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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长沙市部分高星级酒店实施问卷调查获得的３６６份调查表，进行内在动机量表的信度与效度以及内在动机
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得知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对内在动机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在人口统计特征中，工龄对内在动机的影响最

大，其次是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内在动机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内在动机；人口统计特征；酒店员工；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４－０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ｔｅ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ｒｓＨｏｔｅｌ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ｉｔｙ

ＺＥＮＧＬｉｙａｎ，ＺＨＯＵＭｅｉｆ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ｉｎｇｌ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３６６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ｓｔａｒｈｏｔｅ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ｉ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ｉｔｙ，ｉｔｔｒｉｅ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ｎ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ｈａｓ
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ｔｅ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ｅｎｉｏｒｉｔｙ，
ａｇｅ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ｇｅｎｄｅｒｈ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ｈｏｔｅ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在动机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根据动机产生原

因的不同，通常将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

个体的行为受到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共同作用，

是这两种动机的体现。大量研究表明，内在动机对

员工的创新行为、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

以及组织承诺等都有很好的预测作用，［１］因而，内

在动机研究也一直是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领域的

重要课题。员工内在动机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工作

因素对其的影响，还取决于个体的差异性会因人而

异。目前，学术界对人口统计特征如何影响其内在

动机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以分析人口统计特征对酒店员

工内在动机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影响因素的相对重

要性。

　　一　研究现状

不同员工工作的内在动机不同。目前，国内

外学者关于人口统计特征对内在动机影响的研究

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１６
基金项目：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３ＨＳＸ０６）
作者简介：曾丽艳（１９８０－），女，湖南邵东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曾丽艳，周美芳，周应兰：人口统计特征对酒店员工内在动机的影响———基于长沙市高星级酒店调查数据分析

方兴未艾。迄今为止，内在动机的定义虽未统一，

但学者们对内在动机的认识基本一致。Ｇａｇｎｅ和

Ｄｅｃｉ（２００５）认为：内在动机源自工作本身的内

在价值，是个体对工作任务的兴趣和执行任务的

愉悦感所带来的内在自主性激励，其包含个体的

自我决定、投入、好奇心及兴趣。［２］该观点得到了

广泛的认可。国外学者还从个体特征和工作因素

两方面探讨了内在动机的前因变量，指出：影响

内在动机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格、年龄、兴趣

等。Ｈｏｕｋｅｓ等 （２００３）研究了教师、银行员工性

格特质对内在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职业员

工的性格特征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内在动机。［３］有关

年龄与内在动机关系的直接研究较少，部分研究

从相关概念出发推断年龄与内在动机之间的关系，

Ｗａｒｒ等 （２００１）考察了年龄与工作主动性的关

系，他们发现学习新知识的兴趣随年龄增长而下

降。［１］此外，关于兴趣对内在动机的影响，最初在

内在动机的定义得到体现，并随着内在动机理论

的不断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影响内在动机

的工作因素包括工作特征和工作环境因素，内在

动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本身的特征，许多学

者基于工作特征模型 （ｊｏｂ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

ＪＣＭ）研究工作特征的五个维度 （多样性、完整

性、重要性、自主性和工作反馈）对内在动机的

影响。Ｇｕａｙ等人 （２００１）的研究表明，工作的自

主性与员工的内在动机显著正相关，自主性有助

于提高个体自我能力评估，进而提升个体的内在

动机；［４］Ｗａｔｅｒｍａｎ等 （２００３）实证研究发现，自

我决定以及技能的平衡与任务的挑战性是影响员

工内在动机的前因变量。［５］工作环境与内在动机的

关系是目前较具争议性的问题，自我决定理论认

为，如果工作环境能满足员工的自主、胜任、关

系这三种先天心理需要则会促进员工的内在动机。

有关内在动机的结果变量研究，集中在工作绩效、

员工创造力、员工满意度等变量上。Ｋｏｅｓｔｎｅｒ和

Ｌｏｓｉｅｒ（２００２）认为，工作的趣味性在内在动机与

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趣味性较强的

工作，内在动机可导致较高的绩效。［６］于丽娟

（２００９）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员工的内在动机与

其工作投入和创新行为都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７］

李伟，梅继霞 （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内在动机对工

作投入和员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８］方

雯等 （２０１３）对内在动机与员工创造性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发现内部动机是促进个人创新行为的

重要影响因素，内在动机能正向调节与员工创造

力的关系。［９］李伟 （２０１４）以金融和电信类国有企

业员工为例，探讨了内在动机对关系绩效的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员工的内在动机与关系绩效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１０］

综上所述，内在动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

根据以往资料来看，对内在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中

忽略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差异。国内学者多以内在

动机为自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考察它对一

些结果变量的影响，凸显出内在动机对行为的预测

作用，至今国内相关文献对于内在动机的前因变量

较少涉及，尤其缺乏对员工内在动机前因变量的深

入实证研究。

　　二　数据收集与方法选择

１．数据收集。本文通过对长沙市高星级酒店

员工工作的内在动机调查而获取研究数据。样本

单位的选择分为：四星级酒店和五星级酒店两个群

体（其中四星级酒店３家，五星级酒店２家）。于

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５月到所抽样的酒店进行调查，多数

问卷调查采取委托发放并回收（委托给酒店人力资

源部的主管人员）。本研究共发放了４５０份纸质问

卷，回收４０２份，剔除一些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

问卷３６６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１．０４％。表１显示了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此次所抽样的酒店样本

中，女性员工较多，所占比例为６１．７％；未婚的比例

较高，占５１．４％；年龄偏向年轻化，３０岁以下的员

工所占比例高达７５．６％；学历集中在本科以下，高

中毕业生和大专毕业生是主力军；工龄较短，

８１．１％的被调查对象工龄不到两年；月均收入相对

长沙最低工资标准（１２６５元人民币／月）中等偏低，

４９．５％的被调查对象集中在１５０１～２５００元人民

币的区间。总的看来这些数据是比较符合当前酒

店员工的构成情况，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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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Ｎ＝３６６）

人口特征变量 样本值 百分比／％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月均收入／元

（人民币）

婚姻状况

年龄

工龄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专

本科

本科以上

未回答

１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１～１５００

１５０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１～３０００

３００１～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以上

未回答

未婚

已婚

其他

２０岁／以下

２１～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４０岁以上

半年以下

半年～１年

１～２年

２～３年

３～５年

５年以上

未回答

３８．３

６１．７

２０．２

３６．９

３０．９

６．８

３．８

１．４

７．７

１３．９

３０．１

１９．４

１３．４

６．３

７．７

１．６

５１．４

３９．３

５４．６

２１．０

５４．６

１８．０

６．３

４２．６

２６．０

１３．１

７．９

３．８

４．１

２．５

２．方法选择。本文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方
法，考虑到采集的数据均为有序分类的离散数据，

采取一般回归法难以进行准确的拟合，而最优尺度

回归法允许因变量和自变量为各种类型的分类变

量，在处理分类变量数据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分

析时根据数据情况进行迭代搜索，找到适当的变换

方法对原始分类变量进行最优尺度转换，将原始变

量一律转换为连续性评分，然后再进行方程拟合，

找到一个最佳方程式。本研究以内在动机为因变

量，以人口统计特征为自变量，因变量和自变量都

是分类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将能够清晰显

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实现本研究的

目标。

　　三　实证分析

（一）内在动机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学者们对内在动机的测度多采取自陈式量表，

Ｖａｌｌｅｒａｎｄ提出的内在动机量表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ＩＭＳ）从了解知识、获得成就以及经历刺激
三个层面对内在动机进行测量，但这三个构面具有

较高的相关性（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０．８８）。因而
ＶａｎＹｐｅｒｅｎ、Ｖａｌｌｅｒａｎｄ等人建议在实际应用中应将
内在动机作为单维变量来处理，鉴于此，本文也将

内在动机视为单维度结构，采用修订后的ＩＭＳ量表
（共４个题目，为Ｌｉｋｅｒｔ５点量表），测量酒店员工对
工作本身的兴趣、工作中的愉悦感以及学习的

乐趣。

首先，采用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法评价内在动机
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由表 ２分析结果可知，
内在动机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系数为０．９００，即量表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接着，进行量表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和ＫＭＯ测度，结果显示内在
动机量表的显著性水平为 ０，ＫＭＯ的测度值为
０．８５６，内在动机量表适宜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标准提取
因子。方差最大旋转后共得到１个因子，共解释
量表变异量７９．２０９％，与内在动机单维度理论构
想一致。

表２　内在动机量表因子分析

内在动机量表题项 因子载荷 特征根 贡献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系数

因为我在工作中感觉快乐 ０．８４６ ３．０８８ ７９．２０９ ０．９００

因为该工作带给我学习新事物的乐趣 ０．９０６

因为我真正投入工作中的愉悦感 ０．９０４

因为该工作带给我发展自身技能的乐趣 ０．８５７

ＫＭＯ ０．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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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在动机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为研究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对酒店员工内在

动机的影响程度的大小，有必要使用回归模型判断

各人口统计特征对内在动机的影响，找出对内在动

机起决定性的人口统计特征。基于变量设定，建立

以“内在动机”为因变量、“人口统计特征”（性别、

婚否、年龄、受教育程度、工龄、家庭月收入）为自

变量的分析模型，设定模型为：

Ｙ＝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

β６Ｘ６＋β７Ｘ７
其中：Ｙ为因变量，代表内在动机，Ｘ为自变量，

Ｘ１，Ｘ２…Ｘ６为６个明细变量，分别是性别、婚否、年
龄、受教育程度、工龄、家庭月收入；β１，β２，…β６为
待估计的标准化系数。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中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模块下的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程序进行分析
计算。由于这些人口统计特征自变量为分类变量，

直接假设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数值影响程度是均匀

的过于牵强，所以选择对数据进行相应最优尺度

的变换，将性别定义为 “名义”测度类别，其余

人口统计特征变量设定为 “序数”变量，对其进

行最优尺度转换，输出转换图 （鉴于篇幅限制，

转换图省略），转换图显示婚姻状况中的 “已婚”

和 “其他”、年龄中的 “２０岁及以下”和 “２１～
３０岁”、受教育程度中的 “初中及以下”和 “高

中或中专”等级被赋予了相同的量化评分，工龄

中的前三个等级、月均收入的前三个等级被赋予

相同的量化评分，随后的回归分析用变换后的分

值进行，相当于评分间为等距变化。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案例处理汇总

中，参与样本分析的数据有３６４，缺失值为２，模型
汇总中修整的可决系数为０．２７１，模型解释能力差
强人意，多元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一般都不是很

高，该方法通常只用于分析与解释，很少用于预测。

本例的可决系数虽然较低，但并不影响对已经纳入

该模型的因素进行解释。在方差分析中 Ｐ值为０，
模型整体非常显著，表明所构建的模型具有统计学

意义。表３中模型的系数及显著性可发现，Ｘ１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予以剔除，其余的５个自变量对
酒店员工的内在动机均有显著影响，最终拟合的回

归方程为：

Ｙ＝－０．２０５Ｘ２＋０．２５０Ｘ３＋０．２４２Ｘ４＋
０．２７４Ｘ５＋０．２１９Ｘ６

即：性别对酒店员工内在动机的感知无显著影

响，而婚否、年龄、受教育程度、工龄、月均收入则显

著影响酒店员工的内在动机。

标准化系数显示除婚否变量外，其他人口统计

特征变量与内在动机正相关。年龄越大、受教育程

度越高、工龄越长、月均收入越高的酒店员工的内在

动机更为强烈，未婚的员工比已婚员工的内在动机

更明显。容差（变量容忍度）表示该变量对因变量的

影响中不能被其他变量所解释的比例，其取值范围

在０～１之间，容差越大表示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越
弱。表３中的容差显示，本例结果还是比较好的，回
归结果具有较高可靠性。重要性分析结果表明：在

人口统计特征中，工龄对内在动机的影响最大，其次

是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性别的影响程度很小。

表３　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代码 自变量
标准系数

系数 标准差
系数值检验 显著性水平 重要性

容差

转换前 转换后

Ｘ１ 性别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９ １．２４２ ０．２６６ ０．０１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１

Ｘ２ 婚否 －０．２０５ ０．０９５ ５．１７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４ ０．７８６ ０．７０９

Ｘ３ 年龄 ０．２５０ ０．１５５ ３．０７７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４ ０．７８０ ０．７７０

Ｘ４ 受教育程度 ０．２４２ ０．０６６ ３．３６６ ０．０３１ ０．２０１ ０．８７１ ０．８５９

Ｘ５ 工龄 ０．２７４ ０．１２０ ３．１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２９１ ０．８０４ ０．７２３

Ｘ６ 月均收入 ０．２１９ ０．１１１ ３．０５０ ０．０４２ ０．１８０ ０．８２２ ０．７７１

模型汇总中调整Ｒ方 ０．２７１

ＡＮＯＶＡ中Ｆ值 ４．６８９ Ｓｉｇ． 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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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结果

基于本次抽样的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发现：酒店员工的内在动机与性别的相关关系并不

显著，人口统计特征对酒店员工内在动机的影响重

要程度依次是工龄、年龄、受教育程度、月均收入和

婚否。不同年龄与工龄的员工在内在动机上存在

显著差异，说明随着年龄和在酒店中服务时间的增

加，工作的工具性会降低，工作中的情感需求不断

增加，以追求工作乐趣的内在动机也将随之增加。

同时，随着年龄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工作的认知

和归因都产生内在化和自发性的倾向。内在动机

在不同学历员工身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由受教育程

度引起的知识存量差异不仅体现出员工学习能力

的差异，同时也将会对员工的工作认知和工作态度

产生影响，高学历员工能在工作过程中感到更多乐

趣存在，可以解释为高学历员工由于起点较高，在

酒店身居要职，在工作中获得新知识、新技能的机

会更多，更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因而产生较高的

内在动机。薪资水平也将影响到个体的内在动机，

认知评价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ＥＴ）指
出，报酬会通过对员工胜任感与因果关系知觉的不

同影响来影响内在动机，高的收入水平能够给员工

提供能力和胜任等方面的信息，从而对其工作的内

在动机产生促进作用。

我们从员工人口统计特征的角度对内在动机

的前因变量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丰富了国内内在

动机前因变量研究的内容。内在动机是员工爱岗

敬业的基础，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工作绩效、工作满

意度等变量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同时，内在动机

在不同人口统计特征的员工群体中又会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性，因此在实践中，酒店管理者要高度重

视对于员工内在动机的激发，一方面要考虑到员工

个体特征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另一方面要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满足员工在工作中的兴趣、愉悦感以及

学习的需要。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关于内在动机的结构

从单维到多维说法不一，而笔者只将其视为单维结

构；本文仅对长沙５所高星级酒店进行抽样调查，
样本数量有限；内在动机不仅受到个体差异的影

响，而且还取决于工作因素的影响，本文仅考虑了

人口统计特征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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