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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旨在分析系统安全管理的各维度对员工敬业度各维度的影响，同时研究人口特征作

为控制变量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中的作用。以Ａ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系统安

全管理的“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及“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两个维度对员工敬业度

的“我的发展”及“我的奉献”两个维度有正面促进作用，而年龄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在系统安

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中起到作用。最后，对于研究的结果提出在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系统安全管理；安全管理绩效；员工敬业度；员工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９．２３　　　文献标志码：　Ａ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犠犃犖犌犣犺犻狔狅狀犵

［Ｅｃｏｌａｂ（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ｉｍｅｓａｔ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ａｋｉｎｇ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ａ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ｍ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ｙ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工作潜力的

发挥对企业和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来偏重于控

制的管理方式也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新形势。在这

种情况下，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逐渐兴起，这些研究关

注人，识别人的品质和情感以及如何激发人的最佳状

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在管理当中越来越

重视对生产及员工的安全管理。Ｒｏｎａｌｄ（１９９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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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安全管理系统，把安全管理理念拓展到了现代

的系统安全管理理念［１］。但目前把安全管理和员工

敬业度结合起来，就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会产

生什么影响的研究还很少有人涉及。本论文的目标

是以作者所在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安全

管理措施的实施来考察安全管理的实施对员工敬业

度的影响。这将为企业和组织投入更多资源到安全

管理工作，营造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从而更好地保

障员工的安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多

一个渠道和方法来提高员工敬业度。

１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的

理论模型初步构建

基于对系统安全管理理论和员工敬业度理论的

回顾，以及Ａ公司的系统安全管理实践和员工敬业

度调研结果，并和盖洛普的敬业度阶梯模型进行了

结合分析，由此初步构思了图１的系统安全管理对

员工敬业度的影响理论模型。

该模型以Ａ公司在安全管理实践中的５个维

度为自变量，以人口特征为控制变量，同时和盖洛普

敬业度阶梯模型相结合，以盖洛普员工敬业度阶梯

模型中的四个维度为因变量来研究系统安全管理对

员工敬业度的影响。

图１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模型（初步）

在此基础上提出初步的假设：

（１）系统安全管理的各维度会对员工敬业度的

各维度影响显著。

（２）人口特征（控制变量）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

工敬业度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干扰作用。

２　实证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文献调研、问卷调查、统

计分析的方法来展开研究，主要围绕的是自变量系

统安全管理和因变量员工敬业度两个核心主题，对

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研究人口特征作为

控制变量会对两者的影响起到怎样的作用。在构建

了初步研究模型后，依据模型中的变量设计问卷，包

括系统安全管理问卷、员工敬业度调查问卷、以及人

口特征问卷。而后展开小样本探索性分析、问卷修

正、大样本验证和回归分析验证。在问卷设计方式

上，本研究采取的是Ｌｉｋｅｒｔ的五点尺度计分方式，

每题分值由１分（完全不符合或者完全不同意）到５

分（完全符合或者完全同意）。

系统安全管理调查问卷设计：本研究采用 Ｑ２３

系统安全管理调查问卷，总共２３个题项。该问卷分

为５个维度：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文化、安全考核指

标、安全培训、安全奖惩制度。

员工敬业度问卷设计：本研究采用Ｑ１２问卷来

调查员工的敬业度。“盖洛普工作场所调查”（Ｇａｌｌｕｐ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ｕｄｉｔ，ＧＷＡ）是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在长

达７０多年的研究中开发出来的员工敬业度调查

问卷。

人口特征问卷：本研究认为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

成长环境和经历，因此人口特征在企业系统安全管理

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中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参

考相关的文献，本研究选取了性别、年龄、职位、学历、

本单位工作时间和从事的工作６个变量进行分析。

３　数据收集和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Ａ公司在中国的事业部，该

事业部总共有员工５００人，包括销售、服务、管理、行

政、技术支持等岗位，员工覆盖全中国大部分区域。

通过问卷星电子问卷系统以上述５００人为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调查时间从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到２０１８年

３月１日，历时２２天，共回收有效问卷４０１份，达到

了较好的问卷回收率。

３．１　量表题项分析与修正

用折半样本（２０１份）对系统安全管理量表和员

工敬业度量表进行小样本探索性分析，目的是观察

量表的题项和维度是否符合信度、效度、ＣＴＴＣ检

验，从而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再进行可靠性分

析，使得收集的数据可靠、可信。然后进行全样本的

验证性分析，修正假设模型，最后进行回归分析来进

行显著性验证。问卷回收后，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３．１．１　小样本探索性研究结果

通过小样本探索性分析发现系统安全管理量表

犓犕犗值为０．９５５，处于可接受范围；Ｂａｒｌｅｔｔ’ｓ球形

检验结果是犛犻犵＜０．０１，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最

大方差正交旋转后，采取强制选取３个因子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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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选取因子载荷大于０．５的指标，并根据因子矩

阵来解释因子的意义，最后进行ＣＩＴＣ检验。最终

形成系统安全管理的３个因子，根据其题项的内容，

因子１命名为“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因

子２命名为“安全管理制度”，因子３命名为“安全

管理指标和跟踪”，主要参考每个因子前两个最大影

响题项的主要内容来命名。

通过小样本探索性分析发现员工敬业度量表

犓犕犗值为０．９２０，处于可接受范围；Ｂａｒｌｅｔｔ’ｓ球形

检验结果是犛犻犵＜０．０１，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最

大方差正交旋转后，选取因子载荷大于０．５的指标，

并根据因子矩阵来解释因子的意义，最后进行

ＣＩＴＣ检验。最终形成员工敬业度的２个因子，根

据其题项的内容，因子１命名为“我的发展”，因子２

命名为“我的奉献”，主要参考每个因子前两个最大

影响题项的主要内容来命名。由此，系统安全管理

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研究中，系统安全管理作为自

变量由３个维度构成，而员工敬业度作为因变量由

２个维度构成。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来验证其在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中是否起到干扰

作用。根据小样本探索性检验的结果，现将假设模

型进行校正，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修正后的

细分模型（ＳＳＭＥＥ模型）

３．１．２　大样本分析

１．大样本被试人口学统计分布

本研究的大样本调查主要针对 Ａ公司的某事

业部员工进行。调查采用电子邮件和微信发送“问

卷星”调查问卷的方式统一发出，共面向全事业部

５００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２２天，共回

收合格答卷４０１份，完成率达到８０％。具体人口特

征见表１。

表１　样本人口特征

分类 人数 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男性 ３８０ ９４．７６ 初中及以下 １３ ３．２４ ２０～２９岁 １６５ ４１．１５

女性 ２１ ５．２４ 高中或中专 １７１ ４２．６４ ３０～３９岁 １８０ ４４．８９

大学专科 １３５ ３３．６７ ４０～４９岁 ４９ １２．２２

大学本科 ７４ １８．４５ ５０岁及以上 ７ １．７５

研究生及以上 ８ ２

分类 人数 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分类 人数 比例／％

普通员工 ２５７ ６４．０９ １年以下 ７２ １７．９６ 销售 １７ ４．２８

基层管理人员 １１１ ２７．６８ １～３年 １３２ ３２．９２ 现场服务 ３１３ ７８．８４

中层管理人员或部门经理 ３２ ７．９８ ４～６年 ７２ １７．９６ 行政 ３ ０．７６

高层管理人员 １ ０．２５ ７～１０年 ６１ １５．２１ 技术支持 １４ ３．５３

１０年以上 ６４ １５．９６ 管理 ３３ ８．３１

　　２．大样本调查量表验证性分析

在对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结合大样本

调查的数据，对各个量表再进行一次信度和效度分

析，确认大样本调查量表的因子和小样本保持一致，

或者确认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因子及题项以达到更

好的信度和效度。

通过大样本验证分析后的系统安全管理量表，

犓犕犗值为０．９６５，处于可接受范围；Ｂａｒｌｅｔｔ球形检

验结果是犛犻犵＜０．０１，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选择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后，选取

因子载荷大于０．５的指标，因子从３个变为２个：因

子１“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因子２“安全管理

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

员工敬业度量表的犓犕犗 值为０．９３３，处于可

接受范围；Ｂａｒ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结果是犛犻犵＜０．０１，说明

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选择最

大方差正交旋转后，选取因子载荷大于０．５的指标。

量表和小样本探索性分析基本一致，无须调整，因子

命名也保持不变，即因子１是“我的发展”，因子２是

“我的奉献”。

基于上述的大样本验证分析，需要将原来的假

设模型进行第二次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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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样本验证后二次修正的系统安全管理对

员工敬业度影响假设模型简称为ＳＳＭＥＥ模型，具

体如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

再次修正后模型（ＳＳＭＥＥ模型）

由此，正式提出系统安全管理与员工敬业度的

影响作用的假设：

Ｈ１１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对“我的发展”有

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１２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对“我的奉献”有

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２１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对“我的发

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２２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对“我的奉

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对敬业度中“我的发

展”的影响：

明确的安全管理制度让员工清楚地知道公司在

安全管理上对员工的要求和期待，而事故的分析过

程则是员工全体参与、共同学习的机会，也体现出公

司对员工个人安全的关注，这有利于员工敬业度中

“我的发展”这个维度的提高。

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奉献”的影响：

明确的安全管理制度让员工明确地知道该公司

在安全管理上对员工的要求和期待，并且知道如何

做才能够符合要求，而事故的分析过程则是员工全

体参与，可以从分享中学到更多的安全管理知识，从

而更好地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公司对自己的工

作要求，并且拥有做好工作所需的信息，正有利于提

高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奉献”这个维度。

Ｈ２１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对“我的发

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安全管理经验的分享会让员工感受到公司对员

工个人的关心，而表彰则是对员工工作的肯定，培训

则是最好的对员工发展的鼓励和提供学习的机会，这

些措施都将有利于提高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发展”这

个维度。

Ｈ２２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对“我的奉

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可以让员工参

与最佳实践的分享，了解公司对员工在安全管理上

的要求，同时具备安全管理所需的信息、知识和工

具，这都有利于提高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奉献”的

维度。

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

敬业度（“我的发展”和“我的奉献”）的影响有显著

作用。

ＨＺ１１性别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１２性别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奉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２１年龄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２２年龄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奉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３１学历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３２学历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奉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４１职位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４２职位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奉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ＨＺ５１工作年限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

“我的发展”影响有显著作用。

ＨＺ５２工作年限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

“我的奉献”影响有显著作用。

ＨＺ６１工种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发展”影响有显著作用。

ＨＺ６２工种对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

的奉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公司中员工的自然属性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职位、工作年限和工种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人

生观、价值观以及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因此会在系统

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中起到干扰作用。所

以，本文假设上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位、工

作年限和工种会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

响中产生显著影响。

３．１．３　影响作用回归（因果关系）分析

基于对系统安全管理与员工敬业度量表的各因

子之间的信度、效度分析，确认了系统安全管理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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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敬业度量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下一步通过大

样本的回归分析来进一步来验证因果关系，结果如

表２至表５所示。

表２　系统安全管理各维度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发展”的影响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犅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犜 犛犻犵．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犞犐犉

１ （常量） ３．２３４Ｅ１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５ ０．１６２ ３．６２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 ０．４２２ ０．０４５ ０．４２２ ９．４４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因变量：我的发展

表３　系统安全管理各维度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奉献”的影响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犅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犜 犛犻犵．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犞犐犉

１ （常量） ２．００７Ｅ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 ０．６７８ ０．０３１ ０．６７８ ２１．８５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安全管理经验、表彰和培训 ０．３９７ ０．０３１ ０．３９７ １２．７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ａ．因变量：我的奉献

表４　人口特征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发展”的影响中的作用

模型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位 工作年限 职能

１．犛犻犵 ０．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０ ０．９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８１６

２．犛犻犵 ０．４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５ ０．６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７２５

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因变量：我的发展

表５　控制变量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奉献”的影响中的作用

模型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职位 工作年限 头衔

１．犛犻犵 ０．５３３ ０．６９３ ０．３２０ ０．２００ ０．９６７ ０．０７１

２．犛犻犵 ０．７８９ ０．３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７４７ ０．０８８ ０．９５６

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安全管理经验分享、表彰和培训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因变量：我的奉献

３．１．４　回归分析模型结果

１．系统安全管理各维度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作

用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因子１“安全管理制

度和事故分析”维度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发展”的

预测系数通过了小于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个

维度对“我的发展”起到显著正向作用，因子２“安全

管理经验、表彰和培训”维度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

发展”的预测回归系数通过了小于０．０１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这个维度对“我的发展”起到显著正向作用；

因子１“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分析”维度对员工敬业

度中“我的奉献”的预测系数通过了小于０．０１水平

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维度对“我的奉献”起到显著正

向作用。因子２“安全管理经验、表彰和培训”维度对

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奉献”的预测回归系数通过了小

于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维度对“我的奉献”

起到显著正向作用。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的回归分析模

型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影响回归模型结果

其中：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１０但是没有低

于０．０５为显著接受假设，仅画出实箭头线省略标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０．０５但是没有低于

０．０１为很显著接受假设；表示显著性水平小

于０．０１为极其显著接受假设，不显著的路径关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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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删除。

２．控制变量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

响中的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

由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年龄在系统安全管理对

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发展”这个维度有非常显著的影

响，工作年限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

发展”这个维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包括性

别、教育、职位和工种均无影响。

４　结论与讨论

本论文以Ａ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质性分析、

文献回顾，问卷调查回归分析的方法，通过专家咨

询，系统安全管理问卷、员工敬业度问卷及人口特征

问卷的调查，然后再进行回归分析来研究系统安全

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从而得出了系统安全管

理的各维度对员工敬业度的各维度存在显著影响，

系统安全管理既可作为保健因素也可作为激励因素

来提高员工敬业度的结论，同时发现人口特征也会

对员工敬业度起到影响作用。比如，年龄在系统安

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中“我的发展”这个维度有非常

显著的影响，工作年限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

度中“我的发展”这个维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在

理论上是对系统安全管理及员工敬业度影响因素研

究的一个拓展。

除此之外，本文采用了系统安全管理量表和盖

洛普的Ｑ１２员工敬业度量表作为主要调查量表对

Ａ公司的员工进行调研和分析研究。其中，盖洛普

Ｑ１２员工敬业度量表是业界广为接受的成熟量表，

而系统安全管理量表由于目前各文献研究都采用了

不同的方法，没有形成广泛公认的量表。因此，Ｑ２３

系统安全管理量表（Ｑ２３ＳＳＭＱ）在综合文献研究、

Ａ公司的实践、安全管理专家、大学教授及咨询公

司专业人员的意见后再依据量表设计原则进行了设

计并修正，通过小样本探索性分析及大样本验证测

试后达到了信度、效度可靠性要求，可以为以后的系

统安全管理研究提供借鉴。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所提出

的这些建议对Ａ企业有高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但

由于时间、样本量、作者的资源局限等原因，结论的

获取也局限于作者所涉及的Ａ公司。同时，由于数

据的不易获取，未能进一步研究系统安全管理和员

工敬业度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公司业绩、员工流动率

和生产效率。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希望能够扩大样

本量，对更多不同类型公司进行普适性研究以找出

更普遍的规律，还希望能进一步研究系统安全管理

对员工敬业度产生影响后是否会对公司的盈利、员

工离职率等产生影响。最后，希望该研究能够在不

同的国家展开，这样就可以比较不同的文化背景、国

别的员工在系统安全管理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上是

否也呈现一样的显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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