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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日资企业中职工

的转职意愿及其国际比较
*

邵道生 冯伯麟

改革开放 以来
,
三资企业一 度成为人们热切期望选择的工作场所

。

近几年
,

随

着改革的深化
、

人们对三 资企业的日趋了解 以及三资企业 自身问题的逐渐显露
,

一

部分三资企业职工 的工作流向出现倒流
。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分析
。

作者
: 邵道生

,

男
, 1 9 4 2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
。

冯伯麟
,

男
, 1 9 4 7年生

。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

一
、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

在三资企业工作一度是人们热切希望选择的工作场所
。

但是
,

随

着中国社会改革的发展
,

随着人们对三资企业的 日趋了解
,

三资企业中的问题也逐渐呈现出

来
,

在若干地区
,

在工作流 向上已经出现了
“
倒流

” 的间题
:

即从
“ 三资企业

”
倒流到职工

原来所在的国营企业之中
。

在一些三资企业
,

过去是职工害怕
、

担心被三资企业
“ 炒鱿鱼

” ,

而现在贝吐是职工 “ 自己炒 自己的鱿鱼 ” 乡 自觉自愿地离开三资企业
。

二资企亚中的职工的不
- - 一

一
稳定性和强烈的转职意愿也引起了三资企业外方经营者的重视

。

众所周知
,

在 日本国内的企

业中
,

日本劳动者是非常忠于自己的企业群体的
,

然而不仅在东南亚
,

而且在中国
,

居然有

那么多的人试图要离开三资企业
,

转职意愿是那样的强烈
,

要到其他企业中去工作
,

对 日本

企业家来说
,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

那么
,

为什么在 日资企业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本文从我们的调查研究出发
,

分析了在

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工转职意愿的实态
,

从对 日资企业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满意度和对 日本

人印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

试图找出问题的答案
。

二
、

日资企业职工的转职意愿的基本情况

(一 ) 转职意愿的基本情况

① 本文是中国 (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让会学所和北京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和 日本 (亚洲社会

间题研究所 ) 的台作课题
: 《
中国和东南亚三国的 日资企业职工的日本人观 和劳动意识的 比较研究

》 的一个子题
。

② 本研究调查数据取自于我国沿海四大地区
、

n 个城市
、

37 个中日合资企业约 6 500 人的调查 问卷
,

使用 了s P 弓 ,社

会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

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
。

在调查中还配以 5 %数量的访谈
。

③ 本文引用的东南亚三国的调查结果是由日本亚洲社会问题研究 所委 托 东京工业大学今田高俊教授的调查组在泰

国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 日资企业的调查结果
。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在 日资企业中职工的转职意愿的基本情况
。

(见表 1)

裹 1将来
,

你有没有想转到别的企业去的打算
`̀ . 刀 `二

一~
~

二 P

一
,

闷卜
一

, 卜

一

一
J

-
州 . . 山 . `

一
~ 甲. ~ ~ J 性

一-
一 甲 , 川

一 ~ , .

一
. ~

一
~~~

总 计计 华 北北 一华 东东 华 南南 华南独资资一般工人人管理人员员
,,

间
·

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①①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动 3 2
.

666 4 0
.

666 3 7
.

444 30
.

777 17
.

000 3 0
.

666 4 3
.

444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8
.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②②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调 42
.

444 3 5
.

99999 41
.

888 58
.

555 44
.

333 3 2
.

333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⑧⑧如果有与现在的工资一样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动 7
,

444 7
.

333 7
.

444 7
.

777 6
.

888 7
.

888 5
.

222

一一

④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稍低一点的企业
,

我也想调调 6
.

888 7
.

111 6
.

111 7
.

111 6
.

999 7
.

333 4
.

444

动动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

888 9
.

222 1 0
.

222 12
.

777 10
.

888 1 0
.

111 14
.

666
`

无 回
_

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

从表 1 的数据来看
,

有以下两个特点
:

第一
,

职工从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的转职意愿
1

有着
“
明显的地区差异

” :

即越是
“
开放

” 的地区的职工
,

其转职意愿就越是强烈
。

具体次

序如下协贝华南独资
, ②华南 ; ③华东 , ④华北

。

第二
、

一般工人的转职意愿比管理人员的

转职意愿强
。

如对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 的回答

,

一般工本
是30

.

6%
,

而管理人员是 4 3
.

4%
,

一般工人
“
不想调动

”
的比例要比管理人员的低

。

对
“
如

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走
” 的回答

,

一般工人是 4 4
.

3%
,

管理人员则

是32
,名%

,
_

工人
,’ 想调走

” 的愿望要比管理人员的强 , 对
“
如果有与现在的工资 一 样 的 单

位
,

我就想调走
”
的回答

,
`

一般工人是 7
·

8%
,

管理人员是 5
·

2%
,

同样显示工人
“ 想调走 ,’,

的意愿要强
。

而对于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稍低一点的企业

,

我也想调走
” 的回答

,

一般工

人是 7
.

3%
,

而管理人员则为 4
.

4%
, “ 想调走 ” 的比例仍然是工人的高

。

、一

如果将在我国的调查结果与对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调查结果相比较的话
,

则可以发现
,

我国在 日资企业的职工的转职意愿要强一些
:

表现在对表 1 “ 想调动
”
的间题

(问题②
、

③
、

④ ) 的肯定性的回答要高于
“ 三国

” ,

我国的职工为 5 6
.

6%
,

而
“

三国
”
的职

工为 51
.

4% ,
_

对
“
不想调动” 的问题 (问题① ) 的肯定性回答

,

我国的职工为 32
.

6%
,

而三

国职工的回答则
`

是 4 5
.

3%
,

两者竟相差 12
.

7个百分点
。

那么
,

为什么有上述那样的结果 ? 职工的转职意愿与对三资企业的
“
满意度

” 之间究竟

有什么关系 ?
`

我们可以从职工们对
“
你对现在的工作和待遇满意的程度如何

”
这一问题的回

答中得到大致的答案 (见表 2 )

对对现在的工资资

…
总 体体 华 北北 }

、。 。。 华 南南 华南独资资

{{{{{{{{{ 丫 “ ’’’’

满满 意意 1 2
.

666 13
.

222 18
.

999 13
.

111 2
。

444

谈谈 不 好好 20 333 18
.

777 2 6
.

111 2 3
.

000 1 0
. ,
几几

不不 * 意 !!!一叔
9 一 {{{

64
.

555 49
.

999 55
.

444 80
.

000

从表 2 总体上来看有60
.

9写的职工回答
“
不满意

” 和只有 1 2
.

6%的职工回答
“
满意

”
的

结果来看
,

中国职工对于在 日本三资企业的
“
工作和待遇

”
并不是太满意的

,

尤其是华南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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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华南地区的职工对工资的满意度更低
。

如华南独资的职工对工资的
“
满意率 ,, 仅 .2 4%

,

“不满意
” 的比率竟高达 80 % ,

一

华南地区职工对工资的
“

磷奏率
” 为 1“

·

1%
, “ 不满意率

”

高达 5 5
.

4%
。

显然
,

对工资的满意程度如此之低必然决定了职工具有强烈的职业调动意愿
。

如果将这一结果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调查结果相比较
,

则可以看到
:

第

一
、 “ 不满意度

” 是中国职工的最高 ( 6 0
.

9% )
,

其次是泰国 ( 60
.

4% )
、

马来西亚 ( 55
.

8% )

和印度尼西亚 ( 4 7
.

5% )
。

第二
、

从
“
满意度

”
来看

,

依次为 泰 国 ( 21
.

7% )
、

马来西亚

( 2 0
.

7% )
、

中国 ( 1 2
.

6% ) 和 印度尼西 亚 ( x o
.

1% )
。

表3 中国
`、

泰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日资企业的职工对工资的满意穆度
JJJJJ

泰 国国 马来西亚亚 印度尼西亚亚JJJJJJJJJJJ

你你是否对现在的工作和健能 … 中 国国国国国

满满 意意 12
.

666 2 1
。

777 20 .777 10
.

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

555555555555555谈谈 不 好好 2 0
.

333 13
.

88888 3 8
.

777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7
。

555不不 满 意意 60
.

999 6 0
.

4444444

显然
,

中国职工具有强烈的职业调动意愿是与他们在 日资企业工作的
“
极低的满意度 ,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

间题是
:

同样是 日资企业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的地区差异呢 ?

`

在
“
满意度

” 上产生中国国内明显的地区差异的原因大致如下
:

第一
,

与地区的开放程

度相关
:

华南独资是独资企业
,

又在中国最开放的深圳
、

蛇 口地区
,

相对而言
,

这一地区的

职工已经
“ 习惯

” 于职业的调动
,

而华北地区相对于上述三个地区而言
,

开放程度和范围不

如那样深广
,

在
“ 职业的凋动” 问题上反映出一种

“
慎而又慎

”
的心态来

,

必然影响他们的

职业调动意愿
。

第二
,

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

近 10 年来
,

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

的地区差异
,

发展得最快的地区是深圳
、

·

蛇 口地区
,

其次是华南
、

华东
,

这些地区
,

新建的

企业 (包括三资企业 ) 多
,

对职工来说
,

他们对企业或三资企业的选择的余地比较多
,

经济

搞存活
+

,

这就必然刺激职工的就职意愿
:

只要对本企业感到不满
,

而其它企业有吸引力
,

他

就想向其他企业发展
。 `

第三
,

与职工实得的工资水平相关
。

据我们的调查
,

华南独资企业在

深圳
、

蛇 口地区是属于收入较低的企业
,

甚至低于有的国营企业
。

职工对此很不满意
,

因而

表现出强烈的调动职业的意向
。

`

有关在 日资企业的职工具有较为强烈的调动职业意向
,

还表现在对
“ 比较而言

,

你愿意

在 日本企业工作
,

还是愿意在 中国企业工作
” 、 “ 你更愿意在 日本企业工作

,

还是更愿意在

欧美企业工作
” 和 “ 比较而言

,

你更愿意在 日本企业工作
,

还是更愿意在南朝鲜或台湾香港

企业工作
”
的回答之中

。

(见表 4
、

表 5 和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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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你更愿意在 日本企业工作
,

还是更愿意在欧美企业工作 ?”

在尚等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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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了 有关四 国职工对
“ 比较而言

,

你愿意在 日本企业

工作
,

还是愿意在本国企业工作 ? ” 的回答的比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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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有关四国职工对
“
你更愿意在日本企业工作

,

还

是更愿意在欧美企业工作 ? ,, 问题 回答的比较

一月,一nU一ùóǐ, .一ù1人一份匕

1
.1.............,几..` ...

·

` 丫 归 问
一

’

题

书娜幸杯
一尸

一
_ _

_
一—
_

_

, ①
却料盯

,

我更励树疑虹堡
_

_

一
二 _ _

_
_ `

②在同等条件下
,

我更愿意在日本企业工作

马来西亚
`

14
.

1

2 5
.

4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③在同等条件下
,

在哪国公司工作都无所谓 浇
.

3

表9 有关四国职工对
’

吁七较而盲
,

你更愿意在日本企业工作
,

·

还是

更愿意在南朝鲜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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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界我们将中国职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兰国的职工对同样

的问题回替的结某进行比较的话 七见表 7
、

表 8 和表 9 )
,

那么
,

将可以发现有以卞的差异
。

誉了



第一

这一问题

,

竺整 可以知汽 对于 物果条件相同的话
,

我愿意在自己国家的企业里工作
”

,
中国职工肯足性的回答为 42

.

4%
,

远远高于泰国 ( 2 7
.

6% ) 和马来西亚 ( 9
.

G% )
,

也高于印度尼西亚 ( 37
.

7% )
。

而对于
“ 如果条件同样的话

,

愿意在 日本公司工作
”
的比例

,

中甲职工的回答只有
1 1

·

6%
,

低于泰国 ( 1“
·

” % ) 和马来西亚 ( 2 1
·

“ % )
,

远远低于印度尼

西亚 ( 38
.

7% )
。

这说明
,

中国的
`

}工更喜欢在 自己国家的企业工作
。

当然
,

产生这一结果

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

一方面中日的企业
“ 社会主 义

” 的特色更强一点
,

企业对职工的生老

病死
,

无所不包
; 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亚有

“
铁饭碗

” “ 大锅饭
” 之特点

,

风险性较小
。

第二
,

从表 8 可以知道
,

对于 “如果是同等条件
,

你更愿意在 日本企业工作
,

还是更愿

意在欧美企业工作
” 的问题

,

中国的职工更愿意选择的是
“
欧美企业

” ,

为 2 6
.

1%
,

高于马

来西亚 ( 1 4
.

1% ) 和印度尼西 亚 ( 1 5
.

4% )
,

低于泰国 ( 3 2
.

9% )
。

但是在对
“
同等条件下

,

我更愿意在 日本企业工作
” 的 回答

,

中国职工
“ 愿意率

” 是最低的
,

仅为 1 0
.

2%
,

既低于马

来西亚工25
·

4皿 ) 和印度尼西亚 (坦 J %工
, _

也低于泰国 ( 17
·

0% )
。

说明在 丝同等条件塑
-

一 —
-

下
,

欧美在中国的三资企业比 日本的三资企业更具有竞争性
。

第三
,

从表 9 的结果来看
,

如果让中国的职工在
“ 同等条件下

” 对 “ 日资企业 ” 和 “
南

朝鲜或台湾
、

香港资企业 ,, 这两者中进行选择
,

那么中国的职工更愿意选择在
“
南朝鲜或台

湾
、

香港资企业
”

中工作
,

其回答的比例为 2 1
.

3%
,

要远远高于泰 〔4
.

4% )
、

马来西亚 ( 3
.

1% )

和印度尼西亚 (8
.

。% )
,

对
“
日资企业

”

选择比率较低
,

为 1 5
.

3%
,

远远低于泰 ( 48
.

6叱 )
、

马来西亚 ( 43
.

4% ) 和印度尼茜亚邝 2
.

6% )
。

为什么中国的职工对这一个向题的回答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职工的回答有如此大的不同
,

这的确是需要思考的间题
。

按照

笔者的观点
,

一方面可能是中国的职工是从
“
血缘

” 的观点来选择
“
香港和台湾

”
在大陆的

三资企业
,

另一方而也反映了在中国一部分的国民中存在的那种鉴于 “ 长期的历史恩怨
”
而

留在丙心深层的一种
“
不信任感

” 。

总之
,

从上述结果的比较来看
,

中国职工对 日资企业的满意度是最低的
,

究其原因是与

中国职工对 日资企业工作条件的满意度有密切的关系
。

( 二 ) 转职意愿和时工柞条件 的满意度

整个问卷作了这样一个假设
:

企业职工的转职意愿与对企业工作条件的满意度之间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
。

我们假设的工作条件是
:

职业稳定
、

有晋升的机会
、

对顶头上司的态度
、

对现在的工资
、

对工资的增长
、

对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假日次数和福利保健等
。

表 10 就是对日

本在中国的 日资企业调查中关于转职意愿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

从表 10 的数据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

第一
,

从总体上来说
,

在 日资企业的职工们的
“ 职业调动意愿

”
与 “ 现在的 工 作和 待

遇 ” 之 间 的熊系是非常密切的
,

一

在我们列举的 2 个 哪满意塑和 些不满意竺的因素中
,

尤与
“ 现有的工资

” 、 “
工资的增长

” 、 “
顶头上司的态度

” 、 “
有晋升的机会

” 、 “
福利保健

”

等因素有关
。

例如
,

在职工的
“
满意层

”
中

,

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对
“
即使有 比现在的工资高

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 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

第二
,

从对
“
现在的工作和待遇

” 回答
“ 不满意

”
的职工来说

,

对我们列举的 7 个因素

都强烈地显示出其
“
不满意

” 的倾向来
,

他们对于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

也不想墉动万 的问题
,

其肯定性回答的比例极低
,

最低的是
“
对顶头上司的态度

”
和

“ 职业

稳定
” ,

其比例分别为 16 %和场
.

1% , 最高的是
“
对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假日的次数

”
和

“
对

8尽



现在帅工资
” ,

分别为 2 4
·

4%
、

2 4
.

1%
。

第三
,

我国职工的转职意愿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大致与泰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

浦职工相同
,

但是也有若干的不向
:
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的职工更为直接了当地表达其

“ 不满

意
” 的情绪倾 向

,

如在对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
的回答中

,

在全部可比的 6 个项 目中
,

回答
“ 不满意

” 的比例
,

中国职工的
一

肯定性回答的比 例 大 大 低

于
“ 三国 ” 。

此外
,

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到
,

泰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职工则相对来

说是
一

“ 比较含蓄
” 一些

。 “ 三国 ”
职工回答

“
谈不好

”
的比例相当大

,

大致在40 %一50 写之

间
,

都要高于中国职工回答的比例
。

裹飞0 转职意愿和满意度的关系

一
少

题

卜 引 灯二
_

生二坚
_

{_鹦巳
_

① 职业稳定 (不耽心被解雇 )

42
.

。 }

有晋升的机会

泰泰马印尼三国国

中中 国国

即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也 45
.

111 8
.

333 I C
.

111 中 国国

不不想调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555550
.

666 4 4
,

111 3 7
.

666 泰马印尼三国国

如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我 40
.

000 47
.

000 47
.

888 中 国国

就就想调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444442
.

000 49
.

000 能
.

222 泰马印尼三国国

②
一

赫“ 林“ 一” 企业
,

我也

阵三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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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有比现在的工资稍 “ 一点的企业

’

我

阵
一

斗华一 {
就解调动

卜
一

!
4 0 .4 !

3 5
.

了

40
.

8

44
.

7

弓1
.

6

③ 顶头上司的态度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

不想调动
」

` ,

如舞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

就想调动
i·

泰马印尼三国

中 国

泰马印尼三国

④ 对现在的工资

。

一一一
。

一
明一

一兮,

—一
一

—
币

—
一一 一

—
一 , 一 一 , - - 一一一—

-

一— —
郎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

不想调动
扣` ~ `一一奋一一卜闷 , , ~ ` 铸叫一 , “ 一一

` -
.

一 一~ 拼` 一~舟 ~一一一一 ~

一
- 一 -~

.

-

“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
叭

一

二

就想调动

222224
.

111 中 国国

22222 6
.

111 泰马印尼三国国

丫
rrrrr

5 0
.

888 中 国国

⑥ 对工资的增长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

不拐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

拙肘

即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也 56
J

777 41
.

555 邓
.

222 中 国国

不不拐调动动动动动动

333 1
。

777 38
.

555 50
.

444 中 国



续襄勺 O

⑥ 对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假 日次数

2 . 4一服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

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45
.

8

5 3
.

6

3 8
.

9

3 9
.

4

一 {一翌一
一 …一圣全性一
一 {一 些

`

2
一 _

一

} 59
·

7

48
.

1

50
.

1

中
、

国

泰马印尼三国

中
_

国

泰马印尼三国

⑦ 对福利保健

鑫二扭二止三止
三

、

对 日本人印象及其对 日资企业的评价

(一 ) 从访谈结果看在 日本三资企业的中国职工时 日本人印象和转职意愿的关联性

我们在华北
、

华东
、

华南和华南独资的 日本三资企业作了对 日本人印象和转职意愿的访

谈
。

当然
,

不同的人对 日本人印象是不同的
。

既有人认为
“ 日本人是不错的

” ,

也有人认为
“ 日本人不怎么样

” 。

有的人因为与日本人交往甚少
,

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表述对日本人的表

面印象
,

有的与日本人交往比较多
,

因此对 日本人的评价就比较成熟
。

以下我们想介绍的是
:

从我们访谈中所看到的中国职工对 日本人的印象和转职意愿之间的关系
。

中国职工对 日本人肯定的印象有
: “

工作一丝不苟
,

工作讲究规范
” 、 “

拼命地工作
” 、

“
勤恳刻苦

” 、 “ 注意质量
” 、 “

自我 要 求 很 严
” 、 “

讲礼貌
” 、 “

效率高
” 、 “

管理严

格
” 、 “

责任心强
”
等等

。

对于这些印象和评价
,

与我们谈话的中国职工都比较直率地说
:

“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 ”

中国的职工在谈到 日本人的
“
精明 ” 时

,

还带有一种
“
既肯

定
、

又否定
”
的情绪色彩

。

在访谈中
,

我们发现很少有职工对 日本 人在 金 钱上的
“
富有

双

发表什么见解
,

甚至有一种不值一谈之感
。

有不少人说
“

在 日本人中正直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 。

对日本人的否定性印象有
: “ 日本人保守

” 、 “ 活得太累
” 、 “ 日本 工 人 的 知识面不

广
” 、 “

考虑员工的需要不多
” 、 “

对 日本人模不透
” 、 “ 过于小气

” 、 “ 主要是为了钱
” 、

“ 比较主观
” 、 “

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
” 、 “

爱挑剔
” 、 “

训人不留啧亘竺
,

些坯羁心犁
等等

。

总之
,

对 日本人的否定性印象集中在
“
日本人的经济观

”
和

“
过于内向

”
的人格特征上

。

从我们的访谈中
,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趋向
:

在 日资企业工作的职工因为其
“
个人出

身
” 和 “

经历
”
的不同

,

对 日本人的印象和评价就不同
。

例如
,

在 日资企业劳动力密集型工

厂工作的职工中
,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年青人
,

相对来说
,

这部分人经历简单
、

原来又生

活于农村 (相对于城市来说 ) 比较艰苦的地区
,

需要比较简单
,

对日资企业
“ 不满意

” 色彩

比较少
,

因而对 日本人肯定性评价多
,

也不太想离开 日资企业
。

而对于来自原来国营工厂
、

企业的职工来说
,

他们之所以到 日资企业工作
,

对
“
工资

” 的考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

当他们感到在日资企业的工资增加 (比原来的单位 ) 有限
,

而在其他方面受到的约束又比较

多时
,

对 日资企业的管理上的不适应性
,

以及由于国民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的人际矛盾和人

导Q



际冲突 (大部分表现为
“
隐性的

”
)就容易产生出来

,

因而这一层次的人容易产 生 台不 满

感犷
,

尤其是在
“ 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知识分子

”
中更有一种

“
失落感

” 。

这种 “ 不满意
” 、

“
失落感

”
容易反映在对 日本人的否定性评价之中

。

因此
,

有不少人说
: “

如果企业条件相

同的话
,

我为什么要为 日本人干活呢 ? ” 而且
,

由于欧美资企业和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三资

企业在大陆的增多
,

不可避免地产生中国职工对各种类型的三资企业进行
“
横向比较

” ,

包

括对工作条件 (如工资 )
、

三资企业的管理风格和管理者的人格特点的比较
。

这种比较
,

有

的确是对实际现状的比较
,

有的则是根据
“
传闻

” 的比较
,

但是
,

这种
“ 比较

”
的最重要特点

是
:
将自己所在企业的弱点与其他企业的长处进行比较

。

显然
,

这种比较必然增强了转职意

愿 决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 ”

`

一 ’

(三 ) 对问卷调查的分析

为了分析对 日本人印象和转职意愿之间的关系
,

一定要对 日本人印象和对 日资企业的评

价之间的关聆性进行认真的分析
,

如对日本人印象和转职意愿
、

选择本国企业或日本三资企

业
、

选择欧美责企业或日资企业
、

选择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资企业或日资企业等问题进行交

叉分析比较
。

在转职意愿中其间题是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

、

“
如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 ; 对所要选择企业的问题是

“
条件如

果相同
,

就选择本国
`

(或欧美
,

或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 ) 的企业
” “

条件如果相同
,

就选择

日赞企业
” 、

·

表h 是对日本人印象 (工作努力 ) 和转职意愿之间相关的分析表
。

一 ;又灰表1 1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日资企业中工作的中国职工有这样的倾向
:
第 一

,

在

; 。向惫滋 日本人
“
工作努力

”
的职工中

,

有 34
.

3%的人对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

业扑我也不想调动
”
作了肯定性回答

,

其比例比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 ( 4 7
.

韶 % )

要低; 在
“
不同意

” 层中则有 23 % 的人对此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

其比例比泰
、

马来西亚
、 _

印

度尼西亚三国
工

C3 3
.

7% ) 也低
。

说明对中国职工来说
,

对 日本人的这一评价与转职意愿的相

和
1 对日本人印象和日本三资企业评价的关联性

! 工 作 努 力 {

(% ) 调查地区
同同 意意

(1 ) 转职意愿
`

i
` 卜

、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泽高一点的企亚

,
`

我也不想

调动
。

;

如果有比现在的里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

调动
、 : 广 _

.

(2 ) 本国企亚或。本三资企业一
- - -

一

一

卜一
34

·

,

一…一型一卜史一
里一

…
-

一些竺一…一
一
坦

-

一…坚 l鲤竺竺
-

{
-

一
43里一 …一一些旦

一 }
一中-

一旦一
匕二兰翌

_ _

_ !
_

_ 兰1 翌̀ -` }二查兰塑三通
- _

汽痴履雨瘫蔽茹夏遥而企“ 卜
一

. .

止卫三一一卜二
一

三些 -一丰迪一
里一

—
-

一
-

- - -

一一
-

一一 {一一
一

竺卫 -一 {一一兰二
二竺一卜止些翌生通一

条件如果相同
’

就选择日本三
触

业
}一卫兰 - 卜一理二一卜二一里

一

_

_
_

_
}_

_ _

坚竺一
一土 _ 一一色竺

一

一
_ _

!一雯兰些竺丢迥
_ _

(3 ) 欧美三资企业或日本三头企业



续表 11

2225
.

51 444
.

222中 国国

9 111
.

68 222 2
.

5 777泰马印尼三国国

降降件如果相同
,

就选择日资企业业 11
.

666 6
.

777 中 国国

222221
.

2333 10
.

9 999 泰马印尼三国国

(4 ) 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三资企业或口资企业

条件如果相同
,

就选择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三

资企业

条件如果相同
,

逆续柳资企业

关程度要比
“
东南亚三国

”
低

。

第二
,

在 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工在选择本国企业或日资企业
,

欧美资企业或 日声企
业

、

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资企业或 日资企业的项早中
,

其结果都是选择前者的多
,

选择 日资
企业的少

,

尤其是在回答
“

不同意
”

的职工中
,

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

一
表 1 1仅仅是对 日本人一个印象 ( 即工作努力 ) 的反映

。

而表华是对 日本人众多评价和在

日本三资企业转职意愿之间的相关分析
。

(表 1 2数据仅来 自中国的调查 )
.

第一 在
“
对日本人印象

” 和 “ 日资企业职工的转职意愿
”
的相关分析中我 们

_

可 以 看

到
:

两 者 存 在 正相关的 日本人的人格因素是 (按正相关的次序 )
:

①善于学习别人的东西

( 。
·

8 0
.

) , ②友好的 ( 。
·

5。 ) ; ③慷慨大方 ( 。
·

4 3 )
, ④守规则 ( o

·

2 9 ) , ⑤忠于组织

(。
·

22 ) ; ⑥团体主义和灵巧
、

(0
·

20 ) , ⑦工作努力 ( 0
·

l a)
,

两者存在负相关的 日本人的人

格因素是
: ①贪婪 ( 一 .0 47 ) , ②狡猾 (一 0

·

4 5 ) , ③虚 伪 ( 一 。
·

4。 ) , ④ 心 胸狭 窄

( 一 .0 38 卜 ⑤不歧视当娜人和精打细算 ( 一 .0 34 ) , ⑥爱面子 ( 一 .0 30 )
, ⑦傲慢 (一 o ·

27 ) ,

⑧爱发脾气 (。
.

2 2 )
。

如果我们将正相关和负相关的数值作一比较
,

就可发现
:

与负相关相

关的人格因素要多于正相关的人格因子
, `

而且负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正相关系数的绝对

值
,

这也是在 日本三资企业职土的转职意愿比较强烈的原因
。

如果我们将中国职工对 日本人的前 16 项的人格因子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的

职工进行比较
,

可 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

①两者的趋势大致相同
:

即正相关与负相关的人格因

子大致相同 ; ②相关的程度上有所不同 :
无论是正相关或负相关

,

中国职工的转职意愿与对

日本人印象之间的相关值更大
,

说明中国职工更重视对 日本人的印象分析和评价 ; ③在一些

具体人格因子的差别比较大
:

如在对
“
聪明

”
与

“
转职意愿

”
的相关的分析 中

, “ 三国 ” 的

相关系数是 0
.

47 8 ,

相关高
,

而在
“
中国

”
则为 0

.

06
,

几乎不相关
,

表明中国职 工 对日本人

的 “
聪明

”
并不太

“
敏感

” ; 而在对
“
狡猾

”
与

“
转职意愿

”
的相关分析中

, “ 三国”
的相

关系数是 一 0
.

2 6 ,

而
“
中国

” 的相关系数则为 一 0
.

46
,

表明中国职工对
“
狡猾

” 更为敏感
。

第二
,

在选择日资企业和本国企业中
,

如表 5 所示
,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选择在中国

企业的比例是 42
.

4%
,

远远高于选择 日资企业的 1 1
.

6%
。

从结果来看
,

与选择 日资企业的人

格因子是
:

①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和团体主义 ( 0
.

4 4) ; ②友好的 ( 0
.

39 ) , ③善于学习别

人的东西 ( 0
.

3 7 )
; ④工作努力和不歧视当地人 ( 0

.

31 ) , ⑤慷慨大方 ( 0
.

2 1) , ⑧ 善 于 经 营

( 0
.

1的
。

而以下这些人格因子加强了在 日资企业的职工选择本 国企 业 的 意 愿
: ① 傲 慢

( 一 。
.

3力 , ②狡猾 (
一 0

.

3 5 )
; ③贪婪 ( 一 。

.

3 4 ) ; ④把日本人的做法加强于人 ( 一 0
.

3 3 ) ;



表 1 2对日本人印象和在白本三资企业职工转职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

对 日本人印象 转职意愿
日资企业
或本国企业

日资企业
或欧美三资企业

日资
_

全业
或港台三资企业

工作努力
`

有钱 (富裕 )

聪明

友好的

灵巧

傲馒

狡猾

舜婪
-

爱发脾气

爱挑剔 (过子仔细 )

守规则 (甲丝不荀夕

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不歧视当地人

不明确地表示白己的意见

把日本人的做法强加于人

只与日本人交往

心胸狭窄

慷慨大方 (不吝音 )

团体主义 (齐心 )

忠于组织

性格内向

精打细算

孩四板 刃缺乏灵活性 )

进取性强

爱面子

善于经营

虚伪

谷于学习别人的东西

0
`

5 6

一 0
.

1 1

0
.

49

0
,

7 4

0
.

5 6

一 0
.

6弓

一 0
.

68

一 0
.

72

一 0
.

5 8

一 0
.

30

0
.

5 4

0
.

67

0
.

70

一 0
.

38

一 0
。

57

一 0
.

44

一 O
。

70

0
.

68

0
.

47

0
.

2 7

一 0
.

16

一 0
,

28

一 0
.

56

0
.

4 8

一 0
.

58

0
.

5 1

一 0
.

79

0
.

4 7

0
.

50

0
.

21

0
.

15
,

O
,

良

0
,

39

一 0
.

3 8

一 0
.

45

砷O
公
价

一 0
.

31

一 0
.

13
、

0
.

能
,

认弱

0
`

4 8

一 0
,

2 2

一 0
.

3 7

一 .0 抬

一 .0 4 8

0
.

40

0
.

59

0
.

44

0
.

02

0
.

0 3

“ 0
.

2 3

习
.

40
一 0

.

34

0
.

4 9

一 0
.

肠
0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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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界岑脾气 ( 一 “
·

”劝 、 ⑥心胸狭窄 ( 一 ” , ” ” ) , ⑦爱面子 (
,

一 .0 ` 6 ) , ⑧爱挑剔 ( 一 “
·

: ”

如果将这一结果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调查相比较
,

可以发现大致趋势相同
,

但是
,

也有着干因子在相关性质上的差别
:
如

’ .

“
守规则

” 因子
,

对中国职工来说
, 是正相关卜

而对
“ 三国 ”

职工来添
,

则是负相关 , 也有若干因子在相关大小上的差别
: 如 “

聪明
”
这一

因子
,

对于中国职工来说
,

相关似乎不大
,

只有 O
·

。5 ,

而对于
“
三国

”

职工来说
,

则为。
,

54 7 ,

相关琴大
,

再如 “
把 日本人的做法强加于人

”
来说

,

对中国职工来说
,

负相关约值较大
,

是

汹
·

33
,

对
“ 三国

” 职工来说
,

则是 一外 08 3, 几 乎 不相关
,

在傲慢
、

贪婪人格因子上也有

程度差别
,

总是显示出中国职工有
“

虾
了的倾向

” 。

一
_

第三
,

在选择 日资企业和欧美资企业中
,

如表 5 所示
,

,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选择在欧

美资企业的比例为 26
·

立%
,

选择在日资企业的比例为 1 0
·

2%
,

其选择结果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调查结果相反 (前者为工.9 8%
,

后者为 2。
·

1% )
。

从结果来看
,

与选择 日

资企业的人格因子是
:

①友好的 ( 0
·

7 4 ) ;
.

②不歧视当地人 ( a
,

70 )
, ③慷慨大方 心.0 够 ) 多

④尊季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 o
·

67 )
; ⑤工作努力

、

灵巧 (0
·

5分
;

⑧守规则 (0
·
5 4 ) , ⑦

善于经营 ( 0
.

滋 ) , ⑧聪明 (。
·

4 9 ) ; ⑨进取性强 (0
.

4 8) , L团体主义
、

善于学习别人的



东西 (。
.

4 7 )
。

而以下这些人格因子加强了中国职土选择欧美资企业
:

由虚伪 (一 0
.

宁的 , ②

贪婪 ( 一 .0 7 2 ) , ③心胸狭窄 ( 一 0
·

7 0 ) ; ④狡猾 ( 一 0
·

6 8 ) ; ⑤傲慢 ( 一 o
·

6 5 ) ; ⑥爱发

脾气 ( 一 0
.

5 8) , ⑦把日本人的做法强加于人 ( 一 0
.

5 7 )
; ⑧不明确地表示意见 ( 一 。

.

38 )
;

⑨爱挑剔
’

( 一 0
.

30 ) , L精打细算 ( 一 0
.

28 )
。

如果将这一结果与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

亚三国的结果相比较
,

那么就可以发现
,

趋势大致相同
,

但是中国职工选择 日资企业或欧美

资企业与对日本人印象之间的相关更明显
,

在许多项目上反映出程度的差别来
。

第四
,
在选择日资企业或香港

、

台湾户南朝鲜三资企业中
,

如表 6 所示
:

在
“
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
” ,

选择在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的三资企业的中国职工的比例为 2 1
.

3%
,

选择在 日

资企业的中国职工的比例则为 1 5
·

3%
,

低于前者
。

从结果来看
,

与选择 日资企业正相关的人

格因子是
: ①友好的 ( 0

.

6功
, ②团体主义 ( 0

.

5 9)
; ③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 ④守规

则 (0
.

6 2) ; ⑤工作努力 ( 0
·

5 0 ) , ⑥善于经营 ( .0 4 9) ; ⑦不歧视当地人 (0
.

4幻
; ,

⑧善

于学习别人的东西 ( 。
·

4 7 ) , ⑨忠于组织 (0
` 4 4 ) ; L进取性强 (。

·

4。 ) , @爱面子和
.

3 2 )
。

而以下这些对 日本人评价的人格因子则加强了中国职工选择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的三资企业
:

①虚伪 ( 一 0
.

5 5) , ②心胸狭窄 ( 一 0
.

4 8 ) ; ③贪婪 ( 一 .0 47 ) ; ④狡猾 ( 一 0
.

4 5 ) ; ⑤傲

慢 ( 一 .01 3 8 ) ; ⑥把 日本人的做法强加 于人 (
一 。

.

3 7) ; ⑦爱发脾气 ( 一 。
.

31 ) , ⑧不明确

地表示 自己的意见 (
一

0
.

22 )
。

四
、

儿点启示

通过对在中国的日资企业职工的转职意愿及其
一

与东南亚三国的比较研究
,

我们得到以下

几点结论和启示
。

第一
,

如表 1 所示
,

在 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工约有56
.

6%具有转职意愿 (问题②向题

③和间题④的总和 )
,

有32
.

6%的人明确表态不想调动
,

大约有 1 0
.

2%的职工没有表态
。

数字

表明
,

中国职工的转职意愿是比较强烈的
。

而且与日本在泰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工作的

日资企业的职工相比较
,

不想调动的意愿低 (中国
: “

东南亚三国
” 二 3 2

.

6 : 4 5
.

3 )
。

第二
,

在 “
如果条件相同欢 的二类企业的选择中 (本 国企业与 日资企业

、

日资企业与欧

美资企业
、

日资企业与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三资企业 )
,

中国职工更愿意选择的是本国企业
、

欧美资企业和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三资企业
。

在条件相同时
,

选择什么企业的比例之比是
:

①本国企业 : 日资企业是 4 1
.

:4 13
.

4 ; ②欧美资企业
:

日资企业是 25
.

妇 1 1
.

6 , ③香港
、

一

台

湾
、

南朝鲜三资企业
: 日资企业是 2 0

.

7 :

17
.

4
。

第三
,

为什么在 日资企业中的中国职工的转职意愿如此强烈 ? 原因当然是比较复杂的
,

但是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

一是与工作和待遇的满意度有关
.

另一个是对日本人 的 印矛象 有

关
。

前者最为关系的因子是
: “

现有的工资
” “

工资的增长 ” `

顶头上司的态度
” “

有晋卉
的机会

” “
福利保健

”
等

。

在对 日本人的印象中
,

对日本人评价肯定的人格因子
,

即与选择

日本三资企业有关的人格因子是
: “

友好的气
`
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 、
一“
不歧视当地人

” 、

“ 善于学习别人的东西
” 、 “

慷慨大方
”

` 、 “

守规则.,,
、 “
工作努力

”
等

;
对 日本人否定的人格因

孔 即与
`

选择本国企业
、

欧美三资企业
、

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三资企业有关的人格因子 (负

性人格因子 ) 是
:
狡猾

、

傲慢
、

虚伪
、

心胸狭窄
、

爱发脾气
、

爱挑剔
、

爱面子等
。

从调查的

结果而言
,

为了使在 日资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工更能安心
,

注意并改善以
_

L两个方面的条件和



间题
,

是非常必要的
。

第四
,

去春以来
,

随着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 “

外资
”

(包括外国的和港台澳的资

本 ) 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中国大陆
,

这就必然加剧了日资企业与其它三资企业之间在中国职工

和人才间题上的竞争
。

此外
,

随着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攀营抓制的转变
,

随着集体企业
、

民办

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量增加
,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原有 日资企业在工资上 的优势
。 `

因此
,

如果日资企业认识不到这一点
,

还未采取相应对策
,

那么在争夺 中国市场竞争中
,

是难于 占

据有利的位置的
。

第五
,

日本式的管理方式是世界公认的
,

但是
,

中国职工对它的评价却并不是很高
。

这

就说明
,

原封不动地将日本式的管理方式引进中国
,

是很难适合中国的国情
、

文化和国民特

性的
。

目前三资企业越来越多
,

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越突出
,

因此
,

这一课题的研

究也表明了对三资企业的
“
软件研究

”

—
“
管理和文化的研究

”

—
已经提到了议事 日程

上来了
。

责任编辑
: 王 领

“
中国内地及香港社会福利发展

第二次研论会 ” 在沪召开

1 9 9 3年 3 月 9 日一12 日
,

由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办
,

上海市社会

工作者协会
、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会工炸部协办的
“
中国内地及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第二次研讨

会
”
在上海举行

。

与会代表 15 。多人
,

其中港方 60 多人
。

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深入发展
、

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精神得到贯彻
、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利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

要求

改革和完善作为社会 “ 配套” 土程的社会保障体制
,

这对社会福利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和产
.

峻的挑战
。

’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

原来由政府包揽和企业承担的

许多社会福利工作
,

将会有相当一部分逐步转移到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
。

一方面
,

政府 的社

会福利的责任更加重大
,

另一方面
,

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需耍参与和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工

作
,

一

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
政府和社会团体如何密切合作

、

分工负责
,

更好地把社会福

利事业推向前进
,

从而更好地促进内地和香港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

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

昌盛
。 ,

这也是本次研讨会召开的天背景
、

.

目的所在 以及两地社会工作界的共同愿望和追求
,

它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
。

在这个主题之下
,

有四个分题
:

一是社会福利发展与政府的职能 ;

二是社会团体在社会福和服务中所担当的角色 ; 三是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合作领域
,

即财政支

持和经费来源
、

服务策划和政策制定
、

服务提供与分工
、

社会团体之间的协调 , 四是政府和

社会团体如何在妇女与蒙庭
、

双职工家庭
、

学前儿童照顾
、

青少 年成长 、 失足者矫治
、

职工

福利
、

戒毒服务
、

新建小区的福利服务
、

老人照顾
、

伤残人士服务等十个方面开展服务和提

供服务
。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伪篇
。

会议决定
,

中国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发展第三次研讨会将于 1 9 9 5年在香港举办
。

(刘继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