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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采用知识图谱技术!对%98$'#$#$年国外重要期刊中建言与沉默议题文献进

行量化研究!梳理了建言与沉默研究的核心主题与关系现状!描绘了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关系

演变过程!总结了该议题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划分出建言与沉默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萌芽

期)成长期)发展期*!并发现建言研究与沉默研究在各阶段的增长趋势相对一致!但增速差异明

显"结合建言与沉默领域的研究主题!在内容维度上横向分析了建言与沉默的关系!发现两者关

系表现出对立中存在独立)对立中包含统一)统一中含有差异的复杂现状"通过对各发展阶段的

研究热点进行刻画!在时间维度上纵向分析了建言与沉默的关系!梳理出两者关系的演变过程!

总结出其关系实质"运用突现分析技术!总结出沉默行为的深化研究)建言反应与沉默反应研究)

跨文化研究)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等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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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8$&&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 #%!3!#$#%"$! $$"$ %3

7=>(%$)%3%"3?@)A,BC)A,""D%"":?E)#$#%)$!)$$"

&*3>F= 45.100;A@ DA4E7:F@:L4/1;A?4A3B:$:713;4A?B;0

<:3E::AM4;2:):B1C;481AF*;7:A2:):B1C;48

]<'hC) 6='*[IHW+C

!!"#$$%$&'()*+,))-./*+*)0120*$+) W#$+4+2+ 6+*7,1)*08$&:"$+$/*")2+. G2S) X(#2+ YZ==[Z) @#*+2"

&<?38123( 1̀+TS/(1C,LMI+PAC+,MCECAB,(W/+QL+T.SSC,LM+AI,CjH+) MICPS.S+-S-(VCQ+Q .jH.,MCM.MCV+PMHQ1(EMI+/CM+-.MH-+

(, MI+M(SCA(EV(CA+R+I.VC(-.,Q PC/+,A+R+I.VC(-C, C,M+-,.MC(,./C,E/H+,MC./@(H-,./PE-(T%98$ M(#$#$)>MP(-M+Q (HMMI+A(-+

MI+T+P(EV(CA+.,Q PC/+,A+.,Q MI+AH--+,MPM.MHP(EMI+C--+/.MC(,PICS) Q+SCAM+Q MI++V(/HMC(, (EMI+-+/.MC(,PICS R+MW++, V(CA+

R+I.VC(-.,Q PC/+,A+R+I.VC(-) .,Q PHTT.-CY+Q MI+E-(,MC+-I(MPS(MP.,Q Q+V+/(ST+,MM-+,QPC, MICPEC+/Q)<MEC-PM) MI-++C,M+-,.MC(,./

S-(L-+PPC,LPM.L+P!L+-TC,.MC(, S+-C(Q) L-(WMI S+-C(Q) +V(/HMC(, S+-C(Q" W+-+A.M+L(-CY+Q) .,Q W+E(H,Q MI.MMI+L-(WMI M-+,QP(E

V(CA+R+I.VC(-.,Q PC/+,A+R+I.VC(-W+-+-+/.MCV+/1A(,PCPM+,MC, .//SI.P+P) RHMMI+L-(WMI -.M+PQCEE+-+Q PCL,CECA.,M/1) +̀PCQ+P)

A(TRC,+Q WCMI MI+C,M+-,.MC(,./-+P+.-AI MI+T+PC, MI+EC+/Q (EV(CA+.,Q PC/+,A+) MI+V(CA+DPC/+,A+-+/.MC(,PICS W.P.,./1Y+Q I(-CY(,D

M.//1C, MI+A(,M+,MQCT+,PC(,) .,Q MI+-+/.MC(,PICS W.PE(H,Q M(+UICRCM.A(TS/+UPM.MHPjH((EC,Q+S+,Q+,A+C, (SS(PCMC(,) H,CM1C,

(SS(PCMC(,) .,Q QCEE+-+,A+C, H,CM1)OI+,) R1S(-M-.1C,LMI+-+P+.-AI I(MPS(MPC, +.AI PM.L+) MI+V(CA+DPC/+,A+-+/.MC(,PICS W.P

.,./1Y+Q /(,LCMHQC,.//1C, MI+M+TS(-./QCT+,PC(,) CMP+V(/HMC(,.-1S-(A+PPW.PA/.-CEC+Q) .,Q CMP+PP+,A+W.PPHTT.-CY+Q);C,.//1)

WCMI +T+-L+,M.,./1PCPM+AI,CjH+P) EHMH-+-+P+.-AI QC-+AMC(,PPHAI .PQ++S+,C,L-+P+.-AI (EPC/+,A+R+I.VC(-) -+PS(,P+PM(V(CA+(-

PC/+,A+) A-(PPDAH/MH-./-+P+.-AI) C,,(V.MC(, C, -+P+.-AI T+MI(QP.,Q (R@+AMPW+-+PHTT.-CY+Q .,Q S-(S(P+Q)

D:= E48F?( V(CA+R+I.VC(-% PC/+,A+R+I.VC(-% B,(W/+QL+T.S% A(,M+,MQCT+,PC(,% M+TS(-./QCT+,PC(,



一" 引G言

当前商业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eKX<"要求组织必须重视员工的意见与建议)

有效吸取和利用这部分智力资源)以保证企业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保持创新创造活力*已有研究发现)

员工的建言行为可以挖掘员工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并针对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建设性意见)从而促进组

织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增长)改善组织的有效性
+%2",

*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员工#知而不

言$的现象)沉默行为这剂#慢性毒药$)妨害了组织中上下级的顺畅沟通)破坏了信息在组织内的正常流

动)阻碍了企业活力的涌现
+32!,

*于是)促进员工建言与打破员工沉默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

题*

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双方因在概念上隐含的对立)常被

学者们联系在一起*如有学者认为两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

)相互对立)将高水平的建言视为低水平的沉

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沉默的概念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能从另一个剖面考虑员工不建言的情况
+8,

)如

故意隐瞒与缺乏建设性意见)因此将建言与沉默认作两个独立的构念)彼此无直接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

致为后续研究增添了诸多困扰)使学者们无法在明确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开展研究*面对这种困惑)一些定

性综述类文章列举了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8,

)包括对立'互补'独立)整合了多领域的

研究成果以梳理两者的前因'后果以及基本决策过程
+429,

)但这并未打开两者关系的黑箱*同时)后续有学

者将建言与沉默同时纳入研究框架)实证检验了同一影响因素对建言与沉默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同样得

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如员工真实性
+%$,

对员工建言与员工沉默均存在显著影响)而管理开放性
+%%,

等因素在

促进发声的情况下)不足以克服沉默*

上述情况表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单一变量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净效应的方法以及使用定性综

述方式对文献进行总结归纳的方法)均不能准确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进而厘清两者的关系*鉴于此)本

文认为应该追根溯源)通过量化综述的方式)确定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关系现状)明晰建言行为与沉默

行为的#前世今生$以及不同时期两者关系的演变)为理顺建言与沉默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关系实质提供借

鉴*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文将首先根据两者文献发表量的动态变化)划分出该领域的主要发展阶段)并

探寻建言研究与沉默研究在发展趋势与研究进展上的关系特征%随后引入文献计量学中的知识图谱可视

化技术)综合运用聚类分析'共现分析技术来确定建言与沉默议题的研究主题以及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

点)进而分别从内容维度和时间维度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关系进行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识别出建言

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关系现状与关系演变过程%最后根据突现分析技术)展现建言与沉默领域的前沿热点)

总结两者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二" 数据来源及文献发表量分析

借鉴既有研究
+%#2%",

)本文采取以下方式确定样本来源*在 F+R (E[AC+,A+核心合集数据库中)选定 [[X>

为引文索引源)检索发表时间在%98$/#$#$年)且标题中囊括 fTS/(1++e(CA+或 [S+.B KS 或 [S+.B =HM或

KSW.-Q X(TTH,CA.MC(, 或 7CPP+,M(->PPH+D[+//C,L或 FICPM/+R/(WC,L或 [HLL+PMC(, (E>Q+.P或 fTS/(1++[C/+,A+

或 [C/+,A+或 =-L.,CY.MC(,./[C/+,A+的语种为#f,L/CPI$的外文文献*同时)研究领域选定为 0.,.L+T+,M) H̀PCD

,+PP和 ZP1AI(/(L1<SS/C+Q)并筛除会议摘要'书评'通知'随笔等非学术类文章以及与议题无关的学术文

章)最终获得学术论文:3!篇*随后)对文献发表量进行分析*

文献发表量是研究热度的外在显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议题的研究进展与研究纵深*对样本期内

国外重要期刊中建言行为'沉默行为'建言与沉默行为!同时研究"'相关变量!检举等"的文献发表量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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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见图%")能使我们直观了解建言与沉默研究的发展趋势与研究进展)也能为我们理解建言行为与沉

默行为研究成熟度的差异以及后续两者关系的演变提供支撑*图%结果显示(近!$年)建言与沉默研究议题

经历了低迷'波动增长与爆发增长"个时期)分别对应着萌芽期!%98$/%994年"'成长期!%999/#$$9年"

和发展期!#$%$/#$#$年"三个阶段)表明这一领域逐步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具体而言)%98$/%994年期间)学术界对建言与沉默议题的关注度较低)对建言的认知处于初级阶段)

每年文献发表量不超过"篇)而沉默研究的文献发表量一直为$)表明对沉默的认识处于孵化阶段)这阻碍

了该议题学术研究的推进*%999/#$$9年期间)随着企业界与学术界的推动)沉默行为研究出现并缓慢增

长)建言行为文献发表量波动增长)部分年份突破至9篇*这表明建言与沉默研究受到更多学者关注)研究

热度间或暴涨*但是)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论文发表数量相差较大)反映出两者的研究进度出现了明显

差距*在这一阶段)也有部分研究同时探索了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定义和结构)推动了两者关系的讨论*

同时)检举等相关研究的研究热度也有所提升)与建言?沉默行为研究相得益彰*#$%$/#$#$年期间)外部

环境的加剧动荡对企业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使得实践界和学术界愈加重视员工这一信息获取窗口)文献

发表量明显攀升*其中)建言行为文献的年均发文量达到#8篇)沉默行为文献的年均发文量为:篇)建言与

沉默研究成为管理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时研究两者的文献数量出现缓慢增长)为我们理解建言行为与

沉默行为的共性与个性提供了桥梁*纵观整个样本期)可以发现建言研究与沉默研究的增长趋势相对一

致)但增速差异明显*不断扩大的文献发表量差距表明两者的发展成熟度存在显著差异)进而限制了学者

对两者关系的纵深探索*

图%&建言与沉默研究文献发表量#%98$&#$#$年$

三" 研究主题&&&内容维度分析

研究主题囊括了议题具体的研究方向)界定了议题的研究边界*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研究主题的整

理)为我们梳理两者关系提供了路径指导以及体系框架支持*因为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

所以本文利用 XCM+[S.A+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见表%")以及关键词

聚类结果!见图#"*通过表%和图#)可以有效识别国外研究在理论知识体系方面的贡献)厘清其内蕴的研

究主题与内容体系*经过梳理汇总)发现建言与沉默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五类)分别为建言与沉默的

内涵解读'建言与沉默的表现形式'建言与沉默的生成机制'建言与沉默的影响效应'建言与沉默的管理路

径!见表#"*于是)本文以五类研究主题为框架)在归纳各自主题涵盖内容的基础上)从内容维度对建言行

为与沉默行为的关系进行横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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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建言与沉默研究的高频关键词#%98$&#$#$年$

高频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高频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fTS/(1++e(CA+ "3" $)$4 X-(PPJ+V+/ "3 $)$3

Z+-E(-T.,A+ %!# $)$" X(,M+UM "" $)$8

fTS/(1++[C/+,A+ %"" $)$! ZP1AI(/(LCA./[.E+M1 "# $)$#

=-L.,CY.MC(,./XCMCY+,PICS +̀I.VC(- %%: $)$4 FICPM/+R/(WC,L "% $)$#

0(Q+/ 9% $)$4 7+ACPC(, 0.BC,L "% $)$9

<,M+A+Q+,M 8! $)$4 fMICA./J+.Q+-PICS "$ $)$#

J+.Q+-PICS !9 $)$# Z-(A+QH-./NHPMCA+ #9 $)$3

[S+.BC,L !! $)$" O-.,PE(-T.MC(,./J+.Q+-PICS #4 $)$%

Z+-P(,./CM1 3" $)$" O-HPM #8 $)$%

Z+-A+SMC(, 3% $)$: J+.Q+-DT+TR+-fUAI.,L+ #: $)$!

X(TTCMT+,M "9 $)$8 \+PS(,P+ #3 $)$%

X(,P+jH+,A+ "9 $)$3 Z-(ICRCMCV+e(CA+ #3 $)$#

N(R [.MCPE.AMC(, "9 $)$" X-+.MCVCM1 #" $)$3

X(TTH,CA.MC(, "4 $)$! 0+M.D.,./1PCP ## $)$#

X(,PM-HAM "4 $)$4 J(1./M1 ## $)$%

NHPMCA+ "3 $)$4 <RHPCV+[HS+-VCPC(, ## $)$8

表#&建言与沉默研究的核心主题#%98$&#$#$年$

主题 聚类 相关变量

<)建言 5沉默

内涵解读

n$ fTS/(1++e(CA+

n" FICPM/+R/(WC,L

n! K,+MICA./̀ +I.VC(-

n%# 7CPA(H-P+

V(CA+(SS(-MH,CM1!V(CA+R+I.VC(-!(-L.,CY.MC(,./PC/+,A+!(-L.,CY.MC(,./

ACMCY+,PICS R+I.VC(-!PS+.BC,LHS!+TS/(1++PC/+,A+!WICPM/+R/(WC,LQ+D

M+-TC,.,MP!+MICA./AH/MH-+!+UM+-,./WICPM/+R/(WC,L!+MICA./Q+ACPC(,DT.BD

C,L!WICPM/+R/(WC,LAI.,,+/P!(-L.,CY.MC(,./QCPP+,M!(,/C,+WICPM/+R/(WC,L

)̀建言 5沉默

表现形式

n%! 7+E+,PCV+[C/+,A+

n#! Z-(ICRCMCV+e(CA+

S-(T(MCV+V(CA+! .AjHC+PA+,MPC/+,A+! HSW.-Q V(CA+! M+.T V(CA+! A(,D

PM-HAMCV+V(CA+R+I.VC(-!HSW.-Q A(TTH,CA.MC(,!Q+E+,PCV+PC/+,A+!S-(D

ICRCMCV+V(CA+!QC-+AMV(CA+!E(-T./V(CA+T+AI.,CPTP!M-.Q+H,C(,P

X)建言 5沉默

生成机制

n4 fL(7+S/+MC(,

n%$ 0(-./>Q+,MCM1

n%3 e(CA+fEECA.A1

n%8 X(L,CMCV+Z-(R/+TDP(/VC,L7+T.,QP

n%9 1̀PM.,Q+-\+PS(,P+P

n#" [(AC./[M.MHP

n#: \CPB

+L(Q+S/+MC(,!+T(MC(,./A(,E/CAM!SP1AI(/(LCA./,++QP!P.MCPE.AMC(,!A(LD

,CMCV+A(,E/CAM!A(L,CMCV+QCV+-PCM1!S-(P(AC./T(MCV+P!CTS-+PPC(, T.,.L+D

T+,MT(MCV+P! T(-./CQ+,MCM1! SP1AI(/(LCA./(W,+-PICS! SP1AI(/(LCA./

P.E+M1! SP1AI(/(LCA./+TS(W+-T+,M! V(CA++EECA.A1! +T(MC(,! A(L,CMCV+

S-(R/+TDP(/VC,LQ+T.,QP!R1PM.,Q+--+PS(,P+P!-+/.MC(,PICS A(,E/CAM!P(D

AC./PM.MHP!-+/.MC(,PICS jH./CM1!S-(.AMCV+S+-P(,./CM1!+T(MC(,./+UI.HPD

MC(,!-CPB

7)建言 5沉默

影响效应

n%$ N(R 0(RC/CM1

n#$ \+PC/C+,A+

(-L.,CY.MC(,./S+-E(-T.,A+!V(CA++,Q(-P+T+,M!W(-B +,L.L+T+,M!(-L.,D

CY.MC(,./A(TTCMT+,M! EC-T C,,(V.MCV+,+PP! A-+.MCVCM1! +TS/(1++MH-,D

(V+-!T.,.L+-C./-+PS(,PCV+,+PP!V(CA+-+PC/C+,A+!EHMH-+V(CA+!@(R P.MCPD

E.AMC(,!S+-E(-T.,A+.SS-.CP./!V(CA+-A-+QCRC/CM1!V(CA+A+,M-./CY.MC(,!

V(CA+-S(/CM+,+PP!V(CA+M.AMCAP!V(CA+QC-+AM,+PP

f)建言 5沉默

管理路径

n% >QC(P1,A-.MCA7+./P

n3 [(AC./0+QC.

n8 <RHPCV+[HS+-VCPC(,

n%% X(-S(-.M+[(AC./\+PS(,PCRC/CM1

n%" Z-(A+QH-./;.C-,+PP

n%4 ]\Z-.AMCA+P

n#3 O-.,PE(-T.MC(,./J+.Q+-PICS

n#9 N(R <HM(,(T1

CQC(P1,A-.MCAQ+./P!+MICA.//+.Q+-PICS!J0G!PHS+-VCP(-PHSS(-M!/+.Q+-

IHT(-!MWCMM+-!RCLQ.M.!QCLCM./S/.ME(-TP!(,/C,+T.,.L+T+,M-+PS(,P+P!

.RHPCV+PHS+-VCPC(,!A(-S(-.M+P(AC./-+PS(,PCRC/CM1!+TS(W+-C,L/+.Q+-D

PICS!M-.,PE(-T.MC(,.//+.Q+-PICS!T(-.//+.Q+-PICS!S-(A+QH-./E.C-,+PP!

IHT., -+P(H-A+T.,.L+T+,M!]\S-.AMCA+P!(-L.,CY.MC(,./A/CT.M+!(-D

L.,CY.MC(,./PHSS(-M!@(R .HM(,(T1!@(R P+AH-CM1!(-L.,CY.MC(,./A(TTHD

,CA.MC(, +MICAP!ICLIDS+-E(-T.,A+T.,.L+-C./S-.AMCA+P

#一$ 建言与沉默的内涵解读

这一主题研究了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概念界定)并通过与相似概念进行区分)深入挖掘了两种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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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与内涵*具体而言)建言行为经历了#是一种工作不满的反应还是一种角色外行为$的讨论
+%3,

)并与

建言机会'感知到的建言机会进行了区分)明确了建言的本质是一种主动的变革导向型的组织公民行

为
+%,

*同时)借鉴建言行为的研究成果)沉默行为被定义为对组织问题或机会保留观点的现象
+3,

)这隐含

了#沉默是建言的对立面$的假设*但有学者指出)沉默包含员工缺乏想法与主动隐瞒的情形
+%!,

)而建言者

也可能刻意隐瞒其他重要事项
+%:,

)揭示了沉默行为与建言行为所传递内容的差异性以及沉默行为的内隐

性特征*这表明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内涵既包含着对立的成分)也包含着各自独特的成分)两者的关系

是对立中存在独立*

同时)检举'异议'议题销售这些概念与建言相近)也常被认为其对立面为沉默
+%3,

*参考相关研究成

果)可以为建言与沉默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契机和研究视角*如)对在线检举渠道
+%8,

'组织中非伦理行为的

沟通
+%42%9,

'异议的隐形表达方式
+#$,

等方面的考察)对应着高频关键词 #FICPM/+R/(WC,L)7+ACPC(, 0.BC,L$

等*O+(等
+#$,

也指出过分注重检举?沉默的二分法)会掩盖探索相关员工行为的重要性*这启示我们应突破

建言?沉默二分法的既有观念束缚)进一步发掘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独特性)以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二$ 建言与沉默的表现形式

这一主题研究了不同领域中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结构划分)探讨了建言与沉默在管理实践中的多

种表现形式*在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领域)建言与沉默往往建立在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驱动下的直

接的非正式建言机制上*依据不同的研究方向
+#)#%2##,

)建言行为被划分为#亲社会型 防御型 默认型$ !建

言动机"'#促进型 抑制型$!建言内容"'#建设型 破坏型 支持性型 防御型$!建言目的")延展了建言行

为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对应着高频关键词中的#X(,PM-HAM)Z-(ICRCMCV+e(CA+$等*而学者们也根据沉默行为

的动机对其进行结构划分
+#%)#"2#3,

)主要包括#默许性 防御性 亲社会性$#默许性 无作为性 亲社会性 机

会主义性$#防御性 关系性 缺乏自信性 偏差性 无效性 脱离性$三种维度划分思路)反映了学者们对沉

默行为深层次动机的不断探索*而在劳资关系与劳动过程领域)学者们关注了结构失衡的权力体系下)雇

主与雇员间存在利益分歧的情境)将建言?沉默与正式的制度联系起来)即建言与沉默依托于间接的建言

机制*一方面)员工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劳动法律和法规'民间社会组织'雇主协会等正式制度渠道直接或

间接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与组织目标可能存在冲突"或索取更高的话语权
+4,

*另一方面)出于对抗损害

自身利益的人力资源实践的需要)员工会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沉默)刻意扣留可以改善工作或组织结果的

信息与想法)将沉默当作一种有意识的抵制权威的行动或者保全自身的合作妥协策略
+#!,

*

可以看出)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表现形式揭示出两者包含一致性成分)突出了两者关系的统一性*

在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领域中)员工和团队基于维护组织共同目标与协调员工 组织利益的动机与

目的)进行发声或保持沉默)使得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更多地呈现出#关系性$的统一*在劳资关系与劳动过

程领域)员工与团队基于维护个体利益免受侵犯而使用建言与沉默武器)使得两者呈现出#工具性$的统一*

#三$ 建言与沉默的生成机制

这一主题研究了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员工建言?沉默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心理机制!即认知'情绪'动

机等驱动路径")囊括了远端的前因变量和近端的前因变量*首先是认知驱动路径*员工进行建言决策时)

会搜寻自身所面临的情境信息
+#:,

!组织文化'团队氛围'领导特质等")并结合自身认知
+#,

!自我效能感'

心理授权'心理所有权等)对应高频关键词 Z+-A+SMC(,)ZP1AI(/(LCA./[.E+M1等"做进一步加工)为下一步的

建言有效性与建言安全感评估提供依据)评估结果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员工发声的可能性
+#%,

*同样)受客

观情境!建言者的社会地位'旁观者对建言的反应"与主观认知!徒劳感和建言风险"所产生的负面预期的

影响)员工会产生沉默行为
+3,

*换言之)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认知驱动路径)其本质是员工对建言后果

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而后选择适宜的行为*其次是情绪驱动路径*正向情绪状态下的员工更有意愿进

行社会互动)与他人建立联结)同时思维也更为活跃)能较大限度地调动自身资源在短时间内权衡利弊)迅

速做出恰当的建言举措
+#8,

*而高强度的负向情绪!如恐惧'愤怒"则会限制员工的关注区域)使视线只聚焦

于一隅而趋向极端)导致决策过程短路)容易诱发员工沉默行为
+")%3,

*正向的领导风格'员工特质!如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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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水平'主动行人格"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对员工的情绪体验存在显著影响
+")#4,

)可以激活员工的情绪能

力)避免陷入情绪耗竭的境地*最后是动机驱动路径*基于潜在的建言机会以及员工所处情境!组织'团

队'领导等多方面")员工自身的多种动机)包括社会性动机
+#%,

'自利动机
+8,

!自我保护'印象管理'社会交

换等"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激发)驱动个体产生强烈的义务感!为组织带来建设性变化"或者利己主义心理

!确保自身利益不会损失或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相应的建言行为或沉默行为便会发生
+#9,

*同时)三种驱动

路径之间并非并行独立的)可能会产生交集或融合)共同作用于员工建言与沉默*值得一提的是)劳资关系

视角下的研究探讨了组织边界外的因素)如就业制度'工会集体话语权对建言与沉默决策的影响)为广泛

地理解当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建言和沉默行为情境的多样性提供了帮助
+9,

*

从生成机制上看)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同时具有对立的成分与统一的成分)体现出两者对立中包含统

一的关系*其中)对立性体现在建言?沉默行为的形成过程中)两者的触发因素互为对立面!如建言安全与

建言风险'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等")统一性体现在两者能归类于同一个生成体系中)可以同时对两者进

行研究!如 a,(//等
+%$,

)0(--CP(,

+%3,

" *而且)这种关系在劳资关系研究领域中同样存在
+4,

*

#四$ 建言与沉默的影响效应

这一主题研究了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实施后)在组织的多个层面!组织'团队'个体"产生的具体后

果)显示出建言与沉默的多层次影响效应*学术界存在广泛探讨建设性行为以增强组织#光明面$的倾向

!近些年逐步改善")因此学者们对建言结果的讨论更深入)涉及层次也更为宽泛*在个体层次上)学者研

究了建言行为对建言者工作绩效评估'工作态度!工作敬业度'组织承诺等"'建言韧性'工作流动!离职")

以及领导反应等方面的影响
+"$2"%,

)对应着高频关键词中的 #Z+-E(-T.,A+)X(TTCMT+,M)\+PS(,P+)X(,P+D

jH+,A+$等*但因为建言行为蕴含的变革性和挑战性会使建言管理者产生差异化的认知!忠诚或威胁")研

究结论未达成一致)需要结合更为具体的组织情境进行深入剖析)如建言者的专业性'礼貌性'可信性以及

采用的建言策略等内容
+"#2"",

*在团队层和组织层上)发现建言行为对团队绩效'组织创新'整体离职率等

方面存在影响)且其对绩效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议
+"3,

*建言行为既能带动团队与组织经验知识的流动)提高

任务完成效率)推动绩效实现增长)也给组织内部带来了更多的人际冲突
+"3,

)降低了决策成效*另外)对沉

默行为结果变量的探究趋于表层)涉及变量较少)囊括的层次较窄)但结论较为统一*在个体层上)员工沉

默会造成员工产生认知失调和工作压力
+"!,

)进而对其信任感'工作满意度和留任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在团

队组织层上)沉默行为虽然缓和了团队冲突
+":,

)但会导致组织决策质量下降*

可以看出)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影响效应既包括对立的方面)如离职率'团队冲突等)又因各自概念

蕴含的独特性)包括各具特色的方面*如)建言对绩效评估的影响)沉默对认知失调的影响*这表现出建言

行为与沉默行为既对立又独立的复杂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受到决策方式'领导归因风格等组织情境的影

响*此外)领导作为建言管理者)受建言?沉默行为影响的同时)又能反作用于后续的建言与沉默行为*理解

这种循环作用路径)有助于探索建言与沉默的转化机制*后续研究应针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五$ 建言与沉默的管理路径

这一主题研究了组织管理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方法途径)包括宏观的组织变革'中观的领导风格改

善以及微观的建言渠道扩张与工作再设计*首先)组织变革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企业社会责任*前者

指的是通过实施以员工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关注员工需求"和高承诺工作系统!强调长期利益与

员工发展"来打破沉默与促进发声
+"8,

)后者指的是企业应增强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积极参与多元化管

理'慈善事业等)塑造和谐的集体氛围)增加员工建言的可能性
+"4,

*其次)领导风格改善包括对辱虐管理等消

极领导的减缓以及对变革型领导等积极领导的增强)对应着高频关键词的#O-.,PE(-T.MC(,./J+.Q+-PICS)J+.QD

+-DT+TR+-fUAI.,L+)<RHPCV+[HS+-VCPC(,$等*具体而言)差异化的管理方式!辱虐管理'领导 成员交换差异

等"会加强员工的关系自我损耗)降低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质量)导致员工的破坏型建言或沉默行为
+"9,

)组织

需要及时干预领导的消极心态调整)减少工作场所中的不当管理*而变革型领导'授权型领导'道德型领导等

建设性的领导风格会提升员工的认同感!关系认同'组织认同"和心理安全感)帮助员工克服对建言行为所引

!"

&第 ! 期 &&韩&翼)宗树伟( 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关系的知识图谱研究



发的潜在冲突或社会成本的恐惧
+3$,

)从而打破沉默)使得员工愿意向组织提供建设性意见*因此组织应该对

领导者进行":$度的评估)检测领导者在变革'道德'授权等方面的领导水平)并采取针对性的培训措施或借

此甄选出合适的领导者*最后)建言渠道的扩张是指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如 OWCMM+-"和大数据技术)打造数字

化建言平台)提高建言活动的便利性)消解员工的建言压力)推动组织建言氛围的形成*工作再设计是指为员

工设计个性化协议)满足员工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员工的内在工作动机以及对组织的信任)使其将来回报给

组织更多的建设性建言行为)帮助组织解决问题或进行创新*但应考虑协议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潜在的同事反

应
+3%,

)保证个性化协议有效施行*从管理路径上看)管理者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

采取统一管理)表明沉默行为与建言行为被视为外显方式互异但本质相似的统一体*两者在表现形式与生成

机制方面呈现出的内在联系)成为管理者制定系列配套管理措施的突破口与着力点)也揭示出两者对立中包

含统一的关系*

由此)本文在内涵解读'表现形式'生成机制'影响效应'管理路径五个层面)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

关系进行了内容维度分析)发现两者关系表现出对立中存在独立!内涵解读与影响效应"'对立中包含统

一!生成机制与管理路径"'统一中含有差异!表现形式"的复杂现状*为厘清建言与沉默两者关系的演变

过程)下文将进一步从时间维度进行纵向剖析*

图#&关键词聚类图#%98$&#$#$年$

&&&&

图"&关键词聚类图#%98$&%994年$

四" 研究热点的动态演变&&&时间维度分析

研究热点是某一时间段内学术界对议题的某个剖面重点关注并集中讨论的话题*对不同时间段的建

言与沉默议题的研究热点的探索)为我们厘清两者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根据上文所划

分的发展阶段)结合分时段的关键词聚类图!图"'图!'图:"'演变路径图!图3"以及分时段高频关键词!表

"")本文对不同阶段的国外建言与沉默的研究热点以及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关系的动态演变进行分析)

发现研究热点在不同阶段差异显著)而学者对两者关系的认知也随发展阶段的递进愈发完善*

图3&建言与沉默研究的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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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萌芽期#HNOP&HNNQ 年$

萌芽期阶段)建言研究方兴未艾)与检举等其他向上沟通方式并存发展)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集

中于对不同形式的向上沟通行为的内涵辨析)以及对向上沟通管理实践的探讨*综合表"'图"和图3)可以

发现此阶段的研究热点可被分为三类(!%"差异化的员工向上沟通方式研究)包括对概念的讨论和特征的

探讨
+3#,

)主要研究对象为员工建言'检举'异议)议题销售等%!#"商业实践中员工向上沟通存在的问题探

究以及应对策略讨论)侧重于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如减少向上通信失真的方法
+3",

等%!""组织层面变量

对向上沟通的影响)探讨组织应具备哪些特征来帮助员工实现畅所欲言)如#他律性$组织氛围与#自治

性$组织气氛
+33,

*

在此期间)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研究均处于新生阶段)彼时学术界尚未明确界定沉默行为的含义*

受日常交流用语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沉默意味着没有发声!建言")即两者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概念*于

是)#建言与沉默是对立的两极$的对立观开始出现*

表"&建言与沉默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分时段$

时间段 高频关键词

%98$*%994年 e(CA+!FICPM/+R/(WC,L!7CPP+,M!KSW.-Q X(TTH,CA.MC(,!=-L.,CY.MC(,!N(R [.MCPE.AMC(,

%999*#$$9年
X-+.MCVCM1!Z+-E(-T.,A+!Z+-P(,./CM1![C/+,A+![+//C,L>PPH+(fMICAP!XH/MH-+!X(,M+UM!0(Q+!X(,E/CAM!

fUCM!N(R [.MCPE.AMC(,

#$%$*#$#$年
J+.Q+-PICS!X-(PP/+V+/!Z-(ICRCMCV+e(CA+!J+.Q+-DT+TR+-fUAI.,L+!ZP1AI(/(LCA./[.E+M1!Z(W+-

7CPM.,A+!X(TTCMT+,M!Z+-A+SMC(,!fT(MC(,

#二$ 成长期#HNNN&IPPN 年$

通过表"'图3和图!可以看出)在成长期阶段)建言行为成为热点议题)并带动了沉默研究的发展)学术

界开始初步探讨建言?沉默行为的概念结构和影响因素)但沉默行为的研究进展落后于建言行为*总体而

言)此阶段研究热点被分为四类(!%"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概念和结构的探讨
+#%,

%!#"建言行为与沉默

行为前因变量的探索)检验了员工特质
+3!,

!如创造力"'心理认知
+3:,

!心理依恋'心理契约破裂等")以及

领导特质
+38,

!如道德水平"的影响%!""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影响效应的探索)包括绩效评估
+"$,

'工作

满意度
+34,

等%!3"其他向上沟通方式的深入研究)包括对检举行为形成过程中情绪影响效应的探讨
+%9,

)以

及表达异议时影响因素的考察!如基于组织的自尊
+39,

" )拓展了建言领域的研究范围*

这一时期的研究帮助学者意识到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存在多种关系的可能性*首先)部分研究支撑了

对立观*有研究指出)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对组织造成的结果是相反的*员工的建言和新想法能帮助组织

利用机会)发现潜藏问题)促进组织绩效提升
+%)"$,

*反之)员工沉默降低了决策效率和质量
+!,

)对组织绩效

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两者的动机截然不同*大多数学者认为建言行为的动机是亲社会的
+#%,

)员工希望为

组织带来建设性的变化%但是沉默行为的动机是自利的)员工更可能关注自我后果
+32!,

*其次)#两者是独

立的两个构念$的独立观应运而生*有学者指出沉默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

)员工不会始终利用建言机

会)而是可能逃避
+8,

)表明沉默行为与建言行为所传递的内容各具特点*同时)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测量

条目的差异也为该观点提供了辅助证据*当被试建言行为得分较低时)我们不能据此判断员工有保留建议

的倾向)也有可能是员工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去表达*最后)#两者是统一体$的统一观也在悄然孕育着*

71,+等
+#%,

学者首次将建言与沉默整合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中)并基于员工动机)将两者均划分为#默许性

防御性 亲社会性$三种类型*也有学者
+!$,

强调建言和沉默均可以表现为个人?集体抵抗的形式)这为后续

发掘出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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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关键词聚类图#%999&#$$9年$

&&&&

图:&关键词聚类图##$%$&#$#$年$

#三$ 发展期#IPHP&IPIP 年$

进入发展期阶段)研究热点转移到综合运用多种理论解释领导风格对建言与沉默行为的影响'策略性

地挖掘建言?沉默细分维度的前因后果'进行跨文化研究等方面)为建言与沉默研究注入了活力*表"'图3

和图:显示)发展期的研究被分为四类(!%"对员工建言与员工沉默细分维度!如抑制性建言
+%$,

'亲社会性

沉默
+%%,

"的独特性深入分析)对建言或沉默形成机制的探讨)包括基于心理安全的认知机制
+#,

)以及基于

积极情绪的情绪机制
+#:,

%!#"讨论领导因素对建言和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如管理者自恋
+!%,

'辱虐管

理
+"9,

%!""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包括选取权力距离'集体主义等跨文化因素
+!#,

)以及对跨国组织样本

的定性定量研究
+!",

%!3"其他形式的向上沟通行为的研究)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
+%8,

'意见表达内容!社会

运动"的拓展
+!3,

)为建言?沉默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此样本期的研究内容深化了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关系的认知)并致使多种关系并存的局面出现*首

先)有研究发现同一前因变量对两者的影响是互异的*如员工真实性能够促进员工建言)并抑制员工沉

默
+%$,

*这支持了对立观*而后)一项研究
+%:,

运用元分析方法证实建言与沉默是相互独立的!0

!

g2$)%!")并

通过开展实证研究)验证了沉默是一种与心理安全和倦怠密切相关的独立结构!与建言相比"*这成为独

立观的支撑证据*再次)有研究发现)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生成均存在亲社会动机与自利动机*一方面)

员工的建言决策可能部分取决于实现自我期望)如自我晋升动机'政治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
+")%3,

)员工会

考虑建言如何能潜在地促进自身利益
+#9,

*另一方面)沉默也存在社会性动机
+8,

)如保护同事'保证工作流

程顺利进行
+%%,

等*而且)0(--CP(,

+%3,

指出施加于个体的促进因素强于限制因素时)个体产生建言行为%当

激励因素不足以克服抑制因素时)沉默行为会出现*这就导致个体可能会对某些问题发声)而对其他问题

隐瞒*这帮助我们理解建言与沉默的统一性*最后)部分学者确认了建言与沉默的多种关系并存的局

面
+8)%3)%:,

)并通过构建包含两者表现形式'生成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框架)推动了多种关系趋于整合*

综上)本文纵向梳理了不同时期内国外学者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关系经历了

从对立观萌发!萌芽期"到对立观'独立观'统一观接连成型!成长期"再到对立观'独立观'统一观并存且

趋向整合!发展期"的演变过程!见图8"*

进一步地)结合在内容维度上的横向分析以及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分析)本文形成了对两者关系实质

的看法(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两者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中)对立中存在统一'相关中包含独立)且存在

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这种转化可能由前端预测因素引起)即多种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会通过认知'情绪'

动机三种路径改变员工决策)实现两者转化%也有可能由后端的领导反应引起)即领导对建言?沉默行为的

反应)会影响员工未来的建言?沉默行为)推动着两者之间的转化*根据上述研究)总结出建言与沉默的转

化机制!见图4"*本文观点拓展了 0(--CP(,

+%3,

的研究结论*尽管 0(--CP(,

+%3,

强调了激励因素与抑制因素的

强弱对比会影响个体做出沉默或者建言决策)但未考虑影响因素间的动态变化会导致建言行为与沉默行

为发生转化)且忽视了领导对建言?沉默行为的反应对员工后续行为选择的影响)而本文突出了两者关系

的动态平衡特性以及领导反应在员工行为转变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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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建言与沉默的关系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整理

图4&建言与沉默的转化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整理

五" 前沿热点与未来展望

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梳理)但由于两者间存在较大的

发展成熟度差距以及既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以定量研究为主)对领导反应的探讨不足)研究对象单一

等")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评判应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优化完善*同时)对前沿热点的解读整理)为我们深入

研究两者关系提供了方向性的引导和启发*于是)本文借助突现分析工具挖掘建言与沉默议题的前沿热

点)获取了近些年国外重要期刊中建言与沉默研究突现程度最高的%#个关键词 !见表3 ")包括 Z(W+-

7CPM.,A+)\+PS(,P+)O+.T等*\I++等
+!#,

)]H.,L等
+!!,

)a,(//和 \+QT.,

+%%,

)F.,L和 ]PC+I

+!:,

等学者针对这

些研究方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表明跨文化研究'建言反应'团队建言与沉默'研究对象创新等成为当前建

言与沉默领域的前沿热点*综合考虑既有研究的不足以及前沿热点)本文提出以下未来发展方向(

#一$ 沉默行为的深化研究

沉默行为的研究成熟度远低于建言行为)妨碍了我们对双方关系的洞察*一方面)后续研究应强化沉

默行为多层次影响效应的考察)包括对同事的建言意愿'团队沉默氛围'组织和谐等*当前对员工沉默结果

的认知大多来自理论探讨以及对企业实践的观察)其中的影响机制并未厘清*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沉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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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形成机制及其调节机制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考察组织边界外因素的影响)如就业机会'员工权益

保障'远程办公
+8)%3,

)探索沉默的形成机制能帮助我们理解沉默成因的复杂性)并为解决组织的#沉默病$

提供经验证据*

#二$ 建言反应与沉默反应的研究

探讨领导建言反应!纳谏和拒谏"和沉默反应!鼓励建言和放任沉默")对理解建言与沉默的对立统一

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可能是实现建言与沉默相互转化的重要路径*已有研究对建言反应的讨论并

不充分)没有探明建言反应的形成机制与后续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从领导决策时的关注点以及建言反应的

多层次影响等方面着手*当前研究中关于领导对沉默行为反应的探索更是缺乏)鲜有实证研究检验其中的

作用机制)这对于我们系统理解员工与领导的系列后续行为造成了阻碍*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领导者的动

机归因'领导者情绪状态以及领导者的建言期望等角度)探讨领导为何放任沉默或鼓励建言*

#三$ 跨文化研究

当前跨国公司与国际合资公司林立)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项目团队内的跨文化合作

愈加频繁)这带动了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动)使得多元化和跨文化研究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重要

研究方向*国外已有一些学者针对跨文化情境开展建言?沉默研究)包括考虑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风险规

避等常见的跨文化因素
+!#,

)以及对跨国公司样本的考察
+!",

)但大多浅尝辄止)未厘清跨文化情境对建言

与沉默两者关系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在不同层次的权力距离或社会通则
+!8,

下)建言与沉默两者关

系是否存在变化)这种关系转变的阈值为何*

#四$ 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量化研究方法无法突破自身固有局限)难以全面系统地解释日益复杂的管理现象*后续研究可以引入

更多新方法)如多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出沉默现象在组织管理实践中

的形成根源及影响途径)探寻出破除#沉默病$的系列措施组合)涌现出中国情境下的建言?沉默理论)解

答出员工!团队"建言?沉默行为的驱动路径等复杂因果关系问题)为洞察两者关系提供知识积累*同时)

可以强化对群体层面的建言?沉默行为的考察)深化对其前因后果的认知能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认识建言与

沉默的关系)以合理开发运用组织的智力资源*

表3&建言与沉默研究的突现词

突现词& 突现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PS(,P+ ")448 #$%$ #$%:

Z(W+-7CPM.,A+ #)$4# #$%# #$%4

=-L.,CY.MC(,./[C/+,A+ #)43$ #$%# #$%:

X/CT.M+ %)943 #$%3 #$%:

F(-B f,L.L+T+,M "):$4 #$%: #$%8

O+.T #)#%8 #$%: #$%8

_H.,MCM.MCV+ %)94$ #$%: #$#$

\+LH/.M(-1;(AHP ")#$# #$%8 #$#$

[(AC./fUAI.,L+ ")#!8 #$%8 #$#$

;HMH-+\+P+.-AI ")9%8 #$%8 #$#$

Z-(T(MCV+e(CA+ ")4$4 #$%4 #$#$

Z-(ICRCMCV+e(CA+ 3):%! #$%4 #$#$

六" 研究结论

通过对%98$/#$#$年商科'管理学'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国外重要期刊中建言行为与沉默行为文献进行

定量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建言研究与沉默研究在发展成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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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两者关系的纵深探索*在萌芽期!%98$/%994年"'成长期!%999/#$$9年"和发展期!#$%$/#$#$年"

三个发展阶段)建言研究与沉默研究的增长趋势相对一致)但增速差异明显)使得沉默行为的研究进展落

后于建言行为*!#"从内容维度上看)建言与沉默的关系表现出对立中存在独立'对立中包含统一'统一中

含有差异的复杂现状*从时间维度上看)建言与沉默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观萌发!萌芽期"到对立观'独立

观'统一观接连成型!成长期"再到对立观'独立观'统一观并存且趋向整合!发展期"的演变过程*!""建

言与沉默的关系实质是)两者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中)对立中存在统一'相关中包含独立)且存在相互

转化的可能性*!3"沉默行为的深化研究'建言反应与沉默反应研究'跨文化研究'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

象等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文同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是文献的筛选*本文以商科'管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领域的 [[X>来源

期刊的建言与沉默主题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尽管保证了数据质量)但在数据覆盖面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其

次是出于操作可行性和方法简便性的考虑)本文基于一定阈值选取关键词)这对于展现建言与沉默研究的

全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继续优化数据源的选取和关键词的筛选)运用知识图谱技术进一步

分析)并可以尝试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开展系列研究)以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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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I.,LC,LS+-PS+AMCV+P+N,)OI+J+.Q+-PICS _H.-M+-/1)#$%3)#!!%"(":2:#)

+%",0fK[f\N7)*<\7'f\F J)7>']Nf)+M./)<,+MW(-B .,./1PCP(E/+.Q+-PICS MI+(-1(MI+C,E.,A1(EC,M+L-.MC(,+N,)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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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f[X<KGf)7fF>''f[)[fJ[ J)>QC(P1,A-.MCAQ+./PE-(T.QCPM-CRHMCV+@HPMCA+S+-PS+AMCV+(+U.TC,C,LA(DW(-B+-PdV(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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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Z<h'f]N)OI+-(/+(E(-L.,CY.MC(,DR.P+Q P+/ED+PM++TC, +TS/(1++QCPP+,M+US-+PPC(,+N,)X(TTH,CA.MC(, \+P+.-AI \+S(-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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