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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本丈采用座谈会
、

问卷调查
、

访谈等方式
,

通过实证研究在京工作的外国人的工作态度及行为
,

分析这一群

体的工作状况和特点
,

从职业选择等理论角度
,

对调查
、

统计的结果作了相关的探索性分析
。

【关扭词 」 外国人 工作态度 工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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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

外国人到中国境内工作的现象开始出现并在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

那么
,

外国人为什么

愿意来中国工作 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态度
、

工作行为表现以及职业体验是什么 他们通常以什么样的工作背景

来到中国 应聘的又是哪些岗位 通过什么样的就业渠道来到中国 是否打算在中国继续干下去 诸如此类的

问题值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判断
,

并从现实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中获得启发与借鉴
。

二
、

统计分析与结论

一 调查说明

所谓外国人的含义
,

根据国家劳动部在 年最早颁发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中的定义
,

是指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规定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员
。

具体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和无国籍的人
。

因为我国

不承认双重国籍
,

所以
,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人
,

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

要么就是外国人
。

台湾
、

香港和澳门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

台
、

港
、

澳居民是中国公民
,

不是外国人
,

所以其在内地就业适用《台湾和香港
、

澳门居

民在内地就业管理的规定 劳部发 号
,

不适用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劳部发 〕

号
。

此外
,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不适用于外国驻华使
、

领馆和联合国驻华代表机构
、

其他国际组织中

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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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

年 月至 月
,

我们以雇用外国人的企业和在京工作的外国人为调查对象
,

专门设计了中文版
、

英文

版和 日文版的调查问卷
,

从北京市劳动局职业介绍中心外国人就业管理科所登记的上万条信息中随机抽取调

查对象
,

采取到场发放回收问卷的方式和为相关公司 经理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
,

最终获取有效个人问卷

份
。

二 信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

本文的数据经 版 处理
。

通过对态度及行为问题的数据进行克朗巴哈 信度测量
,

所得结果为
,

表明问卷具有较高信度
,

说明本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有较好的内部结构
。

效度分析

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

结果抽取出 个因子
,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

说明该 个因子在所有问题

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可以推断其结构效度是较高的
。

三 统计分析和结论

基本情况描述

从是否在此工作之前已有工作经验上看
,

有 的外国人回答是肯定的
,

只有 的外国人是没有工作经验

的
。

其中
,

职位层级属于高层的占总数的匆
,

属于中层的占总数的抓
,

属于初级的占总数的
。

从事综合管

理类的人数占总数的 巧
,

专业技术类占总数的四
,

客户服务类占总数的
。

均值分析

对工作态度的评价

根据因子分析中提出的 个因子
,

把问卷中的态度调查的问题归纳为在京工作的满意感
、

工作条件评价
、

工

作的文化适应感
、

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
、

对职业发展前景的评价
、

工作氛围评价
、

工作的稳定感和工作总评价 个

维度
,

并进行均值分析
。

统计结果表明
,

外国员工在京工作是满意和比较满意的 对组织提供的诸如培训机会
、

薪酬
、

管理制度和语言

上的要求等工作条件是满意和比较满意的 因为被访者很多感到没有文化的不适应感
,

而 目前的工作与在母国工

作感觉没有差别的人大多偏符合与不太符合之间
,

所以
,

被访者通常对文化尚需更长时间的更契合的适应 大多

数被访者认为自己在工作中是高绩效的 被访者大多都看好自己在京企业的职业发展 被访者大多通常对 自己在

京工作做出了较为积极的正面总体评价
。

对工作行为的描述

根据因子分析中提出的 个因子
,

把问卷中的行为调查的问题归纳为工作环境的面对
、

工作关系的处理
、

工

作冲突的解决
、

工作胜任力的提升
、

工作岗位的晋升
、

职业前景行为表现
、

工作条件的适应和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准

备 个维度
,

并进行均值分析
。

统计结果表明
,

大部分被访者在工作环境的面对方面
,

大多数在行为上多少都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
,

但

是
,

并不严重
,

并没有严重到一定要离开的程度 在工作关系的处理方面
,

虽然从态度调查中被访者 自己感觉人际

关系处理的还令他们满意
,

但从行为描述上看
,

他们仍然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

虽然在工作冲突的解决方面
,

被访

者几乎没有遇到过大的冲突 在工作岗位的晋升方面
,

他们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

有得到晋升的实际体验 在工作条

件的适应方面
,

被访者的行为调查与态度调查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

表现出了较好的适应行为 在职业前景的行为

描述上
,

明显地展示了在北京的组织内继续发展的行为 在未来职业发展的准备上
,

与态度调查结果很一致
,

已经

开始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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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优于第一类被访者
。

衰 两类人群在工作态度及工作行为上的整异比较 从工作行为来看
,

第一类被访者在工作环境的面

对
、

工作关系的处理
、

工作冲突的解决
、

工作岗位的晋

升
、

工作胜任力的提升
、

职业前景的行为表现这几个行

为维度上优于第二类被访者 第二类被访者在对未来职

业发展的准备
、

工作条件的适应两个行为维度上优于第

一类被访者 具体见表
。

三
、

讨论

《一 关于职业的选择

本次对受访者的调查结论表明
,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

下
,

在京工作的外国人员从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上大多表

现出了积极的评价
,

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
,

即中

国的职业环境越来越国际化了
,

越来越多的职业场所更加

符合拥有国际背景的职业人的工作心理需求了
。

此外
,

根据统计结论也能发现
,

来华年份少的群体

大多数工作态度指标和工作行为指标方面都优于来华

年份长的群体
,

而且这部分群体来华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
,

通过个案访谈和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到
,

他们

大多属于跨国公司总部派来的高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
。

而来华时间在 年甚至 年以上的人员
,

其来华原因则

更多是因为感觉中国机会多
,

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

自行寻找的结果
。

他们对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前景也大多持

乐观态度和表现出积极的行为
,

甚至这个群体在这两项指标的选项上超过了前者
。

所以
,

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

推断
,

即中国的工作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诸如组织的文化
、

制度和语言环境在逐步改变
,

正在向国际化方向接近
。

《二 关于工作的适应性

从统计结论上看
,

此次被访者所涉及的心理变量和工作环境提供的职位刺激变量的反映数据
,

可以表明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对在京的工作是适应的
。

四
、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外国人在京工作始终是一个神秘的话题
,

通过某种渠道联系到这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
。

本

次研究
,

没能严格按照统计要求进行随机抽样
,

以及样本量不够大
,

使我们无法针对这类群体做出更加细致的观

察和描述
,

进而无法做出更多的具体判断
。

所设计的调查问卷都是自陈式
,

被访者在作答时不免存在理解上的偏

差和有意隐瞒真实信息的可能
,

进而降低问卷的信
、

效度
。

因此
,

在后续研究中可在问卷中增加反向问项或者测

谎题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

此外
,

本文只是针对组织中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进行了研究
,

今后可

增加组织变盈和外部环境变量
,

研究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和组织以及外部环境间的交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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