素，心理契约中的人际维

度更能影响新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性。也就

是说单位具有良好的人际环境和组织氛围，

让民警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尊重和关心能显著

提升新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水平。同样地，

心理契约中的发展维度即单位给予学习培训

的机会，提供可预见的晋升渠道，赋予有挑

战性的任务，充分发挥职工个性潜能等，这

些也可以使新入职民警更好地适应警务工

作。同时民警职业使命感中的主动进取能促

进新入职民警的职业适应性。主动进取指的

是个体积极主动地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是

一种热衷并主动投入的行动倾向。在新警任

职初期，面对陌生的新环境、富有挑战性的

新任务，遇到困难、经历挫败等在所难免。

主动进取的精神会使人具备应对这些问题和

挑战的心理韧性，不至于陷入自我怀疑与懈

怠的消极情绪。促使个体直面问题，努力寻

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进入一种理想的工

作状态。因而主动进取性有利于促进新入职

民警的职业适应性。

五、提升新入职民警职业适应性
的有效路径

（一）加强心理契约建设，促进新警职

业适应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契约水平与新警的

职业适应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心理契约中的

人际维度和发展维度可以正向预测新警的职

业适应水平。因此加强心理契约建设是提高

新警职业适应性的有效路径。当前阶段在保

障新入职民警经济酬劳、福利待遇等物质激

励后，更重要的是人际和谐与职业发展前景

最能影响新警的职业适应性。

1．引导个体建立与各方相匹配的心理

契约

部门组织应重视新警的心理契约建立与

管理。引导新警在认识和理解单位职责、组

织文化、发展目标等过程中形成对工作的合

理预期，达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协调发展、

实现共赢。

2．建立畅通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组

织人际和谐

以公平公正为前提，以组织公信力为保

障，在某种程度上破除科层制机构相对封闭、

不对称的话语体系，构建更畅通的沟通机制。

有研究人员提出“参与式沟通”，让新晋人

员也参与到组织决策过程中。通过组织内部

的互动，提供新鲜的、有价值的信息，既促

进组织的创新与变革，同时让新员工获得自

主感和效能感，增强职业适应性。

3. 建立服务型、人本化管理机制，助

力新警职业发展

“心理契约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人在组织

中居于主体地位，现代管理的视野聚焦于使

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组织内部的管理

除了以实现组织功能为目标外，致力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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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服务，促进组织成员个人的幸福与

发展也应是其重要的终点。如果片面强调人

作为完成组织使命的工具化存在，忽视个体

的价值展现和内在需求，无法调动个体内在

的心理动能，即使实现了符合规章制度的遵

从与顺应，也是基于惩罚和利益、充斥着消

极被动因素的假性适应，对组织和个人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都是无益的。构建以人为本，

服务至上的管理模式，特别是关注个体的自

我发展，通过个性化的管理服务指引新入职

民警进行职业规划。加大投入，为新入职民

警提供更多的学习、培训的机会，提供实质

性的业务技能提升教育。让新入职民警对职

业发展前景拥有良好的预期并获取可行的路

线，可以有力地帮助新警尽快适应警务工作。

（二）强化职业使命感，提升新警职业

适应动力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职业使命感对

提高新警职业适应性有积极作用，主动进取

精神是提升新警职业适应水平的重要内在动

因。因此在新警的教育培训中着力强化以“人

民警察新时代新作为新担当”为核心的职业

使命感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1．树立价值导向，坚定信念基础

职业使命感包含一种在工作中追求并实

现价值和意义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

是不断地寻求关于自我的反馈，持续完善自

我并形成自我概念的过程”，当个体拥有更

清晰的自我意识和角色认知，更坚定的理想

信念，也就能为了适应新的职业环境和要求

通过主动自省做出调整和改变，进而更快速

地胜任工作、适应角色。新警的职业使命感

塑造就是要以“准确把握新时代公安机关的

职责使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己任，

在警务工作实践中认同内化新时代警察职业

使命感的内涵本质，成为行动的指引。

2．增强心理动能，激发使命担当

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中的主动进取精神

对新警职业适应水平的提升有积极作用。主

动进取强调职业使命提供一种积极主动、努

力奋发的力量，表现为一种为了追求理想与

目标坚持和不放弃的精神。在新警入职初期

激发和培育这种精神动力尤为重要。帮助新

警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中，做好各种应激反应

下的心理调适。引导大家积极调动诸如乐观、

坚韧、希望、耐挫等心理资源，增强个体面

对挑战、战胜困难的心理动能。在不断解决

问题、克服困难的行动实践中，提升职业自

信，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积极主

动投身于岗位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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