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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會計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心理契約的觀點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Accounting 

Faculty: A Psychological Contract Perspective 

杜榮瑞* 

前言 

周齊武教授與章正儀教授有感於新進會計教師對於生涯發展的疑惑，寫了一篇

短文（Chow and Chang, 2023），指引如何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教師，言簡意賅，語重

心長。承「當代會計」厚愛，得以先睹為快，撰寫本文作為回應。周教授是國際知

名的會計學者，連續獲 1982 與 1983 年美國會計學會的最佳論文獎殊榮（Chow, 1982, 

1983），連續兩年獲得此獎項大概僅有他一人；但周教授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對後

輩的提攜與啟迪，毫無保留，而且謙沖為懷。章教授則是勇於探索，勤於開拓領域

的學者，別人認為困難而沒有論文發表潛力的領域，她卻一肩承擔，長期耕耘，終

於在數位時代的今天，能夠成功將科技與會計結合並付諸會計教育上，使會計學子

從容而自信地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我有幸與兩位教授合作論文（例如 Chang, Yen, 

and Duh, 2002; Duh, Chow, and Chen, 2006; Chow, Duh, and Xiao, 2007; Duh, Chang, 

and Chen, 2007; Duh, Xiao, and Chow, 2008; Xiao, Duh, and Chow, 2011），保持聯繫，

深受啟發，得以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教學、服務以及與同事的相處上面。本文的第

二節進一步闡釋他們的觀點以及獻曝自己的經驗，第三節則以一個理論模型解釋上

述觀念，或可發展成大樣本的實證研究，最後為結語。 

會計博士班沒有教的一堂課 

Chow and Chang (2023)的文章重點，不在如何作好研究；雖然研究在升等過程

中佔比越來越高，但博士班的基本訓練就是如何閱讀、欣賞與評論乃至撰寫論文。

他們在這篇短文的建議則是多數會計博士班所沒有教導的。1 

                                                
*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榮譽講座教授 
1 在電機與資訊領域，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 Bill Gates 講座教授孔祥重曾寫一篇文章給博士生，指

引他們如何與指導教授互動，尤其是畢業後的聯繫。我從已故中研院研究員陳昇瑋的網頁上獲知此

文，可惜已不見了。附記：陳博士的意外去世為台灣 AI 界的一大損失，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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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乃是「出去走走」，不要把自己關在研究室，即使在研究室專注於研究，

出去走走，接觸人群的好處很多，哪怕只有十分鐘的閒聊，逐漸彼此更熟悉後，天

南地北皆可談（「small talk」），包括研究點子的激盪，研究領域的擴張，教學經

驗的分享，乃至球賽、旅行、登山、小說、電影與家庭狀況，這都讓自己了解別人，

也幫助別人了解自己。另外就是參與研究 workshop，聆聽與提問可以激發自己的研

究點子，也幫助發表人改善論文。如果能夠詳讀，甚至也閱讀文章中經常引用的幾

篇文章，更有效益。多與 workshop 發表人接觸，自告奮勇接待他們（尤其是知名學

者），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多年前我與周教授合寫一篇文章（Chow and Duh, 2013），

鼓勵走出研究的「穀倉」（silo），2多作跨領域的交流，3周教授與章教授的文章進

一步說明「出去走走，有益健康」。 

其次是參與服務。當我們接到學校的聘書時，翻到背面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文

字，不外乎「應該⋯」、「不應該⋯」、「可以⋯」或「不可以⋯」之類的規定，包

括輔導與服務等，這就是契約，服務在升等過程中的佔比不高，績效衡量也較模糊，

可能因而被忽視了，甚至「敷衍」應付。我認為在助理教授升副教授過程中，不要

承擔太多的服務，因為準備課綱與教材以及思考如何呈現與表達，已經占了很多時

間，但升等為副教授尤其是教授後，應勇於承擔，甚至主動要求，這不只是滿足契

約的要求，而且具有「外溢效果」，可以認識更多人，了解更多研究室外的事物，

增加人際關係的歷練，以及豐富教學內容與趣味，視野也變得較為寬廣，更重要的

是培養具有領導一個學系甚至學院的能力，可以影響一個學系或學院的發展，體現

影響力（impact）。 

第三則攸關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也許有人自覺懷才不遇，沒有

伯樂知己，如果有此感覺，可能要注意自己留給別人的印象為何，個人的努力固然

不可或缺，但別人的拉拔則可省力省時，畢竟這是一個社會，重視人際互動。會議

時，出於善意，適時表達意見，增加能見度，但沒有必要咄咄逼人引發注意，持續

在會議（包括研討會）中發言與建議，會讓人留下印象，知道個人的優點，機會到

時自然就會被考慮，而不會被埋沒在人群中。服裝儀容則較為主觀，但在會計領域，

奇裝異服，或行止邋遢，總是給人不夠專業的形象。最後則是英文與國際禮儀的重

要，不再贅述。 

以上的闡釋似乎強調如何增加自己在組織中的價值，有些是較容易客觀衡量，

有些則是主觀的評量，不僅有自利的動機，事實上也包括如何增加自己對組織的影

響力，不論是組織內部成員的看法或是組織外部人士的知覺。我認為二者並不衝突，

例如，參與服務不僅對自己有上述效益外，也讓外系的同事對於自己的學系有更好

的評價，從而可以有更多發揮的機會，這就是影響力；換言之，影響力不僅限於目

                                                
2 穀倉現象不僅存在學術界領域間的隔閡甚至缺乏互動，也存在產業界（林力敏譯，2016）。 
3 Merchant, Van der Stede, and Zheng (2003)有類似的觀察與深入的分析，認為侷限於單一學科的理

論或方法會阻礙學科間的交流及知識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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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流行的 impact factor，正如同一個企業的目的，不僅限於獲利，而且要成為好的地

球公民，對於社會有良善的影響力（Serafeim, 2022）。 

大學會計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心理契約的觀點 

同一份聘書，同樣的的文字內容，卻會因人而有不同的解讀，如果聘書代表的

是契約，因為解讀或認知不同，便形成不同型態的心理契約（Rousseau and Parks, 

1993），有的人把它視為一種純粹交易的契約（交易型心理契約，transac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認為按聘書字面上的要求去做，獲得薪酬的回報就好了，

好比去市場買東西，付錢為義務，拿到標的商品為權利。如果這麼看待聘書，個人

只會作好所謂「份內」（in role）的工作，也期待只要這麼做便可以獲得回報，於是

workshop 不出現，遇到學校的評鑑（如 AACSB）的工作，能躲就躲，因為這些都是

「份外」（ultra-role）的工作。相反的，如果將這份聘書當作關係型的心理契約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則個人對組織會有共存共榮的想法，期待組織

提供發展、增進技能與知識的機會，幫助自己的成長，也不會任意解聘，而自己也

會對組織具有承諾感，期待組織更好，不會對聘書上的文字作表面而狹隘的解讀，

而勇於承擔「份外」的工作，成為良善的組織公民。 

很明顯的，不同型態的心理契約引致的行為後果有所不同，這個差異反映於個

人在組織中的價值，乃至於對社會的影響力。周教授的研究影響力持續至今，有興

趣的讀者可以比較 Chow (1983)與 Kachelmeier and Williamson (2010)的文章，即可知

曉，但他更大的影響力則在於提攜後進，指導後學，幫助同事，這是「份外」的工

作，他卻樂此不疲，這就是自己的價值以及對於社會的影響力。章教授亦然，毅然

走了沒人要走的路，儘管充滿荊棘，捱過孤獨而辛苦的時光，終於發展一套結合會

計與資訊／通訊技術的課程，讓學生的就業更為順利也更為從容，這絕不是時下的

impact factor 可以比擬的，但這就是自身的價值與影響力。圖一代表這個理論模型。 

 

 

 

 

 

 

 

圖 1 理論模型 

從員工角度而言，心理契約乃是員工（教師）主觀對於自己與組織（雇主）的

相互義務與權利的預期（Rousseau and Parks, 1993; Robinson and Rousseau, 1994），

如上所述，關係型心理契約較有可能促成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Rousseau and Parks, 

1993; Morrison and Robinson, 1997）；然而，若組織沒有讓教師感知到組織的支持，

心理契約型態 組織公民行為 價值/影響力 

感知的組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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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重視教師對組織的貢獻以及在乎教師的幸福（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and Sowa, 1986; Rhoades and Eisenberger, 2002; Riggle, Edmondson, and 

Hansen, 2009），這種可能性會降低，因為教師會覺得組織沒有盡到關係型心理契約

的義務，除非可以解釋為何組織不這麼做（Morrison and Robinson, 1997）。當教師

的組織公民行為傾向降低後，對於「份外」的工作不再熱衷，與同事關係不再熱絡，

不僅自己的價值提升有限，對於組織乃至於社會的影響力也更低了。 

結語 

本文回應 Chow and Chang (2023)的文章，並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闡釋他們

的觀點，輔以自己的觀察與經驗，第二部分則以兩位教授作為「個案」，應用組織

心理學的文獻，歸納為一個理論模型，這些文獻絕大多數以企業（製造業或服務業）

的員工（或主管）作為觀察對象，較少以教育機構（如大學）為設定背景（見 Ahmed, 

Nawaz, Ali, and Islam, 2015），歡迎有興趣的讀者一起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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