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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造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自我创新期待与创新氛围的作用

何雨阳　杨雅琴　韩思敏　汪洪艳

（湖北理工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为揭示中国情境下大学生创造力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内

在影响机理，文章考察了大学生创造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

自我创新期待的中介作用、创新氛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大

学生创造力与创新行为成正相关关系，自我创新期待在两者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创新氛围并没有在创造力与创新行为之间起

到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对于创造力如何影响创新行为的内在机理

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同时对激发大学生创新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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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行为作为创新管理的研究热点，备受众多学者和

实践者的广泛关注。创造力是指按照特定的目的和条件，进行动

态思考活动，以形成新观念，并开创出新事情的才能。大量研究

表明创造力对创业意愿、员工创新、创新绩效等都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但是有关创造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却

相对较少，即便已有的研究也多是从个体、环境，或是文化等单

一层次考察，缺乏从多个层次的综合考量。在大学生创新行为中，

自我创新期待是内在的根本驱动力，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和

引导人的行为，在促使大学生产生创新行为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当然，在探讨创造力与创新行为的关系时，考虑创新

氛围环境的外在影响也是必要的。部分研究证实，创新氛围对创

新行为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这些研究都是直接探讨高校创新氛

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很少有研究将创新氛围放进创造力对

创新行为影响过程，考虑其调节作用。为此本研究从个体、环境

两个层次探讨大学生创造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考察了个体自我

创新期待的中介作用和创新氛围的调节效应，这将有助于丰富创

造力影响创新行为的研究视角。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创造力与创新行为的关系

创造力是人类独特的，产生新思维、发明和创造出新事物的

综合能力，是促使创新行为产生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创新行为

指的是个人在组织中产生并实施创新思想的行为。创造力作为重

要的内在驱动力，是个体产生创新思想和实现创新行为的基础，

创造力较强的个体更易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行为也更易于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造力与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二） 自我创新期待的中介作用

自我创新期待是指个体通过对自己的高期待来激励自己产生

高绩效的现象，又称为盖拉缇娅效应。它能调动个体的认知资源

来识别潜在问题，创造性地利用各种信息、知识和资源等。作为

一种心理影响变量，自我创新期待来自于个人对工作环境的深刻

认识以及工作目标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需求。当个体把

这些认知转变为自身需要时，会促使自身形成一定的创新行为。

因此，自我创新期待高的大学生更易产生内在动机、激发创新意愿，

而这种意愿也会转化为自我需求，推动大学生创新行为的产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自我创新期待在大学生创造力和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高校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

创新氛围是创新行动的前提，直接决定着创新行动的开展可

能和进行质量。当人们处于较高的创新氛围，其创新行为的收益

将更加可观。Cohen（2019）等认为组织创造氛围能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行为，是组织支持员工创新能力发展的

重要情感知觉。毛义华等（2021）、訾振朝（2021）等也实证得出，

创新氛围对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大学生

处在浓厚的高校创新气氛中时，也会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综上，

本研究将高校创新氛围作为情境因素纳入大学生创造力对创新行

为的影响过程，并提出以下假设。

H3：高校创新氛围在大学生创造力和创新行为之间起调节作

用。

二、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发放回收、筛选，共获得有效问卷 504 份。其

中，男性占总数的 27.38%；女性占总数的 72.62%，大学本科生占

76.39%，硕博研究生占 12.5%。对有效问卷分别进行了信效度检验、

描述性分析频率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二） 研究工具

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的所有测试量表均

为国外成熟的测试量表。其中，关于创造力测量，本文借鉴了

AWilliams（1990）创造力倾向表，共计五个维度 26 个题项，分别

是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关于创新行为的测量，本

文借鉴了 Scott（1994）的量表，共计 6 个题项。关于创新期待的

测量，本文借鉴了 Farmer（2003、Carmeli（2007）等人的量表，

共计 9 个题项。关于创新氛围的测量，本文借鉴了 Amabile（1996）

等人的量表，共计 13 个题项，问卷共 54 个题项。

三、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 信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本研究采用克朗巴赫系数来探讨问卷的信度。

结 果 显 示， 创 造 力、 创 新 行 为、 创 新 期 待、 创 新 氛 围 量 表 的

cronbach a 系数分别为 0.913、0.845、0.781、0.916 均在 0.7 以上，

证明该问卷存在着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效度检验。研究对有

效样品数据结果采用 KMO 抽样适当性试验和 Bartlett 球形试验，

结果显示创造力、创新行为、创新期待、创新氛围 KMO 值分别为

0.933、0.852、0.692、0.928，均大于 0.6，并在 0.001 的置信水平

下结果显著，表明问卷调查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二）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创造力、自我创新期待、创新氛围与创新行为的相关系数分

别达到 0.612、0.496、0.474，创造力与自我创新期待的相关系数

为 0.61，创造力与创新氛围的相关系数为 0.55，自我创新期待与

创新氛围的相关系数为 0.555，四者均在 0.01 级别上显著，可见，

创造力、创新行为、自我创新期待、创新氛围四者之间具有显著

的相关关系，这些相关性均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三）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总结的检验中介效应方法，并

运用 SPSS26.0 进行线性层级回归分析开展中介效应检验，具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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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见表 1。三步中介回归检验法描述。首先，将创新行为设定为因

变量，引入性别、所在学校等 7 个控制变量，将创造力设为自变

量。M1 表明，创造力对大学生创新行为（β=0.185，p<0.001）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 成立。然后验证中介效应。M2 表明，

创造力对自我创新期待（β=0.231，p<0.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M3 表明自我创新期待对大学生创新行为（β=0.536，p<0.001）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把创造力、自我创新期待全部归入方程时

（见 M4），自我创新期待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β=0.365，

p<0.001），虽然创造力对大学生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变小，但是仍

然显著（β=0.101，p<0.001），这说明自我创新期待在创造力对大

学生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 H2 成立。

表 1 创造力与创新行为关系及自我创新期待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 表 示 p<0.001，** 表 示 p<0.01，* 表 示 p<0.1，M 代

表各模型。

（四） 调节作用检验

首先将创造力、创新氛围和大学生创新行为三个变量分别

中心化，把中心化后的大学生创造行为设定为因变量，然后加入

控制变量得到 M5，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中心化后的自变量（见

M6）、调节变量（见 M7）以及创造力与创新氛围的交互项（见

M8），再测试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交互项和因

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见表 2。从 M6 可以看出，创造力对

大学生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5，p<0.001）；从

M7 可以看出，创新氛围对大学生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356，p<0.001）；从 M8 可以看出，当加入创造力 × 创新

氛围的交互项之后，创造力、创新氛围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仍

然显著（β=0.153，p<0.001；β=0.162，p<0.001），但是交互项

与创新行为之间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002），这表明创

新氛围在创造力与创新行为之间不能起到调节作用，即高校的创

新氛围越浓，大学生的创造力对创新行为不一定会起到更加显著

的积极性影响。假设 H3 不成立。

表 2 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检验

注：***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1 

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创造力对大学生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

创新期待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创新期待是影响渐进性

和根本性创新成果形成的一种重要自我认识机制。大学生创新行

为是因拥有个体创造力而诱发自我创新期待及行为反应的结果，

个人对目标的把握性越大，对自己的期望期待越高，从而创新行

为输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研究表明，创新氛围在其中的调

节效应并不显著，这与赵云鹏等学者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导致

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问卷测量方向不同造成的，本问卷重在测量

大学生个体所感知到的高校环境对创造力激励和阻碍态度，没有

直接衡量高校为大学生创新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得出交互项与创

新行为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创新氛围在心理激励方面并未产生

明显的作用效果。黄钟仪（2021）认为创新者的个人特质不同，

创新氛围对其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就不同，因此未来在营造创新

氛围以及培育大学生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应加强创新氛围培育的

针对性，提高有效性，减少负面效应。

（二） 建议

高校应深入了解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推动大学生自主创新。

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要求高校要善于甄别具有高创造力水平

的大学生，并给予他们发挥创造力的平台和展示机会；大学生的

自我创新期待影响了创新的实现，当感知到更多效能，其创新的

积极性和挑战自我的信心会加以强化，因此高校及教师要注重创

新思维和自我创新期待的共同培育。同时大学生应增强自我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重视自身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利用学校及社会所提供的创新资源，把知识技能运用到创新实践

中去，敢于突破创新。

（三） 研究局限

创造力影响创新行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

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从个体和环境两个层次构建了理论模型，缺

乏对文化层面的相关变量的探讨，未来可将文化层面的影响因素

纳入模型中，完善研究框架。另外，本文使用的均是国外开发的

成熟量表，未来可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发新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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