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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员工创新行为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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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知网数据库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收录的题名中含有“员工创新行为”的 ２９３篇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软件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对该时间段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发文机构、文献来源机构、代表性
学者及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载文量较少但呈逐步增长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员工创新行为发文量增长趋势明显；发文量排名前２０的研究机构中有１９个为高校；载文量在５篇以上的期
刊主要为经济管理类期刊；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员工创新行为主体研究，以及个人特征、领导力、组织文化与氛围等员工

创新行为前因变量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开发适合中国情境的员工创新行为量表，在整体视角下探讨不同创新主体之

间的关联及员工创新行为的结果变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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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１］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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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重要主体，其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创

新。［２］组织的载体是员工，组织创新的核心推动力

在于员工创新行为。所谓员工创新行为，即个体在

组织工作过程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构想，［３］

付诸实施，最终实现创新想法“制度化”或“产品

化”的行为。［４］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

实施，员工创新行为成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的研究热点。知识创造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

果的总结与反思，对已有有关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

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可为员工创新行为的进一步研

究提供新思路，并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研究。

目前，学界对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成果的归

纳与评述多是从定性角度进行的文献回顾，缺乏实

证数据支撑，难免受学者的知识背景、学术观点以

及文献检索的数量和范围的局限性等影响。［５］鉴于

此，迫切需要以更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员工创

新行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与归纳评述，以便为

广大学者了解当前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状况提供更

客观的依据。

定量研究能客观反映某领域的研究热点，尤其

是其可视化的表达形式，能全面而直观地反映大量

信息。本研究拟采用知识图谱分析法，以中国知网

数据库收录的员工创新行为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

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
绘制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知识
图谱，以揭示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现状、热点，

明确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演化脉络和研究趋

势，以期为广大学者深入了解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热

点与趋势提供参考。

　　一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数据库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

大的数字图书馆之一，其数据更新及时，是全球推

崇的知识服务品牌。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

数据来源，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相关学术论文为

研究对象，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为保证
数据质量与统计方便，在篇名中输入“员工创新行

为”后，将文献类型仅设定为“期刊”，搜索时间跨

度设置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精确检索，最终得到２９３
篇相关文献。检索得到的文献涉及企业经济（２６０
篇）、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３３篇）、管理学
（１０篇）、领导学与决策学（８篇）、工业经济（７

篇）、心理学（６篇）等多个学科。最后将检索得到
的２９３篇文献以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导出，以其作为文献
来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的方法，运

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软件，绘制我国员工创新行为研究
的科学知识图谱并进行解读，同时梳理出该时间段

我国员工创新行为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并对我国

员工创新行为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

　　二　研究时空分布分析

（一）时间分布

本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我国员工创新行为研究
的学术论文在各年度的载文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图１所示。由图１可以得知，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员工
创新行为研究的载文量总体呈波浪式增长趋势，发

展速度较快。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员工创新行为研究载文量趋势

具体来看，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国内关于员工创新
行为研究的载文量发展趋势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这一阶段员工创
新行为研究的载文量较少，但是呈逐步增长趋势。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２００６年召开
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及出台了相关配套
措施，并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指导思想与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

体是企业，因此这一战略的实施使企业创新，尤其

是企业创新的载体员工创新行为开始受到相关专

家与学者的关注。

第二阶段在２０１０年之后，突出表现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间，员工创新行为载文量增长趋势尤为明显。
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２０１０年以来现代科
技发展日新月异使产业环境发生快速变迁，企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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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不

得不寻求组织创新，这使得员工创新行为研究成为

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者及企业管理者关注的热点

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自主创新战略，特别是中央及

地方出台的中小企业创新政策的不断推进与深入实

施，员工创新行为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二）空间分布

１．研究机构分布状况
通过对发文作者所在研究机构的分布进行分

析，可大致反映出员工创新行为研究机构的空间分

布特点及其核心研究机构。本文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
软件生成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的知识图谱，为了更清

晰地展示各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本研究选取发文

量排名前２０的研究机构，其机构名称及发文数量
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发文量排名前２０的研究机构

序号 发　文　机　构　　　 发文量／篇

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１６

２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１４

３ 安徽大学商学院 １４

４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１２

５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１２

６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１２

７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１１

８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１１

９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１１

１０ 南京大学商学院 ８

１１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７

１２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７

１３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７

１４ 南开大学商学院 ６

１５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６

１６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６

１７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５

１８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５

１９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５

２０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５

由表１可知，发文量排名前２０的研究机构中
有１９个为高校，且排名前５位的分别为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１６篇）、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１４篇）、安徽大学商学院（１４篇）、武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１２篇）、厦门城市职业学院（１２篇）。
可见，研究员工创新行为的核心机构主要为各类高

等院校。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为：高等院校的专业

人才较集中，研究氛围浓厚，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资

源，因而在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中表现更为活

跃。综合来看，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发文机

构存在“合作分散，高产集中”的特点。主要表现

在：一方面该领域研究机构的空间布局较分散，且

机构间合作松散；另一方面，发表员工创新行为文

献的高产机构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尤其是某几所

高等院校。

２．来源期刊分布状况
本文对员工创新行为研究载文量为５篇及以

上的来源期刊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
２可看出，《科技进步与对策》刊发员工创新行为的
文献最多（为２３篇），位居榜首，说明该期刊相对于
其他期刊更青睐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成果。综

合来看可以发现：第一，科学管理类期刊（如《科技

进步与对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管理学

报》《科研管理》等）、人力资源管理类期刊（如《领

导科学》《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以及企业与经济

管理类期刊（如《企业经济》《预测》等）三类期刊更

倾向于刊发员工创新行为方面的文献。这一现象

侧面反映出员工创新行为受到人力资源领域的专

家和学者以及企业管理者与实干家的共同关注。

第二，员工创新行为研究载文量在５篇及以上的机
构共有１３个，其中，１０个为 ＣＳＳＩＣ来源期刊，占比
为７６．９％。该现象说明核心期刊对员工创新行为
研究的关注度较高。

表２　载文量在５篇及以上的期刊

序号 出　版　机　构　　　 载文量／篇

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３

２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１５

３ 《管理学报》 １０

４ 《科研管理》 ８

５ 《软科学》 ８

６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７

７ 《科学学研究》 ７

８ 《领导科学》 ７

９ 《预测》 ６

１０ 《科技管理研究》 ５

１１ 《企业经济》 ５

１２ 《心理科学》 ５

１３ 《管理评论》 ５

３．高产作者分析
根据李杰等人［７］提出的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中

共同署名的作者具有合作关系的观点，本研究选取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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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作者具有５次及以上合作关系的作者，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软件生成员工创新行为文献主要作者
合作网络（如图２所示），对文献发表作者间的合作
关系进行探讨。图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

点越大说明该作者与他人合作的次数越多，节点之

间的连线则代表不同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即公开

发表共同署名的学术论文）。由作者合作网络可看

出，国内研究员工创新行为的学者通常以一个较为

稳定的团队为单位，作者的合作者相对固定。另

外，图中子网络较为分散，且各子网络下的人数普

遍少于４人，说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学者受工作
背景或地域影响，跨团队、跨学科合作较少，而多以

固定的师门合作形式进行研究，未来研究可朝跨团

队、跨学科合作方向发展。

图２　员工创新行为文献主要作者合作网络

　　为了解对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关注度高的
学者，本研究对员工创新行为主题发文量在５篇及
以上的学者进行了统计（如表３所示）。结果显示，
杜鹏程、王怀勇、李锐、孙彦玲、史卉等是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年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表３　员工创新行为主题发文量≥５篇的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１ 杜鹏程 １４ ９ 王成城 １１

２ 王怀勇 １２ １０ 李锡元 １１

３ 李锐 １２ １１ 陈贝贝 １１

４ 孙彦玲 １２ １２ 刘慧慧 １１

５ 史卉 １２ １３ 姚瑶 １１

６ 赵秀清 １１ １４ 逄键涛 １１

７ 杨晶照 １１ １５ 毕小青 ５

８ 杜雪 １１ １６ 屠兴勇 ５

由表３可看出，杜鹏程在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
域文献发表量达１４篇，位居榜首，其侧重于从认知
理论视角研究差错认知、差错反感文化及精神型领

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提出差错认知及其四个

维度（差错能力、差错学习、差错沟通及差错思考）

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８］精神领导对员

工创新行为也有正向影响，［９］但员工感知到的差错

反感文化对其创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１０］王怀勇、

李锐作为同一研究团队的成员，主要从积极心理学

角度对员工创新行为进行研究，共同探讨了程序公

正［１１］与优势匹配感［１２］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

制；孙彦玲团队通过跨层分析，探讨团队层面变量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指出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对

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３］而职场排斥对

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１４］史卉则将主观

变量设定为员工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得出主

动性人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的结论。［１５］

　　三　研究热点分析

（一）研究热点分布

词频是热点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某研究领域建

立词频字典，有助于对该领域研究人员的创造活动

作出有效的定量分析。文献的关键词与主题词能

反映文献的核心内容，因此可利用词频分析法，通

过观察文献关键词与主题词频次的高低分布来探

索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热点。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共词分析功能，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关
键词”，时间跨度选择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７年，将 ＴｏｐＮ
中的Ｎ设置为５０，选择出现频次最高的５０个关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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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以聚类生成员工创新行为文献关键词共词图谱

（如图３所示）。然后输出关键词报告，整理得出员
工创新行为文献关键词表（如表４所示），通过分析
员工创新行为文献高词频的分布状况来探究员工

创新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结果表明，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年，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热点主要是员工创新
行为的主体研究，以及从个人特征、领导力、组织文

化与氛围等视角出发的员工创新行为前因变量

研究。

图３　员工创新行为文献关键词共词图谱

表４　员工创新行为文献关键词

研究热点 关键词 中心度 年份

员工创新行为主体研究
知识型员工 ０．０３ ２０１３

知识员工 ０．０４ ２０１３

员

工

创

新

行

为

前

因

变

量

研

究

个人特征视角

创新自我效能感 ０．１１ ２０１４

心理授权 ０．１１ ２０１３

自我效能感 ０．０５ ２０１５

内在动机 ０．０８ ２０１３

职场排斥 ０ ２００７

消极情绪 ０ ２００７

知识分享 ０．０４ ２０１４

组织认同 ０．０９ ２０１３

领导力视角

包容型领导 ０．０１ ２０１５

变革型领导 ０．１２ ２０１２

交易型领导 ０．０３ ２０１３

领导－成员交换 ０．０３ ２０１３

领导风格 ０．０１ ２０１３

组织文化与氛围视角 创新氛围 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１．员工创新行为主体研究
从员工创新行为的主体来看，研究对象主要是

知识型员工。相关的关键词有“知识型员工”“知

识员工”，中心度分别为 ０．０３、０．０４。研究主体的
相关关键词出现的时间为２０１３年，因而，可推断知
识型员工在员工创新行为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在

２０１３年前后开始逐渐显现。所谓知识型员工是指
具备知识创造、利用、分享和增值能力的高素质员

工。有学者指出，知识型员工是给企业带来资本效

益的主心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１６］知识型员工的创造

力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与主导权的关键，因

此，研究以知识型员工为代表的员工创新行为是国

内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对国内知识型员工的创

新情况与创新行为激励方式进行探究，对未来知识

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激发管理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２．员工创新行为前因变量研究
从员工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来看，现有的

研究主要是从个人特征视角、领导力视角以及组织

文化与氛围视角进行探讨。

（１）个人特征视角
个体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知识与能

力、价值观与心理状态及目标导向和动机。［１７］近年

来从个人特征视角对员工创新行为进行的研究，主

要是探讨创新自我效能感、心理授权、自我效能感、

内在动机、职场排斥、消极情绪、知识分享和组织认

同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其中，“创新自我效能

感”和“心理授权”的中心度为０．１１，是个人特征视
角下探讨员工创新行为前因变量中的核心关键词。

创新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己在某特定任务或

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行为能力与信心的评

价，［１８］在员工创新行为研究中多以自变量或中介

变量的形式被引入。如前期研究中，部分学者证实

了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直接影响，且

具有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提出创新自我效能感对

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１９－２０］此外，大部分学

者认为组织创新氛围、内部人身份感知、双元领导

等因素能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员工

创新行为产生影响。［２１－２３］心理授权研究是近年来

领导与组织研究领域中的热点。所谓心理授权是

指员工感知的授权程度，以及对自身工作意义、胜

任力、影响力与自主决策权力的认知。［２４］国内关于

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中，通常将心理授权作为中介

变量引入，尤其是探究领导风格在心理授权的中介

作用下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如前期研究得出，

德行领导、仁慈领导、权威领导、谦卑型领导是通过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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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

的。［２５－２６］由此可见，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心理授权是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关键因素，企业管理者应重视

提升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心理授权水平，从而激

发员工的创新行为。此外，学术界在探究个体特征

因素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较少关注个体特征

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未来研究可基于个体特征

因素的调节效应视角，探讨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作

用机制。

（２）领导力视角
领导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激发员工的创新

行为，使企业最终获得持续竞争优势。［２７］从领导力

视角来看，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研

究主要是探讨包容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以及领导 －
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关键词“包

容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领导－成
员交换”“领导风格”的中心度分别为０．０１、０．１２、
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１，表明“变革型领导”在员工创新行
为的研究中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变革型领导是

指上级管理者通过其领导魅力、感召力、智力激发

及个性化关怀等手段激励员工超越自我利益，有效

引导员工创造高于预期绩效的领导风格。［２８］根据

国内已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

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如冯彩玲等人认为，在企

业家导向的跨层次正向调节作用下，变革型领导正

向影响并能显著预测员工创新行为；［２９］黄秋凤等

人通过收集１１０篇中英文文献，运用元分析技术研
究得出，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并且变革型领导较之交易型领导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作用更大；［３０］梁阜等人研究验证了变革

型领导在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下，对员工创新行为

有显著正向影响效果。［３１］综上，变革型领导在很大

程度上能显著预测员工创新行为，关于变革型领导

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对企业领导者有效激

励员工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学界关于变革型

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结论已趋于一致，研究

难以推陈出新；而对于其他领导风格，尤其是某些

新兴领导风格（如共享领导）、领导力中的其他重要

因素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目前尚显不足。

因而，未来研究可将视角转移到领导力中其他因素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以使研究更具新意。

（３）组织文化与氛围视角
组织氛围形成于组织员工的不断交流与互动

中，对员工具有重要影响。早期研究者主要围绕员

工个体特征变量探讨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

随着国内学者意识到外部情境因素对员工创新有

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点聚焦在组

织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上。其中，创新氛围

的中心度为０．１１，是近年来国内员工创新行为研究
领域的研究热点。创新氛围是组织氛围的一种，是

指员工对其所处工作环境的创造力和创新支持程

度的感知。近年来，国内关于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在以创新

氛围为自变量的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研究方面，学者

们普遍支持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直接的

正向影响。［３２－３３］在以创新氛围为中介变量的员工

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方面，较多学者引入创新氛

围为中介变量，探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创业导

向、绩效考核目标取向等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

响。［３２，３４］在以创新氛围为调节变量的员工创新行

为影响因素研究方面，苏中兴等人认为创新氛围在

创新战略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３５］张振刚等人基于特制激活理论，验证了创

新氛围在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

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并指出员工创新行为兼受内

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影响。［３６］从个体特征因素研

究到外部情境因素研究，是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进

一步深化，环境因素中的创新氛围与个体因素中的

员工创新行为互动的研究也为员工创新行为研究

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个体

因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积

极影响。未来研究可突破单一强调任何内部因素

或外部因素对个体创新行为影响的局限性，注重同

时考虑内外因素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综合作用效果。

（二）研究热点演变

突变是指一个变量在短期内出现的频次发生

大变化，通过突变信息可以探测某时间段内出现频

次突增的关键词。对不同时期的突现词进行梳理

分析，有助于鉴别在一段时间内某领域研究热点的

变化，把握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与前沿。本研究以

“关键词”为节点，点击突变“Ｂｒｕｓｔｎｅｓｓ”，再通过呈
现“Ｖｉｅｗ”，展现出排名前４的突现词，结果如图４
所示。由排名前４的突现词可知，员工创新行为研
究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研究热点演变可以分为如下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该阶段，研究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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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员工个体因素方面。这一阶段

突现词强度最明显的有“职场排斥”“消极情绪”

“知识共享”，表明学界热衷于从员工个体的心理状

态与知识能力方面分析员工创新行为影响因素，这

与２００６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密切相关。该
会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指导思想与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基础，因此各大企业开始响应政策、重视创新，尤

其是员工创新。另外，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企
业愈发关注具有何种特征的员工更具有创造力，期

望寻求具有创造性特质的员工与能激发员工创新

行为的良方，以提高企业竞争力，摆脱金融危机带

来的困境。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这一阶段，研究
关注的热点关键词为“员工创新”，表明学界在这一

阶段的关注点聚焦于员工创新上。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和社会、文化的急速变化，这一阶段国内政商

两界意识到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形成“万众创

新”“人人创新”之态势，对员工创新愈加重视。因

此，作为企业创新主要驱动力的员工创新行为在这

一时期受到了更多关注。

图４　员工创新行为排名前４的突现词

　　四　研究展望

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之一，而员工创

新行为是企业创新的强大推动力。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０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年有关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知识
图谱绘制，展现了员工创新行为研究的总体情况。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关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尚

存在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一步完善：

（１）开发适合中国情境的员工创新行为量表。
目前，国内已有员工创新行为研究普遍采用的是从

西方引进的成熟量表，尽管已有中国台湾学者黄志

凯开发的员工创新行为量表，但鉴于我国大陆与台

湾实行的是一国两制，该量表未必适合我国大陆文

化背景下的企业员工使用。因此，开发出真正适合

中国情境的员工创新行为量表是国内员工创新行

为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现有研究尚停留在

纸质问卷测量的层面，难免受研究对象的同源差异

以及社会赞许产生的误差等影响，鉴于此，未来的

研究可尝试采用内隐方式或其他有效手段对员工

创新行为进行间接测量。

（２）在整体视角下探究员工创新行为。目前，
国内学者普遍从以下三个视角对员工创新行为进

行研究：一是从员工个体因素视角对员工创新行为

进行研究；二是从外部情境因素探讨员工创新行为

的影响因素；三是综合考察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

交互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从个人与组织

匹配的整体视角探究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很少见

到，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尝试立足于整体，在个体与

组织匹配这一新的视角下探讨员工的创新行为。

（３）探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关联。员工创新
行为的已有研究多是探讨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对员

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而对个体层面、团队层面、组织

层面创新的互动研究关注不够。探讨不同创新主

体之间的关联，有利于将个体创新、团队创新更好

地转化为组织创新，这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向。

（４）探究员工创新行为的结果变量。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前因变量进行研究是目前研究领域的热

点，但是鲜有关于员工创新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

因此，未来可更多地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进

行研究，丰富及完善员工创新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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