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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际上有关应急追随者的研究刚刚起步，设计出能够描述我国应急追随者特质的量

表，可作为学者开展应急追随行为、应急团队能力等方面研究的基础，并在实践中指导应急追随者的

选拔、培训与考核工作。研究者按照量表开发的标准步骤，开发了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该量表共21
题，4个维度，分别为支持领导、积极主动、爱岗敬业、执行能力4个维度。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能够作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基础，并为追随者的自我提高和相关部门的人员测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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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频繁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给人们带来

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平均

每年发生各类灾害事故达70多万起，造成的死亡人

数超过20万人，伤残超过20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

6000亿元[1]。而灾害发生后，应急救援团队无疑是

拯救人民生命，减少财产损失的关键。因此，加强

应急团队的建设，提高救援效率迫在眉睫。 
Adini指出应急团队的知识和能力是组织应急

能力的重要部分[2]。而作为团队中的成员，应急追

随者个体的素质和能力将直接影响团队的应急能

力。在应急救援中追随者是具体的实施救援活动的

人，是各种应急决策的执行者。应急追随者的工作

态度、工作能力、执行速度等都直接影响着救援的

效率与效果。因此系统研究应急追随者应该具有的

特质，是提高应急救援工作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然而，目前关于应急追随者的研究较少，多是

定性研究[3]，缺少数据支持，更没有针对应急追随

者特质开发的量表。开发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能够

全面地把握应急追随者应该具备的行为和品质，并

通过量化这些特质来指导应急团队的建设和相关人

员考核。 

一、追随的研究现状 

对于追随者的界定，学术界尚没有统一定论，

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追随者即为下属，如Kellerman

将追随者定义为：与上级相比，拥有较少能力、权

力、影响力的下属[4]。第二种观点认为追随者与下

属不同，下属是一种受制于上级的、机械的、肉体

上的投入[5]，而追随者是认同组织的价值观，全身

心的投入工作中的一类人等[6~7]。第三种观点认为追

随与职位无关，如Dixon指出处于任何职位的人都可

能成为追随者[8]，刘建军则认为甚至在一些特定的

情况下，领导也会有追随行为[9]。 
为了能够有效地研究追随行为，学者们从不同

的角度对追随者进行了分类。如，Zaleznik从控制和

行为两个维度出发，将下属划分为冲动型、强迫型、

自虐型和退缩型[10]；Kelley从思维和行为两个维度

把追随者的风格分为五种类型，即落落不群的追随

者、被动追随者、墨守陈规者、有效追随者、实用

主义生存者[11]；Kellerman根据参与组织活动的水

平，把追随者分为五种类型，即孤立者（Isolates）、
旁观者（Bystanders）、参与者（Participants）、积极

分子（Activists）、死党（Diehards）[4]。同时，Chaleff，
Shamir和Howell，Pittman等学者也都给出了不同的

追随者分类[6,12~13]。这些不同的分类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肯定了追随者在组织中的作用，然而由于其视角

的独特性，使得这些分类不足以对追随者的特质进

行全面探讨，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好的追随者能够帮助领导实施决策，为组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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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贡献力量。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提出了追随者应该具有的品质，如忠诚领导、独立

思考[14~15]，主动性[4,16]，正直[17]，胜任工作[18]，良

好的人际关系[13,19]。目前有关追随者特质的量表都

是针对特定的追随者分类而提出的，如Kelley为了能

够从思维的批判性和行动的主动性两个维度对追随

者进行分类，提出了一套测量量表，该量表从自我管

理、胜任力、可靠性等6个层面对追随者进行衡量[11]，

Dixon和Westbrook的TFP（The followership profile）
量表对Chaleff提出的追随者的五种勇气进行测量

等[8]。这些量表都因为自身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

广泛应用。 
在应急管理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从

决策系统的科学性等视角出发寻求提高应急决策质

量的方法，如，决策方法的改进[20]，应急预案的完

善[21]等。少部分学者从领导力提高的角度出发寻求

提高应急团队素质的方法[22~23]，而有关应急追随者

的研究则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本文的目的是设计出

能够描述应急追随者特质的量表，作为学者开展应

急追随行为、应急团队能力等研究的基础，并在实

践中指导应急追随者的选拔、培训与考核工作。 

二、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开发与验证 

追随是相对领导而言的，是支持领导者的决策，

协助解决问题的行为[24]。本研究认为追随者是一种

行为角色，是具有追随行为的人，与职位高低没有

关系。本文中的应急追随者是指在各类突发事件中

从事应急救援与救灾工作的具有正式编制的专业救

援人员。 
（一）量表初始问项的确定 
为了获取应急追随者特质，本文在充分的文献

分析基础上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来获

取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初始描述项。 
首先，通过大量文献阅读，掌握追随领域和应

急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了解追随者特质和

应急救援工作的研究进展。 
其次，从2011年11月起，对19名从事应急救灾

工作的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包括消防战士9
名，武警战士5名，以及5名解放军战士。每个被访

者的访谈时间平均为1.5个小时，并在被访者知情同

意的前提下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录音逐字整理出

的文稿约为10万字。访谈提纲为，让访谈者以事件

处置的时间为序，按照行为事件访谈的4要素STAR
（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ult），详细讲述他们所处

置过的、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急事件。访谈

结束后，邀请了2名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的教授和2名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访谈内容进

行分析，提取关键行为/特征。 
最后，从2012年5月起，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学院硕士生（均从事过一线救灾工作），以及中国

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接受培训的学员发放开放式问

卷。问卷内容为，您认为应急救灾中优秀的追随者

应具备哪些特征或行为（至少5条）。问卷分析前，

将字迹潦草无法辨认，或者含有类似“优秀的追随

者应该军容整洁”等无关回答的问卷定为无效问卷。

此次问卷共发放70份，回收了50份，有效问卷45份。 
通过文献整理、访谈以及开放式问卷获得的条

目由3名教授（1名人力资源方向，另外2名应急管理

方向）、2名研究生进行问卷初始量表的编制。通过

语义分析，合并类似的描述项；修改措辞不当的条

目；删除不符合本研究内容的描述项。经过修改整

合之后，最终获得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初始问项，

共30条，如表1所示。 

表1  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初始问项 

初始问项 
a1    我愿意听从上司的指挥 
a2    我认真完成任务，不在乎得失 
a3    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是正确的，即使没有领导的许可，我也

会做 
a4    对有些任务，有时我会找理由推脱 
a5    为完成工作，我可以置自己于危险的环境中 
a6    我相信领导的能力和人品 
a7    我觉得领导的安排不一定马上要执行，只要不耽误事情就可

以了 
a8    我会主动适应不同风格的领导 
a9    能够在公开的场合维护领导面子 
a10   会在职权范围内活动，从不越权，甘心居于领导的背后 
a11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从事这个职业 
a12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可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a13   有时候上级布置的任务，令我感到很累 
a14   我经常在背后讨论领导 
a15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虚心接受批评，并及时改正错误 
a16   我总是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a17   如果上级下达的命令不合理，我会指出甚至反驳 
a18   我认为不应该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来实现组织目标 
a19   我的抗压能力很强 
a20   我能准确认知领导的意图 
a21   我思维活跃有主见 
a22   我工作认真，任劳任怨 
a23   我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a24   我愿意为完成自己的工作付出额外努力 
a25   我常常贡献个人智慧支持领导决策 
a26   我会主动从领导的角度考虑问题 
a27   我能快速识别救援现场的情况 
a28   我的专业技能过硬 
a29   对整体有利的事情，即使没有安排，我也会做 
a30   我能够与同事高效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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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将获取的应急追随者特质的30条初始问项编制

成调查问卷并发放，调查问卷的计分方法采用Likert
五点量表法进行，1代表非常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

符合，3代表一般符合，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非常

符合。 
将追随者特质的调查问卷分别在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和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发放。共发放350
份，回收340份，有效问卷320份，有效率94%。样

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所有的调查对象全为男

性，年龄在20～29岁之间，工作年限多为1～5年，

处于组织的基层。当前，我国从事应急救援工作的

主体如消防员战士、武警战士和解放军战士均采用

现役制，工作年限较长的，一部分获得了晋升成为

领导，一部分转业地方。所以从事应急救灾的追随

者都比较年轻，且工作年限较短。因此调查对象的

基本信息符合本文对应急救援追随者的设定。 

表2  问卷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320 100% 

女 0 0% 

年龄 

20岁以下 0 0% 

20～24岁 257 80% 

25～29岁 63 20% 

30～34岁 0 0% 

35岁以上 0 0% 

职业 

消防员 128 40% 

解放军 99 31% 

武警 93 29% 

职务级别 

基层 307 96% 

中层 13 4% 

高层 0 0% 

工作年限 

1～2年 141 44% 

3～5年 175 55% 

6～10年 4 1% 

10年以上 0 0% 
 

（三）项目分析 
为了检验调查问卷中，各问项对调查对象的区

分程度，本文采用临界比率对问卷中的条目进行筛

选。计算出所有被调查者的问卷得分总和，按照高

低顺序排列，选取前25%为高分组，后25%为低分组，

求出高低两组的平均差，并计算其显著性水平。求

出的显著性水平即为该题的CR值。如果CR值没有达

到显著性标准，就表示该条目不能够鉴别不同的调

查者的反应程度，在调查中没有意义，应该予以删

除。利用SPSS17.0检验初试量表中各问项的CR值，

结果如表3所示，问项a13、a22的CR值大于0.05，没

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故去除这两个条目。其他各题

CR值均小于0.05，因此予以保留。 

表3  初试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初试问 
卷编号 

均值 
(高分组) 

均值 
（低分组） t值 

CR 
（显著性） 

a1 4.93 3.98 6.879 .000 

a2 4.1 2.95 6.210 .000 

a3 3.13 2.63 2.062 .043 

a4 4.63 3.33 7.909 .000 

a5 4.63 3.7 5.286 .000 

a6 3.53 2.9 2.277 .026 

a7 4.48 2.98 2.277 .026 

a8 4.73 3.48 6.843 .000 

a9 4.88 3.93 6.843 .000 

a10 4.7 3.43 9.339 .000 

a11 4.8 3.48 9.339 .000 

a12 4.9 3.53 7.798 .000 

a13 4.13 3.72 -1.950 .055 

a14 4.9 3.68 8.150 .000 

a15 4.9 4.1 8.150 .000 

a16 4.18 3.15 7.524 .000 

a17 4.95 3.65 7.524 .000 

a18 4.58 3.45 9.373 .000 

a19 4.5 3.55 9.373 .000 

a20 4.55 3.58 8.687 .000 

a21 4.78 4.08 8.687 .000 

a22 4.10 3.69 -1.929 .057 

a23 4.8 3.55 7.798 .000 

a24 4.35 3.6 7.619 .000 

a25 4.55 3.95 5.189 .000 

a26 4.4 3.55 10.269 .000 

a27 4.5 3.43 7.239 .000 

a28 4.55 4.03 7.239 .000 

a29 4.15 3.4 5.797 .000 

a30 4.1 3.45 6.447 .000 
 

（四）探索性分析 
探索性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对问卷

的条目进一步精简，另一方面是将问项进行归类，

探索问卷的因子结构。本研究将调查问卷的320份有

效样本随机均分为两份，各160份，其中一份用于探

索性分析，另一份用于验证性分析。 
判断数据是否需要进行主成分分析的依据是取

样适当性指标（KMO）。当KMO大于0.8时，表明适

合进行因素分析；当KMO小于0.5时，则表明数据不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25]。在确定问卷维度的时候，本

文依据单因子负荷和交叉因子负荷来决定问项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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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Comrey和Lee指出一个问题项在因子上负载值

超过0.71表示非常好，大于0.63表示很好，大于0.55
表示好，而小于0.32表示因子不能解释指标变量，同

时一个条目最好只在一个因子上负载超过0.32，如果

同一问项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子上负载超过0.32，
则表明存在交叉负荷，可以考虑删除该问题项[26]。 

本研究共进行两次探索性分析，第一次探索性

分析的KMO为0.816，大于0.8，表明数据适合进行

主成分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233.3，显著性

水平为0.000，这表明各个条目间有共享因素的可

能，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利用SPSS17.0软件，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用最大变异法进行因素选

择，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从而确定问卷的维度

和各个问项的因子负荷。 

表4  KMO and Bartlett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0.816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233.336 

自由度 190 

显著性 0.000 

 
第一次探索性分析中的因素分析共抽取出5个

维度，累计解释总体方差变异量60.2%。在抽取出的

5个维度中，第一个维度解释总体方差变量较多，而

第五个解释量较少，所以需要删除一些问项之后，

做进一步的探索分析。根据本文的筛选原则，删除

单因子负荷小于0.55或交叉因子负荷较高的问项，

即删除第a3、a4、a9、a14、a21、a23、a24项。 
第二次探索性分析对剩余的21道题目进行第二

次探索性分析，KMO为0.843，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1179，显著性水平为0.000，这表明剩下的21道问项

适合探索性分析。第二次探索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因子负荷小于0.3时在表中不显示）。本次分析抽

取了四个因子，累积解释总体方差差异量63.1%，且

每个维度的解释总体方差变异量相当，包含的问题

数量也大致相同，因而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具体的

问项和因子结构如表5所示。其中，因子一包含6个
题目，主要考察追随者对领导的认同和支持，包括

相信领导的能力和人品、能够正确理解领导的要求、

服从领导指挥、并为之出谋划策等，因此本文将其

命名为支持领导；因子二包含5个题目，主要考察内

容包括工作态度、工作热情、主动思考和学习，及

时更正错误、勇于承担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务等，因

此命名为积极主动；因子三包含6个题目，主要考察

内容包括热爱工作、愿意为了获得更好的绩效而付

出努力、不惧危险、勇于担当、大局意识等，因此

命名为爱岗敬业；因子四包含4个题目，是指对追随

者能力的考察，包括专业的技术水平、对周围环境

的认知、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因此命

名为执行能力。 

表5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各描述项 
因子负荷 

支持 
领导 

积极 
主动 

爱岗

敬业

执行 
能力 

支持领导 

a1 0.818    
a6 0.673    
a10 0.746    
a17 0.632    
a20 0.737    
a25 0.782    

积极主动 

a7  0.677   
a8  0.646   
a15  0.669   
a26  0.770   
a29  0.615   

爱岗敬业 

a2   0.669  
a5   0.753  
a11   0.633  
a12   0.686  
a16   0.765  
a18   0.683  

执行能力 

a19    0.728
a27    0.661
a28    0.698
a30    0.725

解释的总体方差变异量

（63.1%） 
17.5% 16.9% 15.5% 13.2%

（五）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的目的是探索问卷的可靠性，最常用

的方法是同质性信度检验，通常由Cronbach α指数表

示。一般而言当Cronbach α达到0.7时，表明量表的

同质性系数很高。本研究利用SPSS17.0对量表进行

了信度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的数据可知，

支持领导、积极主动、爱岗敬业、执行技能四个维

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764、0.722、0.750、0.746，
均大于0.7，表明应急救援追随者特征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表6  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Cronbach α指数信度分析 

因素 支持领导 积极主动 爱岗敬业 执行技能

Cronbach α指数 0.764 0.722 0.750 0.746 
 

2．效度检验 
效度即有效性，用来检验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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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吻合程度。本文采用内容效度、结构效度、

效标效度对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进行效度检验。 
（1）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指的是问卷实际测到的内容与所要测

量的内容之间的吻合程度[27]。 
本文在编制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过程中对应

急从业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

根据访谈与问卷数据以及文献分析的结果来提取问

项，并结合应急救援领域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

的意见进行修改，从而形成了初试量表。按照量表

编制的标准过程进行筛选，从而得到正式问卷条目。

问卷的条目收集过程和问项筛选过程符合心理测量

学问卷编制的要求。 
心理测量学指出，量表的总分与各个维度的相

关系数可以用于检测量表的效度，二者之间显著相

关，表明内容效度较好。本研究对内容效度的分析

结果如表7所示。四个维度与总分之间在0.01水平上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在0.589～0.835之间。而各个维

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都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

明本文编制的应急救援追随者特质量表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 

表7  应急追随者特质各维度间及各维度与总分间的 

相关系数 
 支持领导 积极主动 爱岗敬业 执行能力 总分

支持领导 1     

积极主动 0.523** 1    

爱岗敬业 0.577** 0.518** 1   

执行能力 0.354** 0.254** 0.351** 1  

总分 0.835** 0.730** 0.814** 0.589** 1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2）结构效度 
本文利用AMOS22.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分析，同

时利用SPSS强行抽取单因子、双因子、三因子模型

作为竞争模型，检验本文构建的四因子结构是否最

优。判别模型拟合度的指标有很多，其中Χ2显著性

检验、RMR、RMSEA越接近0越好，而GFI、NFI、
CFI、IFI、PGFI、PNFI越接近1越好。比较结果如表

8所示，四因子结构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都优于其他

竞争模型，因而四因子结构模型是较为理想的模型。 

表8  各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得分 
竞争 
模型 

Χ2显 
著性 

GFI RMR RMSEA NFI CFI IFI PGFI PNFI

单因子 0.000 0.643 0.096 0.130 0.573 0.652 0.657 0.526 0.516

双因子 0.000 0.698 0.069 0.111 0.656 0.748 0.752 0.568 0.587

三因子 0.000 0.769 0.060 0.086 0.743 0.848 0.850 0.619 0.658

四因子 0.000 0.844 0.049 0.060 0.814 0.927 0.929 0.669 0.709

（3）效标效度 
为了确定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有效性，需要

检验量表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即检验量表的效标

效度。效标信度可以通过所测量结果与其他变量之

间的呈显著的相关关系或者回归关系来检验[28~29]。众

多研究表明，追随者特质会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30]。

因此，本文将通过检验量表测量结果对工作绩效的

影响，来检验本文开发的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的效

标效度。利用SPSS来检验应急追随者特质与工作绩

效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显示，应

急追随者特质的各个维度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

关，因此本文开发的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具有较好

的效标效度。 

表9  应急追随者特质与追随效果的相关分析结果 
追随者特质 工作绩效得分 

支持领导 0.258** 

积极主动 0.295** 

爱岗敬业 0.285** 

执行能力 0.292** 

追随者特质总分 0.406** 

注：**表明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三、结论及使用建议 

（一）结论 
1．通过文献分析、半结构访谈、初试、探索性

分析和验证性分析等过程，本文开发了《应急救援

追随者特质量表》。该量表共21个条目，分为支持领

导、积极主动、爱岗敬业、执行能力等4个维度。每

个维度和条目的含义清晰明确，并且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该量表可以用于后续的研究。 
2．本文开发的量表对应急追随者特质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研究，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也可以

用于追随者的自我测评、相关部门的人员考核等。 
本文开发的应急救援追随者量表，以及后续对

追随者特质、追随效果，以及领导风格之间关系的

研究，为实践中追随者的自我提高、组织管理，以

及追随-领导关系的改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使用建议 
1．本文开发的追随者特质量表为追随者的自我

提高提供了依据。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是对追随

者优秀行为和品质的测量，对追随者特质的各个维

度都进行了详实的行为或思想描述。应急追随者能

够根据自身的真实情况，利用该量表进行自测，明

确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进而找到提升自己的方向，

避免盲目学习。例如，消防人员通过自测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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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不足在于执行能力较弱，那么在日后的工作

中，就可以着重地增强相应的能力。 
2．利用追随者特质辅助组织对追随者的甄选和

测评。许晟、曹元坤指出：“在现实管理实践中，少

数积极有效的追随者实际上履行了组织中大部分的

追随职能”[31]。事实上，一群无效的追随者，其危

害甚至要大于一个无效的领导[32]。因此，选拔优秀

追随者对组织具有重大意义。组织和领导常常根据

追随者以往的工作表现进行选择，然而对没有相关

经验的人员却没有合适的选拔依据。本文的研究结

果表明，应急救援追随者特质对追随效果具有较显

著的预测作用。因此，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对

追随者特质的各维度赋予不同的权重，对候选人进

行测试，从而作为甄选的一个依据。此外，本文开

发的应急追随者特质量表可以为消防、武警和解放

军等相关部门提供测评依据，从而更加客观地评价

追随者。 
3．营造有助于应急追随者发展和提高的环境和

制度。应急追随者是直接参与应急救援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各项素质将直接影响救援的效果，这也在本

文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组织应该充分肯定应急救

援追随者在突发事件处置中的重要性，并努力提高

追随者的各种素质和技能。此外，鉴于领导行为会

对追随者的各项表现产生影响，因此领导者应该设

法对追随者的行为进行引导，设法满足其需求，从

而提高其积极性，保障追随效果。 
4．对于新进的追随者进行严格考核。本文的研

究显示，追随者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命令和任务，

而是通过自身行为不断改变领导和组织。在我国参

与应急救援的多是消防战士、武警战士、解放军战

士等，这些人不仅仅是救援的重要力量，更是国家

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保障。因此在接纳新的应急追随

者前，要充分考虑追随者的行为和品质是否与组织

匹配。以免引入不和谐的因素导致组织现有追随者

的不满，影响团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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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emergency follower characteristics scale can mak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follower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teams. Based on the standard procedure, the 
scale of follower characteristics is developed, which contains 21 items, with four dimensions, namely supporting 
leader, initiative, ded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With a good level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scale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ollowers’ self-improvement, as well as 
personnel evaluation of related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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