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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推动工作绩效改善的机制和政策启示 

随着深化医改进入攻坚阶段，改革重心

已向内涵式和质量为主的建设转变。在这一

转变中，作为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直接提供者的基层医务人员，是实现服务质

量优化的主要力量，因此提升基层医务人员

工作绩效对进一步深化医改至关重要。结合

既往研究，当前主流观点认为工作满意度作

为最直接衡量医务人员工作感受和获得感的

指标，能有效推动客观绩效的可持续提升；

同时现有实证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对工作

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复杂的结果和非单一影

响路径。 

因此，本研究基于有机整合理论，按自

我决定程度的高低将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动机

划分为：完全出于兴趣和工作认同的自主性

动机、为获得回报或者被动完成工作要求的

控制性动机；并做出如下假设：医务人员工

作动机可以中介和解释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

效的影响。研究目的在于，构建以工作动机

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工作

满意度影响工作绩效的路径，以期深入理解

影响机制，为更有效地设计激励措施提供政

策建议。 

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全国东、中、西部 6 省 12 县（市、区）75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其基层医务人员进

行问卷调查。最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1417 份，

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8.75%。测量量表包括工

作满意度量表、工作绩效量表和工作动机量

表，且各量表均符合可靠性检验要求。 

链式中介模型的主要结果 

经模型校正，最终模型拟合度结果为：

χ２
/df=3.782，结合样本量判断该指标尚可，

RMSEA 小于 0.05、适配良好，GFI=0.968、

CFI=0.980、TLI=0.975、NFI=0.974 均大于 0.9，

提示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模型合理。链

式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 所示：基层医务人员

控制性动机和自主性动机通过三条中介路径

解释了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影响，中介效

应值为 0.54，占总效应的 35.99%。同时，工

作满意度也会直接影响工作绩效，直接效应

值为 0.96，占总效应的 64.01%。 

 

图 1 控制性动机和自主性动机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 1 控制性动机和自主性动机的中介效应结果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总 效 应

占比 

中 介 效

应占比 
Boot CL

下限 

Boot CL

上限 

中介路径 1 0.23 0.13 0.33 14.75% 40.97% 

中介路径 2 0.21 0.09 0.33 13.81% 38.36% 

中介路径 3 0.11 0.06 0.12 7.04% 19.55% 

总中介效应 0.54 0.44 0.65 35.99% 100.00% 

直接效应 0.96 0.78 1.15 64.01%  

总效应 1.50 1.33 1.67 100.00%  

注：中介路径 1：工作满意度->控制性动机->自主性动机->工作绩效 

中介路径 2：工作满意度->控制性动机->工作绩效 

中介路径 3：工作满意度->自主性动机->工作绩效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1. 持续关注工作满意度水平的变化，多
层面多维度完善激励机制设计 

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控制性动机->

自主性动机->工作绩效”的中介效应值为

0.23，占总中介效应的比例为 40.97%，是主

要的中介路径。这说明工作满意度会通过提

高基层医务人员控制性动机水平，促进自主

性动机水平的提升，实现工作动机的内化，

达到更持久、自主的激励状态。此时他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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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出发点不再仅仅是为了完成既定工作任

务或履行工作责任，更转化为了追求工作本

身的意义等高层次需要的满足。 

要认识到在深化医改、强基层的各项改

革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织环境中的各类

激励因素必然会发生改变，继而带来人员工

作满意度水平的变化。所以，应重视外部激

励因素的内化反应，多层次多维度的完善激

励机制，以建立一支认同感强、积极性持久、

绩效高的基层医务人员队伍。 

 

2.打牢外部激励基础满足控制性动机，营
造机构支持性运行环境 

各中介路径中，“工作满意度->控制性动

机->工作绩效”的中介路径效应值为 0.21，在

总中介效应占比为 38.36%，说明提高工作绩

效需要有支持性物质条件保底，而控制性动

机的满足就是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营造物质支持性运行环境是充

分激励基层医务人员、提高工作绩效的首要

动力，这有利于满足基层医务人员对物质、

工作设施等外部条件的心理需要。 

然而，尽管我国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支持性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但信息系

统发展孤立、硬件设施支持不足，薪酬绩效

激励制度改革滞后、收入与付出不相匹配等

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基层医务人员激励水

平的进一步提高。以问题为导向，在下一步

任务中要继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施

设备建设，特别要注重信息化的互联互通，

实现区域内医疗设施设备共享以优化配置资

源，打破信息孤岛以减少工作重复和不必要

的工作量；同时突破瓶颈、改革薪酬激励支

付制度，根本上改变基层医务人员收入远低

于医院医务人员收入的固化模式，彰显基层

医务人员的社会价值。 

 

3.重视内部激励强化自主性动机，强化对
基层工作意义的认同感，并创建支持性工作
氛围和自主性工作模式 

促进工作绩效提高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是：“工作满意度->自主性动机->工作绩效”，

其中介路径效应值为 0.11，在总中介效应中占

比为 19.55%，结合中介路径 1 中自主性动机

也是控制性动机内化后的结果，可以发现两

条路径最终都是以动机内化为提升工作绩效

的落脚点，可以说，自主性动机是实现持续

激励的根本保障。基于基层医务人员是典型

的知识型工作者这一特征，他们有更强烈的

持续更新个人知识、获得成长的需要，并且

有对病人健康贡献的利他性质，内化的工作

动机确实能刺激他们挖掘工作潜能，实现持

续性激励。 

因此，建议在巩固发展支持性物质条件

的基础上，着力激发自主性动机，强调基层

工作意义的工作氛围和模式，主要路径包括： 

其一，建立技术帮扶传送带项目，满足

医务人员对能力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基层

培训过于形式化，人员技能不能实现有效提

升、培训需求满足感较低的问题，应建立针

对发展需要的长效培训机制，鼓励、支持基

层医务人员参与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在职

学历提升；借助医疗联合体，发挥上级医院

辐射带动作用，实现资源下沉、技术传送。

其二，依托家庭医生团队合作模式，营造自

主支持氛围，增强基层医务人员的组织归属

感。要积极肯定基层工作价值和家庭医生团

队的作用，设立清晰明确的工作描述以避免

角色冲突或模糊，保障医务人员自主选择的

权力，如自由协商组成家庭医生团队、在合

理范围内自主协商工作模式和利益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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