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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压力作为工作场所中普遍存在的新型压力形式，对员工的心理

健康、工作表现和组织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总结信息技术压力的概念内

涵、测量、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概念内涵方面，信息技术压力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在组织环境中无法有

效处理信息技术使用需求时而产生的压力。测量方面，信息技术压力分为五个维度，有学者开发了五维

度量表，用于评估信息技术压力的不同表现形式。梳理文献得到，信息技术压力的前因变量归纳为个体

方面和组织方面；信息技术压力的结果变量聚焦个体层面，归纳为身心健康和工作结果两个方面。基于

此，本研究从信息技术压力的二维分类、形成机制，以及影响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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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s led to tech-
nostress, a novel form of stress prevalent in workplace settings, exerting profound impacts on em-
ployees’ mental health, job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summarizing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ante-
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echnostress. Conceptually, technostress is defined as the stress ex-
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when they are unable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demands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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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usage with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In terms of measurement, technostress is catego-
rized into five dimensions.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a five-dimensional scale to assess th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technostress, providing a robust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its different dimen-
sions. Building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technostress are classified into 
individual-level and organizational-level factors. The outcome variables of technostress are pri-
marily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ch include mental well-being and job-related outcomes.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future explora-
tion, which include the two-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echnostress,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ts underlying influenc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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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技术压力的概念 

信息技术压力这一概念最早由 Bord 提出[1]，他将信息技术压力定义为信息技术的引进和操作中，个

体无法适应相应要求而出现的压力状态。其英文表述为 technostress 或 techno-stress，国内学者普遍译为

信息技术压力或技术压力。 
Tarafdar 等[2]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他认为信息技术压力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对其

使用者的工作态度、心理状态、生理健康和行为方式带来的所有不良影响。随着学术界的深入探索，逐

渐拓展了信息技术压力研究领域，对于信息技术压力的界定也逐步多样化。许多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压

力在某些方面的消极影响并不显著，而是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如提高员工的任务效率[3]、员工创造力

[4]等。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较中性的信息技术压力定义[5]：信息技术压力本身是中性的，个体对信息

技术压力的评估会影响信息技术压力对个体工作结果产生的影响。具体地，挑战性信息技术压力与积极

心理反应显著相关，进而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与消极心理反应显著相关，进而提

高员工离职意向[5]。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针对信息技术压力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义，目前较多研究集中于其负向影响。

其中，Ayyagari 等[6]界定的信息技术压力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即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压力源

于个体无法有效处理信息技术使用需求时而产生的压力。 

2. 信息技术压力的测量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 ICT)的广泛应用，许多研究主要

借鉴 Ragu-Nathan [7]编制的量表对信息技术压力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五个维度：信息技术过载(techno-
overload)、信息技术入侵(techno-invasion)、信息技术复杂性(techno-complexity)、信息技术不安全(techno-
insecurity)和信息技术不确定性(techno-unreliability)。其中，信息技术过载是指 ICT 的使用及其快速迭代

更新，导致员工需要在特定时间内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信息技术入侵则指工作中 ICT 的使用对员工私

人生活的侵扰，使得员工需要随时随地与工作保持联系；信息技术复杂性是指 ICT 的学习和掌握需要投

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员工必须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学习和使用新技术；信息技术不安全性指的是由于

未能及时学习和更新技术知识，员工可能面临被技术能力更强的同事替代的风险；信息技术不确定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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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 ICT 的持续更新和升级，这种不确定性要求员工不断学习以适应新的变化。中国学者舒琴和王刊良

[8]对 Ragu-Nathan [7]编制的量表进行了翻译和本土化改进，使其适用于国内情境。量表共 22 题，包含五

个维度，分别为：工作负荷增加、技术入侵生活、技术复杂难懂、工作受到威胁和技术升级过快，具体题

项见附录。 
以往研究在探索单一维度与结果变量的关系时解构信息技术压力，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过载通过增加

工作负面反刍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9]。也有研究基于信息技术过载、信息技术复杂性和信息技术不

确定性搭建信息安全技术压力框架，探究技术压力对公务员信息安全行为的影响[10]。研究结果显示，信

息技术过载和信息技术复杂性会显著负向影响公务员信息安全行为，其中信息技术复杂性的影响程度强

于信息技术过载，但信息技术不确定性的作用不显著。 

3. 信息技术压力的相关研究 

3.1. 信息技术压力的前因变量 

梳理以往文献，信息技术压力的前因变量主要分为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因素。下面将对已有研究

进行总结(如表 1)。 
 
Table 1. Antecedents of technostress 
表 1. 信息技术压力的前因变量 

 前因变量 主要内容 作者 

个体因素 

能力和经验 缺乏能力和经验是造成员工信息技术压力的重要原因。 Shirish [11] 

年龄和性别 年龄和性别可能与信息技术压力存在相关性。 Agboola [12] 

人格特质 开放性和责任心可以缓解信息技术压力。 Ibrahim 等[13]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会显著负向影响信息技术压力。 Shu 等[14] 

组织因素 

组织培训 组织可以开展面向员工的知识技能培训以提升员工与技术的

匹配程度，进而缓解信息技术压力。 Brod [1] 

组织机制 
组织需要建立完整成熟的机制，构建提倡员工之间互相分享

新技术的组织氛围，或者鼓励员工参与新技术引进决策，以

提高员工对技术的接纳度。 
Ragu-Nathan 等[7] 

组织技术支持 组织提供的技术支持可以使员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技术。 Ragu-Nathan 等[7] 

领导风格 领导风格对信息技术压力造成影响，变革型领导与信息技术

压力呈显著负相关。 Salanova 等[15] 

 
个体层面的因素会对信息技术压力造成影响。首先，Shirish [11]认为，缺乏能力和经验会导致信息技

术压力的产生，员工在使用计算机等 ICT 工具时，缺乏 ICT 相关的能力和经验导致工具得不到高效利用。

其次，年龄和性别对信息技术压力也有一定影响。Agboola [12]的研究表明，年龄和性别可能与信息技术

压力存在相关性。目前，就性别对信息技术压力的影响尚存在争议，一些研究也认为性别与信息技术压

力关系不大。最后，人格特征对信息技术压力有着不同影响。Ibrahim 等[13]认为，人格维度中的开放性

和责任心可以缓解信息技术压力。此外，Shu 等[14]研究得出，个体自我效能感会显著负向影响信息技术

压力。 
组织层面的因素会对信息技术压力造成影响。Brod 认为[1]，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负面影响，组织

通过相应的措施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信息技术压力。组织可以开展面向员工的知识技能培训以提升员工与

技术的匹配程度，进而缓解信息技术压力。Ragu-Nathan 等[7]提出了信息技术压力抑制因素(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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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stress Inhibitors)。他认为，组织需要建立完整成熟的机制，构建提倡员工之间互相分享新技术的组

织氛围，或者鼓励员工参与新技术引进决策，以提高员工对新技术的接纳度。也有研究得出，组织提供

的技术支持可以使员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技术[7]。此外，Salanova 等[15]认为领导风格会对信息技术压力

造成影响，变革型领导与信息技术压力呈显著负相关。 
综上，信息技术压力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其前因变量主要从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两个

方面展开。个体因素方面，研究者普遍关注员工的能力和经验、年龄和性别、人格特质以及自我效能感。

然而，在 ICT 迅速更新迭代的环境下，现有研究较少探讨 ICT 更新速度与个体学习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这可能对信息技术压力的深入探讨有所限制。组织因素方面，组织培训、组织机制、组织技术支持以及

领导风格等因素被广泛讨论。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组织文化对信息技术压力的调节作用，这可能限

制了对组织层面干预策略的开发。值得注意的是，组织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未来

应更加关注其交互作用，可从理论视角更加全面地解释信息技术压力的形成机制。 

3.2. 信息技术压力的结果变量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可得，信息技术压力领域的研究聚焦其对个体的影响。本研究主要总结信息技术

压力对个体的影响(如表 2)，主要归纳为身心健康、工作结果两个方面。 
 
Table 2. Outcome variables of technostress 
表 2. 信息技术压力的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 主要内容 作者 

身心

健康 

情绪疲惫 信息技术压力会导致员工的情绪疲惫。 Ibrahim 等[13] 

消极情绪 信息技术压力与消极情绪(如生气和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Lee 等[16] 

工作疲惫 信息技术压力与工作疲惫呈显著正相关。 Gaudioso 等[17] 

工作

结果 

工作满意度 信息技术压力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Boonjing & Chanvarasuth 
[18]，杨睿娟等[19] 

离职意愿 信息技术压力与离职意愿显著正相关。 杨睿娟等[19] 

用户满意度 信息技术压力会降低用户使用平台的满意度。 Ahmad 等[20] 
 
信息技术压力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针对个体身心，Balamurugan 和 Selvalakshmi [21]引入

“strain”一词，即心理或身体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情绪疲惫、消极情绪、工作疲惫等)。基于此，Ibrahim
等认为[13]，信息技术压力会导致员工的情绪疲惫，工作场景中员工感知到的信息技术压力越大，其情绪

疲惫程度越高。同样地，Lee 等[16]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压力与消极情绪(如生气和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此外，Gaudioso 等[17]研究表明，工作场景中信息技术压力显著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疲惫。 
信息技术压力会对个体的工作结果造成影响。对于企业员工，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压力会显著降低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场所的信息技术压力水平越高，员工工作满意度越低[18]。同样地，我国学者杨

睿娟研究得出[19]，信息技术压力均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且信息技术压力与离职意愿呈显著正相

关。此外，Ahmad 等[20]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压力会引起用户排斥，降低用户使用平台的满意度。 
综上，信息技术压力的结果变量研究主要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结果两个方面展开，但现有研究

在理论整合和实证探讨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身心健康方面，该领域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

心理健康(如焦虑、倦怠)和生理健康(如疲劳)的负面影响；在工作结果方面，以往研究关注组织承诺、工

作满意度和离职意愿等结果变量。然而，也有研究认为信息技术压力会产生积极作用[5]。未来可以聚焦

积极结果，从多个视角探究其正面效应；或者，辨证看待信息技术压力的影响，探讨其“双刃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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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技术压力的研究展望 

4.1. 信息技术压力的二维分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运用 Tarafdar 的压力源理论[2]测量五类信息技术压力源，并将其视为阻碍性

信息技术压力源进行实证研究。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压力具有两面性[5]，积极反应与挑战性信息技术压

力源有关，消极反应和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源有关。目前已有研究基于挑战性–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源

框架，解释了信息技术压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22]。挑战性信息技术压力源指的是对使用者的个人

发展和学习有帮助的潜力，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源指的是使用者个人损失、约束和伤害的潜力[23]。 
未来可以使用挑战性信息技术压力源和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源作为研究变量进行更细致的实证研

究，探究这两种压力源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及两者间的关系。在变量测量方面，目前未有成熟的挑战

性信息技术压力和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测量量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企业新型信息生态环境和中

国本土工作环境，通过科学的量表编制方法，开发适用于中国情境和企业员工的新量表，从而更细致地

刻画信息技术压力的挑战性和阻碍性特征。 

4.2. 信息技术压力的形成机制 

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信息技术压力的作用机制展开，结合压力和应对的交易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和资

源保存理论，构建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作用机制框架，以更全面地解释信息技术压力的形成过程。 
首先，压力和应对的交易模型为理解信息技术压力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模型强调个体在面对压

力源时的应对策略和资源动员过程[24]，员工的应对策略和资源将显著影响其压力体验[11]。因此，未来

研究可以结合压力和应对的交易模型，从个体应对策略与组织支持之间的动态交互视角出发，探讨信息

技术压力的形成机制。 
其次，社会认知理论可以为信息技术压力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解释维度。该理论强调个体对环境的

认知和意义建构过程[25]，而信息技术压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对技术环境的主观认知[26]。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社会认知理论，探讨个体如何通过意义建构过程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心理体验，

进而形成信息技术压力。 
此外，资源保存理论为理解信息技术压力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导向视角。该理论指出，个

体在应对压力时会努力保护和恢复其核心资源[27]。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个体如

何通过资源动员和恢复机制缓解信息技术压力。 

4.3. 信息技术压力的影响机制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信息技术压力的负面影响，从 Tarafdar 的五维度出发讨论信息技术压力的

影响[2]，较少讨论其正向影响。就如前文所提，有学者研究得出，信息技术压力会显著负向影响员工的

工作疲惫、工作满意度等结果变量[17] [18] [28]。然而，Califf 等[5]进一步探讨，认为信息技术压力本身

是中性的，其正面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而 Saleem 等[29]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故将信息

技术压力视为积极压力。未来针对信息技术压力开展实证研究时，可以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探究信息

技术压力的积极效应(如技术赋能、工作意义感和职业成长)并探讨其影响机制。 
此外，现有研究往往将信息技术压力视为单一的负面因素[2] [30] [31]，缺乏对其双刃剑效应的探讨。

未来研究可以构建信息技术压力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验证其正向和负向结果的动态平衡关系。例如，

基于挑战性–阻碍性信息技术压力源框架构建模型，探讨信息技术压力在不同情境下的双刃剑效应及其

影响路径。同时，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员工在技术压力下的意义建构过程和积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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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论模型的完善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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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信息技术迫使我更快地工作，让我感到疲惫。 
2) 信息技术需要我做更多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让我厌倦。 
3) 信息技术迫使我的工作时间更加紧凑，让我焦虑。 
4) 使用信息技术增大了我的工作中的信息量，让我无法专注。 
5) 我感到与工作有关的信息技术侵占了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6) 我不得不在假期也通过信息技术与工作保持联系，让我经常失眠。 
7) 我不得不牺牲假期和周末时间来掌握新计算机技术，让我压力很大。 
8) 我觉得工作相关的信息技术干扰了我的私人生活，给我带来不便。 
9) 我需要学习更多的计算机知识以便满意地完成工作，让我感到疲惫。 
10) 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和使用新的计算机技术，增大了我的压力。 
11) 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和提升我的计算机水平，增大了我的压力。 
12) 我发现本单位的新员工比我更了解计算机技术，让我担忧。 
13) 工作中要用的计算机技术太复杂，难以理解和使用，让我紧张。 
14) 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我的工作岗位可能会消失，让我担忧。 
15) 我必须不断更新我的信息技术技能，以避免被替换，让我担忧。 
16) 掌握较新的计算机技术技能的同事会对我的工作造成威胁。 
17) 我不与同事分享我的信息技术知识，因为害怕被替换。 
18) 我与同事之间很少共享信息技术知识，是因为害怕被替换。 
19) 我们单位使用的信息技术经常有新的发展，让我难以应对。 
20) 我们单位计算机软件经常更换，增大了我的工作难度。 
21) 我们单位的硬件设备经常更换，增大了我的工作难度。 
22) 我们单位经常升级计算机网络，增大了我的工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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