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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是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前提，对员工心理资本的开发和管理能够有效地促

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核心期刊文献的梳理，从心理资本视角出发，厘清心理资本

的概念、维度和度量方式，分析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最后

对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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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employees’ psycho-
logical capital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By combing 
the core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dimension and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direct and indi-
rect mechanism of both. Finally, the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
havior is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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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驱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活力来源，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活力之源。面对越来越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创新逐渐成为企业追求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人是创新的主体和内在动

力，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始终是创新过程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让员工放弃现有的可控

局面，从事风险更大、未知度更高的创新活动，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拥有传统经济资本的企业往往不能取得持续发展优势，有效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1]。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心理资本作为近几年的热点话题

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可开发的心理资源，心理资本能够激发个体积极行为和

态度，可以保证个体创新意愿的有效提升[2] [3]，进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心理资本是一种关键的

心理资源，被定义为“一个人的积极的心理发展状态”，其特征是自信/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

[4]。因为创新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拥有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

乐观的心态和对创新过程充满希望能够降低员工对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感知，使得员工产生创新行为。

因此，心理资本如何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和

讨论的重要议题。 
基于此，本文从心理资本的角度，检索了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核心文献中有关

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文献，对现有的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系

统分析心理资本的概念、维度及度量方式，综合全面地分析心理资本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和间接机

制，间接机制又分为调节机制和中介机制，最后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为心理资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2. 心理资本的概念内涵、维度和度量方式 

2.1. 心理资本的概念内涵 

随着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和员工需要承担的创新任务愈来愈复杂多变，研究者和管理者

意识到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和工作绩效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远远不够的，

心理资本的概念应运而生，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共鸣。研究人员认为，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对于公司来说同等重要，而在一些复杂的、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积极作用

更加明显[5]。 
对心理资本概念的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Goldsmith 等在 1997 年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人在早期生活

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和特征[6]。Luthans 等立足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提出了心理资本

的概念，用来描述个体可以测量和开发的积极内在特质和心理状态。之后，Luthans 等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了心理资本的概念，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并进一步明确心理资本的四个方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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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指个体相信自己在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中能够调动认知资源并获得成功，希望是指个体具有一种内

化的决心和意志力来实现目标。乐观是指个体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确定的事情，韧性是指个体能够在

挫折和困难中恢复并茁壮成长。根据中国文化背景，柯江林等将心理资本定义为在中国组织环境中能够

测量、利用和激发个人工作表现和心理能力的积极心理状态[8]。目前，对于心理资本概念的应用主要还

是参考 Luthans 等的研究为主，部分学者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做出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2.2. 心理资本的维度划分 

由于对心理资本的内涵的理解不同，对心理资本的维度划分也不是很统一。Goldsmith 等认为，心理

资本主要是由自尊和控制点构成，其中自尊包含多维度，而控制点包括内控和外控两个方面[6]。Luthans
等将心理资本划分为自信/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韧性四个维度[7]，之后的研究对心理资本维度划分

大多是在这四个维度上进行演变。蒋建武和赵曙明将心理资本划分为信心、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方

面[9]。柯江林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将心理资本划分为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两个方面，这两

个方面又细分为 8 个维度，其中事务型心理资本与 Luthans 等划分的心理资本维度基本相似，而人际型

心理资本包含的谦逊沉着、宽恕包容和感恩奉献具有浓厚的本土文化气息[8]。 

2.3. 心理资本的度量方式 

关于心理资本的度量主要以量表的形式展开。目前，在对于心理资本进行研究是多是采用 Luthans
等开发的 PCQ-24 量表，量表题项主要包括自信的陈述工作、能想办法摆脱困境、看到工作好的一面和

从容处理压力事件等[7]。温磊等在中国文化背景，初步修订了 Luthans 的心理资本问卷，并最终形成 16
个题项的正式问卷[10]。柯江林等对形成的心理资本短版量表进行测试，发现本土心理资本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尤其是对周边绩效的解释力方面[8]。 

3. 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 

通过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发现有关两者关系的研

究大多数是实证研究，其中直接机制中主要聚焦于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间接机制则是

把其他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或者中介变量来分析这些变量在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的作用。 

3.1. 直接机制 

对于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直接机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张艳和姚禹含对制造企业员工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良好的心理资本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创新行为[11]。李凤莲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心理资本作

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和能力，能够正向地预测员工的创新行为[12]。柯江林和郭蕾运用调查问卷的方式，

实证了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新行为的关系，发现人际型心理资本相比，事务型心理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影

响更大[13]。赵斌等以科技人员为调查研究对象，研究表明，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心理资本都能促进

创新行为[14]。Yan 等以中国护士为调查研究对象，调查结果表明，开发和提升护士的心理资本可以增强

其创新行为[15]。Kumar 等以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其周边地区的三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调查个人心理资本

与员工的创新工作行为的关系，发现个人心理资本能够直接正向地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16]。王雁飞等

通过对中国华南地区员工的两阶段追踪问卷调查发现，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员工愿意主动实施创新行为

[17]。张振刚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是个体重要的心理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创新行为[18]。Ullah 等通过

对巴基斯坦软件公司工作的员工进行的基于现场管理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心理资本会显著影响创

新行为的所有阶段，包括想法的产生、想法的促进和想法的实现[19]。Hsu 和 Chen 通过来自 16 个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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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样本和跨层次分析发现，员工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大于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

响[20]。由此可见，心理资本高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创新行为，学者们通过对不同领域的员工进行调查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为企业开发员工心理资本，促进员工创新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参考。 

3.2. 调节机制 

学者们分析了某些情境因素在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直接关系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张艳和姚禹含

在分析制造业企业员工创新行为时指出，员工工作价值观越高，心理资本的外化行为越明显，从而使员

工产生创新行为[11]。李凤莲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浓厚的组织创新氛围能够有效强化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

行为的正向关系[12]。赵斌等以科技人员为调查研究对象发现，知识作业难度在事务型心理资本与创新行

为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知识作业难度正向调节人际型心理资本中感恩奉献维度与创新行为的

关系[14]。单红梅和金露露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对员工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情绪智力可以正向调节心理

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即情绪智力高的个体可以很好地调节和控制自身的情绪，增强心理

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21]。对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起作用的调节机制的研究比较少，主要

涉及员工价值观、组织创新氛围、知识作业难度以及情绪智力几个方面。 

3.3. 中介机制 

相对于调节机制，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中介机制的研究较为完善。李凤莲运用样本数据证

实了心理资本能够通过员工间的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创新行为[12]。王雁飞等通过对中国华南地区员工的两

阶段追踪问卷调查发现，心理安全感完全中介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拥有较高心理资本的员

工能够产生较高的心理安全感，进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17]。张振刚等通过问卷量表测量分析心理

资本、创新氛围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对的作用机理发现，知识分享意愿部分中介心理资本与创新行为的

关系[18]。Lan 基于资源守恒理论探讨员工心理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发现，心理资本通过工作嵌入性预

测员工的创新行为[22]。Adikara 和 Soetjipto 以 105 名印度尼西亚政府办公室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

塑造部分中介心理资本和创新行为的关系[23]。王雁飞等立足于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心理资本可以提高员

工对组织变革和创新的积极态度和接受度，促进创新行为的发生。基于此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员工的

变革开放性部分中介心理资本与创新行为[24]。王苑芮等通过对 1469 名大学生进项问卷调查，将内在动

机分为挑战困难动机和个人兴趣动机，发现内在动机的两个维度在心理资本和创新行为之间都起中介作

用[25]。Sun 和 Huang 以中国大学教师为样本，发现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心理安全水平就越高，进而促进

创新行为的产生[26]。Slatten 等以医院员工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创造力在心理资本与个体创

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27]。对于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中介机制的研究主要基于协作心理机制，如

心理安全、内在动机和创新氛围感知，预测心理资本如何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主要结论 

当前对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 心理资本的概念、维度划

分和度量方式。对于心理资本的概念，学者们主要是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的视角进行概述；

心理资本的维度划分主要还是基于 Luthans 的研究，将其划分为自信/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韧性四

个维度；心理资本的测量主要以问卷调查搜集一手数据为主，量表的制定相对成熟，部分研究会根据研

究对象的不同对量表进行删改。2) 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机制。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虽然基于的研究对象不同，讨论的情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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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中间机制不同，但结论相对统一。3) 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调节作用。调节机制的研究相对于

中介机制来说偏少，少数学者研究了情绪智力、工作价值观、组织创新氛围和知识作业难度的调节作用。

4) 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机制。大量研究主要基于协作心理机制，如心理安全、内在动机和创

新氛围感知，预测心理资本如何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 

4.2. 现有研究不足与展望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首先，现有研究集中于

探讨整体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相关性，较少对心理资本进行维度划分，分析各个变量对心理资本

的不同影响。其次，对于某些情境因素在两者关系之间的探讨多基于协作心理机制，较少研究组织内部

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在两者中起到的作用。最后，大量研究探讨心理资本如何预测员工创新行为，

却未涉及可能触发何种程度或类型的创新，比如绿色创新行为、越轨创新行为、双元创新行为等。二是

研究样本，已有研究的研究样本主要选取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关于心理资本与员工创新行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同时，现有的成果还有着进一步的研究空间，未来的研究展望如下：一是完善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行为

的影响机制，包括企业为何选择心理资本，如何通过开发和提升员工的心理资本驱动员工的创新行为。

二是基于心理资本视角，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程度和类型进行研究和探讨。三是在选择研究样本时，考虑

样本的多样性，尽量获取不同地区的样本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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