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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探讨企业声誉、组织认同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对组织管理和发展的重要意

义。组织认同是员工对所属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组织认同也可

能导致员工做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同时，企业声誉与组织认同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企业声誉直接影

响着员工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进而影响员工的行为。高声誉的企业能够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和归属感，激

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和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然而，企业声誉也可能导致员工做出为维护企业利益

而违反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即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建立与维护积极的企业声

誉、加强组织认同的培养与管理、设计有效的道德教育与培训计划等措施，来确保企业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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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reputati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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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to explore their significance for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refers to employee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they belong to,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But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may also lead employees to 
engage in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mutual influence rela-
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orporate reputation directly 
affects employee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behavior. Highly 
acclaimed enterprises can enhance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stim-
ulate their work moti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How-
ever, corporate reputation may also lead employees to engage in unethical behavior that violates 
ethical norm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known a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refore, companies ne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pos-
itive corporate reputation,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design effective eth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to ensur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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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声誉成为了企业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是企业的品牌形

象、产品质量、服务标准、社会责任以及对员工、客户和股东的承诺等方面的综合评价[1]。企业声誉直

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能力。而组织认同也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组织认同是指员工

对所属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然而，在过往研究中，企业声誉和组织认同都被认为是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积极因素，但近年的研究认为，那些过往被认为是积极的组织因素，也可能会导致员工做出不道德

亲组织行为[3]。而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则有可能反过来导致企业声誉受损，破坏公众对企业的信任，严重

威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会导致员工对组织失去信心和认同感。由此，本文从对企业声誉、组织认同

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以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对于组织管理和发展所具

有重要意义。 

2. 企业声誉与组织认同的关系 

企业声誉是企业在业界和社会中所拥有的声望和信誉，它对一个企业的成功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影响[4]。企业声誉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竞争力，还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5]。本文从

认知机制与情感机制去陈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认知机制层面，企业声誉是建立在员工对组织的认知基

础上的，员工通过自身的感知和体验来形成对企业声誉的认知。企业声誉越高，员工对组织的认知越正

面，从而对组织产生更高的忠诚度和承诺感。同时，企业声誉对员工的认知有着积极的影响[5]。高声誉

的组织往往被认为是值得信赖和值得尊重的，员工会对组织更加满意、信任和认同。因此，高声誉的组

织还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提高员工的工作动机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基于对企业声誉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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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行为会受到影响。在良好企业声誉的影响下，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增强，他们更倾

向于积极参与组织的活动，为组织贡献更多的努力和创造力。此外，员工还会更加自觉地遵守组织的规

章制度，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在情感机制层面，企业声誉也能够影响员工的情感体验。声

誉高的企业往往能够给员工带来更多的自豪感、归属感和满足感，从而提升员工的情感认同度。这种认

同度也是意味着企业声誉对员工的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员工在高声誉的组织中会感受到更多的自豪和

自信。这种积极情感的体验会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因而，员工会更加愿意为组织付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工作更加投入和专注。同时，他们也会更积极地与同事合作，提高团队的凝聚力

和协作效率。由此可见，良好的企业声誉通常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从而促使其做出更多的有益于组

织的行为。然而，良好的企业声誉是否总是带来积极的影响？良好的企业声誉确实提高了员工对企业在

认知和情感上的认同，同时，在此过程中，员工也更容易产生维护企业声誉与形象的动机，由此员工可

能会倾向于为维护企业声誉而不惜做出违反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如员工为维护企业的声誉而将那些

不利于企业的违法文件进行销毁[6] [7]。 

3. 企业声誉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关系 

企业声誉通常被认为是组织中的一个积极变量，但这样的一个积极变量为何也有可能引起员工负面

的行为？道德许可理论认为，个体在过往所做出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行为通常被用于衡量自身的

道德水平，但基于补偿心态和心理特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8]。具有良好企业

声誉的组织通常也会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为企业在社会各界赢得更好的名声。而企业员工则是代表着

企业的一份子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企业为社会做出的公益的行为，其实也是员工为社会所做出的行为。

而这有可能让让员工产生心理特权，认为自身已经为社会做了许多贡献，自己也要享受在做出贡献后带

来的权益。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也就容易模糊或者突破道德边界，也就可能允许自己做出不道德行

为，特别是这些行为如果是有利于企业本身的话[9] [10]。所以，基于道德许可理论，员工作为企业声誉

的营造者，在为企业赢得良好的声誉后，则有可能会提高员工的心理特权水平，从而增加做出不道德行

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员工基于对组织的认同以及作为维护企业利益的一员，通常也更认可自身为企

业利益所做出的行为，即便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基于维护企业声誉的辩护理由，员工也会认为，这

样做是有必要的，是维护企业声誉的策略性行为[11]。所以，拥有良好声誉企业下的员工，也会做出不道

德亲组织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在个体对组织存在高认同的水平下，则可能更愿意为维护企业利益和声

誉，而不顾违反道德规范甚至是法律法规。 

4. 企业声誉、组织认同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 

良好的企业声誉确实能有能让员工对组织有着较高的归属感，让其感知到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提

高其对组织的认同水平[12] [13]。但组织认同也有可能是企业声誉与不道德亲组织行为之间的过程变量。

那么企业声誉又是如何透过组织认同来影响员工的不道德亲组织行为？本节就此再进行深入探讨。组织

认同是指员工对组织的认同程度和归属感，它反映了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对组织的价值观、目标和文

化等的内化程度[14]。过往的研究认为，员工较高水平的组织认同通常可以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工

作绩效方面，在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可以激发他们的工作动力，增强工作责任感和自我激励能力；在工

作满意度上，当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较低时，他们可能会感到不满意，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

相反，当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较高时，他们更容易感到满足和幸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员工流失

率[15]。在组织创新能力上，当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较高时，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创新想法和经验，积

极参与企业的创新活动，这有助于企业培养良好的创新文化，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并在市场竞争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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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竞争优势。 
然而，组织认同是否总是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近来的研究表明并非总是如此。企业员工对组织

的认同所带来的对企业的归属感确实避免了由于多重身份导致的不确定性，也让员工更自愿地采取行动

来维护组织的利益，甚至可以通过短期内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组织目标。但这样的一种貌似积极的行为

却有可能是基于损害其他群体或社会的利益而采取的。组织认同高的员工通常与组织的价值观和文化相

契合。他们认同组织的使命和目标，并愿意为之努力工作。但是当组织的价值观是在于为组织不顾一切

获取利益的时候，高组织认同的员工也会同样认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因而在为获取组织的利益时候，

可能就只会关注本组织的利益，而忽略到其他组织的利益，也就是做出不道德亲组织行为[16]。在情感层

面，组织认同高的员工往往对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贡献感到自豪，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对组织

更强的组织承诺。他们感到忠诚于组织，并愿意为其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7]。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工

作是有意义的，这种自尊心和承诺感的增强使他们更倾向于为企业付出更多努力。所以，当他们感觉到

企业受到威胁时，或组织有可能受到损害时，他们可能会不顾一切地维护组织的利益[18]，例如为维护企

业的金融及资金的稳定做假账，为企业的一些不法行为，如偷排污水做掩护等等。 
综上，企业的良好声誉不仅为组织获益也使的组织中的成员获益，让员工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

遇以及在心理上有更高的满足感和自豪感[12]。这种满足感和自豪感促使员工对组织有更高的认同水平，

因而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情感和利益的关系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也给企业带来影响，但这种影

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让员工更积极地为组织做贡献，也有可能使得个体做出不道德亲组织行

为。 

5. 管理实践建议 

企业声誉与组织认同对于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可能会给企业带

来损失。员工如果通过不恰当的方式来维护企业声誉则有可能导致会导致顾客流失、投资者撤资和员工

流失，从而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对组织认同水平高的员工也应进行适当的引导，避免他们为

维护企业的利益而做出违反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因此，企业应重视维护良好的企业声誉和促进组织

认同，以确保其持续发展和成功。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进行考虑。 

5.1. 建立与维护积极的企业声誉 

建立与维护积极的企业声誉是组织成功的关键之一。积极的企业声誉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吸

引更多的顾客和员工，同时也能够提升组织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了建立和维护积极的企业声誉，组织

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组织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

准则的集合，它能够塑造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一个积极的企业文化应该注重员工的发展和福利，倡导诚

信和负责任的行为。其次，企业应该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他们的态度和行

为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声誉。企业应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激励员工为企业的成功努力。此

外，企业还应该与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企业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回馈社会，树立良好的企业

形象。同时，企业应该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商业道德，同时承担起对外界责任。 

5.2. 加强组织认同的培养与管理 

加强组织认同的培养与管理是组织内部凝聚力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方面。组织应该采措施来培养和管

理组织认同。首先，企业应该明确和宣传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员工需要知道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才

能够与企业保持一致，为企业的成功努力。其次，企业应该建立一个积极的工作氛围，鼓励员工相互合

作、互相支持，建立良好的团队关系。同时，企业应该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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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最后，企业应该提供员工发展的机会。员工需要有成长的空间和机，才能够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

重和支持，增强们对企业的认同感。 

5.3. 设计有效的道德教育与培训计划 

设计有效的道德教育与培训计划是确保企业员工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手段。道德教育与

培训计划可以帮助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在制度准

则上，企业应该制定明确的道准则和行为规范，这些准则和规范应明确规定组织成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应

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实际的企业工作过程中，应该开展道德教育和培训活动。这些活动可

以包括道德课程、培训讲座、案例分析等形式，帮助企业员工了解道德理念和道德决策的重要性，提高

他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判断能力。此外，企业还应该建立有效的道德监督和反馈机制。企业员工需要知

道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需要得到及时的反馈和指导。所以，企业应该建立一个公正

严明的机制，监督和评估组织成员的道德行为。 
综上所述，建立与维护积极的企业声誉、加强组织认同的培养与管理、设计道德教育与培训计划是

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组织应该注重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与社会建立紧密联系，

同时加强组织成员的道德教育和培训，以提升企业的声誉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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