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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知识型员工是“掌

握或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在竞争日

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知识型员工作为知识的载体，越来越受到

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知识型员工在个人特质、心理需

求、价值理念与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特点，具体表现为较

高的个人素质、富有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较强的自主性与创

造性、工作过程难以监督控制、工作成果不易测量评价等。基

于上述特性，知识型员工压力呈现多样化态势，分析知识型员

工压力源并探索知识型员工压力管理策略，有利于营造良好的

工作氛围，有利于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2　知识型员工的压力源

所谓压力源，是指对人的身心活动产生一定作用，并形成

一定心理负荷的刺激因素，又称应激源或紧张性刺激。目前，

学术界针对一般员工压力源的研究较为普遍，而针对知识型员

工压力源的探析并不多见。国内学者蒲德祥、杨卫星等人通过

实证研究提炼了影响员工工作压力的10个主要因素，即竞争加

剧、低适应性、低文化素质、机构调整、人际关系紧张、薪

酬不公、技术变化、角色模糊、超负荷工作量与身体健康条

件等。另外，国内学者蔡宁伟、徐群等人综合已有研究成果，

以外部压力与内部压力对企业员工的压力源进行划分。其中，

外部压力包含社会、行业(产业)、组织(工作单位)、同事(同

行)、家庭(亲戚朋友)等因素，而内部压力包含工作目标、员

工需求、组织期望、工作时间( 机遇) 、员工年龄等因素。

基于知识型员工特点与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根据压力

构成要素，将知识型员工压力源分为工作外源压力与工作内源

压力两大类。其中，工作外源压力产生于工作活动（内容）

之外，人际关系与工作环境是其主要构成要素。在人际关系方

面，从宏观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知识型员工

之间存在的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相互交织，从而产生人

际压力；从微观上看，企业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知识型员

工工作联系更为密切，角色交叉频繁，从而极易造成冲突。在

工作环境方面，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在组织架构、运

作方式、管理理念、技术应用等方面不断求新求变，企业内

外部环境的持续性变化迫使员工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

以适应之，许多员工因此压力陡增、身心俱疲。

3　压力对知识型员工的影响

压力是一个兼具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矛盾统一体，适度

的压力具有催人奋进的积极作用，而过度的压力则会对员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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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与工作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3.1压力对知识型员工身心健康的影响

近年来，因过度压力所致的“过劳死”案例层出不穷，

而知识型员工恰是悲剧的主体。2006 年，25 岁华为员工胡某

某持续加班一个月后因病不治身亡；同年，36 岁中兴员工程

某出差死亡，疑为过度劳累所致；2011 年，25 岁普华永道某

女员工入职半年因过劳猝死；2013 年，奥美公司员工李某持续

加班一个月后突发心脏病猝死。据统计，我国每年猝死人数达

55 万，其中心源性猝死人数占比约为75％，近76％白领处于

亚健康状态。据美国工作压力协会估计，压力及其所致的身心

健康问题，每年耗费美企业界达 3000 多亿美元。在英国，员

工压力所耗损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医学界相关研

究资料表明，因过度压力而产生的紧张状态会破坏人体内部平

衡，进而出现胸闷恶心、消化不良、心率加快、血压增高等

生理症状及意志消沉、感情压抑、迷惑焦虑、道德准则削弱

等心理症状。

3.2压力对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

根据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压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

线性关系。当压力尚处于较低水平时，工作绩效较低，随着

压力逐渐增加，工作绩效将持续提升至最高水平，即绩效高

峰，若压力进一步增加，则工作绩效开始下滑，直至员工因

过度疲劳而崩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适度的压力将

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助推作用，而压力水平过低或过高

的极端情况均不利于员工和企业的持续成长，实施压力管理的

目的是使压力与工作绩效达到良性平衡，为员工和企业的长足

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知识型员工压力管理对策

4.1问题应对策略

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控制或改变形成压力的情景以减轻

压力。知识型员工个体可寻根探源，对自身压力源作出全面而细

致的分析，并通过专业的压力测量工具来评估自身的压力水平，

若压力过大，则设法将压力源人为压缩以使其影响最小化。

4.1.1认知-情绪应对策略

即在压力情景无法或不易控制和改变时转换自我认知，并

加以情绪管控，以适应压力情景。当知识型员工所处的压力情

景无法或不易改变时，知识型员工可尝试自我改变，调整对压

力情景中的事物的看法，重新设立一个契合自我的期望值，并

调节目标实现的时间长度，当不良情绪产生时，应及时进行合

理宣泄与正确排解，避免情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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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自我强化策略

即在全面认识自我与组织的基础上，对职业生涯或成长通

道进行合理规划并不断修正，逐渐树立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

理念，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激励，加强体育锻炼，培养

兴趣爱好，丰富经验阅历，形成健康的生活工作模式，使自

己能够长期处于积极、愉悦的情绪状态中，从而降低产生过度

压力的概率。

4.2组织层面

4.2.1打造人本企业文化

知识型组织管理者应着力将“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共治共

享”的文化理念贯彻到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体现在企业生动实

践细节中，并通过各项规章制度予以支撑和保障。人本文化润物

无声，其本质是沟通员工与企业的桥梁，它有利于营造和谐融洽

的组织氛围，有利于搭建互联互通的知识网络，有利于缓解员工

工作压力，并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4.2.2顶层再设计，促结构优化

知识型组织管理者可在企业日常管理实践中，结合国家相

关政策及所处行业特点，在工作制度、组织架构等方面进行再

设计。以带薪休假制度为例，知识型组织应充分利用该契机，

合理规定年休假与其他假期的抵扣内容，优化员工休假制度。

4.2.3 善于倾听，强化沟通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知识型组织管理者应针对员工成长

给予足够关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多层次、多维度了

解员工的思想动态与行为动向，并对员工提出的意见建议作出

及时准确的反馈，切实贯彻上下级双向沟通的基本原则。

4.2.4 健全福利制度，提供专业保障

完善的福利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知识型员工的外源压

力，知识型组织管理者可逐步推行EAP 项目（Employee As-

sistance Program），在薪酬、住房、教育、医疗、社会

保险等方面为员工提供系统性的专业保障，透过系统需求发掘

相关渠道，协助员工解决生活痛点与工作难题。

5  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驱

动力的源泉，在组织探索挖掘知识型员工价值的同时，有必要

协助员工全面分析其工作外源压力与工作内源压力，并提供积

极有效的压力管理策略，将压力水平控制在适度的阈值区间

内，保障知识型员工身心健康，改善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促

进企业系统良性运转，推动国民经济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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