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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绩效:创意经济的微观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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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创意 0领域研究在产业和宏观经济层面正逐渐成熟, 但是经济学对个体和企业微观主体的创意动机、创意行

为和创意绩效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从企业角度看,创意绩效与技术创新绩效既有关联又有区别, 创意绩效是沿着个人创意能

力 ) ) ) 个人创意行为 ) ) ) 企业有组织的创意行为 ) ) ) 企业创意绩效的路径产生, 人格特质和组织的创意环境决定了企业中

的创意行为, 提升企业创意绩效需从三个关键环节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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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或许没有一个可令所有人接受的定义, 其概念相

对模糊和复杂, 研究者往往因研究兴趣或取向不同而各有侧

重。从产业经济角度, 厉无畏等提出上海应当借鉴发达国家

和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经验, 将创意产业作为 /重要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0来大力扶持和发展, 从而提高上海的城市综合

竞争力 [ 1] ; 进一步地,厉无畏等 (认为 /文化创意对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应该与科技创新相提并论 0, 因而从创

意产业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内涵的关系上构架了创意

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机理、模式和路径 [ 2]。

上述研究为制定促进创意产业 /创意经济发展的经济政

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路, 但是, 在微观层面, /今后比较深

入的研究会涉及微观创意行为和宏观创意政策之间的更为

明确的联系0 [ 3] ,他在研究框架中将创意分为 /创意产业0与

/一般产业中的创意0¹ , 可见他的创意是指蕴含在企业和个

体经济活动中的一般意义的 /创意活动0, 在这点上经济学

的微观研究可以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对创意人才的人格特

质、创意动机、创意度量等相对坚实的研究成果。创意经济

微观层面研究的意义在于, 使一般类型企业而不仅仅是创意

产业中的企业能够象对待研发、战略、生产、营销这些企业经

营行为一样关注企业的创意行为,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提升

员工的创意能力和创意动机,提高企业的创意绩效, 从而提

高企业整体的经营绩效; 另一方面,使经济政策不再仅仅着

眼于促进狭义的 /创意产业0的增长, 而是推动一般意义微

观主体的创意行为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

一  创意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关联与区别

(一 )创意绩效的含义

企业角度的创意问题研究 ,主要集中在员工个体的人格

特质、创意能力 º创意行为、企业组织的创意行为、创意绩效

以及几者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 [ 4]。大多数研究创意的学者

认为对创意最好的定义和研究方向应落在创意的结果或产

出上:即由一项惊奇或震惊的点子生产出既新奇又有用的东

西 [ 5] ,因此, 创意绩效是创意经济微观层面研究的核心内容,

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创意绩效的简洁定义。

(二 )创新绩效的研究综述

创新绩效是企业绩效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方面的学

术成果非常丰富。丁宝军等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 R&D投

入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关系,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

新, R& D是企业知识的主要来源, 通过将 R&D投入分为获

得显性知识的投入、实物投入、获得隐性知识的投入、人力资

本投资及人力资本存量,提出了 R&D获得显性知识投入和

获得隐性知识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 并通过对

154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

识对创新绩效的贡献 [ 6]。李伟铭等运用广东地区 17个市

(县 )中小企业的随机抽样数据, 分析了政府的技术创新政

策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两

条路径:一是技术创新政策 -企业资源投入 -创新绩效, 二

是技术创新政策 -组织激励 -创新绩效。张危宁等则从方

法论上研究了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绩效的评估方法与指标

体系 [ 7]。

国内创新绩效的研究成果从企业研发行为和其他内在

经营行为、政府技术创新政策、创新环境、产业和区域创新绩

效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他们遵循的基本逻辑

是技术创新在企业新产品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通过

R&D创造新的产品或者改善和提高产品的功能与品质, 从

而增加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个别研究虽然也考虑了文化



创意因素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但仅仅是从企业文化角度简要

阐述创新氛围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未涉及创意在企业绩效

中的贡献, 因此, 尽管按照熊彼特的创新五大方式, 广义的

/创新0一词中实际暗含了技术创新和创意, 但学者们研究

的企业 /创新绩效0却大多并非广义的创新活动所对应的企

业绩效, 而是 /狭义的创新绩效0 ) ) ) 即忽略了创意要素、仅

考虑技术创新下的 /创新绩效0。由于国内绝大多数的创新

绩效研究实际上将 /创新绩效0和 /技术创新绩效 0作为同义

语 [ 8] , 所以本文所说的创新绩效,除了特别说明的以外,均指

/狭义的创新绩效0, 即技术创新绩效。

(三 )创意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本文认同技术研发对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 但本文认

为, 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的经营绩效都蕴含着其偶然获得的

或冥思苦想的创意的结果。例如,分众传媒成功地开辟了楼

宇广告市场, 虽然技术与营销、战略、管理等因素共同支撑起

了它的经营绩效, 但是,如果没有江南春最初的创意,找到了

关键的细分市场, 取得这些经营绩效是难以想象的。因此,

创意在企业绩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按照创新绩效分

析, 显然会大大低估创新 (含创意的广义创新 )对企业绩效

的贡献。

分众传媒的案例中创意尚能由 /开拓新市场0被归纳进

/创新0,企业日常运营中产生大量的创意行为, 并非都能归

纳到 /创新0中。例如, 菜单是餐厅吸引顾客增加消费欲望

的手段, 各家餐厅都努力将菜单做得更加赏心悦目, 而某餐

饮企业独辟蹊径, 将菜单与时尚杂志相结合, 在菜单后面印

上化妆品、服装、手表等时尚消费的广告,既增加了餐厅的广

告收入, 又使顾客轻松地打发了等待上菜的时间。这个创意

并不改变餐厅原有的任何经营流程和产品内容,由于它突破

了餐厅传统的食品销售的思维窠臼,对餐厅来讲通过广告收

入增加营业收入 (这份广告收入是依附于餐厅这个 /母体 0

存在, 一旦 /母体0消失,这份收入也没有了 ),同时又提高了

顾客的满意度, 可见该创意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 而它也

难以归纳到 /创新0中, 更加难以用创新绩效来反映。

由此可见, 创意绩效与创新绩效是密切关联又有所不同

的。创意绩效是新奇的点子对企业绩效的贡献, 这些 /创意

思维0的成果可能出现在企业组织架构、经营模式、营销方

式、渠道、产品使用功能、外观、产品情感价值等企业经营的

各个方面。有的创意成果与技术创新相关, 有的无关;有的

创意成果对企业绩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分众传媒案

例 ) ,有的则仅仅是微小的贡献 (如餐厅案例 ), 但大量微小

的创意将可能对企业绩效起到重要的贡献;有的产业的企业

绩效本身就取决于创意绩效 (如狭义的创意产业 ), 而几乎

每个产业的企业绩效中创意绩效都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定的

比重。

总之, 从企业绩效上看, 创新绩效反映的是企业技术创

造力的成效, 而创意绩效反映的是企业突破现状的创意思维

和行动的成效, 有的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意绩效都很高, 但是,

并非所有创新绩效高的的企业创意绩效也高, 同样地,也并

非所有的创意绩效高的企业创新绩效也高。因此,在研究企

业绩效时不仅需要分析创新绩效, 还应当考察创意行为对企

业绩效的贡献。

二  创意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

创意产生时由于缺乏明确的过程、可信的资讯与决策规

则,因而面临着顾客要求模糊、竞争特性模糊以及技术改变

模糊三种特性, 因此也被称为 /模糊的前端 0 ( Fuzzy front

end) [ 9]。

伴随创意的推展原始创意数量会逐渐递减, 同时每个创

意的成本会快速递增, 最后仅有极少数原始创意可以实

现 ) ) ) 有学者研究认为创意的成功率仅有 3% [ 10]。

成功的创意必须着眼于创意成果使用者的需求, 确保新

的构想能够符合其潜在需求或为其创造更高价值, 对创意绩

效产生的内在机理的研究,就是将视角延伸至创意产生历程

的 /黑盒子0中,通过剖析它的全貌解决创意产生阶段的模

糊问题,描绘出创意绩效产生的轨迹。

(一 )人格特质对创意行为的影响

个体创意行为的差异首先取决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创

意行为的顺利开展有赖于个体根据获得的新信息对头脑中

既有知识间的联系进行不断的调整以产生新的概念、构思

等。以智力结构学说的代表人物的智力结构模型 ( structure

- of- intellec tm ode l) [ 11]为例, 他把智力区分为三个维度:内

容、操作和产物, 包括五种内容 (视觉的、听觉的、符号的、语

义的和行为的 )、五种操作 (评价、聚合思维、发散思维、记忆

和认知 )和六种产物 (单元、分类、关系、系统、转换和蕴涵 ),

由此将人的智力分为 5 @ 5 @ 6 = 150种智力单元, 认为其中

部分智力单元对于个人创造力具有显著作用, 他同时研究了

智力结构模型中不同智力单元的转换关系, 指出转换智力单

元对个人创造力尤其重要。M um fo rd et a.l的研究发现创意

能力强的个体往往思维发散、爱好演绎的人, 不愿受现有知

识的约束,而创意能力弱的个体则是思维收敛、爱好归纳的

人,不愿改变自己头脑中已有知识间的关系 [ 12]。可见, 即使

是在同样信息条件下,不同思维方式的个体进行不同的智力

加工,也将导致不同的结果。

与创新行为一样, 风险偏好同样影响着个体的创意行

为。Am obile认为, 不同风险偏好的个体选择不同风险层次

的创意任务, 风险规避者倾向于选择近乎重复操作性的任

务,风险中性者对不同风险层次任务的选择呈随机分布, 风

险爱好者大部分倾向于选择高风险的任务; 另一方面, 风险

偏好不同的个体在创意业绩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别, 爱好风

险的个体创意业绩最高, 风险规避的个体创意业绩最低 [ 13]。

由于创意活动本身存在的风险较大, 所以爱好风险的个体能

够主动选择高风险的任务并在高风险给他带来的快乐的推

动下坚持高强度工作, 所以其创意业绩较高; 风险规避者的

态度既限制了他对高风险任务的选择, 又迫使他选择既有

的、低风险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因而他的创意业绩较低。

个性特征也会影响个体的创意行为。不同类型的创意

行为需要不同的个性心理因素与其相匹配, 另一方面, 也存

在一些共同的个性心理因素对所有的创意行为有影响。这

些共有因素大致包括 /追求美感、兴趣广泛、爱好复杂、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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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独立判断、喜欢自治、直觉敏感、自尊自信、善于协调内

心矛盾、坚信自己长于创造等0 [ 14] , 此外, W oodm an研究发

现, 创意能力强的个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内在控制力或自控

力 [ 15]。

(二 )创意环境对创意行为的影响

社会环境强烈地关连或影响到这些个体创造力 (尤其

是工作内在动机 ),形成所谓的组织创造力的成分理论 [16],

包括三种成分的综合:组织创新动机、资源、管理作为,并由

此设计出创意工作环境 KEYS表 [ 17]。他们通过对创意人士

的深入访谈和量化分析形成用来评估组织的创意气候、发掘

组织促进或阻碍创造力因素的评量工具。创意工作环境评

价表包括五大层面内容, 分别是 /对创意的鼓励 0、/创意的

自由度0、/资源 0、/压力 0与 /组织中对创造力的阻碍 0,

KEYS表经过完整的因素架构分析、内部一致性、再测信度、

初步集中与区别效度的检验测度, 区分和判断组织创意环境

的水平 (如图 1所示 )。

图 1 Am ab ile创意工作环境 KEYS表

资料来源:根据 Am ab ile, T. M , Cont,i R. , C oon, H. , Lazenby, J. & H erron, M. , 1996, A ssessing the w ork env ironm en t for creativ ity, Academ y of

M an agem en t Jou rna,l 39( 5 ) , pp. 1154- 1184.整理绘制

  创意工作环境 KEYS表中创意环境构成要素的含义分

别指:

( 1)组织支持: 包括给与员工创意想法、报酬, 公平的讨

论, 鼓励员工尝试新鲜事物, 分享愿景等内容; ( 2 )主管支

持: 包括建立目标、建立互动关係、信任并适时支援等内容;

( 3)团队支持: 良好沟通、使员工体认工作承诺及工作重要

性等内容; ( 4)自由度: 享有权利决定实行方案、运用方法、

掌握工作内容流程、尊重等内容; ( 5)资源充裕度:组织资源

分配、时间限制、教育训练等相关内容; ( 6)挑战性工作: 工

作内容的难易度与可达成性等内容; ( 7)工作量压力: 时间、

健康的内容; ( 8)组织障碍: 政治性问题、结构正式化、组织

的文化或气候相关内容。

构成创意环境的上述 8要素中, 前 6项要素与个体创造

力正相关, 后 2项要素与个体创造力负相关, 创造力并非仅

仅是个体现象, 社会环境脉络是创造力的重要成分, 同样一

个创意主体 (个人或群体 ),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脉络下, 将表

现出不同的创造力。创造力不仅是个体的人格特质、认知与

经历的函数, 更是其社会环境脉络的函数。而工作环境脉络

对个人创造力的影响, 主要是在 /工作动机0上 [ 18] , 也就是说

关键在于创意环境是否能激发个人的工作内在动机。

三  创意绩效的分析框架

国外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对组织和个人的

创意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企业创意绩效研究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Woodm an et a.l构建的创意分析框架中, 个人创

意能力是群体 »创意能力的重要投入因子,而群体创意能力

则是组织创意能力的投入因子, 组织 (群体 )的创意能力除

为群体 (个人 )创意能力的加总外, 尚受到属于组织或群体

层面的因素影响,包括环境、组织的脉络因素, 以及群体的组

成 (如异值性 )、群体特征 (如大小、凝聚程度 )、群体过程 (如

解决问题偏好策略、社会信息过程 )、以及人际互动所形成的

社会影响等 [ 19], 他们认为,个人或群体的创意行为既影响组

织以后创造力,同时也将改变组织上层的脉络与社会结构。

O ldham and Cumm ings通过一项人格特质、环境特征以及作

品的等级评定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发现具有特殊人格特质的

个体在他们的工作具有挑战性、并且受到非控制模式的监督

时,能够生产出创造性的作品 [ 20]。

本文认为,创意绩效是沿着从个人层面的个人创意能

力 ) ) ) 个人创意行为 ) ) ) 企业有组织的创意行为 ) ) ) 企业

创意绩效的路径产生的 (如图 2所示 ), 企业创意绩效取决

于关键的三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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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意绩效的分析框架

  第一环节: 具有创意能力个人开展创意活动。这个环

节受到个人的人格特质和企业的组织特质的双重影响。本

文认为, 个人的创意行为是专业技能、创意思考技能与工作

内在动机的综合, 从人格特质上讲, 思维方式、风险偏好和性

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创意行为的类型,而组织特质通过影响个

体的创意动机也对其创意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环节: 企业对不同创意主体的有机组合。K irton建

立的 A - I模型认为,通过对不同适应型人员、创新型人员的

适当组合, 可以有效地提高组织整体创新的能力 [ 21] , 但是,

对于人员如何组合, 组合的类型有几种等, K irton并没有进

行进一步的详细研究。本文认为,群体特性会对组织创新力

或创造性活动有重要影响, 群体特性包括群体内部规范、群

体凝聚力、群体规模、以及群体差异等,其中群体差异即不同

类型的人员组合。企业的创意气候、企业对内部创意要素的

组织和整合能力对企业创意绩效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创意

绩效应当对员工有反馈信息, 即员工对创意绩效的个人感知

也影响着个体是否继续其创意行为。

第三环节: 企业的创意行为产生创意绩效。市场筛选在

这个环节发挥决定作用, 创意是否成功, 要看企业提供的创

意成果 ¼是否得到了成果使用者的接受和满意。创意想法

的产生是 /模糊的前端0, 创意的成功需要企业组织内各个

群体的配合和支持, 有时也可能需要企业外部的资源支持,

很多创意最后未能获得成功并非创意本身不具有操作性, 而

是组织内群体间的不配合造成的,将创意移植到其他企业中

获得成功的案例有不少。

四  结论

本文认为, 创意绩效与创新绩效是企业绩效中相互关联

又有所不同的两个角度, 从微观上看, 创意作为 /模糊的前

端0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创意想法到企业创意绩效的主要

路径中个体特质、企业特质和市场筛选对创意绩效产生重要

影响。通过对创意绩效内在机理的分析, 可以得出企业应从

三个关键环节入手提高创意绩效。操作上讲, 第一环节中可

以开展两个方面工作: 一是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创意能力,

二是通过激励激发员工的创意动机。第二环节的措施应当

在于:一是培养适宜创意产生的企业文化, 二是增强员工对

创意绩效的个人感知,三是通过不同人格特质的员工组合提

高群体的创意绩效。最后一个环节则需要致力于: 一是创意

主体与创意成果的使用者的有效沟通, 以便对创意中不切实

际的地方加以修正和改进;二是加强创意主体与组织内其他

群体的协作。

注释:

¹ 王兴全的创意产业的范围要比厉无畏等广, 他不仅包

括了后者所说的知识产权为特征的产业部门,还包括了 /一

般产业中的创意0, 如 /商业中的创意、餐饮业的创意0.

º 对 / Creativ ity0一词经常被译作 /创造力0, 主要是指

个体或组织的 /创意能力0,但由于 /技术 0是其 /创造力 0的

因素之一,因此 /创造力0包含了 /创意0和 /技术创新 0。不

过,一般来讲, 技术能力并非 /创造力0的主导因素, 所以大

部分文献中 /创造力0主要还是指 /创意力0, 下文的 /创造

力0主要指 /创意能力0.

» 这里的群体是指企业内部的亚组织形式, 可以理解为

部门或者项目组等.

¼创意成果可能是产品或者商品的形式, 也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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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Perform ance: M icroeconom ic Analysis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LIANG Zhao- hu i

( Shangha iA 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

Abstrac t:  "C rea tiv ity" is m aturing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industry and m acro- econom ic leve ,l but there is the lack of

know ledge on creativemo tiva tion, creative behav ior and creativ ity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and m icro- ente rprises in econom ic thesis.

Th is paper c lar ifies the assoc iation and d istinction betw een the creativ ity per fo rm ance and techn ica l innovation perform ance, analyzes

the im pac t facto rs on the creativ e behav io r o f ind iv iduals and organ izations, and puts forw ard the m ain path of c reativ ity form a tion, as

w e ll as the ope ration ideas on three key process ions to enhance the perform ance from the ente rprise point.

K ey words:  Creativ ity pe rfo rm ance;  Creative behav ior;  Creative circum stance;  crea tive mo 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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