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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对我国３００余家高新技术企业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企业组织情绪能力以组织学习为中介对
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组织承诺会调节组织情绪能力与产品／流程创新绩
效以组织学习为中介的间接关系，从而形成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从组织情绪能力的新视角，探

讨了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相关机制及关系路径，深化了我们对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情绪能力、组织学习及

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相互关系的了解，将为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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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市场激烈竞争和行业发展势态快速变化的

背景下，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需要不断推进组

织学习，开展持续创新活动［１］。虽然创新影响变

量和最佳实践被广为探讨，但有效的创新管理依

然令人头疼，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所遗漏或未深入

挖掘［２，３］。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组织情绪能力

的概念［４］，并将其与组织变革、组织学习创新等

重要战略活动联系起来，为解释组织行为过程

驱动力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目前，国际上的组

织情绪能力研究呈现出发展性势态，但将其作

为一种“实体”开展实证分析处于起步阶段［５，６］。

而国内方面，学者们对情绪及情绪能力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个体层次，有些研究者引入了“情绪

资本”概念，但对组织情绪能力的研究尚未见相

关实证报道。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在复杂变革的外部环境背景下，高新技术企

业一般具有相对更强的内在创新动力和科技发展

要求［２］，研究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组织创新的情

绪、情感新动力，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策略，对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基于此，本研究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

基于组织创新及情绪理论，探讨组织情绪能力、组

织学习与组织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本研究表

明，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情绪能力会通过作用于组

织学习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其中，组织承诺能

够正向调节组织情绪能力和组织学习之间的关

系，从而验证了一个组织情绪能力对创新影响的

被调节的中介路径模型。本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我

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规律的认识，期望为企业创

新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９４　　　· 科　研　管　理 ２０１７年

２　研究假设

２１　组织情绪能力及其对组织学习的作用影响
组织情绪能力被界定为“组织感知、了解、监

测、调整和利用组织成员情绪，及在组织制度、惯

例和规则中体现和表达其情绪的能力”［４，５］。以

往研究结论指出，个体层次上的情绪能力会影响

个体的情感、认知以及个人绩效等［７］。相对于传

统个体层次上的“情绪智力”，组织情绪能力是一

种描述组织群体情绪体验、经历的能力类别，是一

种涉及如何引导和管理组织内隐情绪能量的能力

类别［５］。

在当前激励竞争的外部环境下，创新型企业

要建立学习机制，动态搜寻外部知识资源，更新内

部知识结构，以动态塑造外部适应柔性。而组织

学习是一个动态引入、吸收、整合、利用外部、内部

知识和经验推动组织运作改进的过程，是一个不

同部门、员工间互动、交换的社会过程［８］。Ｚｈｏｕ
等（２００３）［９］表明，一种支持性的组织情绪状态将
为员工在动态变动环境下，提供分享知识、发挥创

造力的便利条件。组织情绪能力作为一种深层组

织结构，它所产生的规范组织成员日常行为的共

享逻辑，以及关于人际态度、社会风险的共有信

念，将有助于对部门之间、人际之间的知识互动、

学习反馈产生正向影响［１０］，从而对推动组织内的

学习活动产生增益效应。例如：通过协调具有不

同意见的情绪个体，避免群体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形成一种更有效的群体讨论和建言方式，以整合

各种不同想法和观点，促进更高质量的群体学习

和组织决策，以提高组织探索新知识和利用已有

知识的效率［２，１１］。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企业组织情绪能力会正向影响组织
学习。

２２　组织情绪能力以组织学习为中介对组织创
新绩效的作用影响

　　根据创造力社会心理学和情绪社会建构理
论，组织情绪能力作为一种可增强组织情绪社会

性、共享性的集体行动能力，可通过建立、修正群

体情绪行为模式，聚焦群体创新注意力，为创新提

供情绪导向和氛围支持来推动组织内的创新活

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首先，具备较强组织情绪

能力的企业，可以促进员工间的情绪沟通、互动和

共享，加深彼此间的情感了解和情绪联结［１２］，增

强对共同创新目标和共同群体身份的认同，为清

除创新道路上的各种人为阻碍提供情感激励和有

力支持。例如：有研究表明，在团队层次上，群体

成员的一致性或同质性情感、情绪反应会决定团

队的创新绩效［１３］。其次，现代创新活动需要组织

成员的协同配合，其间涉及一系列个体、群体与组

织的社会化交互过程，组织情绪能力作为创新过

程中人际关系的融合剂和润滑剂，将为组织中的

创新流程提供情绪支持。此外，提升组织情绪能

力，有利于强化对组织情绪的动态把握和协调，同

化一系列不同情绪诉求来健全组织情绪管理功

能，疏导消极情绪、倡导积极情绪以协助流程创新

和产品创新等［５，６］。

更进一步地，本研究认为组织情绪能力对组

织创新绩效的作用是以组织学习为中介来实现

的。在企业中，如果组织成员处于高风险性的人

际环境，不安全的心理状态或不稳定的情绪心境，

其相互间的知识分享和学习活动也将受到阻

碍［１０］，而组织学习水平的降低将进一步损害企业

创新绩效［１４］。在高组织情绪能力的背景下，组织

群体情绪社会共享、有效互动，不同个体、部门间

会表现出彼此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容忍、积极合

作、主动反馈和彼此互助的行为，这有利于避开批

判性思维，以开放的态度推动经验交流、知识交换

和创新参与。以往有研究支持，曾多次表明组织

学习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会产生正向影响［１０，１５］。

对于一般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流程和产品创新绩

效是衡量创新绩效的两个重要层面［２，３］。其中前

者偏重于组织过程，后者偏重于组织结果，这二者

对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十分关键。在本研究中，我

们将组织创新绩效聚焦于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方

面。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组织学习在企业组织情绪能力组织
创新绩效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２ａ：组织学习在企业组织情绪能力其产
品创新绩效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２ｂ：组织学习在企业组织情绪能力流程
创新绩效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２３　组织承诺在企业组织情绪能力对创新绩效
作用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组织承诺一直以来是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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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的热点话题，它是指员工对组织认同及在

工作中身心投入的程度［１６］，通常被用来描述员工

与组织间关系的心理状态。当员工对其组织有较

高的承诺时，往往意味着对组织有较高的归属感，

会更愿意留在组织中，并为在工作中付出额外的

心力［１７］，进而提高组织整体绩效。

有研究提出，没有组织承诺，企业任何创新理

念和行动都将会严重受挫；如果要使员工为企业

发展承担更多责任，就需要建立起员工与组织的

内部承诺［１８］。以往的研究表明，组织承诺对员工

接纳组织变革，并推动组织变革成功会产生重要

影响［１９］。同样地，当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尤其是推

动技术创新时，一般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性，往往遭受失败、责难或打击，因此需要科技人

员更多的心理承诺和工作投入。较高的组织承诺

可以密切组织与员工间的联系，不仅能够使员工

更愿意听从组织安排，各项组织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使组织管理策略产生更显著的效果，同时也有

利于激活员工创新思维和潜在能量，全身心的为

组织贡献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基于工作动机理

论，真正的组织承诺对提升员工工作动机会产生

积极影响［３］，它并会使员工将组织需求置于个人

需求之前，并提高参与群体工作的合作性和推动

力，这有利于促进组织隐性知识转移，进而推动组

织的创新活动。

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认为，如果高新技术企

业采取措施来提升员工组织承诺，就能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企业组织情绪能力通过组织学习对创新

绩效产生的影响效果。具体地，当企业科技员工

的组织承诺程度较高时，他们对组织的归属感、配

合度和组织工作参与度会相应较高，在这种情景

下，企业组织情绪能力提升对促进组织内知识转

移、整合和创造等组织学习活动的效果会增强，从

而进一步增强对一系列企业创新结果变量的影

响。当科技员工的组织承诺程度较低时，他们对

组织的归属感、认可度和参与度下降，那么企业组

织情绪能力提升对组织学习水平的作用效果就会

下降，进一步对企业创新绩效结果变量的影响会

随之减弱。也即：员工组织承诺越强，组织情绪能

力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越强，组织情绪能力通

过组织学习影响组织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也越

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组织承诺会调节组织情绪能力与组
织创新绩效间以组织学习为中介的间接关系。

假设３ａ：组织承诺会调节组织情绪能力与产
品创新绩效间以组织学习为中介的间接关系。

假设３ｂ：组织承诺会调节组织情绪能力与流
程创新绩效间以组织学习为中介的间接关系。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以企业为对象的多源问卷调查方

法。研究调查对象为在新一代电子技术、软件研

发、电子通讯等产业领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本

研究选择规模在２５人以上的科技型企业开展调
研，此规模以上的企业一般具有相对健全的管理

系统［２］。对每个样本企业，组织情绪能力、组织

学习、组织承诺数据采集自企业中实际从事科技

研发工作（Ｒ＆Ｄ）的员工，企业创新绩效数据采集
自企业研发部门经理或分管高层管理者。本问卷

调查样本企业主要来自北京中关村、上海嘉定汽

车产业园、广东南沙新区以及北京市、深圳市、青

岛市的相关高新技术企业。所有问卷调查企业及

人员秉承自愿原则，问卷通过纸质快递和电子邮

件两种方式发放和回收。在剔除掉漏答过多以及

回答明显不认真的不合格问卷之后，最终回收有

效配对问卷 ３５２份，问卷发放回收有效率
６２７％。

被调查企业处于电子通讯业的占１３１％，软
件服务业的占１１６％，机械制造业的占２７３％，
生物医药业的占 ２８７％，化工食品业的占
１５３％，其它产业的占４０％。被调查企业成立１
－２年的占１４２％，成立３－５年的占４７７％，成
立６－１０年的占 ３５２％，成立 １０年以上占
２８％。被调查企业人员规模在５０人及以下的占
４８３％ ，５０－２００人的占２８１％ ，２００－５００人的
占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人的占１３４％ ，１０００人以
上的占２８７％。
３２　变量选取与测量工具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组织情绪能力、组织

学习、组织承诺、企业创新绩效以及被调查企业和

个人背景资料等五部分。调查问卷采用５点李克
特量表来衡量，其中１代表完全不符合或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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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５代表完全符合或远高于竞争对手。
具体测量工具如下：

组织情绪能力问卷采用 Ａｋｇüｎ等［５，６］的量

表，包括２０个测量题项，代表性题项有“我们公
司有一种能够给其员工灌输希望的能力”等。组

织学习测量问卷采用 Ｊｏａｑｕíｎ等［２１］的量表，共１４
个测量题项，代表性题项有“在我们这里，有人提

出新想法的时候会获得支持和鼓励”等。组织承

诺测量问卷采用 Ｐｏｒｔｅｒ等［１７］的 ＯＣＱ量表，经简
化修订包括３个题项，如“为了留在公司服务，员
工们愿意接受公司指派的任何工作”等。对创新

绩效的测量包括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绩效两个维

度，采用Ｄａｎｉｅｌ等［２２］的量表，共６个题项。其中
产品创新绩效３个题项，如“企业新产品／新服务
推出的数量”等；流程创新绩效３个测量题项，如
“企业在组织流程中引入的革新数量”等。根据

以往研究［２，４，５，１４］，企业成立时间、人员规模、发展

阶段、市场规模可能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我们将

其设置为控制变量，同时还控制了企业所处行业、

所有制类型、所在地区等。

３３　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和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作为

统计工具，除结构方程外，采用 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
序来验证研究假设。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相关

建模［２３］及 Ｈａｙｅｓ［２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判定值
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ｅｘ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分 析，
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将报告假设模型在调节变量两个
不同取值情况下的条件间接效应，如果在不同取

值条件下的间接效应一个显著，一个不显著，则说

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２５］。本研究将按照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分析程序，构造置信区间，如果置信
区间ＣＩ的下限和上限之间不包括零，那么就表明

相应效应是显著的［２５，２６］。同时，我们通过 ＳＰ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运算得到的相关判定指标 ＩＮＤＥＸ验证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

４　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４１　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使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检验各量表的信

度。其中，组织情绪能力量表 α信度系数０８８，
组织学习量表α信度系数０８４，组织承诺量表的
α信度系数０７１，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
绩效的α系数分别为０７１和０７５。表１列出五
个研究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结果，主要
拟合指数：χ２（３５２）＝５１８９８，ｐ＜００１；χ２／ｄｆ＝
３２４；ＣＦＩ＝０８７；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８；ＳＲＭＲ＝
００６；ＴＬＩ＝０８４，每个潜变量对应题项的平均标
准化因子载荷在０７以上，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
结构效度。计算表明各研究变量的 ＡＶＥ值介于
０６３－０７３之间，且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对角线上的ＡＶＥ值，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
度和区分效度。本研究备择因子模型和假设因子

模型对比分析主要拟合指标如表１所示。其中，
备择四因子模型将创新绩效两个因子合并；备择

三因子模型将组织承诺和组织学习，创新绩效二

因子分别合并；备择二因子模型将组织情绪能力、

组织承诺和组织学习三因子合并，创新绩效两因

子合并；备择一因子模型将所测量五个因子合并。

由拟合结果可知，假设模型在主要各拟合指标上

均优于四个备择模型，且假设模型和备择模型之

间的△χ２显著增加，差异显著。结果表明，本研究
中所包括的五个测量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１　测量变量的区分效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ｔ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χ２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ＣＦＩ ＴＬＩ

假设五因子模型 ５１８９８ １６０ ３２４ —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８７ ０８４

备择四因子模型 ６４５０２ １６４ ３９３ １２６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８２ ０８０

备择三因子模型 ６４８６９ １６７ ３８８ １２９７１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８２ ０８０

备择二因子模型 ７４１９３ １６９ ４３９ ２２２９５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７９ ０７６

备择单因子模型 ７５０９８ １７０ ４４２ ２３２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７９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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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组织情绪能力、组织

学习、组织承诺、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绩效的

描述性分析如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组织情绪
能力、组织学习、组织承诺、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

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ｐｓ＜００１），表明
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表２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组织情绪能力

组织承诺 ０８１

组织学习 ０８３ ０６８

产品创新绩效 ０７０ ０７３ ０６１

组织流程绩效 ０６３ ０６１ ０６２ ０４１

变量均值 ３３７ ３２７ ３４１ ３１７ ３１７

变量标准差 ０４６ ０６０ ０４６ ０５９ ０６５

４３　组织情绪能力、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及中介效应分析

　　首先，检验组织情绪能力对组织学习的作用
影响，如表３模型１所示。回归模型１回归结果
表明，组织情绪能力到组织学习的直接效应是显

著的正向关系（β＝０８６，ｐ＜０００１），研究假设１
得到支持。其次，由模型３、４可知，组织情绪能力
分别对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再次，由模型５可知，在加入中介变量组
织学习后，组织学习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组织情绪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正向影响

仍然显著，但回归系数降低（由 β＝０８６降低到
０７０），表明组织学习在组织情绪能力与产品创
新绩效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同理由模型６可
知，组织学习在组织情绪能力与流程创新绩效的

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表３　研究变量相关回归模型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因变量

控制变量与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组织学习 组织学习 产品创新绩效 流程创新绩效 产品创新绩效 流程创新绩效

控制变量 －－－ －－－ －－－ －－－ －－－ －－－

组织情绪能力 ０８６ ０７７ ０８９ ０９２ ０７０ ０６０

组织学习 ０２２ ０３７

组织承诺 ００８

组织情绪能力×组织承诺 ０１８

截距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３６ ０４８ ０１１

Ｒ２ ０７１ ０７２ ０５２ ０４７ ０５３ ０４９

调整Ｒ２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４７

ＶＩＦ ６８６ ６６２ ６８６ ６８６ ６８１ ６８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４采用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置信区间宏程序进行
中介效应验证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分析。由表可知，
组织情绪能力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

中介效应为０１９，标准误差为００８，置信区间为
［００４，０３５］，组织情绪能力影响产品创新绩效
的直接效应为０７０，标准误差为００９，其置信区

间为［０５２，０８９］），由于以上效应的置信区间都
不包含零，因此组织学习在组织情绪能力与产品

创新绩效作用中起中介效应显著。同理可证，组

织学习在组织情绪能力与流程创新绩效作用中的

中介效应也显著，研究假设２及２ａ、２ｂ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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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组织学习中介效应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因变量 效应类别 效应大小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产品

创新

绩效

间接效应 ０１９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３５

直接效应 ０７０ ００９ ０５２ ０８９

完整效应 ０８９ ００５ ０７９ １００

流程

创新

绩效

间接效应 ０３２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５０

直接效应 ０６０ ０１１ ０３９ ０８１

完整效应 ０９２ ００６ ０７９ １０４

４４　组织承诺在上述路径中扮演的角色及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和 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置
信区间宏程序进一步验证组织承诺在组织情绪能

力、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的调节效

果，以及整体研究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首先，

由表３回归模型２所示，组织承诺会对组织学习
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组织情绪能力和组织承诺的

交互项亦会对组织学习产生正向影响，如图１所
示。然后，将通过Ｐｒｏｃｅｓｓ运算直接得到在调节变
量不同取值下的条件间接效应，如表５所示。

图１　组织承诺在组织情绪能力对组织学习作用中的调节效应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表５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ｕｎｄｅ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因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调节变量 效应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ＩＮＤＥＸ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产品创新

绩效

低值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７

高值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９

流程创新

绩效

低值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４０

高值 ０３２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５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３

　　由表５左边部分条件间接效应的分析结果可
知，当员工组织承诺水平较低时，组织情绪能力通

过组织学习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０１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４，０２７］；组织情绪能力通
过组织学习影响流程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０２４，标准误差为 ００８，其置信区间为［０１０，
０４０］，当员工组织承诺水平较高时，组织情绪能
力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０２０，其置信区间为［００５，０３５］。由于以上置
信区间不包含零点，即表明无论组织承诺调节变

量取低值或者高值，组织情绪能力通过组织学习

对产品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同理可

证，组织情绪能力通过组织学习对产品流程绩效

的间接效应也是显著的。本研究在表５的右半部
分报告了根据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运算得到的相关判定
指标数值ＩＮＤＥＸ。即：组织承诺对组织情绪能力
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存在

调节作用的判定指标为００６，标准误差为００２，
置信区间为［００１，００９］，由于以上置信区间不
包含零点，即表明组织情绪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

作用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同理可证，

组织情绪能力对产品流程绩效作用的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也是显著的。研究假设 ３ａ和 ３ｂ得到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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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３５２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多源问
卷调查研究，发现企业组织情绪能力以组织学习

为中介对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绩效产生

正向影响。其中，组织承诺会调节组织情绪能力

与产品／流程创新绩效以组织学习为中介的间接
关系，从而验证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首先，关于组织情绪能力对组织学习影响的研究

结论是对 Ａｋｇüｎ等［５］针对土耳其相关研究的进

一步补充。前期研究表明，土耳其企业的组织情

绪能力部分内容会影响管理承诺、系统观点、知识

转移等组织学习相关层面。本研究证明，在中国

高新技术企业背景下，组织情绪能力会影响企业

以实验、冒险、外部互动、内部对话、参与决策为核

心内容的组织学习活动。其次，企业组织情绪能

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包括产品创新绩效、流程创新

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的研究结论，是对国际组织情

绪研究和组织创新研究新推进，给“动态环境下，

组织情绪能力与组织变革、组织创新密切相关”

的观点提供了新的研究支撑。此外，本研究表明

组织承诺会在组织情绪能力以组织学习为中介对

创新绩效作用的间接关系中产生调节效果，发现

了组织情绪能力作用的边界条件。

同时，本研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它告诉我

们，提升组织软性能力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并

指出组织情绪能力有助于推进组织学习，进而有

助于取得更好的企业产品和流程创新绩效，而要

增强这种效果就要进一步增强员工组织承诺。为

此，企业组织要对核心员工，尤其是研发员工的情

绪、情感表达给予适当的回应，创造渠道和便利条

件使员工情绪得到适当沟通和传递，而创新型企

业也要提升一种给员工灌输希望的能力，鼓励员

工充分释放自己的热情，推动员工之间彼此沟通

情感、相互关怀，这不仅是一项保障组织健康、和

谐发展的基础工作［２７］，也是完善创新管理的一项

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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