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 12月 JOURNAL OF SOUTHW EST J IAOTONG UN IVERSITY Dec. 2008
第 9卷 　第 6期 ( Social Sciences) Vol. 9　No. 6

收稿日期 : 　2008210207

作者简介 : 　孙 　岚 (1985 - ) ,女 ,山西河津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管理心理学研究。E2mail: elva@ swu. edu. cn。

工作动机理论新进展 ———自我决定理论

孙　岚 , 秦启文 , 张永红

(西南大学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 重庆 400715)

关键词 : 　自我决定理论 ;工作动机 ;心理需求 ;社会情景 ;组织行为 ;组织绩效

摘 　要 : 　自我决定理论将动机按自我决定的高低程度视作一个连续体 ,指出社会环境可以通过支持自主、胜

任、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来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 ,保证人的健康发展。这一理论在教育、保健、体育领域

内已广受关注。国外的学者开始将该理论引入到对组织行为的研究之中 ,研究发现 :自主支持比受控的工作环境

和领导方式更能促进组织公民行为 ,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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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elf2determ inism theory, motivation is regarded as a continuum according to self

determ ination ranging from high to low levels, and social circum stances can facilita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motivation and ensure healthy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y meeting oneπs basic p sychological needs

of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ionship. Self2determ ination theory has received widesp read attention

in the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sport domains. Some foreign scholars began to introduce the theory

into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autonomously supported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leading style can better enhance OCB, imp roving working staffπs job performance,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 itment and subjective feeling of well being.

　　动机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近百年

来 ,涌现出了许多动机理论和派别 ,但早期研究将内

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成分 ,对解

释人类复杂行为的作用有限。Ryan、Connell和 Deci

首次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 ( Self2Determination Theory,

SDT)〔1〕,把人类动机看成是从外在调节到内在动机

之间的动态连续体 ,并依据自主的程度对动机类型

进行了详细划分 ,同时从满足人们基本心理需要的

角度对促进外在动机内化的条件进行了探讨。自我

决定理论的研究成果补充和丰富了动机理论 ,同时

在宗教、学校教育、医疗、家庭教育、政治等各个实践

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地证实和应用。所以 ,近年来一

些学者也尝试把 SDT引入到组织行为的研究中 ,作

为一种工作动机理论来考察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自我决定理论概述

　　自我决定理论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 ,由早期

的自我评价理论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CET)

发展而来的。Deci认为 , 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

一种能力 ,而且是个体的一种需要。人们具有一种

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倾向性 ,这种倾向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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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事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活动 ,从而

实现与社会环境的灵活适应。自我决定理论关注

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或自我决定的 ,强

调自我在动机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重视个体的主动

性与社会情境之间的辩证关系〔1〕。国内研究者刘

海燕、闫荣双、郭德俊认为 :“自我决定是一种关于

经验选择的潜能 ,是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

息的基础上 ,个体对行动所做出自由的选择。该理

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 ,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

发展的潜能。”“自我决定的潜能可以引导人们从事

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 ,这种对自我决

定的追求就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内在动机。”〔2〕下面

就介绍一下 SDT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动态。

1. 外部动机和自主连续体

自我决定理论首先假设了一个自我决定的连

续体。从无动机到内部动机之间 ,有四种外部动

机 ,即受外部条件控制的外部调节 ( Externally

Regulated)、内摄 ( Introjection)、认同 ( Identification)

和整合 ( Integration)〔1〕。当个体偶然间有了外部动

机 ,而后又将其维持下来 ,就形成所谓的外部调节。

随后的三种外部动机由行为规律和价值被内化后

产生。被内化的程度越高 ,自主感越强 ,积极性行

为就更多。例如 ,内摄是个体接受某种规律或价值

观的过程 ,认同调节把这些规律或价值观作为自己

的一部分来加以吸收 ,整合是将这种价值观与自我

的其他方面整合为一体 ,使自我处于和谐状态。此

阶段 ,个人仍是由于目标对其有益或重要而产生行

为动机 ,而内部动机特征是个体对行为本身感兴

趣 ,所以它们仍有区别。每种动机都反映了引起行

为的不同原因 ,这些原因为测评不同类型的动机提

供了方法。Deci等人设计了一系列问卷来调查被

试做出特殊行为的原因〔3〕,其评估方法在教育、体

育、保健等领域内已经得到证实。Martyn Standage

等研究指出 ,这几个动机阶段顺序无性别差异〔4〕。

在整个连续体中 ,外部调节和摄入型外部动机

常被看作是受控性动机 (Controlled Motivation) ,有

研究表明这种动机会削弱内部动机〔3〕。内部动机

和完全内化了的外部动机被称作自主性动机

(AutonomousMotivation) ,指个体受对活动本身的

兴趣所激励 ,或是受已经认同或整合了的价值规律

所支配。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的区别是 SDT的重

要特点 ,本文中介绍的许多实证研究都是在此基础

上进行的 ,这些研究证明了此种分法是有意义的。

自我决定理论的内化模型不是一个阶段理论 ,

也没有指出人必须不变地通过这些“阶段 ”。该理

论描述的调节类型其实只是为了描述人们整合其

行为规律或行为类别的程度。

2. 基础心理需求

SDT的基础是有机辩证元理论 ,其核心是假设

人类是一种积极的生物 ,生来就具有心理成长和发

展的趋向。因此 ,个体会主动追求三种基础心理需

求的满足 ,即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关系需求。Deci

和 Ryan指出这些需求的满足是心理幸福感和成就

动机的首要因素 ,也是外部动机内化的关键 ,决定

了个体的行为目标的指向和持续性〔5〕。许多相关

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支持。例如 , Reis等人的研

究表明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的三种基础心理需求

的满足能有效地预测近期内的幸福指数波动水

平〔6〕。Baard等的研究证明了三种基础心理需要的

满足对绩效有较好的预测作用〔7〕。V icki D.

Johnson的研究指出 ,当护士的行为促进他们内在的

自主、能力及关系需要的满足 ,便能使其更好地内化

自我调节 ,更适应调节后的行为 ,并且保持下去〔8〕。

个体心理能动水平与基础心理需要的满足也相

关。Maurizio Pugno指出如果个体的心理素质好 ,他

们就会选择更好、更有活力的行为去满足他们的基

础心理需要 ,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从而产生一个自我

发展的良性循环 ;反之 ,如果个体的自信心不够 ,他

们选择的行为就会不太满意 ,幸福感也会减少 ,从而

导致一个不良的自我—退化的循环〔9〕。

不过 , SDT研究更关注个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之

中满足心理需要的结果。本文认同基础心理需求

的假设 ,但是 ,心理需求的维度划分值得进一步考

究及实证检验 ,同时应当关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

差异更大的个体心理需求。

3. 社会情境和外部动机内化

SDT假设如果社会环境支持和促进三种基础

心理需要的满足 ,那么人类的动机和天性就会得到

积极的发展 ,人类自身也能健康地成长。Deci和

Ryan根据“选择权、理想的挑战、信息反馈、人际氛

围、情感认可 ”等因素研究了促进或阻碍内部动机

的环境 ,以及不同的社会情景如何保持内部动机 ,

促进外部动机内化〔10〕。其中 ,自主支持是促进外

部动机内化最重要的因素。自主支持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 : (1)社会情景中的具体因素。例如 ,自主选

择权或有意义的积极反馈。 (2)人际氛围 ,即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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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氛 围 和 管 理 者 的 人 际 风 格 具 有 一 致 性。

Joussemet等人的研究发现了自主支持情境会促使

外部动机更好地内化、整合〔11〕。

社会情景因素保持内部动机与促进外部动机

整合的过程虽然很相似 ,但仍有明显的区别。例

如 ,明确或含蓄的赞同别人的行为促使了内化 ,而

对于保持内部动机的效果却微乎其微。明确他们

之间的区别很重要 ,因为自主性外部动机与内部动

机预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总之 ,社会

情景因素的研究既复杂又重要 ,其影响机制的研究

也比较模糊 ,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4. 行为归因定向的个体差异

SDT还提出了关于行为归因定向的个体差异。

根据行为的归因定向 , Deci与 Ryan给出了自主定

向、控制定向、非个人定向的指标。自主控制反映

了一个经历社会情景的普遍趋向是自主支持和自

我决定 ;控制定向反映了控制和被控制的趋向 ;非

个人定向反映了无动机的趋向〔1〕。有研究表明自

主定向与自我实现、自尊、自我发展、人格整合、人

际关系的满意成正相关 ;控制定向与公共自我意

识、A型行为模式、防御职能相关 ,这种归因定向会

把薪酬和其他外部动机看得很重要 ;非个人定向与

外部控制点 (如 ,一个人不可能控制结果 )和自卑、

沮丧相关〔5〕。

在个体差异方面 , David等人研究了性格与自

决练习行为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性格外向的人会更

有自决感 ,有责任心的人会更满足个体的能力需

要 ,促进外部动机内化〔12〕。近来 , Anthony J.

Amorose的研究表明 ,运动员们觉察到教练的自主

支持程度能够预测运动员的能力、自主、关系感 ,从

而可以预测他们的动机归因定向 ,并且不受性别和

竞赛水平影响〔13〕。

总之 ,自我决定理论把动机分为自主性动机、

控制性动机、无动机。这些动机变量受两方面影

响 : (1)社会环境方面包括工作本身和工作氛围 ,也

可以分为自主支持性、控制性或无动机性 ; (2)个体

归因定向差异 ,即 ,自主定向、控制定向、非个人定

向这些概念。个体可以根据他们工作情景中的自

主支持性程度和他们本身的自主归因定向来预测

其工作的自主性动机的程度。同样 ,工作情景中控

制性程度和个体自身的控制性归因定向会影响其

控制性动机 ;工作情景中的无动机因素和非个人定

向会影响其无动机。

　　二、SDT与其他工作动机理论的区别

　　近百年的动机研究历史中 ,研究者们从各自不

同的角度来阐述动机的本质。这些理论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但总体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控制论和期

望 —效价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 ,即

行为的动机被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总体上有

变化而不分类型。大多数理论中的关键动机事件

就是一个人对一份工作的总体动机的量化 ,至于动

机的类型并没有考虑。即使认知评价理论 ( CET)

把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区分开来了 ,总体动机依然

是这一理论进行动机预测的关键。

SDT除了把外部动机划分为四个阶段外 ,它与

其他工作动机理论最基本的区别在于它更加关注自

主强度和受控动机的区分 ,而不是总体动机。这是

因为众多研究表明 ,自主动机与受控动机所预测的

结果不同。例如 ,自主动机可以促进工作绩效和幸福

感的产生 ,控制动机则会降低它们的成果 ,特别是对需

要创造力或信息深加工的工作 ,其影响更显著〔14〕。

此外 , SDT与其他工作动机理论的不同还在于

它逐步发展和构建的途径。具体地说 , SDT经历了

30年之久的发展历程 ,提出了一系列可研究问题 ,

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验证方法 ,并构建了理论体系。

许多试验范式和心理测量工具也随着理论的发展

而发展 ,对继续进行试验和详细的解释提供了条

件。所以 , SDT虽然脱胎于人本主义概念 ,但却有

大量的非理论性实证。

　　三、SDT在组织中的相关研究

　　Kennon M. Sheldon等指出 SDT为组织研究者

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概念 ,是传统工作动机的补充。

首先 ,它早已不再是 CET中“内部动机与外部动

机 ”二分法 ;其次 ,应用 SDT理论能更好地解释许

多组织现象 ,包括变革型领导、目标 —承诺、员工的

培训动机的决定性因素 ,某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

积极影响〔15〕。许多有关 SDT与一些其他的组织行

为的相关研究 ,都为 SDT作为一种新的工作动机理

论这一研究趋势提供了非理论性基础。

1. 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

近十年来组织心理学家们更关注员工的情感

研究 ,尤其是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成为热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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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例如 , Koestner和 Losier的研究指出 ,无论是复

杂、有趣的或是简单、乏味的工作中 ,自主动机都能

促进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从而提高出勤

率 ,降低离职率〔14〕。Valery Chirkov等的研究表明

了不同文化习惯被内化后 ,个体动机的相对自主性

与幸福感相关〔16〕。Baard、Deci等研究发现管理者

的自主支持更好地促进了员工三种基础心理需要

的满足 ,从而增加其工作满意度 ,提高留职率 ,促进

员工接受组织变革 ,使其有更好的心理适应能

力〔7〕。Baard的研究同时也证明了自主归因定向能

够预测需要的满足状况和积极的工作结果。Deci

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基础心理需要的满意度在集

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中都非常重要。

2. 组织承诺

关于组织承诺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是

OπReilly和 Chatman用卡尔曼法区别了组织承诺的

三种形式组织认同、内化组织价值观和服从〔17〕。

Gagné和 Koestner的研究发现 ,“认同 ”和“内化 ”两

种类型的承诺与认同调节和内部动机相关 ,与内摄

调节相关显著 ,但与外部调节没有显著相关〔18〕。

这表明自主动机可以为这几个承诺类型提供一个

很重要的解释基础。

另一种是 A llen和 Meyer的承诺理论 ,它具体

阐述了承诺的三种形式 ———组织目标的接受、为组

织献身、对组织的情感投入〔19〕。情感承诺指员工

对其组织的认同 ,对组织的情感归属和投入 ,理论

上与自主动机相关。Gagné假设情感承诺能够促进

员工的自主动机 ,历经 13个月的纵向研究发现 ,自

主动机在研究之初就可以预测最后组织承诺 ,而最

初承诺并不能预测随后的自主动机〔20〕。这就说明

了要使员工接受组织目标并且承诺朝组织目标要

求的方向努力 ,自主动机是很重要的因素。

3. 绩效与组织公民行为

提升组织绩效一直以来都是组织行为学家研

究的重点和目标。许多有关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

都证明了自主支持能使个体在工作中更加投入 ,提

高组织绩效。例如 , Sheldon、Elliot的研究发现自

主动机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成就〔21〕。Judge的研究

发现 ,工作特征、人际氛围、归因倾向都会影响人们

的自主和受控动机 ,从而能够预测工作绩效和工作

满意度之间的双向调节关系〔22〕。Baard等的研究证

明了三种基础心理需要的满足与绩效评估相关 ,自

主支持管理更有效地提高了员工的绩效质量〔7〕。

近来 ,组织绩效讨论的重点是强调组织公民行

为。尽管自我决定理论的概念与组织公民行为的

联系相对较少 ,但是 Gagné等研究证明了自主动机

的确能促进一些亲社会行为〔18〕。所以从理论上

讲 ,它也能预测组织公民行为。

另外 , Greene2Demers等研究得出自主动机可

以预测环境保护行为。例如 ,废物回收等特别是需

要持久毅力的行为〔23〕。Losier和 Koestner认为 ,整

合的外部动机最能促进重要但乏味的行为 ,还有要

求遵守纪律的行为〔24〕。

许多其他研究都表明了使自主动机降低的环

境同样也会消除亲社会行为。例如 , Fabes发现奖

励那些助人的儿童反而会减少他们后来的助人行

为〔25〕
. TIF; Sobus研究了学校里的强制义务活动 ,

指出这种活动剥夺了学生的自我决定感 ,降低了学

生参加义务活动的积极性〔26〕。

这些研究显示自主动机能提高组织绩效 ,似乎

也能促进组织公民行为 ,而通过 SDT对这些领域做

系统的研究 ,其预测的范围将会更广 ,结果也会更

加准确完整。

4. 奖惩影响

Deci等根据 SDT中动机内化原理提出了一个

较严格和谨慎的方法来验证有形奖励对于动机的

影响。经过 128个实验室试验的元分析证明 :积极

反馈增强了内部动机 ,有形奖励显著削弱了内部动

机〔27〕。Deckop、Cirka的研究也推断出工作环境中

奖赏会降低员工的自主感和内在动机〔28〕。但近来

许多学者不能接受这一实验结果。例如 , Kehr指出

当他们不去解除有关工作兴趣的潜在动机 ,奖励就

不会削弱内在动机〔29〕。然而 ,这一表述并没有实

证支持。L indsay Kipp研究证明了惩罚行为会降低

个体自主性 ,从而与自决动机成间接负相关〔30〕。

目前 ,关于内部动机和奖赏影响的研究都是建

立在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这两个分支概念上。几

乎没有学者检验过奖赏对于内化了的外部动机的

影响 ,就惩罚方式对自主动机产生的消极影响研究

也较少。

总之 ,综合国外文献中关于 SDT在组织行为中

的研究 ,基本支持了如下假设 :自主支持比受控的

工作环境和领导方式更能促进基础需要的满足 ,整

合、内化外部动机 ,提高员工留职率 ,以及工作绩

效、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性和主观幸福感 ,促进组

织公民行为。

87



第 6期 孙 　岚 工作动机理论新进展 ———自我决定理论

　　四、研究展望

　　SDT理论在西方的动机理论研究中已经占有

一席之地 ,其理论体系也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而发

展起来。但是 ,由于这一理论发展时间较短 ,还有

许多有待完善之处。

(1)在理论方面。到目前为止 ,关于自我决定

理论有机辩证原理论的观点还处于争论当中 ,不少

研究者对三种心理需要的真实性与普遍性还存在

疑问 ,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支持。基于

外部动机四个阶段的发展和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应

用还不明确 ,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相互转变的条件

或规律也需要更多研究。此外 ,动机内化的辩证关

系和中介机制有待于实证探究〔31〕。对个体通过社

会情境自主支持作用如何促进动机内化研究较少 ;

内化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还需要更多

探究 ;我们对情境与动机的中介性机制的研究还不

是很清楚。同时 ,有关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还没有

科学的阐释 ,自主支持等基本概念也受到了质疑。

(2)在研究方法方面。动机是非常抽象、复杂

而且主观性很强的心理现象 ,其研究方法需要更为

客观、可靠。未来的理论模型或机制的构建还需要

更多的实证数据支持 ,尤其是纵向研究。应当将观

察法、访谈法、问卷法等传统方法结合起来 ,从不同

的角度去探究人类工作动机与其他组织行为之间

的实际关系 ,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对于许多理论

指标 ,如动机内化、自主支持等指标还需进一步研

究 ,以编制出信度、效度较高的测量问卷 ,从而方便

更多理论模型的构建和验证。

(3)在应用方面。除了运动、教育、医疗等领

域 ,将自我决定理论应用于组织中 ,作为一种新型

的工作动机来研究 ,是当今西方 SDT研究的一个新

方向。已有的研究仍然局限于把自主动机或受控

动机的几种类型独立起来 ,分别研究它们与其他组

织行为的相关关系 ,今后可以尝试把 SDT的自我决

定连续体看作是一个动态模型 ,从个体心理和社会

情景多方面构建一些促进外部动机内化或保持内

在动机的综合应用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提

高员工绩效、幸福指数和工作满意度等。

国外学者也陆续进行了跨文化背景下文化定

向与主观幸福感、人际关系对动机定向的影响等探

讨 ,这也意味着动机定向与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领

域在逐渐扩展 ,并且会出现更多的相关研究〔32〕。

对 SDT的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因此 ,我们一

方面可以综合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在对其进行分

析和综和的基础上去寻找更大的研究空间 ;另一方

面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也必然对个体的认知、情感

体验和行为等产生影响 ,因此应根据国情结合其他

学科的相关知识 ,针对我国公民的社会道德、价值

观、人情、关系等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社会情景因素

进行探讨 ,以构建适合我国各类社会组织的 SDT激

励模型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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