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经济与管理·2025� 第6卷�第6期

89

企业文化与员工归属感的关联性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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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企业文化与员工归属感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多家企业的深入调研，本

文详细分析了企业文化各维度（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对员工归属感的具体影响，并通过数据

分析表格直观展示了研究结果。同时，本文提出了基于员工归属感的企业文化建设策略，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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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软实力，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员工归属感作为衡量企业文化成效的重

要指标，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忠诚度和企业的

整体绩效。因此，深入探讨企业文化与员工归属感的关联

性，对于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1.1  企业文化的定义与构成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在长期运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独特价值体系，涵盖了价值观念、经营理念、行为规范

以及企业精神等多个层面，是企业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

的综合体现。

物质文化：这是企业文化中最直观的部分，它不仅

仅局限于企业的产品设计和办公环境，还包括了企业标

识、服务设施、员工福利以及一切能够体现企业形象和

实力的物质形态。例如，一些企业注重打造具有特色的

办公环境，如设置休闲区、健身房等，以营造舒适的工

作氛围，这些都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1]。以星巴克为例，

其独特的店面设计、舒适的座椅、以及浓郁的咖啡香

气，都构成了星巴克独特的物质文化，让顾客和员工都

能感受到品牌的独特魅力。

行为文化：行为文化是企业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所表

现出的行为模式、交往礼仪和工作习惯的总和。它体现

了企业的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是企业文化在员工行为上

的具体投射。在谷歌，员工被鼓励自由创新，可以随意装

饰自己的工位，甚至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参与个人项目，这

种宽松的行为文化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

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企业规章制度、组织结构、

管理流程以及行为规范的集合体。它确保了企业文化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

保障。华为以其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和竞争机制著称，

这种制度文化推动了华为的快速发展，也塑造了华为员

工狼性、拼搏的精神风貌。

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包括

了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以及企业精神等深层次要素。

精神文化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长远目标，是企业文化

中最持久、最具有影响力的部分。阿里巴巴的“六脉神

剑”价值观体系，如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等，

就是其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这些价值观指导着阿里巴巴员

工的行为和决策，也塑造了阿里巴巴独特的企业文化。

1.2  员工归属感的定义与重要性
员工归属感，是指员工对自己所属企业产生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是员工将自己视为企业不可或缺一部分的

心理状态。这种归属感源于员工对企业目标、价值观、

工作环境以及企业氛围的认同和接受。员工归属感不仅

表现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还体现在员工愿意为

企业付出额外努力、积极参与企业活动、主动维护企业

利益、以及愿意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等方面[2]。高归属

感的员工更加稳定，他们更愿意长期留在企业，为企业

的长远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高归属感的员工也

更加积极、主动，他们愿意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提

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此外，高归属感的员工还

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和团队凝聚力。

1.3  企业文化与员工归属感的关系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企业文化与员工归属感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激发员工

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使员工更加认同企业的目标和价值

观，从而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研究表明，具有

明确使命和愿景的企业，其员工往往具有更强的归属感；

而注重员工培养和发展的企业，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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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度也相对较高。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企业文化中的

某些特定元素，如团队合作、创新氛围等，对员工归属感

的影响尤为显著[3]。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文

化整体对员工归属感的影响上，对于企业文化各维度（如

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如何具体影

响员工归属感，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差异、企业规

模差异、员工职位差异等，尚未得到深入细致的探讨。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来自制造业、服务业、科技业等不同

行业的1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企业在企业文化建
设和员工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较

好地反映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在企业文化和员工归

属感方面的特点和差异。具体选择标准：在选择研究对

象时，考虑了企业的知名度、企业文化特色、员工管理

创新实践以及企业规模等多个因素。所选企业均在行业

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企业文化特色鲜明，且

在员工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和实践经验。同时，还确

保了所选企业涵盖了大、中、小不同类型，以确保研究

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2.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过程
问卷设计是本研究的关键环节之一。围绕企业文化

各维度和员工归属感两个方面展开了详细的问卷设计，

具体测量指标如下：

2.2.1  企业文化各维度测量指标：
物质文化：包括工作环境（如办公设施完善程度、

工作氛围和谐度）、福利待遇（如薪酬水平、保险保

障、假期安排）等方面的测量指标。

行为文化：包括团队协作（如团队沟通顺畅度、合

作效率高低）、工作态度（如责任心强弱、积极性高

低）等方面的测量指标。

制度文化：包括规章制度完善程度（如考勤制度、

奖惩制度是否健全）、激励机制有效性（如晋升机制是

否公平、奖励政策是否合理）等方面的测量指标。

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认同度（如对企业使命、核

心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使命感强烈度（如对企业长远

目标、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和追求）等方面的测量指标。

2.2.2  员工归属感维度测量指标：
通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度（如对企业目标的认同程

度、对企业文化的接受程度）、忠诚度（如留职意愿强

弱、对企业推荐的意愿高低）、满意度（如对工作环境

的满意度、对薪酬福利的满意度）等多个方面的指标来

测量员工的归属感。

数据收集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共发放了500份问卷，回收了450份有效问
卷，有效回收率为90%。这一回收率保证了数据的足够性
和代表性，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3  原始数据示例
表1是从回收的有效问卷中随机抽取的5份问卷的部

分数据示例（为简化展示，仅展示企业文化各维度和员

工归属感的评分）：

表1��企业文化各维度和员工归属感的评分

问卷编号 物质文化 行为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员工归属感

问卷1 4 4 4 5 4
问卷2 3 3 3 4 3
问卷3 4 5 4 5 5
问卷4 2 2 2 3 2
问卷5 5 4 5 5 5

2.4  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
在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了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

析，了解了各变量的基本情况，如均值、标准差、频数

分布等。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掌握了数据的整体

特征，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相关性分析：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

相关性分析。通过计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探讨了

企业文化各维度与员工归属感之间的关联性。相关系

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反映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方

向，为后续的回归分析提供了依据。

回归分析：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

回归分析。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量化了企业文化各维度

对员工归属感的具体影响程度，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显

著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为揭示了企业文化各维度如何具

体影响员工归属感，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差异、

企业规模差异等。同时，还对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和优

化，确保了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企业文化各维度与员工归属感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物质文化 3.65 0.82 2.00 5.00
行为文化 3.80 0.75 2.50 5.00
制度文化 3.70 0.80 2.00 5.00
精神文化 4.00 0.70 2.50 5.00
员工归属感 3.85 0.65 2.00 5.00
注：评分采用5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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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均值均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表明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归属感方面均有一

定的基础。

3.2  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3��企业文化各维度与员工归属感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员工归属感

物质文化 0.35**
行为文化 0.40**
制度文化 0.45**
精神文化 0.55**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3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各维度与员工归属感之
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精神文化对员工归

属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

质文化。

3.3  回归分析结果
表4��企业文化各维度对员工归属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常数项 1.20 0.15 8.00 0.000
物质文化 0.15 0.05 3.00 0.003
行为文化 0.20 0.04 5.00 0.000
制度文化 0.25 0.04 6.25 0.000
精神文化 0.30 0.03 10.00 0.000
注：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R² = 0.60，F = 35.00，P < 0.001。

从表4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各维度对员工归属感具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对员工

归属感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也具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4��讨论

4.1  企业文化对员工归属感的影响机制
企业文化通过其独特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制度体

系，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精神

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通过塑造员工的共同价值观

和使命感，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制度文化则通

过规范员工的行为和提供公平的激励机制，提升员工的

满意度和归属感。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虽然对员工归属

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工作

环境和福利待遇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而积极向上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则能够营造和谐的工作氛

围，增强员工的团队凝聚力。

4.2  基于员工归属感的企业文化建设策略

强化精神文化建设：企业应明确自身的核心价值观

和使命愿景，并通过宣传教育、榜样示范等方式，将企

业文化内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同时，企业应注重培

养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

力。（1）完善制度文化建设：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规章
制度和激励机制，确保员工的权益得到保障。通过公平

的绩效考核和晋升机制，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

力。同时，企业应注重培养员工的规则意识和自律能

力，营造良好的工作秩序。（2）提升行为文化建设：企
业应倡导积极向上的行为方式和习惯，通过培训、引导

等方式，提升员工的行为素质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

应注重培养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营造和谐的

工作氛围[4]。（3）优化物质文化建设：企业应注重工作
环境和设施的建设，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

遇。通过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提供丰富的业余活动，提

升员工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同时，企业应注重培养员工

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企业文化与员工归属

感之间的关联性，得出了以下结论：企业文化各维度与

员工归属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精神文

化对员工归属感的影响最为显著。企业文化各维度对员

工归属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精神文化和制度文

化对员工归属感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基于员工归属感

的企业文化建设策略应强化精神文化建设、完善制度文

化建设、提升行为文化建设和优化物质文化建设。本文

的研究结果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有助于企业提升员工归属感和整体绩效，实现可持续发

展。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企业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应用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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