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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型领导对医生满意度的影响:价值观匹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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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道德型领导对医生满意度的影响,以提高医生满意度。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

325名医生为研究对象,从价值观匹配视角分析道德型领导对医生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果 道德型

领导对医生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价值观匹配的两种类型———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和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
对道德型领导与医生满意度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应重视道德型领导的培育,同时不可忽视价值观

匹配所起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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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doctor's
 

satisfaction,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doctors.Methods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325
 

doctors
 

in
 

order
 

to
 

analyze
 

ethical
 

leadership
 

on
 

doctor's
 

satisfaction
 

based
 

on
 

value
 

congruence
 

perspective.Results The
 

ethical
 

leadership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doctor's
 

satisfaction,and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value
 

congruence:person-supervisor
 

value
 

congruence
 

and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both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doctor's
 

satisfaction.Conclusion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value
 

congr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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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型领导是领导者通过个体行为和人际互动,
向下属表明什么是规范的、恰当的行为,并以双向沟

通、强制等方式,促使下属遵照执行[1]。受中国传统

的“德治”文化影响,领导者的德行始终是员工非常重

视的个人特征[2],是领导干部树立威信的有效途径。
道德型领导通过“道德的个体”(表达的合乎道德的价

值观)和“道德的领导”(以身作则、公平对待下属、为
下属提供资源等管理行为)提高了下属满意度[3]。运

用道德型领导推进医院现代化、人文化管理,提高医

生的工作满意度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目前,医药体制产业化和市场化对医生的价值观

形成了巨大冲击,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浮躁情绪的

蔓延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引导医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医院领导面临的重大挑战。尽

管较高的学历使得医生对价值观匹配这种精神层次

的需求很高,但当今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却将着眼点

放在对员工物质需求的满足上,缺乏价值观层面的构

建。因此,从价值观匹配视角深入剖析道德型领导的

影响力对于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递规范的、符合道德的价值观是道德型领导受

到推崇的原因之一[3]。在“以德服人”的情境下,领导

个人品德与道德认同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加突出。从

社会信息视角看,个体对自身与主管及组织匹配性的

感知均会受到领导行为的影响[4],领导者只有重视对

两类匹配的双向引导,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下属的潜

力,提高个体工作满意度。具体而言,道德型领导一

方面通过忠诚可信、公正无私的个人魅力和关怀体

贴、平等的互动等道德行为吸引和感染下属,使其认

同和内化自身价值观[3];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地利用组

织赋予的正式权力,帮助下属实现个人价值,强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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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对领导的认同[4]。当下属与主管的价值观匹配时,
与主管的关系更好且获得的组织资源越多[5],这些都

有助于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此外,作为组织的代表,
鼓励成员认同并与组织价值观保持一致是道德型领

导的重要责任[4]。与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相比,道德

型领导主要通过制订具有吸引力的愿景和营造道德

氛围两种途径对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产生影响,由于

个体会将领导带来的资源部分归因于组织的恩惠,这
增进了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性,优化了个体与组织的

互惠[6],提升了个体工作满意度[7]。由上可见,价值

观匹配的两种类型———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和个人-
组织价值观匹配,对道德型领导与医生满意度的关系

起中介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东部沿海城市12家医院的医

生,现场发放问卷,由发放人当场讲解填写说明与注

意事项。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问卷325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92.9%。
1.2 方法

在效度方面,采用国外已使用过的量表,经过了

初步预测试和问卷调整,但考虑到跨文化因素的影

响,仍运用AMOS
 

18.0对两类价值观匹配的题项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

来 检 测 变 量 的 信 度。道 德 型 领 导 测 量 借 鉴 了

BROWN等[1]的研究,共10个题项,如“我的科室主

任会规范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对道德型领导的探

讨聚焦于基层领导-科室主任,他们与普通医生的接触

更多并对其做出绩效评价,因此较之高层对普通医生

更具影响力。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个人-主管价值

观匹配的测量采用RESICK等所使用的量表[8],分别

包括5个题项,如:“这个单位(科室主任)的价值观与

我的价值观相似”等。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借鉴了李超

平等的量表[9],共6个题项,如“我对目前工作感到满

意”等。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均值、标准差等描述

性统计分析及信效度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等,运用

AMOS
 

18.0验证全模型。以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男172人,女153人,中位年龄33岁,
中位工作年限4年,99.1%的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

学历,大专以下占0.9%。
2.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两类匹配组成的二因子结构λ2/df=1.96,RM-
SEA=0.05,GFI=0.97、CFI=0.99、IFI=0.99。
将其与单因子结构的拟合相比,二因子模型的拟合更

好。“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及“个人-组织价值观匹

配”是各自独立的结构,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所有变量α≥0.7,见表1。Harman单因素检验,

发现单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达不到可接受标准,不存

在能够解释所有变量变异的公因子,同源偏差问题并

不严重。
2.3 问卷变量的相关分析

道德型领导、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个人-主管价

值观匹配与工作满意度两两呈正相关,各因子间系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Mean S.D. 1 2 3 4

1
 

3.83 0.74 0.94△
 

2 3.60 0.83 0.29* 0.86△

3 3.59 0.76 0.44* 0.56* 0.87△

4 3.69 0.69 0.31* 0.28* 0.34* 0.81△

  1:道德型领导;2: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3:个人-组织价值观匹

配;4:工作满意度;*:P<0.05,双尾检验;△:α。

2.4 问卷变量的回归分析

道德型领导与医生工作满意度相关系数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β=0.32,t=5.94,P<0.001),即道德型

领导对医生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2.5 全模型的路径分析

全模型的拟合度的分析得出,绝对拟和指数λ2/
df=2.30,RMSEA=0.06,达到可接受的水平;相对

拟和指 数 GFI=0.90,NFI=0.90,IFI=0.94,
CFI=0.94,达到了0.90的基本要求。整体模型的

拟合度较好。道德型领导与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个
人-组织价值观匹配相关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β=
0.32、0.47,P<0.01);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个人-
组织价值观匹配与工作满意度相关系数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β=0.19,P<0.01;β=0.14,P<0.05);道德

型领导与医生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β=0.19,P<0.01)。道德型领导通过个人-主
管价值观匹配、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的部分中介对医

生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见图1。

图1  研究模型

3 讨  论

3.1 道德型领导的培育

虽然道德型领导已逐渐受到学者重视,但已有研

究多以工商企业为样本,忽略了医院这类公共机构中

道德型领导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道德型领导与医生

工作满意度关系的剖析,拓展了道德型领导理论的应

0304 重庆医学2020年12月第49卷第23期



用领域,为医院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在医改进程不

断深化的今天,重视道德型领导的培育,对于提高医

生满意度、推进医改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因此,应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坚持“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的甄选标准,重用品德高尚、管理有法、
成就突出者,实现领导带头,率先垂范。在实践中,不
仅要对领导干部进行技能培训,还要强化道德培训,
提高领导干部践行道德的能力,使其兼具专业权威、
行政权威与道德权威,并能够将“德治”融入管理实践

中,做到爱岗敬业、清正廉洁、公平公正,能够根据下

属的不同需求实行差异化管理,提高下属工作满

意度。
3.2 两类价值观匹配的构建

道德型领导通过个人-主管价值观匹配、个人-组
织价值观匹配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

响,这为提高道德型领导的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当

前医院管理更强调环境和需求方面的匹配,缺乏价值

观层面的考虑,进一步加剧了价值观管理的迫切

性[10]。因此,医院应将价值观匹配作为核心要素纳入

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践中,密切关注对医生价值观

的引导。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1)制度建设。在

招聘新人前应分析和提炼核心价值观,设置清晰明确

的甄选标准,尽可能挑选那些与主管及组织价值观匹

配的员工。在后续管理中,完善医德医风的教育和监

督,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医德评价和医德赏罚制

度[11],将医德医风建设与满意度考核工作同布置、同
检查、同考核,确保价值观管理落到实处。值得注意

的是,只有主管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双重契合才能增

强员工满意度并带来积极的工作产出。因此,要注意

区分医生与主管价值观及组织价值观的两类不同匹

配,以免有失偏颇。(2)文化建设。宣扬先进、树立典

型。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加大对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敬业奉献典型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榜样的激励

和示范作用。大力提倡“救死扶伤、服务社会”的价值

观及“患者至上、诚信优质”的服务理念,使员工真正

认同组织和主管的价值观,从文化层面增强医院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促进医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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