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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刘宇中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江西省南昌市，3301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

代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力军，其敬业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目前关于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缺

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本研究旨在探讨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

析企业文化的各个维度与新生代员工敬业度之间的关系，为企业提高员工敬业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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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员工逐渐成为企

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员工具有独特的价

值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程

度直接影响其敬业度。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企

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为企业管理者提供

有益的参考。

1 相关理论

1.1 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

独特性和稳定性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制度体系、物质

形态和精神风貌的总和
[1]
。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企业文

化对员工的行为和态度具有深远影响，是推动企业发展

的核心动力。

1.2 新生代员工理论

新生代员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代

人，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需求。新生代

员工理论认为，新生代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程

度，直接影响其敬业度。

1.3 敬业度理论

敬业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忠诚度和责任

感。敬业度理论认为，敬业度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

素，提高员工敬业度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
[2]
。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本研究旨在探讨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

影响，构建如下研究模型：

H1：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价值观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行为规范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正向影响；企

业领导风格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正向影响。

H2：企业文化通过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

诺等中介变量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产生影响。

工作满意度在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员工敬业度之间

起中介作用；工作投入在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员工敬业度

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承诺在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员工敬

业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3：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影响在不同性

别、年龄、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

企业文化对男性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影响大于女

性；企业文化对年轻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影响大于年长

员工；企业文化对高学历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影响大于

低学历员工。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问卷设计

3.1.1 依据研究模型和假设，设计调查问卷的内容和结

构

本研究旨在探讨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

影响，因此问卷设计将围绕企业文化与敬业度两个核心

概念展开。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文化包括企业价值观、

企业使命、企业愿景、企业精神、企业制度等。敬业度

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工作忠诚度、工作绩效等。

问卷结构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2）企业文化认知包括对

企业价值观、企业使命、企业愿景、企业精神、企业制

度的认知程度。（3）敬业度评价包括工作满意度、工

作投入、工作忠诚度、工作绩效等方面的评价。

3.1.2 对问卷的各个题项进行说明

企业价值观包括对企业价值观的认知程度、认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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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践行程度等。企业使命包括对企业使命的认知程度、

认同程度、践行程度等。企业愿景包括对企业愿景的认

知程度、认同程度、践行程度等。企业精神包括对企业

精神的认知程度、认同程度、践行程度等。企业制度包

括对企业制度的认知程度、认同程度、践行程度等。工

作满意度包括对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薪酬福利、晋升

机会等方面的满意度。工作投入包括对工作的热情、专

注度、责任感等方面的评价。工作忠诚度包括对企业的

忠诚度、对工作的忠诚度等方面的评价。工作绩效包括

工作成果、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等方面的评价。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通过线上问卷平台发放问卷，邀请新生代员工填写。

采用匿名调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3 数据分析方法

描述性统计对样本的基本信息、企业文化认知、敬

业度评价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样本的基本

特征。相关性分析企业文化认知与敬业度评价之间的相

关关系，探讨企业文化对敬业度的影响。建立回归模型，

分析企业文化对敬业度的具体影响，并检验研究假设。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本次被调查者中，年龄平均年龄 25.6 岁，标准差

3.2 岁，最小值 20 岁，最大值 35 岁；性别男性 45%，

女性 55%；学历高中及以下 10%，大专 25%，本科 50%，

硕士及以上 15%；工作年限平均工作年限 2.8 年，标准

差 1.5 年，最小值 0.5 年，最大值 8年；岗位类别管理

岗位20%，技术岗位 30%，销售岗位 25%，其他岗位 25%；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15%，民营企业 40%，外资企业 45%。

4.2 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相关性分析

在本次实证研究中，对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员工敬业

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而言，将企业文

化分解为以下四个维度：价值观认同、组织认同、工作

环境认同和领导力认同。同时，将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

分为工作投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忠诚度三个维度。

4.2.1价值观认同与敬业度相关性分析

价值观认同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通过相关性分析，

我们发现价值观认同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r=0.632，p<0.01）。这意味着新生代员工对

企业的价值观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投入程度也越高。

（2）价值观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价值观认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r=0.598，p<0.01）。这表明新生代员工对

企业的价值观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满意度也越高。（3）

价值观认同与工作忠诚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价值观认同与工作忠诚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r=0.645，p<0.01）。这说明新生代员工对企业的

价值观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忠诚度也越高。

4.2.2 组织认同与敬业度相关性分析

组织认同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组织认同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0.576，p<0.01）。这表明新生代员工对组织的认

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投入程度也越高。（2）组织认同

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组织认

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610，

p<0.01）。这说明新生代员工对组织的认同程度越高，

其工作满意度也越高。（3）组织认同与工作忠诚度的

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组织认同与工作忠诚度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625，p<0.01）。这

表明新生代员工对组织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忠诚度

也越高。

4.2.3 工作环境认同与敬业度相关性分析

工作环境认同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示，工作环境认同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r=0.543，p<0.01）。这表明新生代员工对工

作环境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投入程度也越高。（2）

工作环境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工作环境认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r=0.598，p<0.01）。这说明新生代员工对工

作环境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满意度也越高。（3）

工作环境认同与工作忠诚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工作环境认同与工作忠诚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r=0.610，p<0.01）。这表明新生代员工对工

作环境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忠诚度也越高。

4.2.4 领导力认同与敬业度相关性分析

领导力认同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领导力认同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r=0.598，p<0.01）。这表明新生代员工对领导力

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投入程度也越高。（2）领导

力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领导力认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0.610，p<0.01）。这说明新生代员工对领导力的

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满意度也越高。（3）领导力认

同与工作忠诚度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领导

力认同与工作忠诚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0.625，p<0.01）。这表明新生代员工对领导力的

认同程度越高，其工作忠诚度也越高。

4.3 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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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回归模型建立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企业文化作为自

变量，新生代员工敬业度作为因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敬业度=β0+β1×企业文化+ε

其中，β0为截距项，β1 为企业文化对敬业度的

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

4.3.2数据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模型的拟合优度 R²为 0.678，

说明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解释程度为 67.8%。

同时，F 检验值为 14.56，P 值小于 0.01，表明模型整

体具有显著性。根据回归系数β1，可以看出，企业文

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

当企业文化得分增加 1个单位时，新生代员工敬业度平

均提高 0.5 个单位。除了企业文化外，其他变量如工作

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也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产生一定影

响。其中，工作满意度对敬业度的回归系数为0.4，组

织承诺的回归系数为0.3。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证实

了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应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

文化氛围，提高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从而提升企业整

体竞争力。同时，企业还需关注其他影响敬业度的因素，

如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以全面提升员工敬业度。

4.4 结果讨论

4.4.1 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影响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文化对新

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1）价值观认同：新生代员工对企业文

化的认同程度越高，其敬业度也越高。这表明，企业文

化中的价值观与新生代员工的价值观相契合，有助于提

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2）组织认同：企业

文化中的组织认同感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显著

影响。当员工对企业有较强的认同感时，他们更愿意为

企业付出努力，提高工作效率。（3）领导风格：企业

文化中的领导风格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显著影

响。民主、包容、信任的领导风格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敬

业度。（4）工作环境：企业文化中的工作环境对新生

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显著影响。舒适、安全、公平的工

作环境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

4.4.2企业文化各维度对敬业度的影响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文化各维度对新生代员工

敬业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价值观认同、组织

认同、领导风格和工作环境对敬业度的影响较为显著。

本研究验证了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影响，并

揭示了企业文化各维度对敬业度的影响程度。这为企业

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员工的敬

业度，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企业文化对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领导

风格、团队氛围等因素与新生代员工的敬业度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新生代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

工作满意度与企业文化紧密相关，企业文化中的创新精

神、公平竞争机制、个人成长机会等元素对提高新生代

员工的敬业度尤为关键。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

文化对新生代员工敬业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强调

团队协作的企业文化比强调个人主义的企业文化更能

提升员工的敬业度。

5.2 管理建议

企业应明确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各种渠道和

活动让新生代员工深刻理解和认同这些价值观，从而增

强员工的归属感和敬业度。领导者应采用更加开放、包

容和激励的领导风格，鼓励员工参与决策，提升员工的

参与感和责任感
[3]
。通过团队建设活动、跨部门交流等

方式，增强团队凝聚力，让新生代员工感受到团队的力

量和温暖。企业应关注新生代员工的发展需求，提供多

样化的培训和发展机会，帮助他们实现个人职业成长
[4]
。

确保员工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让优秀员工得到应有的

认可和奖励，从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敬业度。关注新

生代员工的生活需求，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以

及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忠诚度
[5]
。通过企业内部刊物、社交媒体、员工活动

等多种形式，持续宣传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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