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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梳理了国内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
系统论述了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历程。
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定量研究的方法和程序，通过自行设计的问卷获得研究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提出了改善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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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兴坤，重庆开县人，管理学博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讲师，民政部紧急救
助培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理论与改革、人力资源管理、行政改革、危机管理、紧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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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5-18的具体数据比较分析显示，已婚公务员在工作满意程度、生活满意程度、工作参与三方面
要明显高于未婚公务员，而离婚或丧偶的公务员对工作满意程度和工作参与的评价是最高的，这可能
是人生经历更丰富的缘故，影响他们评价。
　　而在薪资福利上，未婚公务员满意度高于已婚公务员，离婚或丧偶的公务员最低。
这一结论很有意思，人们一般会认为，已工作的未婚员工，结婚成家可能是比较急迫的问题，而北京
市的房价比较高，结婚成本是比较高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开支应该很大，他们对薪资福利的满意
状况应该低一些。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解释，那就是未婚的公务员，因为未成家，家庭开支会相对少一些，而已
婚的公务员家庭开支会大一些，而离婚或丧偶的公务员，可能要一个人独立支撑家庭开支，这是其对
薪资福利的评价最低的合理解释。
　　六、行政级别　　不同行政级别的公务员工作性质、责任大小、工资及其他待遇是不一样的。
因为样本中没有涉及省部级等公务员，这里比较分析将行政级别分为无级别、副科及以下、科级、副
处级、处级及以上进行分析。
表5-19不同行政级别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各项指标方差分析显示，不同行政级别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
具体指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工作参与、工作回报意度两个方面，在工作满意程度、工作压力、薪资福
利方面接近显著差异水平，在其他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5-19数据显示，就工作满意程度而言，副处级公务员评价得分最高，说明副处级公务员工作满
意程度最高。
副处级以下的公务员呈现级别越低对工作满意程度越低的趋势；从副处级到处级以上公务员，对工作
满意程度呈现突然下降的趋势；从无级别到副处级，级别逐渐上升，公务员的薪资、权力等方面也同
样呈现增加的趋势，因此公务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逐渐增加，这是很正常也符合人们的普遍认识的.而
处级及以上公务员的评价忽然降低，可能是因为处级公务员一般是一个部门或处室的负责人，责任更
大，同时因为级别更高，可能期望水平也更高，因而导致了处级及以上公务员的评价较低。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就工作参与而言，无级别公务员的评价最低，处级及以上公务员最高，呈现明显的级别越高对工
作参与评价越高。
这是因为级别越高，权力也越大，决策权、工作中的“话语权”也越大，有的甚至需要主持工作，必
然要求级别越高的公务员积极参与工作。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