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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应用日益重要。它不仅超越了传统制造业的自动化，

还渗透到各行业，甚至协助经理决策。然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给员工带来了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

提升技能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心理感受是影响其行为的

关键因素。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数字化企业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发现：首先，员工认为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节省注意力并增强目标清晰度，带来正面影响；其次，他们感到自主权降低，对自主

性有负面影响。研究结果对企业理解员工心理反应具有重要意义，帮助企业更好地辅助员工适应新技术，

提高竞争优势，并为相关文献提供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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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digital age,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workplace is be-
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t not only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automation in manufacturing, 
but also penetrates into various industries and even assists managers in decision-making. How-
ever, the widespread use of AI poses a double challenge to employees: on the one hand, they need 
to upgrade their skill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y face the risk of being 
eliminated.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AI technology is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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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This study analyzed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AI technology in digital enterprise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ound that: first, employees perceived AI technology as posi-
tively impacting them by saving their attention and enhancing goal clarity; second, they felt a re-
duction in autonomy, which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autonom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im-
portant for organiz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of employees, help them 
better assist employees in adapting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improving their competitive ad-
vantage, and add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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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工作场所引入人工智能(AI)设备已成为当代企业趋势。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工作流程，也

深刻影响了员工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反应。首先，AI 的积极影响在于其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根据麦肯锡

全球研究院的数据，AI 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高达 1.4%每年。研究表明，AI 能够承担重复性高的任务，

释放员工从事更具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1]。例如，采用 AI 工具的销售人员能够将他们用于数据录入

的时间减半，将更多时间用于客户关系管理和销售策略的优化。此外，AI 在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方面的

应用，可以帮助员工做出更加精准的商业决策[2]。员工因此可能会体验到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然而，AI 对员工心理和情绪的负面影响同样显著。据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预计未来 20 年内，47%的美

国就业岗位有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工作场所中 AI 的存在可能引发员工的工作安全感问题。当 AI 能够

执行以往由人类完成的任务时，员工可能会担忧自己的工作未来，这种不确定性会引起焦虑和压力[3]。
此外，与 AI 的互动可能减少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从而影响员工的社会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4]。例如，

制造业工人面对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可能会经历失业的恐慌，其心理压力显著增加。在心理适应方面，

AI 带来的变革要求员工不断学习新技能以适应技术发展，这可能会导致学习压力。然而，这一过程也可

能增强员工的适应性和多样性思维，这在长远来看是有益的。在情绪反应方面，AI 的高效率和可能超出

人类的性能，有时会引起员工的自尊心受损和职业嫉妒感[5]。根据一项关于 AI 在医疗领域应用的研究，

虽然 AI 在某些诊断任务上的准确度高达 90%，但这也引起了一些医生的心理抵触感，因为他们担心自己

在病人心目中的专业形象可能会受损[6]。同时，由于 AI 可以无间断工作，员工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

节奏被迫加快，导致压力增大。综合目前的研究，AI 在工作场所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 
目前对于员工在工作场所的工作注意力和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机制还没有进行探究。员工的注意力和

自主性是员工在工作场所心理情绪的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心理的影响机制，

主要就是分为员工的注意力和自主性两方面进行。 
本研究的目的是扩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心理的影响因素，并考虑到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注意

力和自主性的影响机制，将人工智能在企业内的应用视为一把双刃剑。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面对快速变

化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的心理是如何影响？基于在线问卷调查得到的 150 份有效问

卷，本研究开发并检验了一个概念框架。结合资源保存理论，当员工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场所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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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的现实后。员工会产生现实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当人工智能帮助员工解决工作问题时，员工会

避免自身资源的损失，因此员工会产生消极、反抗的心理。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替代员工一部分工作

之后，员工本聚焦在该部分工作上的注意力得到了节省，它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但也给员工带

来了心理和情绪上的挑战。目前缺少对员工在具体工作中为了最大化 AI 的积极效应并缓解其潜在的负面

影响的研究，组织应当重视员工的培训和心理健康支持，并在工作设计中考虑人机交互的最佳实践[7]。
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索 AI 在不同行业和职能中的应用对员工心理和情绪状态的长期影响，以及如何有

效地管理这些影响，以促进员工和组织的共同成长。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首先，AI 技术在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方面具有巨大潜力。Ransbotham 等人在《麻省理工学院管

理评论》中指出，AI 技术通过优化数据处理和分析，可以为组织提供更深入的业务洞察[8]。此外，AI
在客户服务、市场分析和内部运营等方面的应用，已经显示出能够显著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然而，AI 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对工作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可能对员工

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Frey 和 Osborne 的研究预测，在未来 20 年内，47%的美国就业岗位存在被自动化

替代的风险[9]。这种变革不仅仅影响到低技能劳动力，也可能对专业人士产生威胁，引起广泛的职业不

安全感和对技能过时的担忧。 
组织对 AI 技术的采纳和整合策略也是研究的焦点。Wilson 等人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强调，为了有

效利用 AI，组织必须重新考虑其业务流程和员工角色[4]。组织需要在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源发展之间找到

平衡，确保技术与员工能力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尽管 AI 技术为组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

其成功的整合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需要考虑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变革管理和文化适应等因素。未来

研究需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多维度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在 AI 引领的变革中促进组织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工作注意力是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在当前信息爆炸和多任务处理成

为日常工作常态的背景下。在理论研究方面，Kahneman 的注意力理论是一个基础，他认为注意力是一种

有限的认知资源，个体必须在不同的刺激和任务之间进行分配[10]。随着工作任务的复杂性增加，员工如

何分配这些有限的资源，以维持工作绩效和减少错误，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 
工作环境中的干扰和中断被证实会显著影响员工的注意力集中和工作记忆[11]。同时，技术的使用，

尤其是数字通讯工具，如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已经被发现是分散注意力的一个主要来源。 
工作注意力不仅关系到任务执行的效率，也与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福祉紧密相关。注意力的过度分散

被发现与工作压力、疲劳以及职业倦怠有关[12]。因此，当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员工进行工作上的协

助，会分散员工在原先工作上的注意力，从而节省的员工的注意力资源。因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H1：人工智能应用降低员工工作注意力。 
工作自主性是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它通常被定义为员工在工作中做

出决策的自由度，包括工作任务的选择、工作方法的决定以及工作时间的安排。工作自主性被认为是提

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增强工作投入和提升工作绩效的关键因素。 
工作自主性对员工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例如，Spector 发现，高自主性的工作环境能够降

低员工的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13]。此外，Thomas 和 Velthouse 的内在激励理论指出，自主性是激发员工

内在动机的关键因素，能够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14]。 
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应用，员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快速做出决策，从而降低了员

工的工作自主性。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H2：人工智能应用降低员工的工作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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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 1。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 
图 1. 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与研究样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和分析数字化企业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及其对员工心理影响的情

况。问卷设计涵盖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程度、人工智能对工作效率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全面性，问题设置的题项均来自国内外成熟的量

表，另外还设置了开放式问题，旨在多角度、多层次地收集员工的真实感受和意见。数据收集主要借助问

卷星调查平台。首先，进行了预调研，通过小规模测试来评估问卷的合理性和理解度，并根据反馈进行修

正和完善，以确保问卷内容的准确性和针对性。预调研阶段的反馈帮助我们优化了问题的表述方式和选项

设置，减少了可能的歧义和误解。正式调研阶段，问卷被大规模分发。为了提高问卷的质量与可信性，在

问卷的第一部分对填写问卷的相关事项进行了简要说明，包括问卷的目的、填写方法和保密措施。此外，

对问卷中涉及的关键变量和专业术语进行了详细解释，以确保受访者能够准确理解问题并提供真实的回答。 
问卷通过在线平台进行分发和回收，共收集问卷 163 份，获得有效问卷 150 份，有效率为 92.02%。收

集对象为来自上海、南京等多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基本人口统计学数据如下：男性 85
人(占 56.7%)，女性 65 人(占 43.3%)；年龄在 25 岁及以下 47 人(占 31.3%)，26~35 岁 84 人(占 56%)，36~45
岁 19 人(占 12.7%)；学历为大专及以下学历 14 人(占 9.3%)，本科 61 人(占 40.7%)，硕士及以上 75 人(占 50%)；
工作年限 1 年以下 61 人(占 40.7%)，2~5 年 66 人(占 44%)，6~10 年 9 人(占 6%)，10 年以上 14 人(占 9.3%)。 

3.2. 自变量 

根据构建的理论模型，人工智能是作为自变量。本研究选择了成熟的量表进行衡量，因而选择了 Pok 
Man Tang 的量表[15]。量表涉及包括“我在做出工作中的主要决策时使用了人工智能”在内等三个问题。

该量表的信度为 0.92，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从 1 非常不准到 7 十分准确。 

3.3. 因变量 

(1) 工作注意力 
测量员工的工作注意力时候得到节省，需要选择成熟的量表进行衡量。Ocasio 认为注意力理论解释

了组织结构和流程如何影响个体的注意力分配，以及这是如何影响组织决策和行动的[16]。Luke Rhee 借

鉴了该理论提出将注意力分为四个阶段，即关注、编码、解释与时间和精力并改进了量表，因而选择了

其改进的成熟的量表[17]。该量表包括了“我会投人时间和精力去搜寻更多这些渠道知识的相关信息”在

内的四个问题。该量表的信度为 0.808，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从 1 非常不准到

7 十分准确。 
(2) 工作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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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很多学者对员工的工作自主性进行了研究，Breaugh 提出工作自主性是员工在工作中拥有的

控制度，包括他们对工作任务的控制、对工作时间的控制以及对工作技术或方法的控制[18]。Liu C 根据

工作诊断调查剔除了带有负面情绪的问题[13]。本文结合在工作场所人使用工智能的前因，并通过比较两

者的差别，选择了更加贴合研究主题的由 Liu C 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括“这份工作给我提供了相当多

的机会，去独立，自由地完成工作任务”等在内的三个问题。量表的信度为 0.82，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从 1 非常不准到 7 十分准确。 

3.4. 控制变量 

(1) 性别 
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和反映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将性别确定为控制变量。 
(2) 受教育程度 
在工作场所个人的学历背景决定了其开展工作的方式，因此学历被认为能够影响员工在与人工智能

协作下自主性和注意力是否得到保存或者消耗的重要因素。因此受教育程度被确认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3) 工作年限 
工作年限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注意力，因此被确定为控制变量。 
(4) 公司存续时间 
公司的已经经营的时间长短确定了其组织制度的成熟度，也会影响到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组

织支持的程度会影响到员工的情绪。因此公司年龄被确定为控制变量。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 1，通过 SPSS 软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工作

注意力、工作自主性都呈显著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变量 Mean SD 1 2 3 

1 人工智能应用 5.75 0.90002 1 - - 

2 工作注意力 2.3828 0.97754 −0.554** 1 - 

3 工作自主性 2.5104 1.04722 −0.503** 0.824** 1 

注：**P < 0.01。 

4.2. 假设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工作注意力、工作自主性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自变

量，员工工作注意力、工作自主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2 所示，将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构成模

型 1，随后加入工作注意力构成模型 2。通过相关性分析，性别、学历、和公司年龄对工作注意力和工作

自主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进行检验时将员工年龄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控制变量后，

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员工工作注意力的影响为负(β = −0.501，P < 0.05)。同样，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对员工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构成模型 3 和模型 4，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为负(β = 
−0.562，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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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工作注意力 工作自主性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年龄 −0.201* −0.151* 0.327 0.125 

工作年限 0.042 0.032 0.032 0.027 

人工智能应用  −0.501*  −0.562* 

R2 0.448 0.570 0.225 0.377 

ΔR2 0.342 0.467 0.142 0.076 

F 4.216* 5.527* 1.512 2.517* 

VIF 2.579 1.539 1.579 1.539 

注：*P < 0.05。 

5. 结论 

研究结果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员工的工作注意力，即对员工心理情绪有积极影响，

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会降低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即对员工的心理状态有消极的影响。AI 系统可以

处理大量数据，快速识别模式和趋势，从而辅助员工进行更为精准的市场分析和风险评估。这种技术支

持不仅节省了员工的注意力，还有助于减轻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负担。然而，AI 的介入也可能降低员工的

工作自主性。当决策过程越来越依赖于 AI 的分析和推荐时，员工可能感到他们在工作中的主导地位被削

弱。AI 的预设算法和输出可能限制了员工探索创新解决方案的空间，降低了工作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针对 AI 应用的双刃剑影响，给出以下管理建议。 
人机交互的优化：研究如何设计更符合人类工作习惯的 AI 系统，以促进人机之间的有效协作。 
组织文化适应性：探索组织文化如何适应 AI 技术的引入，特别是如何在保持员工的创新性和自主性

的同时有效利用 AI。 
员工心理与情绪反应：深入了解 AI 技术对员工心理健康和情绪的长期影响，以及如何在组织中有效

管理这些影响。 
AI 伦理和治理：研究如何在组织中建立 AI 伦理标准和治理结构，以确保 AI 的使用不仅高效，而且

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 
总体来说，AI 技术的引入是一个双刃剑，它在帮助员工决策和节省注意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工作

自主性的挑战。组织需要通过策略和管理实践来平衡这些影响，以促进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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