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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毕业生在本行业的就业率偏低一直是困扰旅游教育界与业界的一大难题% 文章以"('名饭店

高职实习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实习生职业认同对其留职意向的影响及在工作满意度和留

职意向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职业认同对实习生的留职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情感认同和持续认

同的影响显著'!)&#$((!*+&#&%#!)&#"&'!*+&#&%(!而规范认同的影响不显著#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在工作满意度

和留职意向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 据此!文章建议应通过提高和强化职业认同的手段提高实习生的留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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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实习是旅游饭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一

环# 通过实习$学生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

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实习后$学生对旅游业的喜爱程度下滑$到非旅游企业

就业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D%E&F

# 这既不符合旅游职业教

育的初衷$ 也给校企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带来负面

的影响#因此$了解实习生留职意向的影响因素显得尤

为重要#

工作满意度是实习生留职意向研究中被最早发现

的态度变量#比如%宋子斌等人以 &&%名旅游专业本科

实习生为研究对象$ 发现学生的实习工作满意感对其

毕业后在旅游业的择业意向有显著的影响D#F

#王兴琼的

研究结论也表明实习生对工作报酬& 领导水平和培训

机会方面的主观评价显著影响其对酒店行业发展的预

期和在酒店行业的择业倾向DGEHF

#

但是$在工作满意度和员工留职!或离职"意向的关

系这个问题上$当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于岩平等人通过

对 %&$名饭店实习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 实习生对

实习酒店的留职意向与实习满意度没有太大关系DIF

'闪

媛媛等人认为$相对于(实习工作满意度)与(实习工作

压力)这两个因素来说$实习前在酒店业的就业意愿更

大程度地影响了实习后在酒店业的就业意愿D"F

#为解释

这种现象$ 许多学者建议应该在工作满意度和留职意

向之间引入调节变量$ 这也是近年来留职意向的研究

发展方向之一#基于此$本文引入(职业认同)这一变量

作为实习生留职意向的解释变量$ 并探讨其在工作满

意度和留职意向间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职业认同$ 是个体对某一职业的积极态度和强烈

的投入感$ 体现为个体维持该职业的愿望和对职业的

喜欢程度DJF

# K585* 等人以组织认同理论作为分析框

架$认为职业认同包括情感认同&持续认同和规范认同

三个维度# 其中$情感认同是个体对职业的情感依恋&

认同和心理投入$从而形成维持某一职业的愿望'持续

认同是个体知觉到自己离开某职业而必须承受的成本

和代价$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该职业'规范认同是个体

出于对职业忠诚的规范$ 或者从职业中获利后出于互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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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原则而形成的职业忠诚感6-.7

#

目前职业认同的研究主要以护士和教师为研究对

象#结论表明$具有较高职业认同感的研究对象往往更

满意自己的工作6--8-19

%更愿意在工作上下功夫%会更觉

得现在的工作适合自己 6-'7

%甚至能克服恶劣的工作条

件所带来的不满6-07

%而且更进一步地影响到其留职意向

6-38-)7

# 同时%个人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人格特征

和自我评价"和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

也影响到个体职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 张春梅等人通

过对温州市医疗机构 0)-名护士进行调查发现$ 职业

特性对护士的职业认同有显著的影响6-57

'此外%研究人

员也发现不同工资满意度的研究对象在职业认同上存

在显著的差异6-,81.7

#

已有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在职人员上% 以饭店实习

生这一特殊群体为对象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现有的研

究结论是否适用于职前者(((实习生的情况) 构成职

业认同的三个因素是否对实习生都有一样的影响) 综

合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 实习生工作满意度对其留职意向具有正

向影响#

假设 1$ 实习生职业认同对其留职意向具有正向

影响# 其中$!-" 情感认同对留职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1"持续认同对留职意向具有正向影响'!'"规范认同

对留职意向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 '$ 职业认同在实习生工作满意度与留职意

向之间中具有调节作用$在工作满意度一致的前提下%

职业认同程度高的实习生留职意向高& 职业认同程度

低的实习生留职意向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从 1.-1 年 ) 月至 -- 月止% 以在福州&泉

州&厦门&武夷山等地 5家四星级以上酒店实习的高职

学生为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 '3.份%

回收 '..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 份% 回收有效率为

43('':# 本研究采用 %;%% -'(.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

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研究工具

-(职业认同量表

本研究借鉴 <"=">等人!-44'"编制的职业认同量

表并参考相关的研究进行修订% 以适合饭店实习生的

工作特点#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变异法探索量

表的结构% 首先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表

明$?<@ 值为 ./4.5%AB>CD"CC 球形检验值为 -435/E4,

!FGE/EEE"%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

素分析后获得三个因子能解释总体变异的 ))/54):#

根据 !"=">等人的理论构想及题项内容% 将这三个因

子命名为 $ 情感认同 & 规范认同和持续认同 %其

H>I$JBKL*B系数分别为 E/,0)&E/,,,&E/5,,% 量表整体

H>I$JBKL*B系数为 E/4E,#

1/工作满意度量表

工作满意度量表采用 HLMN%OB>>"$ H/?/等人 61+7的

量表%共 0个题项#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H>I$JBKL*B信

度系数为 E/50E# 为考查本量表的会聚效度%研究对量

表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 发现三个项目得分可以产

生一个主成分%说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留职意向量表

留职意向量表是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6118107

%由

研究者自行编写%共分为 '个题项%分别测试员工的留

职念头& 寻找其他工作倾向与找到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三个维度# 本研究中量表的 H>I$JBKL*B 信度系数为

E/,0)# 为考查本量表的会聚效度%研究对量表进行了

主成分因子分析% 发现三个项目得分可以产生一个主

成分%说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以上量表中的每个题项都采用李克特!PMQ">C"5级

评分法%让受试者根据题项的陈述做出回答#

四!效应检验

!一"相关分析

从表 +分析结果可看出%实习生的职业认同&工作

满意度和留职意向总体水平偏低%处于中下水平%这与

现实的直观感受是吻合的#在职业认同的三个因子中%

按得分高低排序依次为情感认同& 规范认同& 持续认

同#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介于 E/101和 E/5',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个人属性在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和留职意

向上的差异分析

+/性别

考查不同性别研究对象在主要变量上的差异时%

表 +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系数矩阵

注#22#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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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阶层内预测变量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模型 $ 多重共线性

%&'

! (值 ! (值 ! (值 ! (值

控
制
变
量

性别!男" )*!#+ "*#!$, )*!!- "*)+), )*).+ !*#)/ )*)+/ !*"!" !*)..

实习时长!一个月以下" )*))/ )*!$# )*))$ )*).# 0)*))" 1)*)#) )*))/ )*!.! !*"$2

实习时长!一个月至三个月" 1)*!+- 1"*!//, 1)*!## 1!*/!!, 1)*)/# 1!*++! 1)*!)+ 1!*-+)3 !*+2-

实习时长!三个月至半年" 1)*))/ 1)*!"# )*))$ )*).) )*!!" !*2-"3 )*!)# !*-"23 !*+2-

实习部门!业务部门" )*!2# #*)$/,, )*")" #*$+.,, )*!#/ "*-!!,, )*!"/ "*+"", !*!.$

饭店星级!三星以下" )*)." !*)$$ )*)#- )*.#- )*)/! !*2!2 )*)/- !*/$# !*)/-

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 $*!.#,, )*)+- )*/2",, )*)$+ )*--/,, !*$/$

职业认同

情感认同 )*#22 .*.#.,, )*#.+ .*"!!,, !*+".

持续认同 )*"). "*-/2,, )*"## #*!#$,, "*$$+

规范认同 )*!)) !*#!- )*)/- !*"$2 "*./$

交
互
作
用

情感认同!工作满意度 )*!"/ "*"2!, !*$""

持续认同!工作满意度 )*!++ !*/#!, "*2$!

规范认同!工作满意度 )*)/. !*!." #*)+)

'值 #*#2), +*+$#, !+*22!, !#*!$.,

4567891:;(<=9

检验
>?@*A

"

值 )*)$2 )*!)) )*#$# )*#+-

回归模

型摘要

!A

"

值 )*)$2 )*)+" )*"$# )*)!$ !*.!)

经 (检验发现# 仅在持续认同变量上男性与女性存在

显著的差异#其它变量上#男性与女性并没有达到显著

差异$

"*所在部门

考查不同实习部门研究对象在主要变量上的差异

时#经 (检验发现#在情感认同和留职意向上#业务部

门的实习生均高于职能部门的实习生%其它变量上#两

类部门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三"假设的检验

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 从

表 "可以看出#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值介于 !*)..

和 #*)+)之间# 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

4:值为 !*.!)# 说明残差之间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

自变量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以上说明研究数据满足分

析的前提假设$

本研究首先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 以留职意向为

因变量构建了模型 !$ 分析发现&控制变量解释了留职

意向方差的 $*2B#其中性别'实习时长!一个月至三个

月"'实习部门!业务部门"都有一定解释能力%模型 "

显示了加入(工作满意度)这一自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模型对留职意向方差的解释能力显著增加了 +*"B#说

明工作满意度对留职意向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一结果

验证了假设 !%模型 #是在模型 "的基础上加入(情感

认同)'(持续认同)和(规范认同)等三个自变量后构成

的$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模型 #对留职意向方差的解释

能力显著增加了 "$*#B$ 其中#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对

留职意向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 因此#假设 "中的!!"

和!""得到验证#!#"未得到验证$

为了验证假设 ##我们采用了温忠麟等人 C"+D的方

法&首先对情感认同'持续认同和规范认同的得分进行

中心化处理#即各自减去其样本均值%其次#生成(情感

认同!工作满意度)'(持续认同!工作满意度)和(规范

认同!工作满意度)三个变量作为交互作用项%最后#将

新生成的三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 #中# 从而构

成模型 $$ 结果发现这些变量的进入使模型 $对留职

意向的解释能力显著增加了 !*$B$ 其中情感认同和持

续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这意

味着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是工作满意度与留职意向间

的调节变量$

为更清晰地揭示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在工作满意

度和留职意向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先后根据情感认

同和持续认同平均分将研究对象分成高低分两组#分

别写出两组各自的回归方程#即&

高情感认同组&EF#*)+)G)*"//H

低情感认同组&EF#*)-"3)*))$H

高持续认同组&EF#*2"+3)*!)2H

低持续认同组&EF"*2!23)*!)-H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可绘制图 !和图 "&

表 "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注!3!IJ)*!"K!IJ)*)+",,!IJ)*)!

+#



图 !中!对于低情感认同组!留职意向随工作满意

度而变化的程度不明显"而对于高情感认同组!两者间

有较强的联系!工作满意度的提升将有效提高实习生的

留职意向# 而图 "则反映出随着持续认同的提升!工作

满意度对留职意向的影响也在增强# 这个结果部分验

证了假设 ##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饭店高职实习生为研究对象! 运用分层

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实习生职业认同对其留职意向的

影响及在工作满意度和留职意向间的调节效应! 得出

以下结论#

!$实习生的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和留职意向得

分值都偏低!这一点和现实中的情况是吻合的# 从 %检

验的结果上来看!不同的实习部门只在%情感认同&和

%留职意向&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业务部门的实习生比

职能部门的实习生表现出了更高的情感认同和留职意

向"而不同性别只在%持续认同&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男

性实习生的持续认同要显著高于女性# 究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旅游行业的服务属性! 旅游企业用人单位更青

睐女性毕业生!因此女生比男生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就

业的岗位更加丰富!可选择的范围更广!从而使得女性

实习生%跳槽&的成本降低#

"$加入职业认同的三个因子后!模型 # 对实习生

的留职意向的解释能力增加了 "&$#'# 这意味着当实

习生对所从事的工作有强烈的认同感时!他'她(将更

愿意在工作上下功夫! 将当前所从事的工作作为毕业

后的就业方向#因此!学校应认识到职业认同对高职旅

游管理专业的重要性! 在课程设置中要注重对学生职

业认同感的培养!比如深入企业实践!引导他们树立对

饭店业工作的正确认识!帮助学生尽早做好思想准备!

强化职业认同感#

在职业认同的三个因子中! 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

对留职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而规范认同的影响不

显著#规范认同形成的心理因素有两个来源!一是个体

从当前职业中获得利益而形成的互惠心理" 二是社会

强调的对职业忠诚的规范(")*

# 无论是实习生还是学生

身份!与职业接触的时间尚短!谈不上已获得的利益"

但也应该看到! 对工作的认知和了解是情感认同产生

的基础! 虽然本研究中不同实习时长的实习生在情感

认同上未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但随着工作时间的进一

步增加! 对饭店工作认识的深入是否会使实习生的情

感认同发生变化$其变化的方向是怎样的!这是今后研

究需深入的地方#

#$在控制了实习生的人口特征和自身的影响之后!

职业认同的三个因子与工作满意度的交互项仍然使模

型对实习生留职意向的解释能力显著地增加了 !$&'#

其中! 情感认同和持续认同在工作满意度和留职意向

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这表明工作满意度对实习

生留职意向存在正向影响! 且这种的影响对于高职业

情感认同和高职业持续认同的实习生来说更加显著#

鉴于实习生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在一线对客服务岗

位!繁琐$工作量大!长期从事容易使实习生产生职业

倦怠感#因此!饭店企业应为实习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轮

岗机会$增加工作的技术性和挑战性"给予他们更多的

关怀!引导他们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以此来提高实习

生的留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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