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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团队创造力的实证研究已产生越来越多不一致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不一致的

一大重要来源却被忽视#即不同研究者对团队创造力进行了不同的概念界定和测量!内涵模糊性

直接导致了测量上的诸多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内外部效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文章总结了界

定团队创造力的两种主要视角#并追溯了视角混淆的根本原因#进而详细分析了现有相关研究在

构念测量上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最后提供了明确概念内涵"开发相应测量工具的思路!

关键词! 团队创造力%概念内涵%研究视角%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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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I言

在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企业的成功只是暂时的%其所面临的变化则是永恒的&这一来自外

部环境的挑战对企业的组织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科层制度下稳定的职能部门开始逐渐为针对特

定任务或项目临时组建的知识型团队所取代&在团队内部%层级间通用的纵向的命令与服从不再适用%取

而代之的是横向的交流和沟通%团队成员相互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
*#+

&从根本上而言%这种结构设计是为

了实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增益效果%促进团队开展旨在克服不确定性的知识探索和知识创造%产生

高水平的团队创造力
*$+

&

自$#世纪伊始%团队创造力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团队层次研究中最为核



心和热门的话题之一&近年来%研究者在探讨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时%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团队层面&在

团队层面%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可被简单区分为两类'团队构成和团队过程&在团队构成方面%近来得到

特别关注的因素包括团队多样性)团队经验或经历和团队的社会资本
*!2;+

&在团队过程方面%团队领导)团

队认知结构)知识共享等依然是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
*328+

&最后%在少数研究中%研究者们探讨了团队创造

力的结果%具体包括团队绩效)团队创新)项目绩效)组织创新)组织绩效等
*;%12#$+

&

但是%与此同时%关于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不一致的结论
*#!2#"+

&面

对这一情况%研究者们往往倾向于细化影响因素本身或探讨权变因素的作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一

致的来源很可能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团队创造力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和测量%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所援引的

定义甚至不能和测量工具相匹配&这一做法使得不同研究的结论失去了相互比较的基础%更降低了研究的

内外部效度&

在已有的关于团队创造力的文献综述中%上述问题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首先%在概念界定上%

已有文献综述或沿用具有歧义的定义
*#"+

%或采用片面的定义
*#!+

%或试图通过整合多个创造力要素得到不

具备实证可行性的综合型定义
*#;2#3+

&不同实证研究援引不同定义的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

次%已有文献综述极少讨论团队创造力的测量问题&即便提到了团队创造力的不同维度和测量%研究者们

也没有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区分%更没有尝试将不同的测量工具与相应的研究视角匹配起来
*#!%#3+

&因此%梳

理团队创造力内涵和测量中的问题并予以克服%对相关研究的有效开展已经刻不容缓&

二" 团队创造力内涵界定的回顾

从概念内涵来看%目前的团队创造力并不是一个一元化的构念
*#4+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对团队创造

力的概念化至少存在两种视角%即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过程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是团队为应对非常规任

务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它们构成了团队的创造性过程
*#4+

&例如% (̂PC,U等
*##+

认为%团队创造力是团队对

于想法的产生)评估和选择过程(张琳琳等
*#8+

指出%团队创造力#代表了创新的想法)产品)服务或程序在

团队层面的产生过程$(韵江等
*1+

这样陈述'#团队创造力依靠创意和灵感%是生产创意的过程$(Y.-L+/C

和 Z.N/NP

*#1+

将团队创造力概念化为团队成员共同参与新想法的发展%以及新的解决方案的发现和搜索的

过程(d.,K(P等
*#$+

则将团队创造力视作为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而提出新想法以改变产品)服务和流程的

过程&尽管研究者们在用词上有所差异%但在过程视角下%团队创造力被一致地解读为与有价值的创意的

产生相关的一系列过程%包括想法产生)想法评估)想法筛选等不同阶段&

另一方面%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则重点关注团队工作成果的新颖性和有用性
*#4+

&例如%G(+Q+-

等
*$%+

认为%团队创造力是最终产品的新颖性和有用性(G(L., 等
*$#+

指出%团队创造力是产品)流程和服务

相关的想法的新颖性和有用性(5.+-等
*$$+

更为明确地表示%团队创造力是既新颖又可能有用的想法(王

磊
*$!+

也有类似的提法'#如将创造力视为一种结果%创造力可以是指个体)群体或者组织层面生产的新颖

且实用的产品或者服务&$因此%在产出视角下%团队创造力被视作兼具新颖性和有用性的团队工作成果&

很显然%在概念内涵上%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存在很大的区别&已有研究也表明%两者

之间可能只存在微弱的联系
*#4+

&严格来说%从定义出发%过程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关注行为%即团队在创

造性过程的不同阶段的行为表现%而不关心行为的结果(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则关注最终成果%即团

队最后交付的产出的新颖性和有用性%而不关心其涉及的行为过程&由此%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团队

创造力必然要求截然不同的测量工具'前者的测量需要捕捉团队行为%后者的测量则需要评价团队成果&

但是%就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在考虑测量相关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厘清的应该是团队创造力的概念内

涵&

尽管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看似泾渭分明%但真正能够做到对团队创造力进行明确界定的研究并不多%

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团队创造力的内涵都是模糊的%以至于无论是从过程视角还是从产出视角出发的

研究%都经常对团队创造力做相同的概念界定%即团队对于产品)服务)流程和程序相关的新颖和有用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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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生产!J-(RNAKC(,"

*!%8%$"2$8+

&然而%#生产$本身是一个含义不够明确的词语&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

典-第七版的释义%它既可以表示#种植或制造!大批量"食物)商品或材料的过程$%也可以表示#生产的

商品的数量$(换而言之%它既可以被解读为过程%也可以被解读为结果&因此%用#生产$来对需要在概念

上区分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的团队创造力加以界定并不合适&而研究者们长期沿用这一定义的原因%则可

以一直追溯到创造力研究的源起&

事实上%创造力研究伊始就已经开始区分不同的研究视角&:L.OC/+

*$1+

认为%创造力可被视为观察者

!熟悉产品领域的个体"认为具有创造性的产品的质量%也可以被视为这些被认为具有创造性的产品的生

产过程&这一阐述同时包含了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随后%在#18!年的研究中%:L.OC/+指出%尽管很多早期

的创造力定义主要关注过程%如格式塔)异态联想过程等%但或许关注产品%即任何可观察的产出或反应%

才是最有用的&因此%针对任务的新颖的)适当的)有用的)正确的或有价值的产品或反应才是创造性

的
*!%+

&在此基础上%:L.OC/+在#188年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基于产品的创造力定义%即#创造力是

个体或由共同工作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对于新颖和有用的想法的生产&

*!#+

$到了#113年%这一定义又被进

一步强化
*!$+

&鉴于团队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由共同工作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团队创造力研究也就自然

而然地沿用了上述被广泛接受的创造力定义&

尽管 :L.OC/+关于创造力的定义着眼于产出视角%但她在用词上的模糊和歧义是造成研究者们在团

队创造力的内涵界定上混淆两种视角的根本原因%这又进一步带来了团队创造力测量中的诸多问题&

三" 团队创造力测量中的问题

团队创造力的测量主要见于两类研究'一是实验研究%二是问卷研究&在实验研究中%团队创造力的过

程视角和产出视角得到了相对有效的区分&公认的过程视角下的测量指标包括想法数量!E/N+,AT")想法

在样本内的低频性!(-CUC,./CKT")想法可被划分到的不同大类的数量!E/+VCOC/CKT")用于描述想法的平均字数

!+/.O(-.KC(,"等(而产出视角下的测量指标则包括第三方对于产出的新颖性!也被称作独创性)独特性"和

有用性!也被称作适宜性)实用性)质量)意义"的评价等
*#4+

&但是%在问卷研究中%团队创造力的内涵界定

不清晰)测量工具与概念内涵不匹配的现象比较普遍&概括起来%目前关于团队创造力的问卷测量%至少存

在三方面主要问题'第一%直接使用简单改造后的个体创造力测量工具(第二%团队创造力量表未经严格的

开发程序(第三%混淆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测量工具&

#一$ 直接使用简单改造后的个体创造力测量工具

鉴于团队创造力研究起步较晚%且:L.OC/+

*!#+

认为小群体!如团队"的创造力与个体创造力完全同构%

因此%在团队创造力的许多相关研究中%个体创造力的测量工具被简单改造后直接用于测量团队创造力%

而主要的修订和改造%则往往见于题项的数量)主语和遣词造句&例如%就颇受欢迎的 FI(N 和 *+(-U+

*!!+

的

#雇员创造力$量表!共#!个题项"的使用情况来看%dN,U和 YI(C

*$8+

选择了其中的!个题项%并将题项的主

语改为#我们团队$(=+RM+P等
*$;+

选择了其中的3个题项%并将题项的主语改为#你的团队$(\CL和 dIC,

*!"+

将这一量表的部分题项与另一量表混用%并将题项的主语改为#我们的团队成员$(张鸿萍和赵惠
*!;+

将这

一量表与另一团队创新量表混用%并将题项的主语改为#该班组的成员$(dIC, 等
*!3+

则选择了其中的3个

题项%并将题项的主语改为#我的团队成员$&另一重要的个体创造力量表%即 9.-L+-等
*!4+

的雇员创造力

量表!共"个题项"%在被用于测量团队创造力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eN., 等
*!8+

将题项的主语改为#我们

团队$%6C.等
*!1+

将题项的主语改为#这群雇员$&

直接使用简单改造后的个体创造力测量工具%至少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当研究者使用相关量表的

部分题项时%选择的逻辑往往是一个黑箱&这一现象在 FI(N 和 *+(-U+

*!!+

的量表使用中最为突出&FI(N 和

*+(-U+

*!!+

没有为自己的量表区分维度%而是以这#!个题项作为一个整体来刻画创造力(因此%如果研究者

只使用部分题项%则只能捕捉到创造力的部分内涵%测量会存在构念效度上的问题&然而%从目前该量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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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几乎所有选择了部分题项的研究%都没有给出恰当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其二%主语的

改动可能带来研究中分析单元的混乱&例如%若将个体创造力量表题项的主语由#个体$简单地改为#团队

成员$%负责评价的团队领导或团队主管应以什么为基准来做出评价呢/在评价诸如#我们的团队成员开

发既新颖又有用的想法)方法或产品来执行团队任务$ #我们的团队成员产生了创造性的想法来解决问

题$等题项时%评价者应该以创造行为处于中游还是上游的成员作为评价对象/这种模糊性至少部分地降

低了测量工具的构念效度%减小了团队创造力被有效捕捉的可能性&

#二$ 团队创造力量表未经严格的开发程序

鉴于团队创造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有别于个体创造力的独立构念
*"%+

%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开发独

立的团队创造力量表%以避免上述由于直接使用简单改造后的个体创造力测量工具所可能带来的问题&目

前%在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的独立的团队创造力量表%主要有三个'dIC, 和 FI(N

*"#+

的团队创造力量

表%9.-I 等
*"$+

的团队创造力量表%以及 YI+,

*"!+

的团队创造力量表&但遗憾的是%这三个量表的出处文献均

没有报告严格的开发程序%而且%这三个量表背后的概念内涵和所包含的题项的恰当性或许也值得商榷&

一般而言%要针对某一构念开发一个具备高水平信度和效度的量表%必须遵循包含探索性因子分析和

验证性因子分析在内的两个阶段的开发程序
*""+

&只有这样%研究者所设计的题项才能被初步认为可以全

面捕捉这一构念&有时候%由于测量情境的变化%一个已被确认为具备良好信度和效度的量表甚至需要经

历二次开发&以交互记忆系统的量表开发为例%e+WCP

*";+

在开发初始量表时%使用了三个不同样本对量表

的有效性进行反复验证(张志学等
*"3+

将之运用到中国情境中时%对这一量表进行了再次验证%并发现了两

个不太合理的问项&可以说%正是这种严格的开发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量表的有效性&反观关于团队

创造力的三个常用量表%其出处文献显示%这样的量表开发流程是完全缺失的&这进一步带来了许多有损

于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可能问题&

表#呈现了这三个量表的来源)所使用的概念定义)所立足的研究视角%以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表#&独立的团队创造力量表概览

量表来源 概念定义 研究视角 可能存在的问题

dIC, 和

FI(N

+"#,

由共同工作的雇员组成的

团队对于产品'服务'过程

和程序相关的新颖和有用

的想法的生产"J-(RNAKC(,$

产出视角

#部分题项脱离了创造性产出而指向了团队能力#如(你的团队在

多大程度上产生新想法-) "G(WW+//R(+PT(N-K+.LJ-(RNA+,+WCD

R+.P-$&

9.-I 等 +"$,

由共同工作的雇员组成的

团队对于产品'服务'过程

和程序相关的新颖和有用

的想法的生产"J-(RNAKC(,$

产出视角

#部分题项要求应答者同时评价(独创性)和(实用性)这两个截然

不同的方面"HI+K+.L(NKJNKCP(-CUC,./.,R J-.AKCA./$#这在规范的

量表中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4,

*

$部分题项脱离了创造性产出而指向了团队能力#如(团队输出表

明团队能够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信息或资源来执行团队合作 )

"HI+K+.L(NKJNKR+L(,PK-.K+PKI.KKI+K+.LCPA.J.O/+(ENPC,U+VCPKD

C,UC,E(-L.KC(, (--+P(N-A+PA-+.KCQ+/TC, +V+ANKC,UKI+K+.LW(-B$&

YI+,

+"!,

团队创造力是创造力'生产

力 " J-(RNAKCQCKT$ 和创新性

"C,,(Q.KCQ+,+PP$这三者的聚

合概念

产出视角

#关于团队创造力的定义恰当与否值得商榷#毕竟将团队创造力界

定为创造力与其他结果的加总在理论上很难令人信服*

$出于上述原因#相关实证研究在使用这一量表时往往只选取创造

力子量表和创新性子量表#而舍去生产力子量表 +4,

*

!子量表的设计已被相关实证研究证明可能是无效的%创造力子量

表和创新性子量表在数据分析中会被聚合成#个因子 +"8,

&

#三$ 混淆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测量工具

在团队创造力的问卷研究中%混合使用来自不同独立量表的题项进行测量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团队

创造力的内涵常常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研究者们往往同步使用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测量工具&这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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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许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创造性过程和创造性结果是完全等价的%因此可以合并测量&例如%6C.

等
*!1+

混合使用了 9.-L+-等
*!4+

和 e++,R+-P等
*"1+

的量表%但前者着重描绘创造性过程
*#4+

%后者着重形容创

造性结果(陈超和刘新梅
*;%+

)李召敏和赵曙明
*;#+

完全效仿了这一做法&与之类似%\CL和 dIC,

*!"+

混合使用

了 =/RI.L和 YNLLC,UP

*;$+

的产出量表以及 FI(N 和 *+(-U+

*!!+

的过程量表%选择了其中的部分题项(常涛

等
*;!+

对于团队创造力的测量整合了新颖性)有用性和流畅性%且明确指出这是#对团队的创造性过程)行

为及成果的整体评价$&

同步使用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测量工具%将带来两个问题&首先%鉴于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

团队创造力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且已有研究表明%创造性过程和创造性结果之间至多存在中等的相关关

系
*#4+

%因此%假定两者完全等价的测量方法是很难站住脚的&当研究者同步使用两种视角下的测量工具

时%其研究结论究竟将贡献于创造性过程的优化%还是创造性结果的提升%就成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

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其次%鉴于创造性过程和创造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不

同因素的驱动
*#4+

%两者很有可能不会在同一因素的影响下同时表现出高水平&所以%当研究者秉持#高水

平的团队创造力意味着在创造性过程和创造性结果上同时有高水平表现$这一观点时%他们必将忽视一

系列仅对创造性过程或创造性产出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样一来%相关研究就在无形中自我设限&

另外%在团队创造力的问卷研究中%研究者们还经常使用与研究视角不相匹配的测量工具&例如%0(

等
*;"+

将团队创造力等同于#想法产生$%属于过程视角%却运用 dIC, 和 FI(N

*"#+

的产出量表来评价团队创

造力(而 HP.C等
*;;+

认为团队创造力属于团队绩效产出的一种%但用了创新性工作行为量表来测量团队创

造力%且只选择了评价想法产生阶段的!个题项(=+RM+P等
*$;+

也立足于产出视角%却选用了 FI(N 和

*+(-U+

*!!+

这一过程量表中的3个题项(陈超和刘新梅
*;%+

)彭伟和金丹丹
*;3+

)钱宝祥等
*;4+

同样从产出视角

出发%在测量时却选用了 9.-L+-等
*!4+

的过程量表&

四" 团队创造力内涵的厘清和测量工具设计的思路

要解决测量上的诸多问题%明确团队创造力的内涵将是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已有研究做出了很多有

益的尝试&例如%dNI 等
*;+

明确区分了基于过程的创造力 ! J-(A+PPDO.P+R A-+.KCQCKT"和基于结果的创造力

!(NKA(L+DO.P+R A-+.KCQCKT"%认为前者是#通过个体交互产生想法)丰富想法的过程%可被解读为团队成员对

于特定认知活动%如问题定义)环境扫描)数据收集和替代方案产生等的参与$%后者则是#创造性产出%在

操作上可被界定为产出对于新知识的发展程度$&0(,K.U等
*#4+

为两者提供了新的命名%即创造性的行为

表现!A-+.KCQ+J+-E(-L.,A+O+I.QC(-P"和创造性的结果有效性!A-+.KCQ+(NKA(L++EE+AKCQ+,+PP"&创造性的行为

表现是团队为应对非常规任务或项目而开展的一系列相互依赖的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活动%创造性的结

果有效性则被界定为由利益相关者评价的非常规任务或项目的最终成果!如想法)原型)产品等"的新颖

性和有用性
*#4+

&

要准确界定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就需要在细节上把握创造性过程和创造性结果的

不同含义&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创造性过程常常被进一步细化分解为四个阶段'任务表征)信息收集)想

法产生)想法评价
*#4%!#+

&具体来看%在任务表征阶段%团队成员就#团队任务是什么$形成共享的理解(在信

息收集阶段%成员通过内部交互或外部搜索%建立或激活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储备(在想法产生阶段%成员运

用自己所有的任务相关的知识产生差异化的想法(在想法评价阶段%上述差异化的想法将在相关的标准下

经历正确性或恰当性的评价%符合标准的想法被挑选出来%最终成为团队产出
*!#+

&因此%过程视角下的团

队创造力可被界定为团队为了产生有价值的创意而以集体形式开展的与任务表征)信息收集)想法产生)

想法评价等不同阶段相关的一系列活动&

另一方面%针对创造性结果的诸多研究表明%团队创造力具备两个构成型的维度'新颖性和有用

性
*#%%#4%;8+

%对这两个维度的区分%使得团队创造力这一构念更具解释力
*;8+

&基于此%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

造力可被界定为团队工作成果的新颖性和有用性&其中%新颖性反映了产出的独特性或罕见程度%有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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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反映了产出的价值)有效性或适当性&理论上%新颖性和有用性相互独立%两者的不同权重将改变团队创

造力的内涵&从新颖性和有用性的高低组合来看%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团队创造力%即'新颖性和有

用性均较高%新颖性较高但有用性较低%新颖性较低而有用性较高&

通过区分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更多不同类型的团队的创造性潜能有望得到关注和发挥&例如%

\(M/(WPBC和 5+//

*;1+

提供了有关于团队的一般分类方法%将现实中的团队分为六种基本类型'生产团队)服

务团队)管理团队)项目团队)行动和执行团队)顾问团队&在这里%服务团队之于组织的贡献很难通过团队

产出表现出来%而主要体现在对团队过程的创造性优化上(而诸如生产团队)项目团队等类型的团队%则有

更大机会提交创造性产出%实现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尽管两类团队创造力在可见性水平上有一定差

异%但必须承认的是%它们对于现实组织而言都是有正面意义的&

更进一步%即便是能够提交创造性产出的团队%其产出也很可能在新颖性和有用性水平上有所差异&

给定团队构成和团队过程%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团队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例如%在一般情况下%执行相对

明确的生产任务的团队%在产出新颖性上常常逊于从事不明确的任务的项目团队(但是%前者的创造性产

出很可能凭借高水平的有用性为组织创造非凡价值&因此%在产出视角下%对于新颖性和有用性的区分将

帮助研究者和实践者锁定能够促进不同类型的团队创造力的因素%提升研究结论的管理应用价值&

基于对团队创造力概念内涵的清晰界定%开发相应的合理可行的测量工具才成为可能&在过程视角

下%对团队创造力的测量应包含创造性过程的各个阶段%涵盖各个阶段的所有活动&唯有如此%测量工具才

能够完整地捕捉团队创造力的全部内涵%具备高水平的构念效度&就目前来看%已有研究者在开发过程视

角下的团队创造力量表上做出了新的尝试&例如% (̂PC,U等
*##+

将创造性过程区分为问题识别)想法产生和

想法评价等三个阶段%基于此设计了相应的题项(基于实证数据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这三个阶段

的题项彼此之间得到了良好的区分%又可以合并起来表征整个创造性过程&在未来%过程视角下团队创造

力的测量工具应该覆盖包括任务表征)信息收集)想法产生)想法评价等在内的创造性过程的所有阶段%对

各阶段进行独立的题项设计%并遵循包含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内的两阶段量表开发程

序
*""+

%以确保相应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在产出视角下%对团队创造力的测量应包含两个构成型的维度'新颖性和有用性&鉴于它们的内涵截

然不同%使用一个综合指标!即#既新颖又有用$"只会造成评价者在评价上的困难%降低研究结论的可信

度
*"4+

&因此%对于新颖性和有用性这两个维度的评价应分别进行&在已有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

了这一问题%选择对它们进行独立测量%甚至在数据分析中也不将它们合并起来
*#%%3%23#+

&鉴于新颖性和有

用性受团队动态性的不同影响%很可能有不同的前因
*#4%;8%3$+

%且研究者们在两个维度的合并方式!如计算

平均值或直接相乘"上还存在分歧
*$%$%%3!+

%因此%在数据分析时也对它们进行独立的处理或许是一种更合

理的办法&这或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对团队产出的新颖性和有用性产生反方向影响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在测量新颖性和有用性这两个构成型维度时%最好使用包含多个题项的反映型指标%以

减少测量过程中的误差%使测量结果更加接近客观现实
*3"+

&尽管现有的大多数相关研究往往使用构成型

指标%要求评价者直接对产出的#新颖性$和#有用性$进行评分
*$%%3#+

%但也有研究者已在反映型指标的设

计上做出了初步尝试
*#%+

&在未来%研究者们应开发更一般化的团队创造性产出量表%在题项设计上尽可能

详细地阐述新颖性和有用性的内涵&

除此之外%在对创造性产出进行评价时%还需要注意这种评价应建立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之上&换而言

之%评价者应充分了解待评价的团队产出在可与之比较的同类产出中居于何种水平%并在评分中予以充分

体现&很显然%如果没有可供比较的对象%对于团队创造性产出的评价将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这也是为什

么 :L.OC/+

*$1+

在提出针对创造性产出的一致性评估技术!A(,P+,PN./.PP+PPL+,KK+AI,CgN+"时%特别强调了

只有熟悉产出相对应的领域的个体%才能被视作恰当的评价者&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

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5.+-等
*$$+

为评价者提供的指导语中%明确指出需要评价者在#比较

过去3个月中本团队的创造力和其他执行相似任务的团队的创造力$的基础之上做出对本团队的创造力

的评价(eC等
*3;+

要求评价者评价其所在团队与其他类似的工作团队相较而言的创造力水平(王磊
*$!+

也提

3"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到%团队创造力应由团队领导者在横向对比其他团队的产出的基础上进行评价&因此%在未来%研究者们在

团队创造性产出的评价者的选择和引导上还需多加注意&

五" 结I语

进入$#世纪以来%团队创造力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其前因变量的研究层出不穷&然而%这一构

念至今在内涵界定上依然模糊%这一模糊性直接带来了测量上的诸多问题%减损了各种实证研究结论的内

外部效度&本文在回顾现有研究关于团队创造力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内涵模糊性的来源%详

细探讨了相关问卷研究的测量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而提供了明确概念内涵)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的

基本思路&只有当过程视角和产出视角下的团队创造力得到明确的区分和准确的测量时%相关实证研究的

结论才有望为管理实践带来更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王端旭%武朝艳)变革型领导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团队信任和团队反思的中介作用*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4%2#41)

*$+ G=cbĉ >6%b:'\'>ZZc'5ĉ *<%b:'*>'\cef Z%+K./)9(PK+-C,UK+.L A-+.KCQCKT' J+-PJ+AKCQ+K.BC,U.PB+TK(

N,/(ABC,URCQ+-PCKTSPJ(K+,KC./*6+)6(N-,./(E:JJ/C+R ZPTAI(/(UT%$%#$%14!;"'18$2113)

*!+:**:̂ f:e>%f==eec7:f)H+.LA-+.KCQCKT%A(U,CKC(,%.,R A(U,CKCQ+PKT/+RCQ+-PCKT*6+)0.,.U+L+,KdAC+,A+%$%#1%3;

!""'#;8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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