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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隐形加班”现象，在电商行业尤为明显。本文以电商企业的员工

为研究对象，在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角色超载与领导有效性评价的关系

模型。研究发现，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角色超载，且领导有效性评价在此过程中具有

负向调节作用。因此，电商企业的管理者应当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资源与心理支持，

提升领导者的管理能力，从而减轻员工的角色超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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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invisible overtime” 
phenomenon, especially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the employees of e-com-
merce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electronic com-
munication during non-work time, role overload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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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It was found that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during non-work 
time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role overload and that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rat-
ings negatively moderated this process. Therefore, managers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should es-
tablish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provide employees with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leaders, so as to alleviate the em-
ployees’ sense of role over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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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迅猛发展时代，信息技术的高度成熟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对电子商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为降低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电商企业的员工通常需要向买方提供即时回应服务[2]，
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电子沟通工具处理工作事务已成为常见的工作现象。该种状态被称之为非工作时间电

子沟通(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during Non-Work Time，简称 ECNWT) [3]，具有额外或补充工作的性质

[4]。作为一种额外的压力源，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可能会增加员工的工作负担[5]，使其无法同时满足工

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的资源要求，最终产生角色超载感。在此过程中，领导作为组织的代言人[6]，是员

工工作情境中重要的一部分，员工对领导有效性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使其对自己的角

色压力产生不同的评价。  
基于此，本文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将领导有效性评价作为调节纳入模型，探究员工非工作时间

电子沟通对角色超载的影响。并以电商企业的员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多元

回归分析法，利用 SPSS26.0 与 AMOS24.0 软件对构建的模型进行验证。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2.1.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对角色超载的影响 

角色超载指的是个体因资源的缺乏(包括时间、个体能力等)而无法完成要求时体验到的一种角色压

力[7]。当电商企业的员工在下班后处理工作上的事务时，他们的非工作领域资源会逐渐被工作领域所侵

占[8]。员工一方面需要在处理工作事务的过程中持续地输出情绪、精力等个体资源，另一方面则因为无

法拥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资源恢复，容易导致其消极情绪及情绪耗竭的状态出现[9]。此时，员工的工作

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资源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员工会认为自己所承担的工作职责过重，即产生角色超载。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对角色超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领导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领导有效性是领导业绩和人际关系发展的总体反应，领导有效性评价则是员工感知到的这一领导有

效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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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采用电子通讯工具处理工作事务时，个体资源容易受非工作时间领域侵占，进

而产生角色超载感。在此过程中，如果员工对其领导有效性的评价较高，说明员工对领导具有较高的认

同和支持，更容易出现辅佐相关业务、主动配合与牺牲奉献等利领导行为[11]。此时的非工作时间电子沟

通对员工而言更像是对组织的自愿付出，员工产生消极情绪的可能性较小，角色超载水平随之较低。反

之，如果员工对其领导有效性的评价较低，说明员工对领导的业绩与人际关系发展并不认可，且容易将

对领导的评价泛化为对组织的评价。此时，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作为一种额外压力源会增加员工的工作

负担[5]，更容易陷入到角色超载的困境中。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领导有效性负向调节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与角色超载之间的关系。 
综上，构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图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根据构建的理论模型，借鉴国内外成熟的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进行测量。问卷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任期时长等，第二部分为变量测量，包括非工作时间

电子沟通、角色超载、领导有效性评价与其他相关控制变量。 
在设计完调查问卷后，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电商类公司进行发放，共发放问卷 631 份，有

效问卷 594 份，回收有效率 94.14%。最终有效样本中，男性占比 55.6%，女性占比 44.4%，男性略多于

女性；年龄方面，90 后人数最多，占比 56.9%，其次是 80 后，占比 28.8%，符合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年龄

分布；婚姻状况方面，未婚占比 38.7%，已婚占比 58.2%；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及以上分

别占比 17.3%、78.8%和 3.9%。；任期时长方面，2 年及以内占比 20.9%，3~5 年占比 40.1%，6~10 年占

比 22.7%，10 年以上占比 16.3%。总体而言，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较好，达到了随机样本的要求。 

3.2. 变量测量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采用马红宇等(2016) [12]的量表，包含 3 个题项，如“在非工作时间里，与工

作有关的人，因为工作上的事通过上述通信工具与我联系的频率”。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794。 

角色超载：采用 Peterson 等(1995) [13]的量表，包含 5 个条目，如“在工作中，我感觉负担太重”。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4。 
领导有效性评价：采用 Douglas 与 Ammeter (2004) [14]的 3 题项量表，包括“我的直接上司能够有效

地完成组织的工作要求”。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1。 
控制变量：纳入性别、年龄、婚姻、学历与任期时长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个体

差异产生的偏差。除此之外，本文的控制变量还考虑到了工作反刍，这是因为以往关于非工作时间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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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研究大多与工作反刍相挂钩，且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因此将其纳入控制变量有利于排除其可能带

来的影响。工作反刍包括问题解决沉思与情感反刍两个维度[15]，采用 Cropley 等(2012) [15]的量表，每

个维度各 5 题项，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6，其中问题解决沉思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2，
情感反刍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5。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 SPSS26.0 中的 Harman 单因素检验发现，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 37.111%，低于建议的 40%，

且低于累计解释率 82.563%的一半，符合要求。此外，采用 AMOS24.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比较测

算三因子模型与其他竞争模型的拟合效果。根据表 1 可得，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其他模型，且均

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研究变量的区分效度得到充分支持，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Table 1.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NFI CFI 

三因子模型(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角色超载，领导有效性评价) 141.123 32 4.410 0.076 0.971 0.977 

二因子模型(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角色超载 + 领导有效性评价) 2043.667 34 60.108 0.316 0.579 0.582 

单因子模型(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 
角色超载 + 领导有效性评价) 2683.789 35 76.680 0.357 0.447 0.449 

3.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采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表 2 可得，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与问题解决沉思

显著正相关(r = 0.352, p < 0.001)；角色超载与问题解决沉思(r = −0.096, p < 0.05)、领导有效性评价(r = 
−0.186, p < 0.001)显著负相关，与情感反刍显著正相关(r = 0.434, p < 0.001)；领导有效性评价与问题解决

沉思显著正相关(r = 0.236, p < 0.001)，与情感反刍显著负相关(r = −0.295, p < 0.001)。由此可见，工作反

刍这一变量与本研究的主要变量均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将该变量纳入为控制变量具有较大的必要性。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1          

2. 年龄 −0.177*** 1         

3. 婚姻 −0.106* 0.536*** 1        

4. 学历 0.274*** −0.281*** −0.153*** 1       

5. 任期 −0.123** 0.543*** 0.324*** −0.065 1      

6. 问题解决沉思 −0.077 0.017 0.003 0.000 −0.029 1     

7. 情感反刍 0.135** −0.149*** −0.146*** 0.122** 0.011 −0.007 1    

8.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0.008 0.056 −0.022 −0.022 0.105* 0.352*** 0.0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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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角色超载 0.024 0.007 −0.037 0.065 0.081* −0.096* 0.434*** 0.100* 1  

10. 领导有效性评价 −0.059 0.013 −0.003 −0.025 −0.008 0.236*** −0.295*** 0.012 −0.186*** 1 

M 1.44 34.14 1.64 1.84 2.38 3.09 2.27 2.79 2.80 3.81 

SD 0.497 7.894 0.539 0.441 1.050 0.779 0.949 0.778 0.78. 0.874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5. 假设检验 

采用 SPSS26.0 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见表 3。由回归结果可知，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对角色超

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 = 0.118, p < 0.01)，假设 H1 成立。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错误 Beta 

常数 14.383 10.098  1.424 0.155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0.119 0.040 0.118** 2.980 0.003 

性别 −0.067 0.061 −0.042 −1.093 0.275 

年龄 −0.006 0.005 −0.063 −1.231 0.219 

婚姻 −0.015 0.063 −0.011 −0.244 0.807 

学历 0.077 0.070 0.044 1.101 0.271 

任期 0.020 0.033 0.027 0.615 0.538 

问题解决沉思 −0.138 0.040 −0.138** −3.499 0.001 

情感反刍 0.358 0.031 0.434*** 11.513 0.000 

调整后 R2 0.207*** 

F 20.375 

 
为了验证假设 H2 的调节效应，首先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降低多重共线性所带来的结果偏差。使

用 SPSS26.0 中的 Process3.3 插件进行 Bootstrap 抽样，设定抽样次数为 5000 次。由表 4 可知，非工作时

间电子沟通与领导有效性评价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角色超载(r = −0.181, p < 0.001)，假设 H2 成立。 
 
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SE t LLCI ULCI 

常数 11.675 9.944 1.174 −7.8546 31.2041 

性别 −0.063 0.060 −1.049 −0.1802 0.0547 

年龄 −0.005 0.005 −0.953 −0.0145 0.005 

婚姻 −0.012 0.062 −0.196 −0.1345 0.1101 

学历 0.095 0.069 1.369 −0.0411 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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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任期 0.033 0.033 1.000 −0.0316 0.0971 

问题解决沉思 −0.115** 0.040 −2.851 −0.1940 −0.0357 

情感反刍 0.339*** 0.032 10.560 0.2759 0.4020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0.102* 0.040 2.568 0.0239 0.1791 

领导有效性评价 −0.022 0.035 −0.634 −0.0906 0.0464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 领导有效性评价 −0.181*** 0.039 −4.695 −0.2570 −0.1054 

调整后 R2 0.247*** 

F 19.151 

 
此外，将领导有效性评价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高领导有效性评价与低领导有效性评价，绘制了图 2

的调节效应，以更全面地对这一调节进行阐释。由图 2 可知，在高领导有效性评价下，非工作时间电子

沟通对角色超载的影响并不显著(Bootstrap 抽样，95%水平置信区间为[−0.1629, 0.0490]，包含 0)；在低领

导有效性评价下，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对角色超载影响的斜率大于 0，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Bootstrap 抽样，95%水平置信区间为[0.1619, 0.3580]，包含 0)。 
 

 
Figure 2. Diagram of moderating effect 
图 2. 调节效应图 

3.6. 结果与讨论 

本文选取了电商企业的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在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构建

了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角色超载与领导有效性评价的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法、计量分析法检验

了文章提出的研究假设，得出了下述研究结论： 

3.6.1. 主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对角色超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标准化后的影响系数达到

0.118。这一发现清晰地揭示了电商企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非工作时间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沟通，

往往容易使员工陷入角色超载的困境。这可能是因为电商行业的运营模式往往高度依赖线上操作和即时

响应，即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时段，客户咨询、订单处理、促销活动策划与执行等各项工作都随时

可能需要员工的关注和参与，导致员工在非工作时间接收到工作相关的电子沟通信息(如邮件、即时消息、

电话会议邀请等)已成为一种常态。此外，电商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企业往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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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员工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动态，调整策略，甚至是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紧急的决策和协调。这种对时效性

的高要求，使得员工即使在非工作时间也难以完全脱离工作状态，大大加剧了角色超载的风险。 

3.6.2. 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有效性评价能够显著调节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与角色超载之间的关系。这一发

现揭示了领导风格和管理效能在缓解或加剧员工工作压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员工对直接上司有效性的

感知较低时，这一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员工认为其直接上司在领导有效性方面表现不佳时，

他们往往感到缺乏足够的指导和支持。在非工作时间接收到工作相关的电子沟通信息时，导致员工难以

判断非工作时间接收的电子沟通信息的紧急性和重要性，进而产生困惑和不安全感。由于缺乏有效的领

导指导和心理支持，他们可能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些信息，从而加剧了角色超载的风

险。 

4. 对策建议 

4.1.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由于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的频率会正向影响员工的角色超载感知，因此电商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建立

有效的沟通机制，避免不必要的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以确保员工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的资源平衡。

通讯软件虽有利于增加员工工作的灵活性与控制感[16]，但频繁的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也会给员工带来

较大的压力。一方面，管理者应当设定明确的沟通规则，激励员工在工作时间内高效完成沟通任务，限

制非工作时间的不必要信息传递。另一方面，管理者需要强化自身沟通效能。领导者应通过清晰、直接

且尊重的沟通方式，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员工，同时倾听员工的反馈和需求，以此与员工建立良

好的信任关系，让员工感受到被重视和支持，从而降低角色超载的感知，提升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 

4.2. 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支持 

角色超载是资源无法满足角色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压力[17]，对员工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都会带来

不利的影响。管理者首先应当根据员工的工作能力，合理分配任务，确保每个员工都能承担与其能力相

匹配的责任，缓解电商行业本身具备的即时响应压力。在必要时，管理者应当增加员工数量或调整团队

结构，以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其次，管理者也应为员工提供相关的培训和发展机会，提升他们的专业

技能和自我管理能力，使他们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工作事务，减少非工作时间工作的发生频率。最后，管

理者应更加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或压力管理课程，帮助员工有效应对工作压力，保

持积极的心理状态。 

4.3. 提升领导者的管理能力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有效性评价能够有效缓解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导致的角色超载认知，因此

电商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这一发现，提升领导者的管理能力和沟通技巧，提高员工对上司的信任感和满

意度。一方面，管理者应当营造积极的团队文化，鼓励团队成员之间互相支持与协作，帮助上下级之间

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设立有效的反馈渠道，鼓励员工向领导者提供关于沟通方式、工作分配等

方面的建议。另一方面，定期对领导者的管理能力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进，从

而实现员工对领导有效性感知的提升，削弱员工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带来的角色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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