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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概念、测量及其有效性
研究  

王　 芳　 张　 辉

摘　 要　 心理资本是员工所拥有的一系列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的积极心理能力的集合，能够给员工的工作

绩效带来积极影响。 本文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包括自信、希望、乐观、韧性、尊敬、进

取、谦虚和奉献八个维度，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八因素模型的合理性。 相关分析

表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八个维度与馆员的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工作投入和职业生涯满意度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表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综合实证结果表明，本研究开发的高校图书馆员

心理资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应用于今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实证研究。 图 ３。 表 ８。 参考文

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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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校是传播知识、引领研究和服务社会的

机构。 高校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支持系统，其
任务就是满足教师和学生的信息需求。 在当今

新信息技术发展越来越迅速和跨行业竞争越来

越激烈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 高校图书馆员是信息服务的直接提供

者，是驾驭高校图书馆三大资源（馆藏资源、技
术资源、空间资源） 的核心力量。 因此，最大限

度地激发馆员的主观能动性成为高校图书馆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Ｇｒｅｅｎ 等指出，为确保图书馆

员能够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较高的主观能动

性（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是最重要的因素［１］ 。 Ｍｉｎｅｒ 等的

研究同样发现，组织竞争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员工主观能动性［２］ 。 员工的主观能动

性与观念、性格、态度和学习力一样，是影响行

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３］ 。 因此，如何激发和

长久保持高校图书馆员的主观能动性成为管理

者在新经济时代面临的严峻挑战。
Ｄａｌｔｏｎ 指出，对于图书馆这个行业，图书馆

特有的工作性质并不利于保持员工的主观能动

性。 他认为，图书馆特有的组织结构使得图书

馆员有较少的晋升机会，限制了他们的职业生

涯发展，图书馆员每天都需要进行大量重复性

的工作，缺乏挑战性，而且大多数图书馆员将工

作视为安逸的港湾，使得他们在工作中只求不

出差错，而不求上进。 另外，图书馆的财政资源

往往是有限的［４］ 。 除此之外，部分高校图书馆员

的职业倦怠、消极情绪等也对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现有薪

酬和奖金等人力资源管理模块基本完善的情况

下，寻求一种积极导向的、管理新范式的支持，成
为高校图书馆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研究表

明，培养和提升员工的积极心理能力可以激发员

工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员工绩效［５］ 。 这种积极的

心理能力是心理资本研究的重要范畴。
心理资本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样，有

助于组织和个人获得战略性资源，增强其可持

续竞争的优势。 简单地说，人力资本关注的是

“你知道什么”，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你认识谁”，
而心理资本关注的是“你是谁” 和“你将变成

谁” ［６］ 。 心理资本是一种与特定环境相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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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的、可更新的、很难被模仿的资源。 相对于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说，心理资本能够更好

地提升个人和组织的绩效。 心理资本自提出以

来，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内容涉

及心理资本的内涵、测量、前因变量、结果变量、
中介及调节变量等。 涉及的研究对象有企业员

工、教师、学生、护士、公务员等。 综观现有文

献，有关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研究主要停

留在理论引用与理论构建上，相应的实证研究

还很少，至今尚未发现有关高校图书馆员心理

资本结构的研究。 而问卷调查法常常作为实证

研究中得出结论的一种重要方法。 因此，高校

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结构的设计关系到馆员心理

资本研究结果的适切性。
本研究以高校图书馆员为调查对象，探索

体现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特征的内容结构，
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１　 心理资本内涵与结构

１ １　 心理资本内涵

Ｌｕｔｈａｎｓ 是心理资本研究的开拓者，被誉为

“心理资本之父”。 Ｌｕｔｈａｎｓ 基于积极心理学和积

极组织行为学理论，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

般的核心心理能力，并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

（有理论与研究基础，可以有效测量，可被开发，
类状态，对绩效有积极的影响），特别是通过有针

对性地投资或开发，能够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而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５］ 。 此定义表明：①心

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能力，又不是一般的积

极心理能力；②心理资本必须符合积极组织行为

学的标准，特别是其中的类状态标准，既比较容

易改变，又相对比较稳定；③具有投资和收益特

性，通过有针对性地干预，心理资本能够提升个

人及组织的绩效，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
鉴于 Ｌｕｔｈａｎｓ 及其团队在心理资本研究领

域的影响力，大部分学者在界定心理资本时都

参考了这个定义［７］ 。 在界定单一群体心理资本

时，学者们主要是在遵循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

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行业特征，推导出该群体

的心理资本内涵。 如蒋苏芹研究了大学生的心

理资本，并将其定义为能够引导大学生积极行

为的，具备可开发性、可测量性以及相对稳定性

的积极心理因素［８］ ；吴伟炯将中小学教师心理

资本定义为，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中符合

心理资本评估标准的心理能力的协同集合体，
对工作绩效有积极促进作用［９］ ；王飞将国家公

务员心理资本定义为，公务员在工作和发展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比如积

极工作、乐观向上等，它是超越公务员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公务

员个人成长和工作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１０］ 。

１ ２　 心理资本结构

在心理资本的结构方面，大部分学者在参

考 Ｌｕｔｈａｎｓ 及其团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拓

展。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最初将心理资本视为包括自我效

能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希望（ ｈｏｐｅ）、乐观（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和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四种积极心理力量的高阶构

念［１１］ 。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随后又指出，心理资本不只包

括上述四种积极的心理能力，随着积极心理学

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许
多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的心理能力也应该

被逐步纳入到心理资本的内容结构中［１２］ ，这一

观点为后来多维度心理资本的产生提供了理论

基础。 例如，在 Ｌｕｔｈａｎｓ 四维度基础上，后来的

学者又将冷静、感恩、诚信、创造力等积极心理

能力纳入到心理资本的范畴之内。 上述成果为

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是心理资本的一个

子类型，它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资本以及

不同群体的心理资本相比，有一些共同的成分。
但是，文化区别性会影响人在一生中获得的资

源集［５］ ，受行业文化的影响，高校图书馆员心理

资本也有其独特性。 因此，本研究综合前人研

究成果，基于文献演绎方法，并利用访谈等探索

性研究方法，界定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

涵及结构，以便获得能全面反映高校图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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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的量表。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涵

本研究同样借鉴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人的观点，将高

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定义为：高校图书馆员在

工作中所拥有的一系列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

准的积极心理能力的集合，能够对高校图书馆

员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在构念域确定后，接下来开始收集和开发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测量项目。

２ ２　 开发项目池

项目产生包括两种方法：一种是演绎法，即
基于以往的相关研究，发展和改编现有的量表

题目；一种是归纳法，即通过访谈等定性方法搜

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事件。 一般而言，研究者

在设置量表题项时，大多同时结合使用这两种

方法。 这样既可以保证量表的内容效度，也使

量表在应用时更贴近研究情境［１３］ 。 本研究也综

合使用演绎法和归纳法产生项目池。
具体而言，本研究项目池产生的方法和流

程如下。 ①演绎法，在借鉴 Ｌｕｔｈａｎｓ 和 Ｙｏｕｓｓｅｆ
的《心理资本量表（ＰＣＱ－２４）》 ［１２］ 、柯江林的《心

理资本本土量表》 ［７］ 和吴伟炯《中小学教师心理

资本量表》 ［９］ 的基础上，根据高校图书馆员的工

作特征加以修改。 ②归纳法，通过访谈法提炼

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相关的主题或关键语

句。 为了使访谈对象多样化，本研究采用面谈

和网上访谈两种方式，对个别图书馆员进行了

电话回访。 访谈流程为，首先向被访谈者介绍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涵，然后邀请他们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列举“高校图书馆员在工

作中所具备的积极心态”以及“哪些积极心态有

利于提升高校图书馆员的工作绩效”。 访谈对象

主要包括中国图书馆网（学院馆）群、２０１２ 年南开

实证研究会议群、２０１３ 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群中的

高校图书馆员，共 ２５ 名，每人的访谈时间大约是

３０—４０ 分钟。 受访者中男性占 ３２％，女性占

６８％；年龄在 ３０ 岁以下占 ２０％， ３１—５０ 岁占

７６％，５１—６０ 岁占 ４％；馆员占 ６８％，副研究馆员

占 ２０％，研究馆员占 １２％；高校所在地涵盖了广

东、河北、天津、陕西、广西、福建、山东、辽宁、贵
州、湖南、湖北、云南、浙江、江苏、安徽、重庆等

省市。

２ ３　 初始维度划分

本研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具体流程如

下。 首先，将录音资料转化为文本资料，以语句

作为分析单元进行编码，共得到初始陈述句 ２８７
条。 其次，按照三个标准对上述语句进行筛选：
①语句描述的涵义必须清晰；②与本研究界定

的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涵高度相关；③
符合高校图书馆员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行为或特

征。 根据上述三条标准，删除了 ４１ 条语句。
接下来，对剩余的 ２４６ 条陈述句进行初步归

类，通过合并相近的语句后共保留 ８２ 条；然后，
笔者与团队小组成员（３ 名图书馆学研究生和 ２
名心理学研究生）分别对 ８２ 条陈述句进行概念

层次上的归类。 归类完成后，编码小组成员进

一步对彼此的归类结构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共

识，共归纳为八个维度，其中有 ６ 条陈述句经讨

论无法归类到上述八个维度中，予以删除，最后

得到 ７６ 条陈述句。 归类的维度名称、陈述句举

例、频次及讨论前后的归类相似度见表 １。
为了验证上述归类的有效性，笔者邀请 ３ 名

图书馆学研究生作为评判者对上述归类结果进

行反向归类［１４］ 。 即先让每位评判者了解这八个

维度的名称和内涵，让他们将 ７６ 条陈述句归入

相应的这八个维度中。 最终各陈述句的归类结

果是：三位评判者的归类与编码者的归类完全

一致的陈述句有 ５５ 条，占 ７２ ３６％；两位评判者

的归类与编码者的归类一致的陈述句有 １６ 条，
占 ２１ ０５％；三位评判者中，没有一位评判者的

归类与编码者的归类是一致的陈述句有 ５ 条，经
过小组讨论，决定将这 ５ 条陈述句予以删除，最
终剩余陈述句 ７１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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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项目归类

维度 定义 陈述句举例 频次
相似度

（％）

自信 对自己完成本职工作的信心

出色地完成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能力胜任高校图书馆中的不同岗位

可以轻松面对每天的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充满自信

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３８ ８６

希望 主动设定工作目标或计划，并采用相应

的途径或方法予以实现

有清晰的工作目标

努力实现当前的工作目标

对工作未来充满希望

一步一个脚印地朝长期目标努力

１７ ９２

乐观
对未发生的事情， 会抱以乐观的态度，
对于已发生的事情， 有积极的解释和

归因

遇到不好的事能很快调整情绪

困难总是暂时的

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改变现实

感觉自己很幸运

黑暗过后就是光明

２３ ７８

韧性 遇到困难或危机时， 能够承受压力和克

服困难， 最终实现预设目标

遇到问题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

肯吃苦耐劳

工作责任迫使自己不断地克服困难

从容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压力

工作再苦再累，自己都可以熬过去

４２ ８９

奉献 愿意为领导、同事、读者等主动提供帮

助而不期望回报

时刻主动为读者提供服务

乐意做自己岗位以外的工作

积极为读者解决各类问题

加班不计回报

提供超出读者期望的服务

３４ ９５

谦虚
能客观认识和坦白自己相对他人的不

足之处，且能对他人的长处， 加以学习

和利用

时常向同事请教问题

虚心听取领导的建议

乐意接受读者的批评和忠告

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善于反省自己的不足

４５ ８３

进取
有很高的个人抱负，渴望获得成功，并

表现在改进做事方式与能力的提升上

善于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工作中应用新方法

深化及拓展图书馆服务内容

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积极主动地申请课题

２６ ８０

尊敬 对他人给予尊重，不刻意贬低他人，能

照顾到他人的面子

尊敬领导

敬重年老同事

与同事团结友爱

关怀读者

平时背后不论人短处

２１ ９１

总计 共 ７１ 条陈述句，典型 ３９ 条，省略 ３２ 条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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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初始问卷编制

将上述 ７１ 条陈述句按照各自归属类别重新

整理，然后由 ６ 名图书馆学研究生、１ 名图书馆

学教授和 １ 名心理学副教授组成了专家小组，
就每个题项的可读性及代表性、内容清晰性及

相关性、量表的格式编排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对一些题项的语义进行修订，并删除了一些语

义含糊、不具有代表性、表达太绝对的题项，共
计 １３ 个。 专家小组决定对每个题项采用国际通

用的 Ｌｉｋｅｒｔ ５ 分等级量表进行评定计分，１ 代表

“非常不同意”，２ 代表“不同意”，３ 代表“不确

定”，４ 代表“同意”，５ 代表“非常同意”。 之后，
将形成的问卷交给参与访谈的五位受访者，五
位受访者均表示该问卷基本涵盖了当代高校图

书馆员所应具备的积极心态。 最后，将修改后

的问卷，又让 ３５ 名高校图书馆员进行了填答，将
他们提出的表达不当和含义模糊的语句进行修

改。 通过上述流程，本研究确定了高校图书馆

员心理资本初始问卷，包含了自信、乐观、希望、
韧性、奉献、进取、谦虚、尊敬八个维度， ５８ 个

题项。
接下来，经过数据收集，对该初始问卷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以及效标效度检验，
以最终形成切合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实际内

容的测量问卷。

２ ５　 探索性因素分析

２ ５ １　 数据收集

本次样本来自曲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河
西学院、河北工业大学、湖南理工大学、长治医

学院、河南工业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八所高校

的图书馆员。 共发放问卷 ２４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２１１ 份，回收率为 ８７ ９％。 样本结构见表 ２。

表 ２　 样本结构描述

项目 项目内容 数量 百分比（％） 项目 项目内容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学校类型

男 ４６ ２１ ８

女 １６５ ７８ ２

３０ 岁以下 １６ ７ ５

３１—４０ 岁 ７３ ３４ ６

４１—５０ 岁 １０１ ４７ ９

５１ 岁以上 ２１ １０ ０

２１１ 高校 ９１ ４３ １

非 ２１１ 高校 １２０ ５６ ９

职称

职务

助理馆员 ２２ １０ ４

馆员 １１０ ５２ １

副研究馆员 ４６ ２１ ８

研究馆员 ６ ２ ９

其他 ２７ １２ ８

普通员工 １８０ ８５ ３

中层管理 ２３ １０ ９

馆级领导 ８ ３ ８

２ ５ ２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的目的是检验编制的量表或测验

个别题项的适切性或可靠程度。 本研究的项目

分析基于如下标准：决断值≥３、题总相关≥０ ４、
校正题总相关≥０ ４、删除后信度≤分量表信度、
共同性≥０ ２ 和因素负荷量≥０ ４５［１５］ 。 项目分

析删除了 ｚｂ４、ｚｂ１６、ｚｂ１８、ｚｂ２７、ｚｂ４３ 共 ５ 个题项。
２ ５ ３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并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Ｖａｒｉｍａｘ），

以特征根值≥１ 作为提取因子的标准，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 数据分析发现，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４１，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显著（ ｐ＜０ ０００），表明题项变

量间的关系良好，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分析中，删除了共同度以及因素负荷值低于 ０ ５
的题项，以及聚在一个因子但含义却与其他题

项不相关的题项。 经过多轮探索性因素分析

后，本研究得到包括 ３２ 个题项、八个维度的高校

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量表， 累积解释方差为

６５ ４３３％。 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３。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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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命名
成分

自信 希望 韧性 谦虚 乐观 进取 尊敬 奉献

我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０ ８６０ ０ ０７２ ０ １６８ ０ ０３３ ０ １６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９

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充满自信 ０ ８２６ －０ ０５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４６ ０ １７５ ０ ０３２ ０ １４４ ０ １９３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０ ８２５ ０ ０７４ ０ １５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９５ ０ ２３９ ０ １０７

我能够胜任高校图书馆中的不同岗位 ０ ７０７ ０ １６９ ０ １１０ ０ １９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１７５ ０ １１５

我经常会为自己设定每一阶段的目标 ０ ０５７ ０ ８２７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３

我不会放弃我的长远目标，我会尝试多种

方法实现
０ ０６８ ０ ７３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５１ ０ １４２ ０ １４８

我是一个不到最后绝不放弃的人 ０ ０５７ ０ ７２９ ０ １７５ ０ １２６ ０ １８６ －０ ０４３ ０ ０６０ ０ ０９２

我正在为实现我当前的目标而努力 ０ ０５７ ０ ６８７ ０ １５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９０ －０ ０３６ ０ ２６６ －０ ０２５

工作的责任迫使我不断地克服困难 ０ １９５ ０ １８５ ０ ７４０ ０ ０８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７ ０ ２１５ ０ １７１

工作中遇到问题，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１ ０ ７２４ ０ ０９０ 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８ ０ １８５ ０ ２２２

我绝对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 ０ ２４５ ０ １０６ ０ ６９２ ０ ３２８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３ ０ １２８

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能够很快恢复过

来，继续工作
０ １３４ ０ ２７９ ０ ６４０ ０ ２１０ ０ １２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７ ０ １００

我认为同事也有胜过自己的地方 ０ １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１１３ ０ ７７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６ ０ １２５ ０ ２２９

我经常提醒自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０ ０１０ ０ １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６６８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１３５

我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０ ０８６ ０ １９９ ０ １６８ ０ ６６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１ ０ １３８ ０ １１８

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会虚心向同事求助 ０ ２４７ －０ ０１０ ０ ２０７ ０ ６４９ ０ ０９６ ０ ００６ ０ ２１５ ０ １７６

我凡事看得开，几乎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０ ０５９ ０ １７５ ０ ０６２ －０ １０５ ０ ８０２ ０ ０６４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７

我感觉自己很轻松，几乎没有沮丧的时候 ０ ２２４ ０ ０９５ ０ １６６ ０ ０４８ ０ ７９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６

我常常感觉自己很幸运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９ ０ １７５ ０ ０９１ ０ ７３９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１ ０ １０１

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我很快就能把自己的

情绪调整好
－０ ０３１ ０ １６４ －０ ０５９ ０ ２２０ ０ ６５１ －０ ０１４ ０ １８６ －０ ０８１

我能不断深化及拓展图书馆服务内容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５ ０ ８５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４

我能自觉地突破固有的思维局限，在工作

中应用新方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４０ ０ ７８７ －０ ０６０ －０ １４９

我善于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４４ －０ ２１５ ０ １３２ ０ ７５６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６

我会积极主动地申请课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６ ０ ０６２ ０ ７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２

我几乎没有顶撞过领导 －０ ００８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６ ０ １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８１２ ０ １１４

我坚决执行领导指令 ０ １３０ ０ １１６ ０ ０７７ ０ １５５ ０ ０４３ －０ １３３ ０ ６７７ ０ １２９

即使领导的能力有限，我也绝不会轻视

他 ／ 她
０ １０８ ０ ２４２ ０ ２６１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４ ０ ６７２ ０ １４２

我绝不在背后论人短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５３ ０ ２３７ ０ ２０５ ０ １９０ －０ ０２２ ０ ６５４ ０ １１１

工作中，即使不是分内之事，我也会积极

主动完成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６ ０ ０１０ ０ １１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２ ０ ７５３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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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因素命名
成分

自信 希望 韧性 谦虚 乐观 进取 尊敬 奉献

我往往会提供超出读者期望的服务，令他

心满意足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２ ０ ２１８ ０ １９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０ ０ ２０３ ０ ７２４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尽最大力量保持读

者第一的态度
０ １７９ ０ ０２９ ０ １４０ ０ ３０５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２ ０ ７１９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为读者找到他们所需

的资料
０ ０７２ ０ １４６ ０ ３０８ ０ １０４ ０ １６９ －０ ０８９ ０ １６１ ０ ６７０

特征值 ８ ０２６ ２ ８４５ ２ ４５６ １ ９４５ １ ６９６ １ ５０９ １ ２７５ １ １８７

解释变异量百分比（％） ２５ ０８０ ８ ８９１ ７ ６７６ ６ ０７９ ５ ２９９ ４ ７１４ ３ ９８３ ３ ７１０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探索性因素分

析得出的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结构与本研究

最初构想的八维度结构是一致的。

２ ６　 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重新将问卷调

整为 ３２ 个题项，重新收集数据，对探索性因素分

析得到的八维度结构进行验证。
２ ６ １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先将我国高

校按现有行政区域（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
南、西南和西北地区，港澳台除外）进行划分，然
后对每个行政区域中的高校进行简单随机抽

样。 但是，鉴于人力、物力等限制，本次调查的

样本只涉及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共计 ２６ 所。
问卷发放采用结构式自填问卷，发放形式

采用了人工实地发放，参与问卷发放的人员主

要是高校图书馆员，为了保证调查的科学与严

谨，对参与调查的人员事先告知他们发放问卷

的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问卷发放与回收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６ 月。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４０份，剔除以下无效问卷：空白题目超过总题

目 １ ／ ３ 的，明显呈规律性填答的，连续填答同一

选项超过 １０ 个的，填答“不确定”选项超过总题

目一半的，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６９５ 份，回收率为

６６ ８３％。 样本结构见表 ４。

表 ４　 样本结构描述

项目 项目内容 数量 百分比（％） 项目 项目内容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学校类型

男 １６０ ２３ ０

女 ５３５ ７７ ０

３０ 岁以下 ８８ １２ ７

３１—４０ 岁 ２６７ ３８ ４

４１—５０ 岁 ２７４ ３９ ４

５１ 岁以上 ６６ ９ ５

２１１ 高校 ２４１ ３４ ７

非 ２１１ 高校 ４５４ ６５ ３

职称

职务

助理馆员 １０７ １５ ４

馆员 ３６３ ５２ ２

副研究馆员 １２４ １７ ８

研究馆员 ２０ ２ ９

其他 ８１ １１ ７

普通员工 ５９１ ８５ ０

中层管理 ８８ １２ ７

馆级领导 １６ ２ ３

２ ６ ２　 模型构建与拟合

本研究利用 ＡＭＯＳ １７ ０ 软件对高校图书馆

员心理资本的八维度结构进行验证，模型结构

见图 １。 模型数据拟合结果见表 ５。 验证性因素

分析发现，模型 １ 的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判别标

准［１６］ ，并且八因素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在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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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８７—０ ８６６ 之间，大于最小值 ０ ３［１７］ ，这表明，
观测数据很好地拟合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

的八因素结构，与初始理论构想一致，表明高校

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鉴于一阶模型的拟合结果非常好，本研究

又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高阶模型：二
阶单因素模型和二阶双因素模型。 二阶单因素

模型，是根据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的研究［１１］ ，假设这八个

因素载荷到更高阶的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

（ｆ０）上（见图 ２）；二阶双因素模型，是根据柯江

林等的研究［７］ ，假设将自信、希望、乐观、韧性、
进取载荷到事务型心理资本上，尊敬、谦虚、奉
献载荷到人际型心理资本上（见图 ３）。 然后对

这两个模型进行检验，各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见表 ５。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绝大多数指标都符合判别标准，只有 ＧＦＩ 和

ＮＦＩ 指数略低于 ０ ９，但也可以接受，并且在模型

２ 中，一阶因素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在 ０ ５５４—
０ ８５９ 之间，均大于 ０ ３，说明各个题项均较好地

测量了其相应的因素。 而且，上述八个因素到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在

０ ４６６—０ ８４７ 之间，均大于 ０ ３，表现出较强的

聚合性，说明一阶因子与二阶因子之间的相关

性较强，支持了二阶因子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

本的存在。 在模型 ３ 中，一阶因素的标准化因素

负荷量在 ０ ５５３—０ ８５７ 之间，均大于 ０ ３，说明

各个题项均较好地测量了其相应的因素。 而

且，自信、希望、乐观和进取到事务型心理资本

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在 ０ ４７８—０ ８６６ 之间，尊
敬、谦虚和奉献到人际型心理资本的标准化因

素负荷量在 ０ ６７５—０ ７８０ 之间，均大于 ０ ３，表
现出较强的聚合性，说明一阶因子与二阶因子

之间的相关性较强，支持了二阶因子事务型心

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存在。 综上所述，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二阶单因素和二阶双

因素的结构模型也是合理的。

２ ７　 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进行信度检

验（分析结果见表 ６），由表 ６ 可知，高校图书馆

员心理资本各维度及其总体 α 值均在 ０ ７ 以

上，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１８］ 。

图 １　 模型 １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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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模型 ２ 图 ３　 模型 ３

表 ５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判别指标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判别标准 越小越好 ＜５ ＞０ ９ ＜０ ０５ ＞０ ９ ＞０ ９ ＞０ ９ ＞０ ９

模型 １ １ ０５５ ６１８ ４３６ ２ ４２１ ０ ９１０ ０ ０４５ ０ ９００ ０ ９３９ ０ ９３０ ０ ９３８

模型 ２ １ １７０ １３０ ４５６ ２ ５６６ ０ ８９８ ０ ０４８ ０ ８８９ ０ ９２９ ０ ９２３ ０ ９２９

模型 ３ １ １４２ ８０１ ４５５ ２ ５１２ ０ ９００ ０ ０４７ ０ ８９２ ０ ９３２ ０ ９２５ ０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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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内部一致性 α系数

维度 α 值 维度 α 值 维度 α 值

自信 ０ ８４５ 谦虚 ０ ８３０ 进取 ０ ８２６

希望 ０ ８１０ 乐观 ０ ８０１ 奉献 ０ ８１２

韧性 ０ ８１６ 尊敬 ０ ８３５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总体 ０ ９１１

２ ８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

２ ８ １　 聚合效度

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见图 １）中，高校

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八因素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在 ０ ５８７—０ ８６６ 之间，均大于统计研究中建议

的最小值 ０ ３，并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同时，
八个因素所代表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

（ＡＶＥ）分别为自信（０ ６００）、希望（０ ５２８）、乐观

（０ ５２６）、 韧性 （ ０ ５４９）、 进取 （ ０ ５５７）、 尊敬

（０ ５７３）、谦虚（０ ５６０）、奉献（０ ５２７），均大于统

计研究中建议的最小值 ０ ５［１９］ ，说明高校图书

馆心理资本问卷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２ ８ ２　 区分效度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各

个维度之间的区分程度，本研究通过比较各维

度间完全标准化相关系数与所涉及各维度自身

的 ＡＶＥ 的平方根值大小，即当各维度的 ＡＶＥ 的

平方根值大于该维度与其他维度的标准化相关

系数时，则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１９］ 。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区分效度分析

变量 自信 希望 乐观 韧性 进取 尊敬 谦虚 奉献

自信 ０ ７７５

希望 ０ ２９５ ０ ７２７

乐观 ０ ３２８ ０ ３４４ ０ ７２５

韧性 ０ ５３５ ０ ４７９ ０ ３６１ ０ ７４１

进取 ０ ３１１ ０ ５１９ ０ ２８６ ０ ４４２ ０ ７４６

尊敬 ０ ２１５ ０ ３７３ ０ ２３４ ０ ４４５ ０ ３０７ ０ ７５７

谦虚 ０ ３８１ ０ ３４９ ０ ２２０ ０ ５５３ ０ ２７９ ０ ５１４ ０ ７４８

奉献 ０ ３７１ ０ ４０３ ０ ３３４ ０ ５９８ ０ ４２１ ０ ４２７ ０ ５５６ ０ ７２６

　 　 注： 表中对角线的数值为每个维度的平均方差提取量（ＡＶＥ）的平方根值

由表 ７ 可知，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各维

度的 ＡＶＥ 的平方根值介于 ０ ７２５—０ ７７５ 之间，
而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介于 ０ ２１５—０ ５９８ 之

间，可以发现，各维度的 ＡＶＥ 的平方根值都大于

该维度与其他维度的标准化相关系数，从而表

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具有良好的区

分效度。

２ ９　 效标效度检验

心理资本有助于让员工保持积极的心态，

提升工作绩效。 因此，本研究在相关文献研究

的基础上，经过专家小组成员的讨论，选择将工

作态度（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工作投入）和职

业生涯满意度作为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结

果变量。 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参考了 Ａｇｈｏ ［２０］ 的

研究，情感承诺的测量参考了 Ａｌｌｅｎ 和 Ｍｅｙｅｒ［２１］

的研究，工作投入的测量参考了 Ｋａｎｕｎｇｏ［２２］ 的

研究，职业生涯满意度的测量参考了王瑶芬

等［２３］ 的研究。 数据来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样

本相同。 相关分析的具体结果见表 ８。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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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效标效度分析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工作满意度 情感承诺 工作投入 职业生涯满意度

乐观 ３ ５７８ ０ ７１３ ０ ４２２∗∗ ０ ３８５∗∗ ０ ２７１∗∗ ０ ３５８∗∗

希望 ３ ７３０ ０ ５９８ ０ ４０５∗∗ ０ ４０１∗∗ ０ ３８４∗∗ ０ ３１５∗∗

韧性 ４ ０１３ ０ ５３６ ０ ４１７∗∗ ０ ３６６∗∗ ０ ３４４∗∗ ０ ２０４∗∗

尊敬 ３ ９１０ ０ ５８９ ０ ３２９∗∗ ０ ３６５∗∗ ０ ３２８∗∗ ０ ２０１∗∗

谦虚 ４ ２８５ ０ ４６１ ０ ２９６∗∗ ０ ３１８∗∗ ０ １８７∗∗ ０ １２２∗∗

奉献 ４ ００９ ０ ５３５ ０ ４４８∗∗ ０ ４１５∗∗ ０ ４００∗∗ ０ ２３９∗∗

进取 ３ ５９８ ０ ５９０ ０ ３２０∗∗ ０ ３４４∗∗ ０ ３７２∗∗ ０ ２８１∗∗

自信 ４ ２１５ ０ ５５２ ０ ２２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４３∗∗ ０ ０８１∗

总体 ３ ９１７ ０ ３６９ ０ ５５９∗∗ ０ ５３６∗∗ ０ ４７４∗∗ ０ ３６１∗∗

　 　 注：∗ ｐ＜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数据表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各维度

及总分与各效标变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高校

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３　 结论、讨论及管理建议

３ １　 结论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界
定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涵，开发了高

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 另外，还证实了高

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的效标效度，发现高

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与其工作满意度、情感承

诺、职业生涯满意度等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本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

空白。
第一，界定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

涵。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对心

理资本的界定已逐渐趋于相同。 在界定单一群

体心理资本时，学者们主要是在遵循积极组织

行为学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行业特征，推
导该群体的心理资本内涵。 鉴于此，本研究将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定义为，高校图书馆员

在工作中所拥有的一系列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

标准的积极心理能力的集合，能够对高校图书

馆员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开发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卷。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高校图书馆员心理

资本包括乐观、自信、希望、韧性、进取、谦虚、尊
敬和奉献八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上述

八个维度是成立的。 而且，二阶单因素结构模

型验证表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是由上述

八个维度构成的更为高阶的核心构念，这与

Ｌｕｔｈａｎｓ 等的研究是一致的；二阶双因素结构模

型验证表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可以分为

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这与柯江

林等的研究是一致的。 本文设置的高校图书馆

员心理资本问卷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实地调查编制而成的，相比以往其他学者编制

的心理资本问卷更具针对性，能够更好地反映

高校图书馆员的职业特点。 综合实证分析表

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并较为简

短，易于操作，有助于后续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

本的实证研究。
第三，本研究证实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

本问卷的效标效度。 研究表明，高校图书馆员

心理资本各维度及其总体均与工作满意度、情
感承诺、工作投入和职业生涯满意度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证实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问

卷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 另外，从相关系数的

大小看，除尊敬、谦虚和进取外，其他五个维度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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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与其他几个效

标变量的相关系数，而且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

资本总体与各个效标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结
果也是一样，这就表明，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

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最后，奉献与工

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和情感承诺的相关系数均

超过了其他七个变量，可见奉献对于高校图书

馆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３ ２　 讨论

第一，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八个维度

均满足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标准，符合高校图书

馆员心理资本的内涵。 首先，本研究在规范研

究的基础上，对这八个维度进行了测量，因此它

们具有可测量性。 其次，这八个维度都是高校

图书馆员在工作时应具备的，它们与工作情境

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可以经过后天培养的，并且

它们一旦被改变之后，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

它们具备可开发性和类状态属性。 最后，在效

标效度的验证过程中，证明了这八个维度与高

校图书馆员的工作态度呈正相关，而工作态度

又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２４］ ，从而说明它们对高

校图书馆员的工作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总

之，这八个维度满足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符合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内涵。
第二，在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八个维度

中，自信、希望、乐观、韧性四个维度与其他群体

的是一样的，进取、尊敬、奉献、谦虚四个维度是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所特有的。 首先，我们

知道在高校中，教师才是学校人力资源中的主

体，而高校图书馆员的工作则常常被人忽略。
因此，高校图书馆员往往是默默无闻地在工作，
他们最具有的就是博大无私的奉献精神，只有

拥有这种精神，他们才能全心全意地为读者服

务。 其次，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不断追求进取

是当前高校图书馆员的真实写照。 在当前的信

息社会中，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图书

馆员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同时，随着现代

高校图书馆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

图书馆员之间的内部竞争也在不断加大。 因

此，高校图书馆员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身

的知识结构，才能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工作需求，
由此，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是现代高校图书馆员

必不可少的。 除此之外，尊敬和谦虚对于高校

图书馆员也很重要。 高校图书馆工作环境比较

稳定，而且有些高校图书馆中馆员主要来自教

师的家属，因此，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人事背景

下，如果高校图书馆员之间缺少应有的尊敬和

谦虚，人际关系极易被冻结，从而影响工作绩

效。 另外，谦虚的高校图书馆员很容易给读者

带来一种亲切感，对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很

大的帮助。 因此，除了自信、希望、乐观、韧性、
进取这样的事务型心理资本外，谦虚、尊敬和奉

献这样的人际型心理资本对于我国高校图书馆

员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

３ ３　 管理建议

本研究对于高校图书馆管理者具有重要的

实践启示。 首先，应重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

本的重要性。 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注重挖掘

员工所具有的优势，对激发员工潜能及提升员

工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
高校图书馆管理者应当重视高校图书馆员心理

资本的重要性，在招聘新员工时，不但要看其专

业技能，还要考量其心理状态。 其次，应全面评

估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 可以从自信、希望、
乐观、韧性、进取、奉献、谦虚和尊敬八个方面全

面评估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水平。 第三，应
加强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的培养。 高校图书

馆管理者可以通过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实
地拓展培训等干预方式来加强员工心理资本的

开发。

４　 研究局限和展望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还存在一些局

限，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
本研究分析出的高校图书馆员心理资本八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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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能会受到访谈对象人数、所在地区、问卷

发放范围等的限制，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做
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 其次，由于人力、财力等

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只针对高校图书馆员进行，
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员（如公共图书馆员）并没有

被列入本次调查中。 另外，由于其他类型图书

馆所属的上级领导、服务对象、工作重点、组织

文化等都与高校图书馆不同，这就导致了其他

类型图书馆员与高校图书馆员之间也有所不

同，因此，其他类型图书馆员心理资本是否也由

以上八个维度构成，尚需进一步的验证。 最后，
现今心理资本的实证研究已在多个学科领域展

开，并涉及多个群体，而有关图书馆员的心理资

本研究至今还停留在理论引用及构建上，实证

研究几乎没有，这并不利于图书馆人力资源管

理理论的发展，因此，今后应加大对图书馆员心

理资本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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