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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校认同对于学校而言，它是一项重要

社会资本、声誉资本；对于学生自身而言，学校认

同则与学校适应、责任感相关联，影响着学生心理

健康以及学习状态。

当前的学校认同研究（组织认同研究）多是基

于社会认同理论。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是自我与他者

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

中的一部分总是在他所属的共同体中，通过互动确

定其生存认同的价值取向。

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组织认同领域的不少学者

考察了领导—员工关系、员工之间关系对组织认同

的影响。然而这些社会关系的研究多是抽象的 ，没

有考虑组织内成员之间的互动、信息反馈以及其对

组织认同的影响机制。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

出发考察组织内成员社会关系对组织认同的影响。

张勉等学者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观点，采用

个体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组织中朋友网络结构

（规模、强度、范围、地位）对于组织认同的影响 [1]。

Jones & Volpe 则以美国某高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发现个体的组织关系网络的范围能够正向地预测其

组织认同 [2]。

他们的研究有利于揭开人际关系影响组织认

同的“黑箱子”，然而他们的研究结论有不一致的

地方，这可能是由于研究者测量方式的不一致所导 

致的。

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沟通方式，是现实社

会关系的反映、延伸 ，社交媒体里的人际关系是否

对组织认同有影响？本文将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出

发探讨组织内微信好友与组织认同的关系。

1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学校认同是组织认同的特例，前人关于组织认

同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一般而言，影响组织认同

主要包括组织因素（如组织的声誉、组织独特性、

组织外部竞争、领导方式）和个人因素（如归属需

求、感知的社会支持、职业认同）；组织认同会影

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离职倾向、

健康状况抱怨、工作卷入度、工作动力、工作组认

同等。学校认同的影响因素同样可以从组织和个人

两方面来分析：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包括个人特质、

专业满意度等；从组织的角度而言包括学校氛围、

学校声誉、学校竞争等。学校认同关乎学生的未来

卷入度、学校适应。

组织认同有三个基础理论，即差异论、资源论、

信息论。

差异论认为个体的组织认同是在组织内寻求同

一性、组织外寻找差异性这两个认同过程中建构完

成的。

资源论则认为组织的有形资源（如组织的设

施）和无形资源（如组织的声誉）会影响个体的组

织认同建构。

信息论则认为组织认同取决于组织与成员之间

的信息交流，通过信息交流把信息接收者的价值观

和目标同组织的价值观和目标结合起来，以降低成

员的不确定性。

按照信息论的观点，沟通在组织认同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而沟通必须是在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联

系的基础之上的。此前，已有学者从社会网络分析

的角度证实了朋友网络对组织承诺的影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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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社交媒体平台上，组织内好友数量与互动是否

会影响组织认同？由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

RQ1 ：校内微信好友数量、互动是否与学校认

同正相关？

RQ1a ：校内微信组织内好友数量是否与学校认

同正相关？

RQ1b ：校内微信好友互动频次是否与学校认同

正相关？

在组织认同研究领域，有不少研究者尝试着从

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新阐释组织认同。社会

交换指的是利益互惠行为，指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帮

助、支持等，使得对方有了回报的义务，但不知道

对方是否会回报和什么时候回报，因此这种交换关

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交换的隐含条件是双方通

过交换各自特有的资源，从而达到互利的目的 ，其

核心是自我利益和互相依赖。员工—组织关系的建

立，就是员工以个体的劳动来换取组织的报酬 ，以

个体对组织的忠诚来换取组织对个体的关心和支

持；另一方面通过员工的努力工作，使组织有更大

的发展；员工与组织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就是

一种社会交换关系的形成。

常见的社会交换机制包括组织支持、上司支持、

同事支持、组织声誉等，这些都是组织认同的前因

变量。组织声誉作为组织的一种无形资本，是组织

自身表现与外部评价的综合体，其更多的是一种客

观实在。组织支持多是抽象的存在，只有上司支持、

同事支持可以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

的语境之下。考虑到本研究是基于大学校园的 ，上

司、同事等词不适用，我们将其替换成老师、同学。

又考虑到大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多地是与同学

交流而非老师交流，本文在此只考虑同学支持这一

变量。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社交媒体中的好友数

量和互动能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个体感知的社会支

持，而校内同学支持属于社会支持的一部分，是否

能被校内好友的数量、互动正向地预测？社会交换

理论已经证实同事支持（类比同学支持）能正向预

测组织认同。在此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本文提出研

究问题：

RQ2 ：同学支持是否在校内微信好友数量、互

动与学校认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RQ2a ：同学支持是否在校内微信好友数量与学

校认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RQ2b ：同学支持是否在校内微信好友互动与学

校认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

本研究以广东省某大学在校生为调查对象，采

取网络发放问卷与线下发放问卷并行的方式获得便

利样本，样本量合计 341 份。

2.2  测量工具

1）微信校内好友数量与互动。微信校内好友

数量的测量通过直接问其校内好友的数量。微信校

内好友互动的测量测量其与校内好友互动的频率来

反映校内好友互动。调查对象被问及在过去一周内

通过私聊、群聊、朋友圈与校内好友互动的频率。

量表使用 4 级李克特量表，从“从不”到“经常”

依次赋值 1～ 4分。 

2）感知的同学支持。参考 Malecki & Demaray

的量表 [3]，通过 4 个题项的 5 级李克特量表来测量。

题目包括“我周围的同学喜欢聚在一起”“我周围

的同学大多是友善和热心的”“周围的同学可以接

受我的为人”和“如果有同学心情低落时，其他同

学会去安慰他 / 她”。量表使用 5 级李克特量表，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 5分。

图1  研究问题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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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认同。参考Mael & Ashforth的量表[4]，

通过 6 个题项的 5 级李克特量表来测量。题目包括

“我很想了解别人是如何评价我所在的大学”“当听

到别人批评我所在的大学时，我感觉就像是在批评

我一样”等。量表使用 5 级李克特量表，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 1～ 5分。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专业类型、

学历、生源地、学生身份（是否是学生干部）。

3  研究结果

3.1  信度检验

通过 SPSS 检测量表的信度，发现校内好友互

动、感知的同学支持、学校认同的一致性系数分别

是 0.64、0.86、0.88，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通过 Amos 作验证式因子分析，模型拟合度效

果佳（CMIN/DF=2.33，CFI=0.96，RMSEA=0.06），说

明量表之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3.3  数据分析

为了探讨微信校内好友数量、微信校内好友互

动与同学支持、学校认同之间的关系，通过选取不

同的自变量构建 5 个不同的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结

果如表 2。

由模型可知，在控制各种人口变量的前提下，

校内微信好友数量不能正向地预测，而微信校内好

友互动能正向地预测学校认同。RQ1 得到了解决。

中介效应的探索研究遵循 Baron & Kenny

（1986）提出的传统中介作用检验程序 [5] ：第一步，

判断自变量是否显著影响因变量；第二步，在因果

链中加入可能存在中介效应的变量，当该变量控制

了自变量后能够显著影响因变量的话，就可判定该

变量有中介效应；第三步，如果控制了该中介变量，

表 2  回归模型

模型一
（学校认同）

模型二
（学校认同）

模型三
（学校认同）

模型四
（同学支持）

模型五
（学校认同）

性别 0.07 0.09 0.04 0.08 0.05

专业 0.06 0.02 0.06 -0.02 0.03

学生身份 0.09 0.09 -0.10* 0.02 -0.08

学历 0.16* 0.16* 0.20* 0.17** 0.04

生源地 0.1 0.1 -0.6 0.01 0.06

户口类型 0.08 0.08 0.01 0.07 0.04

好友数量 0.00 -0.03 -0.02

好友互动 0.24*** 0.21*** 0.15**

同学支持 0.46*** 0.42***

R2 0.04 0.09 0.24 0.09 0.25

调整R2 0.02 0.07 0.22 0.07 0.22

F 1.96 3.46*** 12.75*** 3.72*** 10.93***

***=p<0.000，**=p<0.01， *=p<0.05，+=p<0.1（双尾检验）
（下转第22页）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性别 专业 学生身份 学历 生源地 户口类型

男 女 理工科类 人文社科类 学生干部 非学生干部 本科 研究生 本省 非本省 城市 农村

人数 128 213 127 204 106 235 163 178 123 218 196 145

百分比 37.5% 62.5% 40.2% 59.8% 31.1% 68.9% 47.8% 52.2% 36.1% 63.9% 57.5%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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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 ，大部分媒体或媒体产品对人格化传播策略的

应用都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比如科普类媒体或
产品都倾向于塑造一个“接地气”“博学”的人格

化形象，大部分生活类媒体或产品都在扮演“温柔”

的“知心姐姐”。

有人格但无个性，人格扁平化，同样是目前的

人格化传播策略在运用操作层面上的一大问题。

3.3  人格分裂

所谓人格分裂，是指媒体或媒体产品进行人格

化传播时，由于角色定位不清，缺乏整体设计而表

现出“多重人格”。

像明星一样，媒体同样会面临“人设崩塌”的

风险，媒体的视觉形象设计和传播内容风格迥异，

传播内容前后矛盾，传播内容和实际行动不一致等，

会让公众产生混淆，不但不利于提高用户黏性、提

升传播效果、塑造品牌个性 ，甚至反而会使公众产

生厌烦、抵触心理，引发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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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显著变成了不显著，

则说明该中介变量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由模型二可

知校内微信好友数量不能正向地预测学校认同，因

而同学支持的中介效果便无从成立。由模型二和四

可知校内微信好友互动能分别正向地预测学校认同

与同学支持。对比模型二与模型五，发现加入同学

支持这一自变量后，校内微信好友互动的标准化回

归系数由 0.24 下降到 0.15，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

（p<0.000）。因此，同学支持在校内好友互动与学

校认同之间起着一个较小的中介效应。RQ2 得到

解决。

4  讨论

校内微信好友数量本身并不能预测学校认同，

这与 Jones 等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有不

一致的地方。也许这是因为测量方式的不一致所导

致的，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问卷方法通过“名字列

举”的方式来测量社会网络的范围，这里所测的实

际是个体的“强联系”社会网络。而在社交媒体上，

也许我们的组织内好友数量庞大，但实际上并非所

有的好友都是“真正的朋友”。校内微信好友数量

并不能说明问题，相反，重要的是好友质量。通过

微信平台与校内好友互动更频繁的个体，学校认同

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与他

人取得互动，通过信息交流获得信息与资源，进而

增加了学校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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