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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校博士后满意度的机制研究
———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

路林翰ꎬ周　 鹏ꎬ梁馨元

(沈阳建筑大学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ꎬ对博士后满意度内涵及影响博士后满意度的情境因

素、个体因素、情境与个体因素作用进行了阐述ꎬ从高校情境因素视角出发ꎬ对博士

后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ꎬ并从博士后政策制度、酬金分配、经费资助、学术

平台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博士后满意度提升的具体措施ꎮ

关键词:博士后ꎻ满意度ꎻ情境因素ꎻ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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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阳建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概况

沈阳建筑大学(以下简称学校)于 ２０１５
年开展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工作ꎬ发轫元年

恰逢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 ３０ 周年ꎮ 学校现

有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２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ꎬ下设 ８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ꎬ涉
及 １３ 个主要学科方向ꎬ拥有众多学术知名的

合作导师ꎬ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百余名ꎬ现为

«中国博士后»理事单位ꎮ 在国家及辽宁省

有关部门的指导下ꎬ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辽

宁省有关博士后工作的方针政策ꎬ积极开展

博士后科研人员招收工作ꎬ吸引了一批优质

的科研人员来校工作ꎮ 在开展流动站自主招

收的同时ꎬ注重加强与校外科研院所、企业等

工作站联合招收工作ꎬ服务于辽沈地区人才

培养与科技产业创新ꎮ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ꎬ
着重支持优秀的博士后科研人员在思路、理
论上的创新与实践ꎬ逐步建立并完善制度体

系ꎬ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

及生活条件ꎬ推进博士后工作发展进程ꎬ发挥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科研热情ꎬ促进其在科学

研究中不断取得高水平成果ꎬ加快优秀科技

人才成长ꎮ 学校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平台优

势ꎬ吸引一批优秀博士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ꎬ聚焦重点建设学科及关键技术领域从

事技术攻关与科学研究ꎬ在科研实践中为国

家及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优秀的专

业技术人才和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ꎮ

二、高校博士后满意度内涵及因素分析

１.博士后满意度内涵

高校博士后满意度是指博士后研究人员

对其科研工作及高校可提供政策、环境的一

种情感倾诉或态度ꎮ 高校博士后满意度是博

士后研究人员的期望值与在高校开展工作实

际感受的比较程度ꎬ这既反映出博士后研究人

员对高校管理工作的满意程度ꎬ又展示出博士

后研究人员的个性特征ꎬ尤其是个人的价值

观、期望值等方面的差异对满意度的感知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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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体现出高校在满足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

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程度[１]ꎮ
研究表明ꎬ高校的情境因素(包括制度

性因素ꎬ如规章制度是否合理等ꎻ关系性因

素ꎬ如上下级关系、与合作导师的关系等ꎻ结
果性因素ꎬ如薪酬待遇的水平、博士后科研人

员个人价值的提升、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等ꎻ
物理与人文环境因素ꎬ如高校文化、博士后的

工作任务与角色等)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个

体因素(包括人格特征与人口统计特征ꎬ如
博士后个人特征与高校文化的匹配、人格与

工作任务的匹配等ꎻ非工作方面因素ꎬ如博士

后个人的家庭、生活等)会影响到博士后的

满意度ꎬ此外ꎬ高校情境因素与博士后个体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到博士后的满意

度[２]ꎮ 这些因素及其动态特性会对提升博士

后满意度产生牵制作用ꎬ高校应当建立健全解

决满意度提升问题的体制机制ꎬ不断提升博士

后的满意度水平ꎬ促进高校科研、教学等工作

的有序开展ꎮ
２.博士后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高校博士后满意度的有高校情境因

素、博士后个体因素、情境与个体因素的作

用ꎬ这 ３ 类影响因素中既有系统的、也有特殊

的ꎻ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ꎮ 高校的情境因

素有其生命周期ꎬ而且博士后个体特征的多

个方面也是变化的ꎬ因而博士后的满意度水

平也非静止不变ꎬ而是起伏不定的ꎮ 不同因

素导致的满意度不同ꎬ所对应的解决措施也

就不同[３]ꎮ
研究表明ꎬ影响高校博士后满意度的因

素中ꎬ情境因素占 ４０％ ~ ６０％ ꎬ个体因素占

２０％ ~ ４０％ ꎬ两者相互作用因素占 １０％ ~
２０％ [４]ꎮ 因此ꎬ在考虑个体因素与两者相互作

用因素的前提下ꎬ高校应当致力于解决由于高

校情境因素、部分博士后个体特征因素及其相

互作用而引起的大多数满意度问题ꎬ应重点完

善高校情境因素所对应的做法与措施ꎮ

三、高校情境因素视角下博士后满意度

影响因素分析

１.管理制度完善程度影响博士后满意度

高校有关博士后的管理制度与规定是影

响博士后满意度的重要因素ꎬ我国的博士后

科研人员在站时间一般为两年ꎬ延期或提前

出站需要经个人申请ꎬ由学校及省级管理部

门审批ꎮ 一些高校利用博士后制度平台ꎬ招
聘选拔一些优秀的科研人才ꎬ往往希望尽快

聘用优秀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重大科研项

目研究ꎬ但是很多博士后人员通过两年的工

作时间很难完成开展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ꎬ
在攻坚阶段课题的进展常常被迫中断ꎬ导致

了博士后科研人员的引进、流动与高校的管

理体制机制之间矛盾的出现[５]ꎮ 完善的管

理体系与明确的规章制度能够为博士后的发

展提供有力的保障ꎬ高校管理制度完善程度

将直接影响博士后满意度的水平ꎮ
２.考核薪金分配形式影响博士后满意度

当前ꎬ大多数高校一般参考甚至照搬博

士培养的已有管理制度对博士后科研人员进

行考核与评价ꎬ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对博士后

制度管理的本质要求ꎬ也缺乏足够的管理制

度创新ꎮ 新时期博士后工作面临新的责任与

任务ꎬ但是一些高校的博士后考核与评价机

制滞后ꎬ在这种考核评价机制下ꎬ出现了博士

后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重理论水平、轻实践

应用ꎬ重论文数量、轻推广应用的短期投机行

为ꎬ由于重数量、轻实用ꎬ重评奖、轻市场需

求ꎬ使得从博士到博士后只是一个时间经历ꎬ
而不是一个质量提升的过程ꎬ导致出现了博

士后能够进站就表明能顺利出站的现象[６]ꎮ
博士后考核评价的标准与原则、培养质量与

学术发展的关系、酬金分配机制等关系到博

士后个人的切身利益ꎬ高校是否奖惩分明ꎬ是
否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以及科学合理的

激励机制是影响博士后满意度高低的因素

之一ꎮ
３.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影响博士后满意度

据统计ꎬ我国每年招收博士后人员数量

以 ５００ 人左右的数量递增ꎬ然而国家财政部

每年拨付的日常经费只增长 １５０ 人左右的研

究人员经费ꎬ导致了高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的增长幅度与国家总体经费投入增长幅度不

对等现象的出现ꎮ 同时ꎬ随着国家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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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下调ꎬ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力度也有

所下降ꎬ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比例从早期的

６５％ 左右下调到目前的 ３０％ 左右[７]ꎮ 由于

博士后基金资助比例有限ꎬ博士后科研人员

在站期间获得资助的总量不足ꎬ在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博士后科研人员进站开展科研工作

的热情与积极性ꎬ可能会使其出现对科研工

作产生消极情绪的情况ꎮ 高校对博士后科研

工作的经费投入直接关系到博士后科研成果

的产出与转化ꎬ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开展需要

有经费的支持与保障ꎬ博士后本人十分在意

其科研价值的实现ꎬ并且希望能够得到高校

与社会的认可ꎮ 因此ꎬ博士后的满意度会受

到高校科研经费支持力度的影响ꎮ
４.提供交流平台层次影响博士后满意度

博士后科研人员进站后开展科研工作所

能够取得的科研成果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受高

校所提供科研平台与交流平台层次的影响ꎮ
博士后科研人员通过交流平台能够拓宽视

野ꎬ促进交叉学科的创新成果的产生ꎻ反之ꎬ
如果高校不能为博士后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

交流平台与交流机会ꎬ就可能会出现“闭门造

车”的科研困局[８]ꎮ 高层次的交流平台有利

于博士后科研人员的自身发展ꎬ高校能否积极

提供并创造高层次的交流平台ꎬ是否能够制定

行之有效的培育方案ꎬ合作导师是否认真履行

职责与义务等方面是影响博士后满意度高低

的重要因素[９]ꎮ
５.后勤保障服务能力影响博士后满意度

近年来ꎬ高校对博士后科研人员提供后

勤保障服务的质量要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

平的改善与提高ꎬ可能会对博士后公寓环境、
基础设施、科研工作室的硬件设施等方面出

现更高的诉求[１０]ꎮ 同时ꎬ高校在落实办理博

士后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及

博士后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ꎮ 高

校管理部门应该从实际出发ꎬ倾听博士后科研

人员的诉求ꎬ切实提升硬件环境水平ꎮ 高校是

否拥有完备的博士后后勤保障体系ꎬ能否切实

有效地解决博士后的后顾之忧ꎬ以及博士后管

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的高

低将影响到博士后的满意度评价水平ꎮ

四、促进博士后满意度提升的措施

１.以政策制度为引领ꎬ完善管理体系建设

学校明确了博士后管理工作实行学校、
设站单位的两级管理体系ꎮ 按照国家博士后

管理工作规定ꎬ学校成立了沈阳建筑大学博

士后管理委员会ꎬ负责研讨博士后工作规划

和决策等重大事宜ꎬ根据学校发展实际对博

士后资源进行调整与分配ꎮ 委员会主任由学

校主要领导担任ꎬ委员会副主任由相关学校

领导担任ꎬ委员会成员由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以下简称博士后办)、人事处、科技

处、计财处、后勤集团等职能部门ꎬ土木工程

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后设站依托单位主

要负责人及部分合作导师组成ꎮ 设立了土木

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流动站等 ８ 个设站

单位和 ９ 个挂靠科研院所ꎬ负责流动站的日

常事务及在站博士后科研人员的管理、考核

等工作ꎮ 学校博士后办负责博士后科研人员

的日常服务与管理工作ꎮ
为深入贯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及博

士后管理办公室的文件精神ꎬ在新形势下适

应博士后工作管理要求ꎬ不断加强和完善博

士后管理工作ꎬ结合学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的

实际ꎬ制定了学校«博士后管理工作办法(试
行)»、«博士后经费管理办法»、«师资博士后

管理办法(试行)»、«博士后创新基金资助办

法»、«博士后研究人员考核暂行办法»、«优
秀博士后评选条例(试行)»、«博士后联谊会

章程»等规章制度ꎬ逐步建立并完善学校的

博士后制度体系ꎬ从政策制度方面使博士后

科研人员拥有较高的满意度ꎮ
２.注重过程质量评价ꎬ实施绩效酬金机制

学校坚持质量培养与学术发展并重的博

士后管理工作ꎬ结合学校学科优势与特色ꎬ制
定进站、中期、出站考核质量评价指标ꎮ 在博

士后科研人员进站时ꎬ召开学术评价会ꎬ邀请相

关学科领域专家担任评委ꎬ对博士学位论文、科
研成果以及综合素质等进行科学的综合评价ꎮ
其中ꎬ重点考察博士论文的水平与创新ꎬ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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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获奖情况等科研成果以及创新能力、科研能

力、表达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ꎮ
学校组织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开展博

士后中期及出站考核工作ꎬ成立设站单位博

士后学术评价委员会ꎬ对博士后科研人员进

行中期及出站考核ꎮ 根据博士后中期考核结

果ꎬ将完成科研工作任务质量与酬金分配相结

合ꎮ 对于为学校争得荣誉、作出突出贡献、带
来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个人实行公开的奖

励制度ꎮ 把博士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与其

薪金报酬相结合ꎬ以此充分调动博士后科研工

作的积极性ꎬ体现出按劳分配、奖罚分明、优质

优得的原则ꎬ以此促进博士后满意度的提升ꎮ
３.多方筹措培养资金ꎬ保障科研工作开展

学校积极争取国家及地方的博士后经费

投入ꎬ同时自筹经费来充实博士后培养资金ꎮ
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建设经费中划拨一部分资

金ꎬ设立“博士后创新基金”专项经费及“博
士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ꎬ作为学校博

士后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资助经费和科研工

作支持经费ꎮ 同时ꎬ积极拓宽多种途径加强

博士后经费投入渠道ꎬ注重充分利用校企合

作平台ꎬ吸收更多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ꎬ增强

学校博士后工作的经费“造血”能力ꎬ进一步

强化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ꎬ促进博士后科研

成果的快速转化ꎮ
学校开展博士后创新基金项目资助工

作ꎬ目的在于推动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站期间

从事自主创新研究ꎬ促进其在科学研究中不

断取得高水平成果ꎮ 要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

家对博士后申请项目的科学价值、应用前景、
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学术评价ꎬ推选出特别资

助项目、面上资助项目ꎬ并对项目实施动态管

理及绩效考核ꎮ 学校博士后创新基金项目的

设立能够促进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

不断取得高水平成果ꎬ加快优秀科技人才成

长ꎬ从科研经费保障方面提升博士后满意度ꎮ
４.建立创新管理体制ꎬ鼓励开展学术交流

学校为博士后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学术

环境ꎬ鼓励其独立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ꎬ并根

据学科特色与不同的博士后类型ꎬ制定因人

而异的人才培养方案ꎮ 博士后科研人员的研

究课题要与设站单位的科研工作息息相关ꎬ
充分发挥博士后科研人员的才能ꎮ 同时ꎬ合
作导师不仅要带领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站期间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ꎬ还需要积极引导博士后

科研人员作好职业规划ꎮ 学校积极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ꎬ全力支持博士后科研人员参加

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ꎬ提倡勤于思考、扎实奋

进、敢为人先、不畏失败探索科学的精神ꎬ注
重培养团结协作、协同攻关的团队精神ꎬ鼓励

和扶持博士后科研人员进行科研创新工作ꎮ
学校成立博士后联谊会ꎬ制定了学校

«博士后联谊会章程»ꎬ开展了博士后标识征

集大赛ꎬ确定了学校博士后的标识ꎬ提升了学

校博士后联谊会的宣传力与影响力ꎮ 进一步

增强学校博士后和校外学术界、产业界的交

流ꎬ扩大学校各学科及相关专业之间在科技

创新过程中的集成与合作ꎬ提升学校博士后

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和科技服务社会质量ꎮ
通过组织博士后科研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项目、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等学术交流活动ꎬ
组织博士后科研人员赴辽宁葫芦岛市、广西

钦州市等地开展挂职服务ꎬ提供高层次的学

术交流平台ꎬ促进博士后满意度的提升ꎮ
５.完善后勤保障制度ꎬ提供优质服务环境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博士后工作的开展ꎬ
实施“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双向投入ꎮ 在

“硬环境”投入方面ꎬ持续加大对博士后工作

科研和生活环境的投入ꎬ努力营造良好的博

士后科研工作条件ꎬ并在生活上提供更多的

关心和照顾ꎬ积极解决博士后科研电脑配置、
博士后公寓入住等实际问题ꎬ为在站博士后

研究人员配备良好的科研设备ꎬ满足其基本生

活条件ꎮ 对国家的人事政策以及医疗保障、住
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方面政策进行深入研

究ꎬ努力解决博士后科研人员在工资待遇、医
疗、住房及保险等方面存在的社会保障问题ꎬ
从而构建科学、有效的博士后后勤保障体系ꎬ
为博士后科研人员更好地解决后顾之忧ꎮ

在“软环境”投入方面ꎬ坚持以人为本ꎬ
提升博士后满意度ꎬ不断加强博士后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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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服务意识、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ꎮ 建立

博士后招收信息网站ꎬ及时发布对国家政策

方针的解读、博士后工作动态、开展交流活动

等信息ꎻ组织召开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座谈

会ꎬ讲解申报流程与重要事项ꎬ交流成功申报

经验ꎻ定期召开博士后座谈会ꎬ了解博士后的

工作动态及科研、生活需求ꎻ制订学校«博士

后公寓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ꎬ为博

士后科研人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ꎻ创建“建
大博士后”微信平台ꎬ及时发布工作动态ꎬ时
刻倾听博士后科研人员诉求与建议ꎮ 学校把

为博士后服务作为出发点与根本点ꎬ不断提

升博士后满意度ꎮ

五、结　 语

高校应秉承“管理即服务ꎬ服务即管理”
的工作理念ꎬ将提升博士后满意度作为出发

点ꎬ通过以政策制度为引领ꎬ完善管理体系建

设ꎻ注重过程质量评价ꎬ实施绩效酬金机制ꎻ
多方筹措培养资金ꎬ保障科研工作开展ꎻ建立

创新管理体制ꎬ鼓励开展学术交流ꎻ完善后勤

保障制度ꎬ提供优质服务环境等多种有效途

径ꎬ促进博士后满意度提升ꎬ全心全意为博士

后做实事、服好务ꎬ为学校学科发展和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ꎮ

参考文献:

[１]　 黄桂. 员工满意度的提升:制约与误区[ Ｊ] . 管
理世界ꎬ２００７(１０):１６０ － １６１.

[２]　 周鲜华ꎬ张方方ꎬ魏颖晖. 和谐研究生师生关

系的构建探析[ 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ꎬ２０１３ꎬ１５(３):３０８ － ３１１.
[３]　 许士荣. 我国博士后政策制定的渐进主义分

析[Ｊ] . 中国高教研究ꎬ２０１４(５):７ － １２.
[４]　 夏雪萍. 浅谈做好高校博士后管理工作[ Ｊ] .

商ꎬ２０１２(４):６８.
[５]　 朱江ꎬ闫晓华. 创新高校博士后流动站的管理

研究[ Ｊ] .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ꎬ２０１０
(１):１０７ － １０９.

[６]　 汪传艳ꎬ任超.我国博士后人才培养:问题与展望

[Ｊ].科技管理研究ꎬ２０１６ꎬ３６(１６):１４４ －１４９.
[７]　 马志云ꎬ刘云ꎬ闫哲. 中国博士后日常经费资

助的问题分析[ Ｊ] . 科研管理ꎬ２０１７ꎬ３８(专刊

上):１０７ － １１８.
[８]　 周鲜华ꎬ路林翰ꎬ刘亚臣ꎬ等. 基于“五力模型”

的建筑类高校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Ｊ] .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６ꎬ
１８(４):３７５ － ３８１.

[９]　 周春江. 基于人才成长的高校博士后管理与

培养研究[Ｊ] . 成才之路ꎬ２０１５(２８):１７ － １８.
[１０] 向晶ꎬ高文书. 博士后社会保险的制度选择及

筹资机制研究 [ Ｊ] . 劳动经济研究ꎬ２０１５ꎬ３
(５):１２９ － １４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Ｕ ＬｉｎｈａｎꎬＺＨＯＵ ＰｅｎｇꎬＬＩＡＮＧ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ｆｉｃｅ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１６８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ｅｎ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
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ｘｐ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ꎬ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ꎬｆｕｎｄｉｎｇꎬ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ꎻ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ꎻ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