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时代职场技术压力的研究述评

[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企

业员工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带来了较多的工作负荷、角色模糊和不安全感，职场技术压力引起了

学者和管理者的广泛重视。近年来，对技术压力的研究在基本概念界定、维度及测量、理论解释、对

员工的影响结果及其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发现，技术压力会通过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对

员工、组织及家庭产生影响，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会对技术压力的影响机制产生调节作用。而与此同

时，也反映出忽略了探究技术压力的积极效应、技术压力的概念和测量研究有待深入、研究方法丰富

性不够、领导者特征及行为与技术压力的关系探究不够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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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作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实施居家办公、远程办公等措施。截至2021年6月，我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到3.81亿，

在线视频/电话会议、在线文档编辑的使用率均为23.8%。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等数字化信息技术的

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员工的生活方式和工作

环境[1]

，数字化技术在工作场景中日渐普及，也同时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比如相关研究指出数字化技术让

员工可以随时随地

处理信息，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员工

个人和组织整体的工作效率[2]

。然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数字化技术（如：电子邮件、企业

微信等）的频繁使用也带来较多的工作负荷、角色模糊和不安全感等，增强了员工的数字化压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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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压力又称技术压力（technostress），是指由于个体无法适应或难以使用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

而形成的压力[4]

。事实上，对技术压力的研究已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研究结果大多

来自西方，国内对于技术压力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

化带来的技术压力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活动中都逐渐被重视。另外，目前企业多处于疫情期

间数字化工作激增的拐点，进一步探究技术压力有助于个人和组织从容应对数字化转型中可能存在的

相关问题。因此，同时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明确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压力产生的结果及其扰动因素等

，对于正确认知与管理技术压力十分必要。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数字化背景下国内外技术压力

的相关文献，探究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压力的概念、维度及测量、理论解释、对员工的影响结果及其作

用机制等，尽可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启发。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研究成果，完成以下三个研究目标：第一，分析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压力

的基本概念、测量维度及理论解释；第二，构建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压力对员工的影响结果及其作用机

制框架；第三，基于当前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技术压力的概念及测量维度

（一）技术压力的概念

在临床医学领域，技术压力

（technostress）最初是由临床心理学家Brod[5]

所提出，他认为技术压力是个体难以通过正确恰当的方式应对技术变化的一种现代疾病，这种压力会

导致头痛、噩梦等，影响个体

的身心健康。在信息管理领域，Tarafdar[4]

将技术压力视为个体由于无法应对信息技术而产生的适应性问题，并提出技术负荷、技术入侵、技术

复杂性、技术不安全性、技术不确定性是技术压力的重要压力源。在组织行为领域，为了更好地了解

技术压力对工作领域中员工的影响，Ayyagari等[6]

将技术压力引入组织环境，并提出技术压力是个体由于无法处理信息技术使用的需求而经历的压力，

技术的可用性、入侵性和动态性特征是技术压力的重要来源。

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技术压力的定义及压力源的认知存在差异，但本质是相同的，即技术压力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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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导致的员工生理和心理的不良反应[7]。

（二）技术压力的测量维度

迄今为止

，自我报告测量是

技术压力主要的测量方法。研究表明

，自我报告符合Lazarus等[8]

提出的压力交易模型，因为个人的感

知和评价是压力出现的关键[9]

。技术压力的测量量表根据测量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两类：职前员工和在职员工。相关测量都

认为技术压力是一个多维概念，根据维度数量可分为三维、四维、五维、七维及十维。表1汇总了技

术压力不同测量量表的适用对象、维度数量、代表作者与维度内容。

综上，目前对信息技术压力的测量量表较多，而对技术压力的分类还存在分歧。总体来看，针对职前

员工的技术压力测量主要关注其影响后果，而针对在职员工的技术压力测量则主要关注压力来源。基

于此，建议未来的研究要结合数字化时代发展的特征，根据组织的具体情境选择或开发出相应的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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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压力的相关理论与模型

已有文献表明，探讨技术压力作用机制的相关理论与模型，主要包括基于交易的压力模型（transacti

on-based model of stress）、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人-

环境匹配理论（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工作需求-资源理论（job demands-resource

theory）等。

（一）基于交易的压力模型（transaction-based model of stress）

基于交易的压力模型为各种压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型把压力视为刺激条件和个人反应的组

合[8]

，并将压力过程分为压力源（创造压力的因素）、应变（个体压力的结果）、情境因素（减少压力的

组织机制）以及组织结果四个部分[15]

。一般来说，压力源会增加个体对压力的反应结果，进而会对组织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相关实证研

究表明，

技术压力源让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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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较多的技术压力，进而会降低

工作满意度、减少组织承诺[15]

。另外在基于交易的压力模型基础上，Ragu-

Nathan等[15]

提出了技术压力抑制源。技术压力抑制源是指某些组织机制会减弱技术压力的消极影响，这些组织机

制包括提升知识、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参与[15]。

（二）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资源保存理论是解释压力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16]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会努力获得、保持、增加和保护资源，并基于现有的资源表现出适当的行

为，以防止资源

损失。而当个体的资源面临损失

时，个体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弥补[17]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技术压力会让个体消耗更多的情感和身体资源，为了减少资源消耗则会投入更

多资源来进行应对，而这可能

会引发“下降损失螺旋”，并降低工作绩效[18]

。另外，基于此理论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压力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耗使得个体没有时间和精力满足

其他领域（如家庭）的需求，因此可能会导致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倦怠[19]。

（三）人-环境匹配理论（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

人-

环境匹配理

论提出，人与环境之间

存在平衡关系，当这种关系失去平衡时，就会

产生压力[20]

。换言之，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并不是环境或个人单独产生的，而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

的结果。基于此理论，当个体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环境需求超出个体能力时，压力就会出现，进而影

响员工的生产力[21]。根据人-环境匹配理论，李昳和张向前[22]

提出技术压力能够影响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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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需求-资源理论（job demands-resource theory）

工作需求-

[23]

。其中，工作需求指的是“工作的某些生理、社会或组织特征，需要个体付出持续的生理或心理努力”

；工作资源指的是“来自于工作中的某些生理、心理、社会或组织特征，这些资源能够帮助实现工作目

标、减少工作需求和相关的生理和

心理成本或激励个人成长和发展”[23]

。相关实证研究中，将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压力源归于工作需求，员工感知到技术压力过多、可利用资

源较少时，就会处

于失衡状态。技术压力会引发情绪耗

竭，并进一步影响工作绩效[13]和工作-家庭平衡[24]。然而，Ramesh等[25]根据工作需求-资源理论提出

技术压力虽然是工作需求，却可以分为挑战性需求（技术负荷和技术复杂性）和阻碍性需求（技术入

侵、技术不安全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二者都会使员工感到工作倦怠，但挑战性需求会增强工作投入

，阻碍性需求会降低工作投入，不过目前还未对此进行实证检验[25]。

综合已有文献来看，作为压力的一种，常用来解释压力的相关理论与模型都可以对技术压力的形成及

作用机制进行解释。然而考虑到技术压力是出现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而且技术压力的压力源众多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基于数字化背景下的特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

四、技术压力对员工的影响结果及其作用机制

（一）技术压力的影响维度

通过回顾并分析技术压力的相关实证文章，本部分对技术压力的结果变量从个体、组织、家庭三个维

度进行了总结梳理。

1. 个体维度。在个体维度上，技术压力主要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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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在身

心健康方面，现有研究文献认为

技术压力主要起到了负面作用。Choi[26]

提出技术入侵模糊了工作和家庭边界，员工难以从工作中脱离，而技术不确定性又会让员工感到危机

和不安，这些都会使员工受到心理困扰。Goetz等[16]

通过研究发

现，技术不安全感给予

员工的压力会严重影响员工的整体健康。同样

，Zito等[27]

也发现技

术压力会增加个体

的身心障碍。此外，技术压力还会增

强员工精神消耗，例如孤独[28]、耗竭[18]、焦虑[29]、愤怒、紧张[30]。

在工作态度方面，Ragu-Nathan等[15]

认为，信息技术让员工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之中，过多地占用员工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从而会降低员工

的工作满意度。此结果也被许多学者所验证[31]

。此外，技术压力导致员工的工作意愿也明显不足[32]

。为了更好地应对技术压力，员工可能会过度消耗自身资源，当员工资源存储耗尽时，他们往往选择

离职[33]

。在工作行为方面，技术压力对员工的影响大多还是消极方面，但是也出现了积极方面。从消极方面

看，在工作中技术的使用会让员工处理过多的信息，没有时间进行探索创新，这不利于个体的工作绩

效[34]，例如，降低员工的工作质量[18]和生产力[12] [13]

[21]

。此外，技术压力带来的不安全感会增强员

工的越轨行为[35]。从积极方面看，Saleem等[36]

调查发现信息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正向压力，增强了个体的工作绩效。

总体来看，技术压力对个体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大多数研究认为，技术压力作为员工感知到的职场

压力之一，给员工的工作和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技术压力可以产

生积极的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出发，辩证地、全面地看待技术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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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维度。在组织维度，现在研究认为技术压力会对组织信息安全和组织承诺产生影响。比如，Sh

abad等[29]

认为技术压力会增强员工侵犯信息安全

政策的意图；Hwang等[37]

提出与安全相

关的技术压力会通过组织承

诺对组织信息安全产生负向影响；而Zainun等[41]

实证表明虽然技术入侵和技术不安全性会抑制员工的变革承诺，但是技术不确定性会让员工为了摆脱

不安全的现状而增强变革承诺。

综上，技术压力对于组织承诺的影响出现矛盾，主要是因为技术压力的不同维度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结

果。因此，未来应该关注技术压力的不同维度的影响作用。

3.

家庭维度。在家庭维度，Harris等[19]

通过研究表明，技术压力模糊了员工的工作和家庭界限，使员工的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难以平衡，导

致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

目前关于技术压力对家庭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探究了技术压力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事实

上，工作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让领导可以随时联系到员工，即使是非工作时间，领导者也可以通过信息

技术让员工处理一些工作事务。因此，工作中的技术压力很可能会渗透到员工的家庭领域，对员工的

工作-家庭平衡、家庭幸福感等产生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探究。

（二）技术压力影响结果的中介变量

在认知路径上，Wu等[34]

证实技术压力使员工工作投入

降低，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Chiu等[35]

提出技术压力会

增强员工的不安全感，增强道德

脱离，做出更多越轨行为；Nayak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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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员工在组织中过度使用数字化技术会降低工作绩效，进而增强员工的离职意向。Buenadicha-

Mateos等[10]

发现互联网连接的学习环境增加了学生对信息技术的依赖，这增强了个体内部冲突，继而产生情绪耗

竭。在情感路径上，Wu等[34]

提出工作幸福感中介了技术压力和

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Becker等[13]和Baewens等[18]

验证了技术压力会导致情

绪耗竭，进而降低工作绩效和工作质量；Nayak等[39]

研究发现心理健康中介了技术压力和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职场技术压力主要是通过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对员工、组织和家庭产生影响，但探讨的都

是职场技术压力负面影响的中介机制。然而，如上文所述，技术压力也可以增强工作绩效，这其中的

传导机制值得继续探究。

（三）技术压力影响结果的边界条件

本文通过回顾已有文献，总结了目前影响技术压力作用程度的边界条件，主要归纳为个体因素和情境

因素（见图1）。

1.

个体因素。在人口统计学方面，Ragu-Nathan等[15]和Hauk等[40]

的研究都证实了年龄是重要的调节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术压力对员工的影响会降低。在人格特征

方面，Srivastava等[41]

的研究结果发现大五人格

调节了技术压力对工作投入和倦怠的影响；Tiwari[21]

的研究表明主动型人格

能够减弱技术压力对个体生产力的负面影响；

Harris等[42]

提出负面情感强化了技术压力对

工作-家庭冲突的负面作用；Harris等[19]则证实心理权利能够调节技术压力和离职倾向、工作-

家庭冲突以及家庭耗竭的关系。在个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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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方面，Saleem等[36]

验证了创造性自我效

能感对技术压力和员工绩效关系的调节作

用；Mushtaque等[32]

对巴基斯坦的大学教职员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使用信息技术教学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不安全

感强化了技术压力对工作意愿的消极影响

；Pirkkalainen等[12]

将应对策略纳入研究模型，结果表明主动性应对策略能够影响技术压力对个体生产力的作用程度，但

是反应性策略不能单独调节技

术压力和生产力的关系。然而，Becker等[13]

提出应该考虑不同类型反应性应对策略的影响，并检验了反应性应对策略的两种类型（主动功能性应

对和功能失调性应对）对技术压力结果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主动功能性应对能够减轻技术压

力对工作耗竭的消极影响[13]。

2.

情境因素。在组织因素方面，Harris等[42]认为社会压力源会加剧技术压力对员工工作-

家庭冲突的负面作用；Hwang等[43]

发

现技

术压力抑

制源（文化促进、

技术支持、参与促进）能够削弱技术

压力的负面影响；Goetz等[16]

提出组织支持使得员工自身资源（如：自尊）得以增强，缓解技术不安全感对员工健康的影响；Chiu

等[35]

提出非正式制裁减弱了

技术不安全感对道德脱离的负面效应；此外，

组织学习[34]和培训[36]

为员工提供了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能够减弱技术压力对绩效的消极作用。在人际关系方面，内部

沟通可以激励员工学习新技

术，缓解技术压力对组织变革承诺的消极作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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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机会能够通过朋友间相

互获得的社会支持来缓冲消极的压力效应[16]

。在领导特征方面，Bauwens等[18]

发现员工技术压力的不同维度对情绪耗竭的作用受到授权型领导的影响，但是影响结果却有所差别，

授权型领导降低了技术入侵和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但是增强了技术负荷与情绪耗竭的关系。

总体而言，技术压力的作用程度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其归纳为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在个

体因素方面，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人格特征以及个体认知；在情境因素方面，主要包括组织因

素、人际关系以及领导特征。对于技术压力的边界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未来可以对其他个体因素

（如：自我管理）和情境因素（如：团队文化）进行研究以及对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双重作用进行

讨论等，从而帮助组织更好地规避技术压力的负面效应。

五、结论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给予组织和员工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技术压力。合理使用数

字

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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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

减弱信息技术的负

面效应，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劳动

者稳定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44]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对技术压力的概念、维度测量及影响后果进行了系统梳理。虽然现有文献对技

术压力进行了理论与实证探讨，丰富了我们对于技术压力的认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继续探究

。

第一，目前对于技术压力的影响大多是集中在其负面评价，而忽略了技术压力可能会作为一种积极压

力有正向作用。例如，Saleem等[36]

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让教职工的工作变得便利，节省了他们的资源，所以教职工把技术压力看作正向压

力。未来可以从深层次的理论上探讨技术压力的积极方面，如适当的技术压力是否可以促使员工积极

学习知识和技能，以此适应组织的数字化变革。

第

二，

技术压力

的概念和测量有待

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目前最常用的概念和测量由Ragu-Nathan等[15]针对信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使

用所提出，但是此量表没有考虑数字

化的背景。随后，Fischer等[14]

提出了15种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压力源，并开发了相关量表。但是由于其量表复杂且研发自美国组织情

境，目前对于该量表的使用较少。有兴趣的学者可以验证该量表在我国的适用性，或者针对我国组织

情境对技术压力的概念与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开发适用于本土的数字化背景下技术压力

测量量表。

第三，丰富技术压力的研究方法。当前技术压力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进行主

观评估，并且多是横截面数据。因此，建议未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改进：一方面，可以考虑客观测量

方式。比如，可根据某些个体的生理指标对技术压力程度进行评估，如压力激素的提高或者自主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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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活动模式的改变[9]

。另一方面，建议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多采用纵向数据，以更好地解释其作用机制。

第四，探究其他领导特征及行为在技术压力影响中的作用。在组织中，作为直接影响员工组织资源配

置并与员工交往比较密切的群体，领导者对员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然而现有研究中，对领导者和

员工技术压力的关系探究较少。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

们刺激其他有价值资源保存的能力[17]

。领导者作为组织中的一种社会资源，能够帮助员工获取更多其他有价值的资源，对员工的工作行为

和结果产生重要的作用[18]，因此领导者在技术压力的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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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echnical Stress in Workplaces in the Digital Age

 

LV Na,WU Xiangfan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lifestyle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of employees, bringing on them more workload, and causing more role

ambiguity and insecurity. The technology stress in workplace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manager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technical stress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terms of its defintion and basic concept, dimensions and measurem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mpact on employees and its fun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echnical stress will affect employees,

organizations and families through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paths, and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will modulate the mechanism of technical stress.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are found to have problems such as neglect of explor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echnical stress,

and of delving deeper into its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the richnes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behaviors and technical stress.

Keywords: workplace stress ; technical stress; work stress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 employment promotion ;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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