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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对工作绩效曲线影响的理论研究
胡进梅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摘要：信任是与他人相互合作以及保持良好工作氛围的关键。信任可以分为个体对同事的情感信任，对同事的认知信任，对上级的情
感信任和对上级的认知信任，本文就信任和其工作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分析得出对同事的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以及对上级的情感信任和
认知信任与其工作绩效都存在“倒 U”型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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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者将信任分成双维甚至多维，

McAllister 在研究人际信任时将信任划分为

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该划分方法也受

到学术界广泛认可和采用。王智宁等进一步

提出认知型信任是信任方对受信方解决有关

问题的技能、知识、能力的认知判断，而情

感型信任是指双方在频繁的交往过程中所建

立的主观判断，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的利

益，进而拉近双方的距离，形成共同情感，

产生心理认同。而信任根据受信方不同可以

分为同事之间的信任和下级对上级的信任，

Dirks 在研究对上级的信任如何影响绩效时

指出对上级信任和同事之间的信任不同，这

两种信任对绩效以及员工的态度和各种行为

产生的影响都会有差别。根据信任的以上两

个维度将信任分成四类，即：对上级的认知

信任，对上级的情感信任，对同事的认知信

任，对同事的情感信任，分别分析这四类信

任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

一、对同事的信任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

信任是组织内部的润滑剂，减少了组织

内部冲突，也促进组织的有效运转，工作中

个体对同事缺乏信任会其对工作绩效产生

不利影响，首先，对同事工作能力的缺乏

信任会减弱与同事相互合作与学习的意愿，

Mayer 等认为信任会增加一个团体的合作能

力和协调能力。其次，同事之间一定的情感

信任会促进劳动氛围的改善，增强员工对组

织团队的情感承诺，同事之间不会花费大量

精力去防备和监控他人损害自身利益，减少

工作中的冲突。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对工作满

意度和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离职

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再次，众多研究

显示同事间的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都会促进

知识共享。

但对同事有越高的信任会产生越高的绩

效吗，首先，个体对同事过高的信任会增加

对同事的依赖，信任方对受信方的工作能

力和品质等过高信任会跟随对方的行为想

法，阻碍了信任方个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培

养。而信任方出于对受信方的情感信任会降

低对其要求、监督和机会主义行为，并相信

对方不会将自己工作上的疏漏指出或告发，

会形成松散的工作氛围。其次，情感信任容

易形成小团体现象，抵制新成员新思想的融

入，李永强等指出强连带易于产生信任，促

进知识技术共享，却阻碍了新进成员的进

入，在高度团结惬意的群体中，成员会产

生“搭便车”思想，因此容易丧失创新的动

力。最后，对同事高度信任会减少必要的良

性竞争。由此可见，对同事的认知信任和情

感信任过低或过高都对其工作绩效有负面作

用，在中等信任水平下才会使工作绩效达到

最高。

二、对上级的信任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

以往众多研究表明对上级的信任会对其

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下级

对上级的信任对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以

及个人工作态度因素如工作满意度和对该团

体的责任感等都有正向影响，下级对上级的

缺乏信任降低个体的心理安全感，降低对上

级决策的接受意愿，在工作中下级对上级的

认知信任会让下级更愿意接受上级领导，及

时和上级交流问题，下级对上级的情感信用

会扩大上下级交流量度和广度，有利于隐性

知识共享和复杂问题的解决，缓解了雇佣关

系。因此，对上级缺乏信任也不利于提高员

工的工作绩效。

工作中下级对上级的信任是不是越高越

好呢，Langfred 提出高信任度在一定条件下

反而有害，高信任一般会形成低控制，反而

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反作用，因为过低的控

制会使整个组织松散，当对上级有过高认知

或情感信任都会导致下属的懈怠，首先下级

对上级如果存在过高的情感信任会削弱了上

级的威严，下级会放松自己的工作任务。其

次，对上级的过高的认知信任也会引起下级

对上级的依赖，从而降低下属的工作能力和

创新能力。鞠芳辉等在研究中认为过度的情

感信任可能演变成“盲目信任”反而妨碍工

作成员间的沟通进而影响工作绩效。整体而

言，对上级过低的信任和过高的信任都会对

其工作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适当中等信任

程度才可能会产生最高的绩效。

三、启示

本研究在现实中管理也有一定启示，第

一，工作中良好的信任氛围的确会有利于员

工工作发展，因此管理者要注重培养信任文

化，一方面在员工之间多组织活动促进员工

间相互了解和信任，同时建立公平合理的政

策制度，减少员工猜忌和督促他人的行为；

另一方面，领导要信守承诺，处事公正，韦

慧民等在研究管理者行为对管理者信任影响

时指出公正行为对管理者认知信任的影响最

大，指导行为对管理者情感信任的影响最

大。另外，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上

级可以及时发现员工工作中的问题并解决。

第二，要注意把握员工之间信任的度，过分

的信任氛围也会带来很多管理问题，反而对

员工的工作绩效有害，因此在创造良好信任

环境的同时要注意信任带来的负面效应，首

先建立有效合理的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对

员工的工作过程结果进行适当的监督控制，

避免组织内部一些依赖松散、群体高附和性

和“搭便车”等不良现象，奖惩要及时合理

到位，促进员工工作积极性，上级要多给下

级机会去发挥和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鼓励

下级提出建议和发挥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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