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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是企业依靠创新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现有文献

分别从各自角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

基于扎根理论，以两者的品德关系为切入点，基于20家电子信息企业的专利数据以及公开报

道的两者品德特征数据探讨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品德在企业创

新行为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当两者的品德特征一致时，大胆创新、敢于挑战是探索性创新

行为作为主导行为的关键因素；当两者的品德特征互补时，企业家表现为对关键创新人才极

为尊重，这时如果关键创新人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也会占有主导地位；

但当企业家兼具‘技术狂人’的品德特征时，探索性创新行为常常难以持久，除非具备该特

征的企业家能够不断开拓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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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顶梁柱后可能会‘功高震主’，所以其离职会极大破坏原

有的创新组织结构和知识结构，如果其转而为其他企业效力

或自立门户，将严重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由于关键

创新人才的重要陛，所以企业的倚重会造成信任成本不断攀

升；同样，因为关键创新人才对技术的过于痴迷和专注会使

其忽略其他方面的细节，所以有许多独特的个性可能让人难

以容忍，这对企业家是一个考验。此时，企业家的品德如何

决定了他在人才上的多方面投入，影响到关键创新人才对其

忠诚程度以及才能的发挥程度。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如果

没有较好的品德，或者两者的品德之间有着严重的冲突，那

么就很可能出现‘英雄无用武之地’或‘飞鸟尽，良弓藏’

的人才打压局面，导致企业的创新行为不可持续，创新能力

遭到致命打击。因此两者之间必须在品德上找到一种平衡。

只有这种平衡形成，才会使企业有一个稳定的创新行为。任

何一方的品德缺陷都是企业未来发展的短板，使得企业创新

行为的不可持续。那么两者之间的品德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鉴于此，本文基于20家电子信息企业的关键创新人

才(群体)和企业家组合，利用扎根理论提炼出了其品德

特征，并详细分析了两者品德特征的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

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已有事实和客观数据，并从中分析、

总结和探讨对企业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创新人才以

及作为企业最高决策者的企业家品德的组织层面作用，选

择的研究对象与以往品德测评的对象、方式及目的均有显

著不同，因而拓展了品德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应用。从这

两者相互作用关系入手，可以更准确的分析和解释企业的

创新行为，这对企业创新过程中如何把握两者的互动、提

高企业创新绩效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键创新人才、企业家及品德的研究回顾

(一)关键创新人才

相对于普通研发者，关键创新人才的创造力代表了

企业整体创新产出水平，因此，其对企业二元创新行为有

着更重要的影响。而以往学者对关键创新人才创造力的影

响因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从工作环境变动角度，

Ernst和Vitt(2000)及Paruchuri等(2006)研究了组

织层面的网络化行为(如兼并、收购等)对关键创新人才

的工作环境和个体社会资本造成损害，以及由损害导致的

创造力下降；考虑职位变迁，Cross和Thomas(2008)

给出了关键创新人才升职为管理者后可能遇到的六方面问

题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从网络结构特征角度，O|droyd和

Morris(2012)探讨了企业中的关键创新人才社会资本累

积程度时对其创造力的作用；从流动性角度，Groysberg

和Lee(2009)则分析了雇佣的关键创新人才在新入职

公司的创造力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学者赵瑞美和徐玲

(2013)研究了企业核心技术创新人才的雇佣柔性与其创

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孙笑明等(2014)研究了当前和以往

合作网络对关键创新人才创造力的影响。

同时，也有学者直接考察关键创新人才对企业层面创

新的作用。例如，Grigoriou和Rothaermel(2014)研

究了关联性(relational)关键创新人才(兼有联结者和整

合者的网络角色)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Kehoe和

Tzabbarl(2014)、Tzabbar(2009)论证了关键创新人

才对其他研发者成长的限制作用以及对行业中技术重新定

位的阻碍作用。此外，Paruchuri(2006)以及Hess和

Rothaermel(201 1)还探讨了关键创新人才对企业外部创

新网络中创新活动的影响。

总之，尽管以往研究关键创新人才对组织创新作用的

考察主要聚焦在间接和直接两个层面，但没有涉及企业中

更有影响力的食、lk家，没有研究关键创新人才与企、Ik家之

间的品德关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二)企业家与组织创新行为

企业家是具备判断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质以及监督管

理才能的人才(Say，1803)，是创新者以及风险承担者

(Knight，1921)，是专门协调稀缺资源的人(Casson，

1982)，其职责就是通过整合创新要素、创造市场和承担

风险而获得差额收益(Kaul，2013)。可见，企业家的概

念包括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及企业家能力等诸多方

面，是企业家品格、知识、心理、经验和能力等素质的综

合体现。尽管以往文献中没有直接涉及企业家品德，但企

业家品德应是这些重要素质的集合(萧鸣政，2013)。因此，

企业家品德对企业创新必然产生显著影响。在相关文献中，

讨论这种影响最多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

家品德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后天培养的、在风险存在之

下不断创新和勇于承担风险的社会创新精神【2l】，是促进

企业创新的有效源泉。以往文献中，围绕影响企业家精神

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如风险偏好)和外部因素(社会

资本等)(鲁传一、李子奈，2000；Singh et a1．，2011；

G·M·Say，2015)，企业家精神的生命周期(Keilbach

&Sanders，2009)，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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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stroem，2013；Nijkamp，2014；Fritsch，2013)

以及与创新政策的关系(Branscomb，2013；0’Gorman，

2014)等均有丰富的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很少注重企业

家精神的组织层面探讨。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精神(刘

昌年、梅强，2006)，在组织层面上，企业家精神能够带

领组织成员追求共同愿景、从事创新活动并为企业创造新

的蓝图(Parker et a1．，2014)。例如，Ahlin等(2014)

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中小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此外，企业家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家品德的关注点之一。

国内外均从多个角度给予了分析。如企业家社会责任与品

牌形象的关系(王新刚、黄静，2014)、企业家社会责任

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等(沙彦飞，2012)。然而，这些研

究没有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创新行为连接起来。因

此，尽管现有研究对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等重要品德特

征均有探讨，但少用研究对企业家品德做出详细分类(如

对人才的尊重)。作为企业家创新意图的主要执行者，关

键创新人才与企业家品德契合对企业创新行为必定存在着

重要影响，但相关分析也极度缺失。

(三)品德测评的内容及方法研究

品德是用来定义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准则，包含了对行

为好坏的裁定标准(沙彦飞，2012)。例如，可用一个

人是否公正、公平来判断其是否品德高尚。品德测评就是

一种建立在对品德特征信息测与量基础上的分析与评判活

动。国内现有关于品德测评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党政干

部、学生、教师等人群，且多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较少。

国际上研究对象选择则较为广泛，采用的方法也较为多

样。例如，从扫描人大脑相关区域对待公平公正事件的反

应来观察人的品德特征(Yoder&Decety，2014)。基于

问卷对青少年网络上的伤害行为的研究(Talwar et a1．，

2014)、基于电车问题的思想实验和讨论以及从语言学角

度开展的基于表达冲突的品德评判(Davis，2014)。

关于品德测评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国内相关研究更具

系统性。而由于研究的角度差异，国际上热衷于探讨影响品

德测评的因素(Newman et a1．，2010；Ditto et a1．，2012；

Schafer，2014)，对于其指标反而较为淡化。由于历史和

文化的原因，我国对品德评判也更独特而全面。例如，早在

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领导干部品德测量的十方面内容，

即甘当人民公仆、诚实、表里一致、实事求是、接受批评、

大公无私、,-F-4-言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而肖

鸣政(2005)提出了党政领导干部品德标准的内容结构，

包括群众意识、公道正派、勤政廉洁、自信果断、坚韧不拔、

勇敢机智、国家事业心与政治使命感。之后，多位学者的努

力将这些指标分类概括，形成了品德测评的政治品德、职业

品德、思想品德和个体品德四个重要维度。

关于品德测评的方法，肖鸣政(2005)提出测评者通

过测与量的活动，获得所要搜集的品德特征信息，然后对它

们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判解释。测包括测评者的耳闻、目睹、

体察、访问和调查等，既可以是自测，也可以是他测，还可

以是观测；量是指与一定品德测评标准的比较与衡量；分析

是指对测与量所获得的品德特征信息的综合分析；判断是指

对综合分析的结果予以确认与解释。而判断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定性判断，二是定量判断。然而，在评测的过程中，应

格外注意的是要将品德评价内容进行分类设置，并结合不同

层次、不同行业进行阐释(葛民，2013；Knobe，2010)，

这对研究的易操作隆和结论的普适眭均有较大的帮助。

总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后发现，没有对关键创

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品德测评展开研究。然而，以往文献中

的测评方法和指标可以给企业关键创新人才以及与企业家

品德的刻画提供借鉴。例如，企业家本质上就是关键创新

人才的领导，企业家的品德与以往文献中出现的党政干部

的品德在测评上具有本质相似性。因此，可以通过对企业

家和关键创新人才行为表现的报道和文字记录信息调查、

观测的方法对其品德特征进行提取、分析。

(四)问题提出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以下问题：

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的品德关系是否会影响企业的

二元创新行为?亦即，当两者品德特征表现为相似或互补

时，企业的探索性创新和改进型创新行为哪一个占有主导

地位呢?

三、品德特征及企业创新行为数据的收集、

处理与描述

本文选取了我国电子信息行业的20家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相对于我国其他行业，这个行

业起步早，竞争较为激烈，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转型和

技术追赶特征明显，因此企业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的作

用尤其引人注目；且这样的企业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

识产权的意识较强，这对本文基于专利来分析企业的创新

行为大有裨益；另外，所选行业中的20家企业均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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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占一定比例，这种选择可

以从更全面的角度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进行考察。

对于企业关键创新人才的确定，西方学者主要给

出了关键创新人才不同的确定方法(Ernst&Vitt，

2000；Pilkington et a1．，2009；Moehrle et a1．，2005；

Grigoriou&Rothaermel，2014)。然而，由于我国专利

引用信息残缺、不规范以及语义提取的难度较高等限制，

本文通过在中国知识产权局(SIPO)检索样本企业的专利

(1985年到2014年)，并根据企业创新者专利数量对其

进行排名，取每家企业前20位依次在百度中进行检索，

查找相关创新人才是否主持过企业重大项目或创造发明尖

端技术，并以此确定其是否为关键创新人才。国内研究认

为，基于专利数量排名来初步确定企业关键创新人才可行、

有效(0’Gorman，2014)。

企业关键创新人才以及相应企业家的品德信息主要依

靠百度搜索引擎从行业期刊以及来源可信的新闻报道中进

行采集。在利用出版物作为二手资料进行研究时，应该对

其质量严格把关。为了保证研究素材的可靠性，本文使用

交叉验证的方法，即首先针对每个人物，穷尽所有的搜索

结果网页，然后对该人物的相关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再对

不同出版物的相关报道进行比对，并选择其中质量较高的

刊物或报道来最终提炼两者的品德信息词汇。Eisen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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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和殷等(2004)认为，思考性的刊物可以作为研

究素材，尤其是类似于本文这样的探索性研究。由于企业

在2005年之前的专利个数较少，变化趋势不明显，所以

企业创新行为的描述主要依靠每个企业2005年到2014年

10年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比例变化。发明型和实

用新型专利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创新程度更高，一般用来

代表企业探索性创新的水平，后者则代表企业改进型创新

的水平。所有的专利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局(SIPO o

图1展示了4家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企业自2005年-2010

年的创新行为特征。

四、案例分析及讨论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品德关

系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根据萧

鸣政(2013)的划分方法，将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的品

德分别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首先，采用stata和python软件从网上抓取所有关于企业

家特征及关键创新人才特征的文本资料，并记录和汇总。然

后，参照彭新敏等(2011)的数据编码方法，采用多盲方

式，由本文的3位作者对收集到的素材进行多级编码。在编

码过程中，以主要构念及其测度方式为依据，用表格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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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企业二元创新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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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结，进而完成整个编码过程。在编码完成后，3位编码

者分别记录自己的编码情况，比较彼此的编码结果并进行评

分者间的信度检验(d=0．807，通过了信度检验)。评分

者间的信度检验主要采用混淆矩阵(Marques&McCall，

2005)。限于篇幅，本文只列示根据扎根理论对海尔公司

的编码和归纳过程。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见表2—3)：

根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三重编码分析，围绕核心范

畴、主副范畴以及所有范畴和概念构建相应关系模型，如

图2所示。同时，为保证研究的信度，有必要对模型进行

表1样本企业名景及其基本信患

企业名称 所有制 所在地 企业名称 所有制 所在地

华为 民营 深圳 中芯 民营 上海

中兴 国有 深圳 京东方 民营 北京

海信 国有 青岛 长虹 国有 绵阳

海尔 集体 青岛 格力 国有 珠海

TCL 国有 惠外l 九阳 民营 杭州

浪潮 国有 济南
=匕自

民营 佛山，b、同

联想 民营 北京 华旗 民营 北京

中星微 民营 北京 万和 民营 佛山

汉王科技 民营 北京 澳柯玛 国有 青岛

美的 民营 佛山 大族 民营 深圳

理论饱和度检验。依据以上方法，本文逐一对其余19个

样本企业进行检验，检验过程中没有发现频繁出现的新概

念类属，类属之间也没有产生新关系，因此，理论达到了

饱和。比如，华为等样本企业的企业家品德和关键创新人

才的品德的核心范畴解析如表4。

如图2，其中x轴表示关键创新人才的品德特征，y

轴表示企业家的品德特征，Z轴表示企业创新行为：值越

大企业越倾向于探索式创新。总结起来，可以发现：企业

家的品德在企业创新行为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当关键创

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品德一致时，大胆创新、敢于挑战(开

拓性特征)是探索龇0新行为的作为主导行为的关键因素；
两者具有互补性时，若企业家对人才极为尊重，同时关键

创新人才又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时企业探索眭创新行为也会

占有主导地位；但当企业家同时也是‘技术狂人’或技术

专家时，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常常具有难以持久的特征，

除非具备该品德特征的企业家能够不断开拓创新空间。

如何来理解上述研究结论呢?从资源运用的主次地位

上看，企业家拥有最终裁定权。因此，影响企业二元创新

行为的关键睦因素是企业家的品德，尤其是企业家品德中

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按照Brouwer等(2003)的观点，

企业家是创新者，擅长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做出明智决

断的人。因此，企业家是企业创新中的‘帅’，而关键创

表2海尔的关删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品蕾关系的开放式登曩(—级冀码)
开放式译码

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品德的记录资料(缩略)
概念化提炼 范畴化分析

企业家一一张瑞敏：张瑞敏的管理思维再次突破传统管理的桎梏，提出并在海尔实践互联网时代的商业

模式一人单合—双赢模式，让员工在为用户创造州直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a1
富有战略眼光，言辞

通过搭建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机制平台，推进员工自主经营，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a2
富有鼓动性。a3、a4

A1职业道德

西方管理界}D实践领域对海尔和张瑞敏的创新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海尔推进的创新模式是超前的。a3
认为管理的关键在于

(a1、a2、

201 2年1 2月，张瑞敏应邀赴西班牙IESE商学院等地演讲人单合—双赢模式，言辞激烈，收到热烈反响。
用人价值实现。a1、

all
a2

a3、a4、

201 0年1 O月张瑞敏带领团队专程前往美国，先去考察学习了啥默教授推崇的美国“全食超市”的新型
敢于管理创新,nSU度

a5、a6)

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随后在旧金山与哈默教授畅谈。a5
变革，敢做敢为。a1

A2社会公德

在80年代创业的时候，在管理比较粗放的情况下，海尔就搞了—个自主管理班组。尽管80年代的生产
善于且乐于不断学习，

(a7)

条件非常差，但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发挥员工的主动性。a6
提高自己。a5、a6

1992年，第一次作为党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建设中国家电业第—个n-,ll,园。
民族使命感强。a7

a7

关键创新人才一王友宁：王友宁说，从交互到研发、到制造、到服务全流程的创新，才能够做到模式创新， 富有组织能力。b5 B1个人品德
才能实现转型。b1 重视人才b4 (b1、b2、

过去员工是企业付薪，有岗位有职位就有薪水，现在是用户付薪，有用户资源和好评才有利润。b2 强调创新和用户导向 b3、b4、

让企业、员工甚至全球各种资源都零距离对接用户个性化需求，海尔只提供—个对陵平台。b3 bl、b2、b3 b5)

未来的目标是‘小微’成为—个个独立的创新体。b4 对外来人才及内部变

作为海尔空气产业的“平台主”，王友宁的工作就是一方面吸引用户，同时又吸引资源。b5 革不满，缺乏大局观。 B2职业道德

—位熟悉海尔和张瑞敏的人说“张给海尔制定了很宏伟的蓝图，但现在的许多高管不符合发展的要求。”b6 b6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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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海尔的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品德关系的二级编码及三级编码(关联式登录)

各微观领域 范畴化分析 核心范畴

A1职业道德(al、a2、a3、a4、a5、a6) 企业家锐意进取的品德(职业道德)和民族使命感(社会公
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品德

A2_社会公德(a7) 德)使其对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求高。关键创新人才的个人
一致时，大胆创新、敢于挑战(开

B1个人品德(b1、b2、b3、b4、b5)
品德和职业道德都强调创新，这种一致性决定了企业探索性

拓性特征)是探索性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的主导地位，但不断变革也使关键创新人才很难与

B2职业道德(b6) 的作为主导行为的关键因素。
他品德高度对应，故创新总量不断波动。

表4其他样本企业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的吕德关系的验证

企业 核心范畴验证

企业家尊重人才、激励人才的职业道德；关键创新人才有直率和创造激情等职业道德。两者个人品德特征相似，企业创新总量大，且
华为

探索性创新行为占绝对优势

企业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个人品德都有儒家锐意进取的特征；关键创新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方面与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

中兴 似性和—致性，但缺乏挑战性特

征因此，企业保持探索性创新为主的特征，但关键创新人才难以跟得上企业家锐意进取的创新步伐，导致探索性创新行为逐渐弱化

海信 两者职!峪酋德特征具有互补性特征。关键仓0新人才的职业品德特别强调对创新的突破，因此，企业主要为探索性创新行为

两者的职业道德互补性更大，且都对企业创新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此外，企业家的个人品德也更具有给个人魅力。因此，企业以探索
TCL

性创新行为为主

两者的职!峪酋德有共性也有差异，均对大胆创新有利。虽然企业家是‘技术狂人’，但其社会公德特征极大扩展了企业创新空间。因此，
浪潮

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不断增强

企业家有重用人才等职业道德，而关键创新人才在职业道德方面具有显著的开拓创新力，个人品德表现为高度可信任性。因此，企业
联想

表现为较强的探索性创新行为

两者职!峪酋德特征有共性，也有差异(关键创新人才社会公德特征更明显)。企业家对关键创新人才的重视都可U促使企业大胆创新。
中星微

因此，企业表现为探索性创新行为

企业家的品德尤其是技术狂热职业道德特征使其本身的创新行为更具探索性。而关键创新人才的品德与其有一致性，企业探索性创新

汉王 行为显著增强，但由于企业家的

技术狂热、作风凌厉等职!峪萱德特征限制了关键创新人才的能力发挥，企业创新总量呈现下降趋势

两者品德特征高度一致。关键创新人才敢于挑战职业道德缺失及‘易满足’的个人品德特征决定了企业以改进型创新行为为主导，尽
美的

管企业家有重视^才的职业道德

企业家的个人品德表明其能够很好的处理与关键创新人才的合作关系，两者社会公德和职!峪董德特征高度一致，且均有挑战特质。因此，
中芯

企业以探索性创新行为为主

企业家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决定了其对研发的大胆投入，关键创新人才在职业品德方面与其互补，个人品德方面也有相似性。因此，
京东方

企!ll!探索性创新行为不断增强

两者职业道德特征上既有共性又有互补性。企业家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特征都表明企业家可以为关键创新人才创造一个广阔的创新空
长虹 间。关键创新人才职业道德中敢于

攻坚克难的特征决定了其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必然性。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基本处于主导地位

两者职业道德特征中均有专注的一面。虽然企业家有自主创新意识强、重视人才等职业道德特征，但关键创新人才缺乏挑战特征，企
格力

业主导创新行为为改进型创新

关键创新人才品德特征匮乏，说明后者的重要性较低。因此，尽管企业家职业道德中有重用人才等特征，但由于其个人能力的局限，
九阳

企!lE改进型创新行为占主导地位

志高 两者的品德具有互补性，但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的职业道德中均无锐意进取、敢于挑战的特征。企业的主导创新行为为改进型创新

华旗 两者品德(社会公德和职!幽董德)高度一致，均体现了对于高质量创新的追求，企业中探索性创新行为占主要地位

企业家的品德特征(职业道德)有锐意进取敢于挑战的一面，但关键创新人才缺乏相关特征。企业表现出改进型的创新行为，而且创
万和

新总量偏低

企业家品德体现正负两方面报道，而关键创新人才品德也表现出组织忠诚度差的特征，企业创新成果总量较小，改进型创新行为较为
澳柯玛

明显

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高度一致，然而，关键创新人才的能力发挥可能受到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的抑制。因此，
大族

企业表现出改进型性创新行为

中国人力瓷源开发20161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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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2关删新人才和企业象品誓与企业=元创新关系

新人才是以契约关系执行其意图的‘将’。企业家的格局

有多大，战略有多宏伟，那么关键创新人才创新空间就有

多大，就会发挥多大的能力。从这一点看，社会公德虽然

有浪漫主义色彩，但这是一个企业家追求卓越、推动高层

次创新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们看到社会公德优秀的企业

家往往具备高标准技术目标的追求欲望，这也是其创新的

重要动机和激励因素。换言之，在本文的制造业背景下，

社会公德突出的企业家必然会推动高质量创新的发展。

企业家在将创新任务交给关键创新人才时，必须给予

其充分的激励。因此，此时企业家的职业道德中的人才相

关部分尤为重要。因为除了物质报酬之外，企业家要在组

织内部进行权力再分配(张维迎，1995)，而这是非常重

要的激励过程。正如吴晓波(2007)所说，中国企业家有“重

进攻”的特征以及“东方式”的“改造社会”的强大动机，

从本文的企业家职业道德特征中可以清晰看到。这本身不

是坏事，但需要关键创新人才的大量聚集和能力发挥。由

于企业家要分配的权力是对创新资源和目标的运用权力，

这种权力分配下放程度体现了企业家对关键创新人才的信

任，是一种企业内部的合作‘民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

激励和愿景上的激励，必然极大满足关键创新人才的自我

价值实现的需求，其所获得创造和权力所带来的双重成功

感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家创新意图被执行的高效率。

因此，我们看到当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对关键创新人才起到

正向作用时，关键创新人才的职业道德就会更加充分的表

露，进而推动企业探索眭的重大创新频繁出现。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家电子信息企业的关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

组合，提炼出了其品德三维特征，并详细分析了两者品德特

12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X

荣誉感高、敢于挑战

荣誉感低、无挑战特征

征的关系对企业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家品

德，尤其是品德中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是企业二元创新

行为的决定眭因素。而且，当企业家以及关键创新人才的品

德均为开拓眭特征(大胆创新、敢于挑战)时，企业的创新

行为主要表现为探索性创新；当两者的品德均为保守性特征

(循序渐进)时，企业的创新行为主要表现为改进型创新；

当企业的品德表现为开抒巨而后者表现为保守性或者不突

出时，企业的创新行为主要表现为改进型创新；或者探索型

创新和改进型创新两种类型竞争、平衡动态的特点。

本文的分析是首次尝试从定f生研究和文本分析的角度，

对品德特征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梳理。研究所得到关

键创新人才和企业家品德与企业二元创新关系模型对企业

家应具备的品德特征、关键创新人才的选拔以及使用等提

供了重要启示，对引导企业家进行自我品德分析和更好地

规划企业未来创新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首先，企业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公德。这不仅可

以避免自己唯利润最大化的短视行为，进而获得长期的竞

争力，而且由此带来的广阔的创新空间会为企业创新人才

创造自我价值实现的用武之地，也是对人才尊重，人尽其

用的重要途径。人才招聘入企，如果只是从属于对领导的

日常支持，或者储备，则是人才的最大浪费。

其次，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企业所处

环境的基本特征就是动态性。由此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

企业不断面临各种挑战，所以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的关

系及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中，对人才的尊重、重用和

宽容是企业家品德中必备且应该不断自我强化的部分。企

业家的职业道德靠得住，职业道德好的人才就会汇聚，企

业的创新才会不断跃升。因为运作资金以及创造新颖的运

营模式是企业家的天赋才能，但做一个有着优秀品德的企

业家的关键是具备过人的心智能力，即处理各种关系的聪

瓣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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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何用人、用对人(贾良定等，2004)。在本文背景下，

就是如何使关键创新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这也牵涉到人才的使用制度问题。在中国的环境中，企业

家的制度能力也非常重要(项国鹏等，2009)。通过企业

内部的人才制度变革，企业家可以突破企业创新过程中关

键创新人才的创造力约束，促进企业成长。

第三，当企业家兼具企业关键创新人才的双重角色时，

一定要为关键创新人才的创造足够大的创新空间和足够的

报酬激励，避免权力难以分配情况下的家长式创新管理行

为。换言之，企业家在一线工作虽然可以短期内凝聚更多

的士气，坚定突破技术难关的信心和决心，但从长久来看

会损害企业关键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进而不再愿意承担风

险，而宁愿作为企业家的附庸。这对企业是非常危险的。

从历史教训来看，凡事认为自己可以独自完成事业的领导

者都将承受人才背离的苦果。在经历挫折和考验时，也会

因为一次失败而一蹶不振。

最后，企业在追求不同的创新目标时，对关键创新人

才的品德特征也要多维度把握。因为关键创新人才是创新

的最终执行者和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其品德特征

难以达到创新的需求，则无论企业家品德如何优秀，无论

企业家可以为其提供多大的创新空间，企业的高水平的创

新都难以为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研究企业人才

和企业家品德的文献较少，对其品德测评指标还较为粗糙，

因此，有待于未来进一步详细刻画和测量两者的品德维

度，这样就可以从两者品德差异程度上更细致地研究其对

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而不仅限于两者品德一致性和互补

性的简单探讨；其次，由于本研究是基于客观数据展开的，

因此缺乏现场调研及访谈信息，这可能影响到一些判断的

准确性。未来研究可以在这一方面进行尝试，以期与本文

的研究结果相互补充和验证。第三，本研究的分析是针对

企业家和关键创新人才的品德展开的，然而两者品德关系

对企业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可能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作

用。例如，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内部知识存量和企

业内部研发者合作网络结构特征等等。因此，未来研究可

以尝试考虑更多不同层面的因素，进而利用实证分析模型

展开较为细致、多角度的分析。

备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劳动保障部关于企业实行自主创新激励分

配制度的若干意见

http：／／www．gov．cn／zlzl／kjfzgh／content_883674．htm

注：图中1．10代表2005．2014年。

备注：记录资料主要依靠百度搜索引擎从行业期刊以及来源可信的新闻报道中

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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爿姗船Key itlventors粕d en仃epreneurs arc cmcial for山e enterprise t0锄gage in

tlIe iIllloVation锄d gain cOmpetitiVe adV如tage Existing litcl孤聃afe ab岫dant丘Dm

di艉rellt perspectives，which ignorcd tlle inn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锕een key

inVentors and entrepreneu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ral relationship beMeell key inVentors and en仃印reneurs，血is p印盯discllssed how

the dbove relanonsllip impact enterprise movation behaviors，llsing patcnt data粕d

publicly repons of 20 enterprises．The results show t11at en仃eprencu—s moral chmcter

h勰more illlport柚t sta【lls in enterp^se i衄ovation bellavioL When the mo糟l fcatures

of key inVentors粕d en仃epreneurs arc consistent，the chamcter of bold innovation

and dariⅡg to challenge are the key fhctor for exploratory i曲ovation behavior as

the domin卸t behaVioL a11d when the moral traits afe cOmplementary’exploratory

i衄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will be domin柚t only if ttle en仃印reneurs have

great respect for key inVentors and key inVentors have strong innovation spirit．

HoweVeL when etl仃印reIleurs are “tecllIlophiles”，explomtory iIlnovation behavior

will be non—sustainable unless these entrepreneurs can promote i衄ovation space

continuoIlsly

最砂％，凼：Key Inventors；En廿epreneurs；Momlity；I皿ovation Behavior

一责编，罗文豪E—mail：chrd-luo@163．com Tel：0lo．88383如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