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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 ;a:理论探讨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过犹不及$效应的作

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通过两阶段追踪问卷调查法获取了7"名直接主管和"X%名员工的配对数

据"研究结果发现'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呈倒 F形关系%团队创造力在员工建设性越

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倒 F形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领导的政治技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

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倒 F形关系中不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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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P言

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原理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管理的核心思想是

流程的标准化%即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简单环节%并要求员工像机器那样精确执行特定工作%

从而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套管理体系在环境相对稳定的工业化时代被证明是有效的%大大提高了企

业的工作和生产效率'然而在如今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信息化时代%员工质疑和挑战默认的假设+规



律和惯例%主动寻求新颖+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变得愈发重要'员工为了增进组织或组织成员的福祉%主动

采取的违反组织规范的行为被统称为建设性越轨行为!U(,LM-K1M?S+0+S?.,1+"

)! 2"*

'鉴于建设性越轨研究

的现实性和前沿性%建设性越轨行为逐渐成了一个热门的研究主题'特别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响应 0.J/@

?,E和 *KMN(-MJ!"%!4"的呼吁%尝试通过实证检验来揭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本质
)#*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

者们相继发现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负向及倒 F形关系
)927*

'虽然这些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关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利弊的争论%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员工建

设性越轨行为对个体层次绩效的作用%针对团队层次工作结果的影响研究仍十分匮乏'直接将个体层次上获

得的研究结论应用于团队层次%不仅未必能够成立%而且不利于建设性越轨理论在团队层次上的构建
)4*

'特

别是%随着外部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借助团队这种组织形式%协同整合团队成员的知

识和技能%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3*

'因此%仅从个体工作结果的视角去审视建设性

越轨行为的作用效果%将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现代企业究竟是好是坏'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

制模型'具体来看%首先%我们之所以选择团队绩效作为结果变量%是因为团队绩效是团队最为核心的工作

产出%是团队活动的最终结果
)X 2!%*

'因此%从团队绩效视角出发%判断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组织是否有

益更具有说服力'其次%我们选择 ;a:理论%将团队创造力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

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根据 ;a:理论%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团队绩效%还可能通过

团队过程中的其他因素间接作用于团队绩效'团队创造力是团队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整体特征%即团队所

有成员共同合作对有价值且有用的产品+服务+想法或程序等的创造
)!!*

'团队创造力既可能受到员工建设

性越轨行为带来的新想法和新观点的影响%又可以显著预测团队绩效水平%因此它可能是连接两者的重要

中介变量
)9%!"*

'鉴于此%本文构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

团队创造力
"

团队绩效$这一研究路径%进一步

剖析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最后%我们将领导的政治技能作为边界条件%探

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拥有高政治技能的领导具有较高的真诚性+网络运营

力+社会敏锐性和人际影响力%可以促进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向团队创造力进行转化%同时抑制过多的

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引入领导的政治技能作为调节变量%尝试揭示员工

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产生非线性作用的边界条件'总体而言%通过以上研究我们有望解答建设性

越轨实施者对企业来说究竟是#好士兵!*((D I(/D?+-"$还是#坏苹果! .̀D 8OO/+"$这一困扰学术界多年的

疑惑%并揭开其边界条件%从而为企业管理者有效增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效应+缓解其负效应提供

实践启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图!&理论模型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

团队绩效是指团队完成既定目标与任务的程度
)!#*

'如何提升团队绩效一直以来都是实业界和学术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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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注的重要主题'已有研究表明%领导力+团队特征以及团队行为等因素会影响团队绩效水平
)!92!7*

'特

别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相继发现个体层面的员工行为可以通过团队层面的互动和整合自下而上! (̀M@

M(Q@KO"地影响团队绩效'例如%吴志明和武欣!"%%$"发现团队中的组织公民行为会提升团队的绩效水

平
)!4*

'c?等!"%!4"证明员工建言行为对团队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
)!3*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组织变革的

源泉%能有效提升团队的生产效率
)!X*

'它可以通过#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方式对团队绩效产生

积极影响
)"%*

'虽然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探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孙健群

!"%!7"证实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
)9*

'鉴于此%我们推断员工适度的建设性

越轨行为可以提升团队绩效'具体来看%首先%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可能会使团队内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

流程变得不合时宜%进而阻碍其可持续发展
)"!*

'此时%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可以帮助团队及时发现内部

存在的问题%反思工作流程中存在的不足%确保团队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实现预定目标'其次%员工建设性

越轨行为传递出的异质化建议或想法有助于弥补团队的认知盲区和信息盲点'不同于按部就班地机械执

行%建设性越轨行为意味着新的思维和方法%这一过程会扩大团队的认知范围%同时帮助团队掌握更丰富

的信息%促使团队成员及时更新知识和认知%提升工作技能%这对提高团队绩效至关重要'最后%即使员工

的建设性越轨行为遭遇失败%它也可能会#败得漂亮$'虽然动机#高尚$%但在组织环境中%想要打破规范

势必会遇到重重阻力%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最终仅仅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并不会达到

预期的结果'但是%对于整个团队来说%这一过程也不是毫无参照价值'因为该行为有助于团队其他成员总

结经验并吸取教训%加深他们对团队面临的现实约束的理解%帮助其在日后的工作中选取更有效的途径解

决问题%从而确保团队发挥更好的绩效表现'

然而%过犹不及效应!T((\K1J (A.*((D TJ?,EbAA+1M"指出组织情境中员工的#好公民$行为在过多被

实施后%其积极效应会递减%甚至产生消极的作用
)""*

'因此%我们推断员工过多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亦会给

团队绩效带来消极影响'首先%受到团队自身要素的限制%随着建设性越轨带来的异质化信息的增多%可能

会出现信息冗余的结果'大量冗余的信息会导致团队成员失去对焦点和任务的关注%阻碍他们对既定团队

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其次%团队内部过多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易使团队成员轻视甚至忽视组织规范的价值%

陷入个人诉求优先于团队诉求的境况中'这会破坏团队的和谐气氛和合作氛围%引发团队内部的冲突%迫

使团队成员将时间和精力分散到人际关系紧张感的消除上以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的自保手段

上'已有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团队关系冲突会降低团队绩效
)"#*

'最后%员工过多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会使团队

在认知新技术+整合新思想等方面增加管理成本%反而可能降低团队绩效表现'综上%我们认为当员工的建

设性越轨行为从低水平上升至适度水平时%它对团队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超过其消极影响%但当建设性越轨

行为的水平继续上升超过适度水平时%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会超越其积极作用'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Z!'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呈倒 F形关系!即随着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增加!团队绩效呈现

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

#二$ 团队创造力的中介作用

团队创造力是指团队所有成员共同合作对有价值且有用的产品+服务+想法或程序等的创造
)!!*

'员工

建设性越轨行为是对传统规则创新性的改变%其固有的利他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团队成员发挥自身的创造

力%继而提高团队的整体创造力水平'因此%我们推断员工适度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会促进团队创造力'具体

来看%首先%个体在实施建设性越轨行为过程中%会激发创造性思维%提升自身的创造力
)7*

'而个体创造力

水平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团队创造力
)"9*

'因此%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会通过提升自身的创造力来促进

团队创造力'其次%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在激发自身创造性思维的同时%可以为团队带来异质性的知识和

信息%丰富团队成员解决问题的视角%进而帮助团队做出更具创造性的决策
)"$*

'另外%作为一种亲社会行

为%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会在团队内部营造集体亲社会动机%即对他人利益和团队整体福祉的关注'而

在亲社会动机的引导下%团队成员易形成共同目标%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从而不断提出新观点和新想

法
)"7*

'也就是说%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通过提升团队其他成员的创造力来促进团队整体创造力'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然而%根据过犹不及效应的基本假设%过多的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亦会对团队创造力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可以为团队带来全新的知识和信息%但伴随着团队内部建设性越轨行为发生频

率的不断增加%知识和信息的种类和数量也随之攀升%达到某个临界点时%知识和信息给团队带来的正面

效应将达到最大值%继续增加将导致团队无法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和信息%利用效率会出现下降'事实上%不

同团队成员会选取吸收不同种类的知识和信息%久而久之%会导致团队成员间认知差异增大+信息不对称

以及信息搜索效率下降等问题频繁出现%这可能造成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知识鸿沟%增大团队创新的阻

力
)"4*

'其次%员工高频率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造成团队知识异质性过高%进而导致群体分层'这种非正

式制度规范的小群体会影响团队内部的高效交流与沟通%甚至造成团队成员之间的冲突和关系紧张%给团

队创造力带来不利影响
)"32"X*

'据此%我们推断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呈倒 F形关系%即随着

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增加%团队创造力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

如果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有显著影响%而团队创造力又在团队绩效提升过程中发挥积

极作用%那么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团队创造力来传递'我们认为#输入,过

程,输出$!;,OKM@a-(1+LL@:KMOKM% ;a:"理论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作用过程';a: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输

入因素通过互动过程影响输出结果
)#%*

'具体来看%首先%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可以有效提升自身以及团队

其他成员的创造力%因此可以被当作 ;a:模型中的情境性输入因素'其次%团队创造力是团队表现出的一

种整体特征%是提升团队绩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过程因素
)!"*

'最后%团队绩效是团队创造力的重要结果变

量%可以作为 ;a:框架中的输出因素
)#!*

'鉴于此%我们推断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OKM"在团队层面的互

动和整合过程中对团队创造力!a-(1+LL"产生倒 F型影响%继而影响团队绩效!:KM1(Q+"'据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Z"'团队创造力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倒 F形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 领导政治技能的调节作用

B((DQ., 等!!XX#"提出团队创造力是团队成员创造力的函数%同时也受到相关情境因素的影响
)!!*

'

作为组织的化身和代表%我们认为领导因素是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权变因

素
)#"*

'政治技能!a(/?M?1./I>?//"是个体在工作场所中正确理解他人并运用相应知识去影响他人%从而实现

自身或组织目标的能力
)##*

'它兼具了真诚性!8OO.-+,MI?,1+-?MR"+网络运营力!'+MN(->?,E8P?/?MR"+社会敏

锐性!I(1?./8LMKM+,+LL"和人际影响力!;,M+-O+-L(,./;,A/K+,1+"的混合能力
)##*

'已有研究表明领导政治技

能可以影响团队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在团队管理过程中强化正面要素的积极作用%弱化负面要素的消

极作用
)##*

'因此%我们推断领导的政治技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具体

原因如下(首先%高政治技能领导表现出的真诚性容易获得员工的信任和信赖
)#9*

'对于整个团队来说%团

队成员对领导的信任有助于形成团队凝聚力%营造合作互助+积极沟通的团队创新氛围%这为员工建设性

越轨行为向团队创造力转化提供了优质土壤'其次%高政治技能领导表现出的网络运营力能疏通团队内部

的信息沟通渠道%促进团队成员进行高效交流
)#$*

'这有助于团队内部对建设性越轨带来的异质性信息进

行有效整合%从而更好地从中发现新灵感%形成新思路
)##*

'最后%高政治技能领导具有的高敏锐性能及时

洞察团队成员之间的敌对关系%并且利用自身的人际影响力来纾解团队紧张氛围
)#7*

'也就是说%高政治技

能领导可以通过深度剖析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背后的价值以及该行为可能给团队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方式

将团队成员可能感知到的冲突转化为有价值的团队知识%引导和说服下属积极看待他人的建设性越轨行

为%促使他们将注意力从冲突体验转移到知识学习上%进而弱化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负向

影响'总之%如果团队领导者具有较高的政治技能%则可以促进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向团队创造力进行

转化%同时也会抑制过多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Z#'领导的政治技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倒 F形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领导

的政治技能越高!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倒 F形关系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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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样本和程序

调查数据来源于吉林+辽宁+北京+山东和广东地区的企业主管和其直接下属'样本主要涉及制造业+

;T业+金融业及服务行业等'我们事先通过研究人员的社会关系找到各团队中的主管%委托他们随机邀请

# o!%名自己的下属参与本次调研'通过主管提供的联系方式%我们与这些员工取得了联系'我们向他们说

明了研究的目的%强调了问卷的匿名性和保密性%并承诺他们每次认真填写完问卷后会获得一定的报酬'

为了避免可能的数据分析偏差和同源偏差%本研究采用上下级配对和多时点追踪方法收集数据'我们在每

份员工问卷中要求他们提供电话号码的后六位和出生日期%以匹配前后两次问卷&同时我们事先对每个团

队进行了编号并要求被试填写自己所属的团队编号%以便对各团队数据进行配对'在时间点!%我们通过微

信将问卷链接发送给主管的直接下属%调查的变量为建设性越轨行为和领导的政治技能'第一轮调研我们

共发放 #""份员工问卷!7$个团队"%删除空白+答题倾向过于明显及自相矛盾等不合格的问卷后%回收有

效问卷#!"份!7"个团队"%有效率为X7)3XY'在一个月后的时间点"%我们要求主管填写团队绩效%要求员

工填写团队创造力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份%有效率为X7)94Y'经过逐一匹配%最终得到了完全配对的有

效问卷为"X%份!7"个团队"%领导与员工问卷的配对比为!(9)73%配对效果较为理想
)#4*

'从团队的样本结

构来看%$人及以下团队占7)$Y%72!$人占9#)$Y%!72"$人占##)XY%"7人及以上占!7)!Y'团队成立时间

在!年以下团队""个%!2#年的"!个%927年的!"个%7年以上的占4个'

#二$ 测量工具

团队绩效(团队绩效量表采用季忠洋!"%!X"在 8,1(,.和 U./DN+//!!XX""开发的量表基础上改编的团队

绩效量表
)#3 2#X*

'此量表选择7项指标,,,效率!bAA?1?+,1R"+质量!kK./?MR"+技术创新!T+1J,?1./;,,(S.M?(,"+

遵守日程!8DJ+-+,1+M(I1J+DK/+L"+遵守预算!8DJ+-+,1+M(̀ KDE+ML"及工作优异!B(-> bH1+//+,1+",,,来

评价团队绩效'代表题项如(#团队的工作是高效率的$ #团队的工作是高质量的$等'问卷以李克特$点量

表测量%!为#完全不符合$%$为#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U-(,P.1JWL

&

为%)3$'

领导的政治技能量表(领导的政治技能量表采用 6+--?L!"%%$"开发的9维度!3题项政治技能量表
)##*

'

涂艳红!"%!3"将此量表翻译成了中文&此翻译版本在其研究中显示出了较高的信度%U-(,P.1JWL

&

为

%)X%

)9%*

'因此我们将沿用此翻译版本'代表题项如(#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时候%我的直属领导尽可能在言语

和行为上表现得很真诚$ #我的直属领导尽力表现出对他人真正地感兴趣$等'问卷以李克特$点量表测

量%!为#完全不符合$%$为#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U-(,P.1JWL

&

为%)X9'

团队创造力(团队创造力量表我们采用 [?.等!"%!9"编制的7题项量表
)9!*

'李召敏和赵曙明!"%!3"将

此量表翻译成了中文&此翻译版本在其研究中显示出了较高的信度%U-(,P.1JWL

&

为%)X%

)9"*

'因此我们将

沿用此翻译版本'代表题项如(#团队成员领先提出和尝试新的观点或方法$#团队成员在相关领域产生开

拓性或独创的想法$'问卷以李克特$点量表测量%!为#完全不符合$%$为#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 U-(,P.1JWL

&

为%)3X'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量表采用王弘钰和崔智淞!"%!3"编制的"维度4题项量

表%此量表在以往的多次实证研究中均显示出较高的信效度
)9#*

'代表题项如(#为了提高单位的业绩%违反

单位的规定$#工作中为了解决问题%反对本部门老员工的观点$等'问卷以李克特$点量表测量%!为#完全

不符合$%$为#完全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U-(,P.1JWL

&

为%)3#'

控制变量(基于文献分析%我们选择了团队规模和团队年限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9929$*

'

#三$ 数据聚合检验

我们借鉴前人的做法%在开展低聚效应! (̀MM(Q@KO"研究时将个体层次变量聚合到团队层次后进行数

据分析'在聚合之前%需要计算相关指标来考察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及领导的政治技能的组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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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个体层面变量向团队层面变量聚合分析结果

变量 N̂E均值 ;UU"!$ ;UU""$

建设性越轨行为 %)37 %)!X %)$"

团队创造力 %)37 %)"! %)$4

领导的政治技能 %)X# %)94 %)3%

异'由表!所示%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及领导

的政治技能的 ^

NE

均值分别为%)37+%)37及%)X#%大

于临界值%)4&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及领导

的政治技能的 ;UU

!

依次为%)!X+%)"!及%)94%高于%)

%$的临界值&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及领导的

政治技能的 ;UU

"

依次为%)$"+%)$4及%)3%%达到了%)

$%的临界值
)97*

'因此可以将这些个体数据聚合为团队层面的变量'

#四$ 共同方法变异检验

共同方法变异!U(QQ(, \+MJ(D d.-?.,1+"是一种系统误差%它普遍存在于采用问卷法的研究中'由于

共同方法变异会显著降低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来消除或降低这种

偏差'首先%我们采用了上下级配对和两阶段追踪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尽可能避免了在数据

收集过程中产生的同源偏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本研究的结论产生影响%我们利用统计

手段进行检验'我们依照周浩和龙立荣!"%%9"的建议%采用 Z.-Q., 单因子检验方法%将问卷中的四个因

素的所有条目一起做因子分析
)94*

'结果表明%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到的载荷量是"$)9"Y%小

于总变异量!49)43Y"的9%Y'接下来%我们采用更为严格的单一共同因素法再一次检验同源偏差情况'在加

入了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的拟合度与最高的四因子模型相比%U6;+Tc;+ \̂Ib8的变化值均未超过%)%"%说

明模型拟合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见表""'综上%我们可以判断本研究的同源偏差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表"&测量模型对比

模型
'

"

<DA

6BM NOM .A)>P

五因素%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团队绩效<领导的政治技能<共同方法因子 ")"$ %)X9 %)X# %)%4

四因素%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团队绩效<领导的政治技能 ")"$ %)X9 %)X# %)%4

三因素%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 5团队绩效<领导的政治技能 ")X" %)X% %)3X %)%3

二因素%建设性越轨行为 5团队创造力 5团队绩效<领导的政治技能 #)4# %)37 %)3$ %)!%

单因素%建设性越轨行为 5团队创造力 5团队绩效 5领导的政治技能 9)!% %)39 %)3" %)!%

#五$ 变量区分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 \O/KL4)9对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创造力+团队绩效及领导的政治技能等四个构念进行

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结果表明%四因素模型的数据拟合度指标 !

'

"

<DAh")"$%U6;h%)X9%Tc;h

%)X#% \̂Ib8h%)%4"优于其他备选模型%说明四因素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可知%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为本研究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A )Q ! " # 9 $

!)团队规模 ")7! %)39

")团队年限 ")%4 %)XX 2%)%3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9 %)4#

2%)!3

!!

2%)%#

9)团队创造力 ")3! %)X"

2%)!#

!!

2%)%X

%)"!

!!

$)领导的政治技能 ")X# %)37 2%)%% %)%3 %)!% 2%)%#

7)团队绩效 ")$7 %)7!

2%)""

!!

2%)%%

%)94

!!

%)"3

!!

2%)%9

&&注%

!!表示 Eg%"%!!

!表示 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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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设检验

由表9中的模型!可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Ih!)!"%Eg%)%%!"'由模型

"可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平方项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Ih2%)"%%Eg%)%$"%并且可

决系数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

.

"

h%)%!"'综合模型!和模型"的分析结果%随着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增加%团

队绩效也随之增加%但当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频率高于某一临界值后%团队绩效则会随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增

加而减少%即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呈现倒 F形'因此%Z!得到验证'接下来%我们采用

.̀-(, 和 _+,,R提出的三步法来检验团队创造力在建设性越轨行为和团队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如模型9

所示%建设性越轨的平方项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Ih2%)#3%Eg%)%!"'如模型#所示%

在加入团队创造力之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二次项对因变量团队绩效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Ih2%)!9%Ep

%)!"%而团队创造力对团队绩效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Ih%)!4%Eg%)%%!"%表明团队创造力在建设性越轨

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Z"得到验证'为了证明曲线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我们借鉴 c?, 等

!"%!4"的做法验证团队创造力自身对团队创造力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93*

'如果中介效应在不同的团队创

造力水平!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上存在差异%则中介效应成立
)9X*

'团队创造力在高低水平下%中介效应值

分别为 2%)!7!X$YU;为) 2%)"!% 2%)!!*"和!)%9!X$YU;为)%)3"%!)"$*"%中介效应差异为 2!)"%

!X$YU;为) 2!)9$% 2%)X9*"%Z"再次得到验证'最后%我们来验证领导的政治技能的调节作用'如模型$

所示%建设性越轨的平方项与领导的政治技能的交互项不显著!Ih2%)"7%Ep%)!"%说明领导的政治技

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倒 F形关系之中不起调节作用%Z#未得到支持'

表9&假设检验结果

团队绩效 团队创造力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9 模型$

截距项 2%)!!"%)%X$ 2%)%4"%)%X$ 2%)!9"%)%X$

%)9%

!!

"%)!"$ %)97

!!!

"%)!#$

团队规模 %)%""%)%#$ %)%""%)%#$ %)%#"%)%#$

2%)%7

5

"%)%9$ 2%)%X

!

"%)%9$

团队年限 %)%#"%)%"$ %)%#"%)%"$

%)%9

5

"%)%"$ 2%)%3

!

"%)%#$ 2%)%3

!

"%)%#$

建设性越轨行为
!)!"

!!!

"%)%$$ !)!#

!!!

"%)%$$ !)%9

!!!

"%)%7$ %)$#

!!!

"%)%4$ %)$#

!!!

"%)%4$

建设性越轨行为平方
2%)"%

!

"%)!%$

2%)!9"%)!%$

2%)#3

!!

"%)!#$ 2%)#9

!

"%)!#$

团队创造力
%)!4

!!!

"%)%9$

领导的政治技能 2%)%7"%)%7$

建设性越轨 q领导的政治技能
2%)#$

!!

"%)!#$

建设性越轨平方 q领导的政治技能 2%)"7"%)"9$

^

"

%)7" %)7# %)7$ %)"# %)"7

&&注%

!!!表示 Eg%"%%!!

!!表示 Eg%"%!!

!表示 Eg%"%$!

5表示 Eg%"!#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果

本研究探讨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过犹不及效应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通过两阶

段追踪问卷调查法获取了7"名直接主管和"X%名员工的配对数据%研究结果发现(!!"员工的建设性越轨

行为与团队绩效呈倒 F形关系'这说明当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从低水平上升至适度水平时%它对团队

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超过其消极影响%但当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水平继续上升超过适度水平时%其带来的消极

影响会超越其积极作用'!""团队创造力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倒 F形关系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这说明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是通过提升团队的创造力来促进团队的绩效水平%但是过于频繁

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会阻碍团队创造力的发展%继而对团队绩效产生负向影响'!#"领导的政治技能并没有

缓解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过犹不及效应'这一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不同%原因可能在于(员

9#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工过于频繁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可能会被领导引申为一种攻击或挑衅%继而对此进行排斥和阻抑%而不是纾

解其造成的人际冲突和紧张氛围
)7*

'这可能限制了领导的高政治技能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创造

力的倒 F形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二$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本研究基于过犹不及效应的基本假设提出并检验了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是否能给组织带来福祉%学术界一

直未达成共识'正向观学者认为建设性越轨的创新性和利他性能够提高组织绩效%为企业带来积极的变

化
)"!*

%负向观学者则认为建设性越轨行为会对组织的稳定与有效运转产生威胁
)$%*

'然而%这些推断多数

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建设性越轨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团队最为核心的工作

产出,,,团队绩效%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明确答案'这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判断%建设性越轨实施者对组织

来说究竟是#好士兵$还是#坏苹果$'本文通过证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过犹不及效应%填

补了建设性越轨行为作用于团队绩效的研究空白%丰富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作用结果的研究%同时也补

充了过犹不及效应在团队层面的应用'第二%本研究选择 ;a:理论%将团队创造力作为过程因素%揭示了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目前%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结果研究尚未深入考察其作用机

制%本文基于 ;a:理论框架证明团队创造力在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倒 F形关系中起到

中介作用'这不仅完善了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绩效非线性影响方式的研究%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理论间

隙%而且对目前已经成为团队过程领域热点问题的低聚效应研究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拓展'

#三$ 现实启示

本研究揭示建设性越轨实施者对企业来说既是#好士兵$又是#坏苹果$%因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不

仅可以通过提升团队的创造力来促进团队的绩效水平%又可能阻碍团队创造力的发展%继而对团队绩效产

生负向影响'这启示企业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双刃剑$性质%通过制度和流程设

置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性越轨的正效应%减少甚至避免其负效应'具体来说%首先%由于员工适度的建设

性越轨行为会提升团队创造力和团队绩效%因此企业管理者应给予员工这种#离经叛道$行为一定的发挥

空间%以提升团队创造力和团队绩效'例如%企业可以通过领导力培训+管理授权以及营造信任和自由的工

作环境等方式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其次%由于过于频繁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反过来会抑制团队创造

力和团队绩效%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将团队内部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建设性

越轨实施者从#好士兵$变为#坏苹果$'最后%虽然我们的实证结果并未证明领导的政治技能可以缓解员

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过犹不及效应%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领导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

理解为对自身的一种攻击或挑衅'这意味着%在团队工作中%如果团队领导将维持自身权力和地位而非工

作内容本身视为工作重心%那么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并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员工的创造力也会由

此受到抑制'而对于企业来说%应完善上下级沟通体系%营造有利沟通的组织环境%让管理者真正了解他们

实施这种离经叛道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提升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充分发挥领导政治技能的调节作用'

#四$ 研究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的结论对组织行为学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

为了解答建设性越轨行为究竟是好是坏的困惑%选择了团队绩效作为因变量'未来可以尝试引入更多的结

果变量%进一步揭示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正负效应'其次%本研究对团队绩效的测量采用了领导评价的方法%

这可能会造成绩效评估失真的现象'未来可以考虑利用客观指标来反映团队的实际绩效水平%从而进一步

增加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最后%领导的政治技能在团队层面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支持%未来可以

在模型中尝试加入更多的调节变量以揭示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对团队创造力产生非线性作用的边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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