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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组织想要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控制人力成本，就

必须要求员工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更多工作任务，这使得多任务处理逐渐成为现代职场中的普遍现象。本

研究系统整合国内外多任务处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其相关的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进行分析，旨在

揭示多任务处理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路径，为组织优化任务管理、提升员工效能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并依据现有不足进行研究展望，以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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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s are confronted with increasingly intense market com-
petition. To enhan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while controlling labor costs, organizations must require 
employees to accomplish more work tasks within limited timeframes, making multitasking increas-
ingly prevalent in modern workplac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field of multitasking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analyzing rele-
vant antecedent variables and outcome variables. It aims to elucidate the impact pathways of mul-
titasking on employees’ work behaviors, providing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organizations 
to optimize task management and improve workforce efficiency. Based on identified research g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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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lso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fering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ub-
sequent scholarly inves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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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变革和科技发展的迅猛推进，企业面临的挑战愈发多样化。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

上风，企业不断要求员工提高自身工作效率，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企业通常也会力求以最少的人力资源

实现最高的绩效目标。高绩效目标导致员工在有限时间处理的工作或任务增多，进而导致多任务现象出

现。在日常工作中，员工需要处理的信息和任务量不断增加，往往需要并行处理多个工作任务以应对紧

迫的截止日期和繁重的工作量[1]。同时，数字时代的浪潮汹涌而至，互联网的发展、移动设备的广泛使

用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工作方式带来颠覆性变革。与传统工作方法相比，数字化背景下智能设备

的广泛运用给员工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可持续性和便利性。Wang 等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员工的

多任务处理提供了支持条件，使其在工作领域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员工借助智能设备进行远程办

公，渐渐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界限，使得员工日常工作中多任务处理程度加剧[2]。那么，多任务处理在

职场中对员工的影响究竟是“效率助推器”还是“压力倍增器”？其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是什么？需要

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与整合来进行研究与探讨。 

2. 多任务处理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多任务处理定义 

多任务处理这一概念源自计算机科学，强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并行处理多个需要相同资源的过

程[3]。在认知领域，多任务处理被视为一种认知能力或认知过程，主要在实验室条件下对较短时间内的

现象进行探究。Salvucci 等在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线程认知”，一种并发多任务处理的综合理

论，其核心思想是多任务行为可以表示为多个任务线程的执行，而且人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时可以将不同

的思维流表示为处理线程，这些线程由串行认知处理器协调并分布在多个处理资源中，多个任务可能在

脑海中争夺相同的知觉、运动或认知资源[4]。 
随着员工面临同时处理多种任务的压力情境逐渐增多，多任务处理现象也被管理学领域所关注。行

为科学领域的学者将多任务处理引入到工作领域，无论是在计算机还是人类中，多任务处理都涉及频繁

的任务转换。根据 Rottapel 等的说法，在多个不同任务之间频繁切换是工作环境中多任务处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5]。行为科学领域参考了多任务处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同时执行两个或多个任务的能力

[6]，具有任务独立性和性能并发性两项特征[7]。“同时处理”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自始至终会被充分利

用，而是个体在同一时间段内间歇性地处理重叠的任务，不停在任务间进行切换[6]。多任务处理并不是

单个任务的简单相加，一个任务的处理有时会影响到另一个任务的进行，因此需要从系统的角度来审视

[8]。Kirchberg 等人参考了多任务处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同时执行两个或多个任务的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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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adia 等人则认为多任务处理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面对具有不同目的的多件任务时，个体注意力被不同

任务所争夺的过程。因此他们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多任务处理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特定时间

段内，一个人的注意力被两个或更多任务同时竞争的现象”。[9]  

2.2. 多任务处理的维度与测量 

过往研究中对多任务处理的测量主要包括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两种方式。在实验法的研究中，研究

者大多是对多任务处理的程度进行控制，以此观察多任务处理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例如 Crews 等将被试

分为高多任务处理组与低多任务处理组[10]；Kapadia 等则是给被试安排了邮件回复和电话交流两项工作

任务，要求他们在指定时间内对两项任务交替执行或同时执行[9]。 
问卷调查法则是个体对自身感知到的多任务处理水平进行评价。Koenig 等根据工作情境开发了多任

务处理的 4 题项量表[11]；季正等从 Lepine 和 Kapadia 研究中提取题项组成一个 3 题项量表来对多任务

处理现象进行测量[12]。 

2.3. 多任务处理的理论基础 

目前，学者们主要采用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来对多任务处理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压力认知评价理论

认为个体对压力的反应并非由外界事件本身直接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体如何认知和评估这一事件[13]。该

理论强调压力的主观性，即相同的事件可能被不同个体评估为挑战、威胁或无足轻重，进而引发不同的

心理、生理和行为反应[14]。多任务处理可能通过增加认知多样性、提升工作参与度来促进员工积极行为，

甚至在某些情境下提高整体效率[9]；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认知超负荷、情绪耗竭和频繁任务切换而降

低绩效，甚至对员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双向效应的存在，使得挑战–阻碍性压力框架成为

一个有价值的理论视角，即多任务处理的效果取决于个体如何评估其压力属性，若被视为挑战性压力，

则可能激发创造力；若被视为阻碍性压力，则可能导致消极结果。个体将多任务需求视为可应对的挑战

时会触发个体趋近动机，增强认知灵活性和任务切换能力，提升工作效率，甚至激发个体创造力。而当

个体认为多任务超出自身能力时，则会引发个体回避动机并感到情绪资源耗竭，表现为注意力分散、错

误率上升等。此外，个体对自身多任务处理能力的认知偏差进一步增加了其影响的不确定性，这提示未

来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多任务处理的心理机制，尤其是认知评价与自我调节能力的作用。 

3. 多任务处理的前因变量 

3.1. 个体层面 

3.1.1. 人口统计学因素 
Crews 等的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多任务处理效率有显著影响[10]。在多任务处理实验中，女性犯的

错误相比男性更少，并且年纪偏小与年纪偏大的参与者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实验，整体呈现出倒 U 型关

系。但是 Yang 等人的研究却表明性别因素与多任务处理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并不支持“多任务处理中

存在性别差异”这一观点。两项研究的参与者可能在年龄分布、教育水平、文化背景或职业上存在差异，

导致结果偏差。同时，Crews 的研究使用需要注意力切换的任务，而 Yang 的研究采用并行任务，不同任

务对性别差异的敏感性不同。因此，性别因素对多任务处理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15]。 

3.1.2. 人口特质 
个体差异可能导致员工对多任务处理做出不同的反应[16]。Poposki 等人研究发现外向型个体通常寻

求高刺激环境，由于多任务处理的高度刺激性，外向者通常会被吸引并且更适应多任务处理情境[17]。但

是，另有研究表明个体性格对多任务处理没有显著影响，只是乐于体验的外向型人格会影响个体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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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的管理，具备这些人格特质的员工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时可以减少来自工作中断的影响，保持自己的

任务处理效率[10]。 
此外，多任务处理倾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指同时执行多个任务的偏好。多任务处理倾向高的个

体不仅更擅长多任务处理行为，还会增强工作投入度，进而对组织中的情景绩效产生积极影响[18]。个体

的冲动性和感知寻求也对多任务处理活动有正向影响，高冲动性和高感觉寻求的个体更可能进行多任务

处理[19]。最新研究表明个体韧性强的个体在多任务处理情境下认知负荷增长并不显著，可以减轻个体在

面对多任务处理时感知到的压力，进而促使员工投入到多任务处理中[20]。 

3.1.3. 员工情绪 
组织在工作设计和员工培训中应考虑情感状态对多任务处理性能的影响。研究指出积极情绪可以促

进个体的全局信息处理能力，有助于员工采用更有效的任务处理策略，也更有利于多任务处理效率的提

高，而消极情绪则促进了个体的局部信息处理能力，限制了注意力的范围并增加了犯错的可能性，会对

多任务处理产生负面影响[8]。 

3.2. 情境层面 

出于节省人力成本，组织内的同一职位中集中了多项职责，使得员工需要在同一时间段内处理多种任务。

这种职责的集中化增加了多任务处理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员工不得不进行多任务处理[6]。研究发现，工

作过程中出现的预料之外的任务以及遇到的外部或内部中断，如电话、邮件等，都会导致任务切换，进而导

致多任务处理的产生[21]。此外，数字时代对传统工作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灵活的工作方法提供了更

大的灵活性、可持续性和便利性，使得各项任务的交互变得简单快捷，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多任务处理[22]。 
除了组织环境层面，也有研究表明领导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员工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例如 Kang 等表

示幽默感的领导者会成为员工执行多项任务的榜样，通过观察性学习，员工会对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

更有信心[23]。 

4. 多任务处理的结果变量 

4.1. 工作行为 

多任务处理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研究表明多任务处理导致的中断现象

会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增加认知负荷[24]，但也有研究认为多任务处理可以提高任务效率，甚至可能提

高整体工作效率[25]。近年来，也有研究表明多任务处理对员工主动性行为有积极影响[12]。 
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方面，有研究表明，多任务处理可能通过增加认知多样性和工作参与度来

促进创新。相反，其他研究认为，它会导致认知超负荷和情绪疲惫，从而可能抑制创新[26]。杨建锋等则

是以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发现多任务处理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是双向的，当其被评估为挑战性压

力时会对个体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影响，成就导向在员工评价多任务处理的过程中

起调节作用[27]。 
另外，Sanbonmatsu 等研究发现在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任务中进行多任务处理时可能带来严重的

安全隐患，比如驾驶时使用手机，同时，也提出多任务处理行为可能受到个体感知到的多任务处理能力

影响[19]。感知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作为一种主观评价往往与实际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之间存在差距，个体可

能高估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从而增加执行任务时的错误和风险。 

4.2. 工作状态 

多任务处理对于员工来说可能是一项高需求任务，需要他们在多项任务之间快速切换，多种任务带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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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不确定性也会降低个体的工作控制感，从而导致焦虑[6]。并且任务量的增多也会给员工带来较大的

压力，增加身心资源消耗[28]。 
个体的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同时进行多个任务的处理，可能会导致争夺相同的资源，从而

产生资源冲突，工作绩效下降，且当与工作相关的资源持续消耗时，可能会出现情绪耗竭并增加工作压

力。此外，Peifer 等在研究中提到心流，具体为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的一种高度专注和投入的心理状态。

由于多任务处理会带来工作中断，所以会对员工心流产生负面影响[21]。 

5. 结论、启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上文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的学者针对多任务处理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展开了大量

的探索，但整体而言成果仍较为匮乏，且不同学者间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认为多任务处理

是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与创新能力的积极要素[9]，有的研究则认为多任务处理会给员工造成较大的心

理负担，引起情绪耗竭最终导致逃避工作的消极行为[24]。本研究整合了二者的观点，认为多任务处理对

员工行为呈现出典型的双刃剑效应：既有可能促进员工的创新和效率，又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威胁性从

而导致认知超负荷和情绪耗竭。这种差异化影响受到个体特征、任务特性和组织环境的多重调节，多任

务处理的实施效果取决于资源需求与个体适应能力的匹配程度。因此，组织需要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

既要优化任务设计，也要注重员工认知能力的培养。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不同情境下的多任务处理模

式，并开发更精准的测量方法，为现代工作环境中的多任务管理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5.2. 管理启示 

5.2.1. 辩证看待多任务处理 
工作场所中的多任务处理要求需要组织与员工形成客观认知，以理性态度应对这一“双刃剑”现象。

研究表明，多任务处理既可能提升员工工作投入，也可能对员工带来负面影响，促使其采取逃避行为。

因此，管理者应当秉持辩证思维，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把控多任务处理的尺度，既要充分发挥其提升效能

的优势，又要规避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具体而言，领导者可以通过优化任务分配、提供资源支持、加

强心理关怀等方式，帮助员工在多任务处理中提升自我效能感，减少负面情绪，从而激发员工的主动行

为，减少工作退缩等消极行为。 

5.2.2. 对员工进行双路径管理 
领导者可以通过增益与损耗双路径对员工行为进行管理，促使员工在多任务处理中采取积极的工作

行为。在增益路径方面，领导者应帮助员工清晰界定工作目标、为其提供针对性的能力培养方案以及适

时的正向反馈，帮助员工将多任务处理转化为成长机会，积累多样化工作经验，最终激发积极的工作行

为。同时，在损耗路径方面，领导者需警惕多任务处理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以及可能引发的工作退缩行

为，领导者可以通过合理的任务分配、及时对员工进行情绪疏导，缓解其认知负荷和心理压力，保障员

工身心健康。这种双路径管理策略既可以激发员工主动性，又可以维持工作可持续性，实现员工成长与

组织绩效的良性循环。 

5.2.3. 重视发挥领导作用 
要正确引导员工的工作行为，除了改善其自身工作态度外，还要关注组织内领导者的行为，创造有

利于员工采取积极行为的组织氛围。组织应当重视领导力的培养，通过相关培训帮助领导者掌握将多任

务要求与员工发展需求相结合的技巧，提升领导者主动授权和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在布置复杂任务时，

https://doi.org/10.12677/mm.2025.157180


卢仪晴 
 

 

DOI: 10.12677/mm.2025.157180 11 现代管理 
 

领导者应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工作资源，同时将任务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相关联，帮助员工理解当前任务

在长期发展中的定位和价值，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加大工作投入，减少工作压力。同时组织内应

持续优化组织环境，为员工主动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5.3. 未来研究展望 

多任务处理对员工的影响并非绝对，其效果受到任务性质、个体能力和组织支持等多因素的交互影

响。例如，在需要高度创造力的工作中，适度的多任务可能通过思维发散促进创新，但在需要高度专注

的任务中，多任务则可能带来风险。因此，组织在制定多任务管理策略时，需结合具体工作场景进行动

态调整，而非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多任务处理的边界条件，例如不同行业、文

化背景或工作模式下多任务效果的差异。 
此外，多任务处理的相关研究仍然匮乏。虽然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多任务处理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但

是关于其对员工的影响机制仍不成熟，并且现有研究大多只研究多任务处理的单一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

响，较少学者关注到多任务处理的双刃剑作用，在该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空白，未来研究可侧重研究多任

务处理对员工积极与消极行为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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