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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更替、知识迭代的不断加速，员工获取知识的途径除自主学习

外，更仰赖于向掌握技能与资源的领导者主动发起求助行为。“互联网+”时

代，以消费为主导、创新作驱动的大国经济模式下，企业的核心价值是创建服

务型组织，为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在此背景下，服

务型领导应运而生。 

 学者指出，服务导向的管理风格能够有效减轻员工感知到的潜在求助成

本，因此本研究从施助者中的领导角度切入，探索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求助行为

的影响路径，对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还进一步探索了

信任在求助过程中减轻个体心理威胁感的作用机制，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结

合员工对求助行为将引发面子威胁和回报义务的考虑，将传统性这一具有代表

性的个体价值取向引为调节变量，为未来深入理解与激励引导员工求助行为提

供全新的视角。 

 综上，本研究在研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与模型，结合对 313 名

被试者的问卷调查，运用 SPSS19.0 等统计软件加以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服务型领导对求助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服务型领导显著促进自主型求

助行为和依赖型求助行为。 

（2）服务型领导显著促进员工对领导信任；即服务型领导显著促进员工对领导

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3）员工对领导信任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求助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员工对领导信任在服务型领导与自主型求助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情

感信任在服务型领导对求助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4）传统性对于女性员工在服务型领导与认知信任的关系中表现正向非线性调

节作用。 

 研究结论对当前领导风格及求助行为的研究领域有所补充，更为理解求助

行为的心理动因拓展了新视角，为当前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服务型领导；员工求助行为；传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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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teration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to self-

learning, employees access to knowledge mostly rely on help-seeking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Internet +" era, Internet + era, consumer-led,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model, the core value of the enterprise is to provide more and better 

service, servant leadership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concept of service leadership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discussion. 

 Servant leadership embodie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Employee-centered", 

can reduce the feeling of help-seeking cost. It‘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help-seeking behavior.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trust in the elimination of pasychological 

threat, and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ditionality in 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which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help-seeking behavior. 

 In this paper, servant leadership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help-seeking behavior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rust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traditionality as a 

regulatory variable.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model of this study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help-seeking behavior, trust and traditionality. The study regarded 

313 employees as sample, carrying on the questionnaires research about their 

perceptions. Then it used SPSS19.0 software to analyze data and test hypothesis, 

provide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management practice. 

(1) Serva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elp-seeking behavior; 

Serva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utonomous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dependent help-seeking behavior. 

(2) Serva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rust; Servant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gnitive-trust and affect-trust. 

(3) Trust has a ful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ervant leadership on the help-

seeking behavior; Trust has a ful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ervant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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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utonomous help-seeking behavior; Affect-trust has a ful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ervant leadership on the help-seeking behavior; 

(4) Traditions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female employees' influence on cognitive trust in 

servant leadership.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omplements the research field of leadershipe and help-

seeking behavior, 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expand the new perspective to motive of 

help-seeking behavior. 

 

Key Words: Servant Leadership; Help-seeking Behavior; Tradi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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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伴随着全球化竞争的不断加剧，组织面临着知识和技术的频繁更新，由此对

组织内员工的主动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的过程中

员工难免会遇到困难，有些可以通过自身的钻研和努力来解决，而有些则是需要

他人的点拨和帮助才能更好地完成，员工在面临困难时主动发起求助，不仅有助

于员工高效解决问题，更利于提升组织绩效。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员工

求助行为有利于员工个体的发展和组织绩效的提升，有效引导员工的自主型求助

行为能提高个体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以往关于组织内互助合作的研究着重于对帮助行为（Helping）的研究，但近

年来不少学者逐渐转换视角，发现组织中绝大多数的助人行为都源于特定的求助

行为（Help-Seeking Behavior），约 90%的帮助行为都源于求助者的请求，即在互

助关系中求助者发挥着主导作用[1]。面对庞杂的信息量和复杂的工作内容，员工

能否主动向掌握技能和资源的领导者发起求助成为提高组织绩效亟需关注的焦

点。 

邱伟年（2015）指出，伴随着“互联网+”概念的兴起，为了适应以消费为主

导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国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趋势相匹配的企业领导必定

是以服务为导向的。而满足组织内外相关者需求、以服务为导向，正是服务型领

导的灵魂和存在的价值，有关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的探索与研究在

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都备受关注。服务型领导体现了“以员工为核心”的管理

理念，而服务导向的管理风格可有效减轻员工发起求助行为时的心理威胁感，因

此本研究将重点探讨服务型领导的领导风格是否能有效引导员工求助行为。 

综观员工求助行为的相关文献综述，员工求助行为主要受到求助者特质、施

助者特征和组织情境等的影响，其中的相通之处在于这些因素都是借由求助过程

中伴随的“自我威胁感”进而影响员工发起求助的方式与内容。学者们将“自我

威胁感”归纳作“社会成本”的一部分，即虽然员工求助行为有助于高效克服困

难，但员工求助的意向、内容和形式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求助者知觉到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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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成本，而求助者对施助者的信任恰恰可能有效减轻员工发起求助行为时的

“自我威胁感”。因此，在探索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求助行为的影响作用中，本研

究引入员工对领导信任这一中介变量丰富其作用机理。 

此外，国内外对于求助行为的研究较少考虑文化背景因素，未能考量中国情

境下求助行为伴随的“面子威胁”与回报义务，研究结果也缺乏推广性。在中国

情境下的组织管理研究表明，文化特性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传统性也被视

为我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价值取向，而中国传统“上尊下卑”的等级意识

深入人心，员工对领导信任程度可能受传统性（Traditionality）的调节作用。 

基于当前管理实践背景和学术研究趋势，本研究聚焦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求

助行为的影响路径，将其中的自主型求助行为和依赖型求助行为一分为二、辩证

探讨，并引入员工对领导信任作为中介变量，传统性作为调节变量，完善服务型

领导对员工求助行为的作用机理，进而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性建

议。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意义 

一、研究内容 

本文将讨论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求助行为的作用路径，引入员工对领导信任

发挥的中介作用，并检验中国文化背景下传统性的调节效应。借由此研究，试

图解释员工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内部机理，以期对员工求助行为作出学术研

究上的理论补充和管理实践中的行为指导。具体通过以下四点展开研究内容： 

首先，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总结当前学术界关于服务型领导、求助行为、

员工对领导信任及传统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 

其次，探索服务型领导对求助行为的作用机理，包括员工对领导信任在二

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 

再次，讨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传统性作为调节变量，检验服务型领导

对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的作用路径，并检验这一路径的合理性； 

最后，基于对上述模型的研究讨论，结合当前管理实践需求，为组织中的

管理实践提供若干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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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学者研究结论指出组织内求助行为对员工个体发展及组织绩效提升都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往对求助行为的研究集中于学业求助行为和心理求助行

为，即学业课程的求助行为和心理问题的求助行为，却鲜少对组织内员工求助

行为展开实证研究。并且，当前学者们对求助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着重于个体

层面的人口统计特征和个体特质，但对于组织层面和领导因素的关注明显不

足。因此，本研究引入服务型领导的组织变量和员工对领导信任的个体变量，

讨论二者对员工求助行为的作用路径，对当前有关员工求助行为前因变量的理

论探索能有所补充。 

此外，有关服务型领导研究虽日益成为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的的热点，但

尚未有学者关注其服务导向特质对员工行为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将服务型领导

与员工求助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展开讨论分析，以期对当前理论研究有所

补充。 

最后，现有文献对员工求助行为的过程变量和作用机制研讨相对匮乏，跨

文化研究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求助行为有所差异，在我国文化情境中，

员工对于求助行为所引发的面子威胁、负债感和回报义务的考虑会影响员工求

助行为的内容和方式。本文探索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求助行为的作用机理，引入

了体现中国文化特性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丰富其作用路径，并借助实证研

究数据来检验该路径的合理性，将深入理解员工求助行为的发生机制。 

综上，本文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探析组织中员工求助行为的形成机理，将为

未来研究服务型领导与员工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开拓新的视角。 

（二）实践意义 

学者们研究指出，组织内一定程度的员工求助行为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创新

能力和幸福感，并能够显著促进组织绩效增长。通过探析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求

助行为的作用路径，一方面有助于管理层意识到服务型领导在员工求助行为形

成过程中是否具有激励作用，从而指导管理层营造相应的组织环境和氛围来提

升员工的求助意愿；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领导者根据员工的传统性程度和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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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程度的不同，有针对性的采取管理策略引导员工求助行为，最终实现提高

组织绩效的目的。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框架 

一、 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如下三种形式：  

（一）文献研究 

首先，本研究借助网络数据库搜索和专业期刊、杂志研读等来深入了解服

务型领导、员工求助行为、员工对领导信任和传统性等相关变量的当前研究概

况，并有选择地精读重点文献、泛读了解性文献，及时做好笔记积累素材。其

次，通过梳理、整合已掌握的文献材料，确定各变量的概念框架，了解能够解

释变量间关系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提出假设和构建模型。最后，借助课程、网

络教程、书本等途径了解和学习统计分析软件的原理与操作方法，为数据分析

与讨论进行知识储备。 

（二）问卷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变量进行测量，借鉴国内外学者经实践检验

的成熟量表作为测量工具。问卷发放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采用亲自发放纸质问

卷，电子邮件、微信渠道以及网络问卷等方式发放电子问卷，并确保被调查对

象能充分理解本问卷的内容、准确表达自身意向。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19.0 等统计分析软件，将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加以整理

汇总，根据研究目的运行信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并对分析结果

加以讨论。 

二、 研究框架 

本研究围绕服务型领导、员工求助行为、员工对领导信任与传统性四个变

量展开，通过文献回顾总结各变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进展，提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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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和构建模型，并通过数据收集检验模型的合理性，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图

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本研究的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研究现状梳理阶段，介绍本研究的背景与现状，在此基础上说

明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提出构建模型的方法与框架； 

第二阶段为实证研究阶段：首先进行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服务型领导、求

助行为、员工对领导信任及传统性四个变量的研究现状，理清变量间作用关

系，提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其次进行研究设计，通过整合当前学术成果，辨

析变量维度与测量方法，提出本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最后进行数据收集与

分析，包括对所收集问卷的描述性统计与信效度分析，并采用 SPSS 19.0 等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研究假设与模型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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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为总结与反思阶段，先总结研究结论与建议，旨在通过对上述数

据分析结果的解释与讨论，为组织管理实践提出参考性建议；在此基础上，思

考总结研究创新、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主要讨论本文的创新与贡献、所存在

的局限性以及后续进一步研究可完善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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