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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正在开启巨大的市场机遇，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市场营销员工的角色和工作都在发生根本

性的改变。基于此，如何加强市场营销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至关重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391名企业市场营销员工作为研究样本，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了社会支持对员工未来工作自

我清晰度的影响作用，以及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和成长型思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 社会支

持对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具有正向影响。2) 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起中

介作用。3) 成长型思维正向调节了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4) 成长型思维正向调节了心理韧

性在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社会支持与员工未来工作自我清晰

度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也为企业促进市场营销员工未来工作自我清晰

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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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is opening up huge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the role and work of marketers is 
fundamentally changing,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Based on this, it is crucial to enhance 
marketing staffs’ self-clarity for their future work. This study us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
thod to analyze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influencing marketing staffs’ future work self-clarity,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rowth mindset 
based on the moderated mediator model with 391 marketing staffs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 re-
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1) social suppor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taffs’ future work self-clarity. 
2)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future work 
self-clarity. 3) Growth mindset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4) Growth mindset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
cal resili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future work self-clarit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social support and staffs’ future work self-clarit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marketing staffs’ future work self-clarity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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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崛起，营销的方式和手段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AI 应用于营销行业已经多年，以往决策式 AI 对营销投放格局的变化重塑，带来了行业的第一次颠覆，

如今生成式 AI 进入创意领域，正为营销行业带来第二次颠覆。对于市场营销员工来说，这些趋势意味着

什么呢？在此背景下，市场营销员工的角色和工作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和技术变化，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素养，以更好地满足企业和市场的需求。随着数字化转型对决策过

程的重塑，从认知到考虑再到购买的传统营销线性链条将会被逐渐打破。消费者更有可能以非线性的方

式发现产品、与厂商进行互动并做出购买决策。要想在这个时代抢占先机，市场营销员工在未来工作中

的自我清晰度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他们需要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以便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环境赋予给个体的关键资源[1]，能够补充员工在

工作期间的资源匮乏，有助于员工挣脱消极情绪的束缚。在企业中，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会补充和增加

员工的个体资源储备，能够以积极的心理状态处理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带来的工作焦虑和职业生涯迷茫

等问题，从而促进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面临压力时，个体倾向于调动现有资源去应对压力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并积极

保护现有资源、获取新资源[2]。社会支持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能够为需要帮助的员工提供精神上、物

质上的资源，从而提升新员工应对困境、激发自身内在认知、积极获取正向目标的能力，进而提高其未

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已有研究侧重于探讨社会支持对员工行为的正向引导作用[3] [4]，但当前研究对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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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如何影响企业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尚未完全明晰。因此，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将心理

韧性和成长型思维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旨在深入探讨社会支持是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韧性，进而提

升员工对未来工作的自我认知的清晰度，剖析员工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形成的深层原因。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会支持(Mindfulness)是指来自家庭、朋友和工作等社会关系的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支持与帮助[5]。
社会支持通过提供有形援助和情感支持，能够推动个体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鼓足勇气，更好

地应对和消除负面情绪。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Future work self-clarity)衡量的是个体对未来工作的自我预

知的清晰程度[6]。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社会支持带来的功能性支持和无形关怀等情感性支持，能够帮助

处于焦虑、迷茫的个体会化压力为动力，借助获得的资源对未来工作形成更清晰的自我认知。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支持对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具有正向影响。 
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是指个体面对挫折、困难或各方面压力时，依旧能够进行自我调节、

积极应对的心理现象[7]。具有高心理韧性的员工通常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8]，即使面对数字化浪潮中

职场的激烈竞争，也能随着环境的变化积极寻找其它资源进行反思、学习、提升，因此本研究初步认为

心理韧性能对员工为工作自我清晰度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当员工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支持和鼓励时，

他们会更加自信和安心，从而能拥有更多资源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和变化，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工作

情境时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具备较高心理韧性的员工，能够更快速地适

应不断变化的工作要求和环境。他们能够即使从压力中恢复并敏锐地察觉到市场趋势和行业动态，能

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的技能、优势和兴趣，从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是指个体持与固定型思维相反的观点，认为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坚持，个

体能够克服困难、提高能力，并最终取得成功[9]。当个体面临障碍或挑战时，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员工，

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不断提升。他们能够在面对社会支持时，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思维和

行为，更好地吸收和应用其中的有益部分，从而增加个体的认知资源，提升心理韧性。此外，具有成长

型思维的个体倾向于采用导向性行为策略，保持对未来的积极期望，不断学习和成长，化压力为动力，

进而正向预测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成长型思维正向调节了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 
H4：成长型思维正向调节了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综上，本文构建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3. 研究设计与测量 

3.1. 研究对象与问卷发放 

研究的样本对象为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中小型企业的市场营销员工，以专业的问卷调查平台为依托收

集样本数据，共回收 399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还剩 391 份问卷，有效率达 97.99%。 

3.2. 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题项的信效度，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成熟量表。本研究均采用 Likert 五点

计分法对各量表进行评价(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各题项不同程度的分数，其中 1 分表示“完全不符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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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分表示“完全符合”)。其中，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肖水源[10]编制的量表进行测量；心理韧性量表采用 Wang
等[11]编制的量表进行测量；成长型思维量表采用的是 Dweck [12]编制的量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量表

采用的是 Guan 等[13]编制的量表。此外，根据已有研究结论，本研究控制了性别、民族、是否为独生子

女、成绩、健康状况、家庭收入等可能会影响结果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以进行后续的数据分析。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首先，运用 SPSS27.0 和 Mplus8.3 软件进行信度分析，社会支持、心理韧性、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和成长型思维的克朗巴赫 α系数依次为 0.811、0.843、0.927、0.773；组合信度 CR 分别为 0.873、0.889、
0.712、0.853，四个研究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7，表明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14]。 

其次，运用 Mplus8.3 软件进行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社会支持、心理韧性、未来工作自我清

晰度和成长型思维的 AVE 值分别为 0.542、0.501、0.541、0.662，均大于临界值 0.5 [15]，收敛效度良好。

同时，各变量的 AVE 的平方根均大于其皮尔森相关系数，表明各量表之间的平均值差异较大，在测量上

具有良好的区别度。 
 

Table 1. Results of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fferentiated validity analyses 
表 1. 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 

CR AVE 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成长型思维 

社会支持 0.873 0.542 0.736    
心理韧性 0.889 0.501 0.401 0.708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0.712 0.541 0.241 0.287 0.736  
成长型思维 0.853 0.662 0.197 0.316 0.377 0.814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通过 Mplus8.3 软件对研究假设模型与备选模型进行比较，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

示。通过分析可知，四因子结构模型(χ2 = 298.271，自由度 df = 164，χ2/df = 1.819，RMSEA = 0.046，CFI 
= 0.964，TLI = 0.958，SRMR = 0.042)的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并优于备选模型。说明本文采用的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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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模型拟合度最优且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由表 3 可知，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r = 0.241, P < 0.001)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和心

理韧性(r = 0.401, P < 0.001)显著正相关，成长型思维与社会支持正相关(r = 0.197, P < 0.001)。由此可知，

各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设奠定基础。 
 

Table 2. Validated factor analysis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社会支持、心理韧性、成长型思维、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298.271 164 1.819 0.964 0.958 0.046 0.042 

三因子模型(社会支持 + 心理韧性、成长型思维、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1096.734 167 6.567 0.749 0.714 0.119 0.097 

二因子模型(社会支持 + 心理韧性 + 成长型思维、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1582.789 169 9.366 0.618 0.571 0.146 0.119 

单因子模型(社会支持 + 心理韧性 + 成长型思维  
+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1952.291 170 0.114 0.519 0.462 0.164 0.125 

 
Table 3.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3. 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成长型思维 

社会支持 3.505 0.711 1    
心理韧性 3.422 0.604 0.401*** 1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3.389 0.837 0.241*** 0.287*** 1  
成长型思维 3.055 0.868 0.197*** 0.316*** 0.377*** 1 

注：N = 391，***表示 P < 0.001。 

4.4.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 

采用 SPSS27.0 软件对模型整体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由模型 M2 的结果显示，社会支持

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183, P < 0.001)，假设 H1 得到验证。由模型 M2、M3 和

M4 的结果显示，心理韧性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230, P < 0.001)，且加入心理韧

性后社会支持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影响作用依旧显著(β = 0.104, P < 0.05)，且 β系数从 0.183 减小为

0.104，表明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2 得到验证。 

4.5. 调节效应 

表 4 的逐步回归分析检验了成长型思维在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之间的调节作用，由模型 M8 分析结

果显示：成长型思维对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β = 0.164, P < 0.001)，即随着成长

型思维水平的增高，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的间接作用会增强，假设 H3 得到验证。 

4.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运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在不同成长型思维水平的调节下的大小和差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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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5所示。在成长型思维较弱时，社会支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间接效应为0.021，
95%置信区间[−0.021, 0.079]；成长型思维较高时，社会支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间

接效应为 0.165，95%置信区间[0.074, 0.256]。可知成长型思维促进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员工未来工作

自我清晰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当个体具有高水平下成长型思维时，心理韧性能发挥更强的中介作用。进

一步地，根据 Index 显示，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会随着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变化而改变，证明了被调节的

中介效应存在(Index = 0.083，95% CI [0.035, 0.133]，置信区间不含 0)。由此，假设 H4 得到验证。 
 

Table 4.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心理韧性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性别 0.227* 0.163 0.221* 0.185* 0.016 −0.071 −0.029 0.014 

民族 −0.111 −0.144 −0.117 −0.135 0.017 −0.029 −0.048 −0.019 

是否独生 −0.040 −0.032 −0.055 −0.048 0.040 0.052 0.033 0.017 

成绩 −0.193* −0.165* −0.150 −0.142 −0.112 −0.074 −0.055 −0.076 

健康状况 0.409 0.416 0.330 0.348 0.208 0.218 0.164 0.115 

家庭收入 0.035 0.012 0.039 0.025 −0.011 −0.043 −0.030 −0.018 

自变量 社会支持  0.183***  0.104*  0.250*** 0.219*** 0.212*** 

中介变量 心理韧性   0.230*** 0.189***     

调节变量 成长型思维       0.141*** 0.104*** 

交互项 社会支持 ×  
成长型思维 

       0.164*** 

R2 0.039 0.085 0.114 0.127 0.013 0.176 0.226 0.342 

ΔR2 0.039 0.045 0.075 0.042 0.013 0.163 0.050 0.116 

F 2.630 5.067 7.067 6.930 0.857 11.701 13.968 22.029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01。 
 

Table 5. Moderated mediated effects analysis results 
表 5.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成长型思维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2.186 0.021 0.025 −0.021 0.079 

3.055 0.093 0.030 0.039 0.157 

3.923 0.165 0.046 0.074 0.256 

5.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资源保存视角分析了社会支持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得到如下

结论：首先，社会支持对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具有正向影响。其次，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未来

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最后，成长型思维能够增强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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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调节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拥有高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员工，在

面对社会支持时，更能够保持积极看法和乐观预期，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提升心理韧性水平，

由此进一步促进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5.2. 实践启示 

数字化时代，营销环境日益复杂多变，提高市场营销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成为应对挑战的关

键之一。 
首先，企业应为员工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以提升员工心理韧性。一方面，通过线上培训课程和知

识分享平台，不断提升市场营销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辅助员工掌握数字营销的新工具和新趋势，

以适应数字化营销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营造开放和谐的氛围，加强内部沟通与协作，给予员工关怀

和鼓励，缓解员工压力以保持积极稳定的心理状态。 
其次，企业应创造一个鼓励学习和探索的环境，帮助员工逐渐形成成长型思维，更好地适应数字时

代的变化和挑战。提供丰富的培训资源，帮助员工掌握新技能，同时鼓励他们勇于尝试新方法，从失败

中汲取经验；领导者要给予员工积极的反馈和支持，强调成长和进步的重要性，激发员工的潜力。 
最后，市场营销员工应与企业打好配合战，借助企业提供的资源，提升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关注

行业动态与市场趋势，预测未来营销工作的发展方向，不断学习、提升自我，从而明确自身的职业发展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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