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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技术压力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

影响机制

———基于三项交互的调节效应模型

王朝晖１，肖云鹏２

（１．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２．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　要：从技术压力情境视角下，基于努力辩护理论探讨了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间的内在机制，并
结合阻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性构建了三项交互模型，揭示了挑战性技术压力对突破式创造力影响的多重边界条件。

通过对５６７份两阶段有效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准备度部分中介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呈正
向关系；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与员工韧性三者间交互作用显著，当员工的阻碍性技术压力高且韧性强时，挑

战性技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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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日益依赖创新来塑造

核心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突破式创造

力变得尤为关键。与传统的创造力相比，突破式

创造力要求员工提出与企业现有实践不同的颠覆

性想法，有时甚至需要打破现有框架①。个体的

突破式创造力不仅驱动着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

更是企业实现长期成功的基石。因此，对那些迫

切需要突破竞争对手技术封锁、重构行业竞争生

态的组织而言，深刻理解如何激发员工的突破式

创造力显得至关重要。

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强调了组织、领导

以及个体因素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影响②③。

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员工工作环境的巨大变

革。这些新技术对员工与机器设备协同工作和创

造性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④，从而带来了普遍性

的技术压力，包括挑战性技术压力（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ＣＴＳ）和阻碍性技术压力（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ＯＴＳ）⑤。挑战性技术

压力是指个体认为能够克服的、对自身绩效与职

业成长有益的技术需求。已有研究表明，挑战性

技术压力对员工的个体行为、态度以及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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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彻具有积极影响①。因此，本文推断挑战性

技术压力有助于促进员工的突破式创造力，以期

揭示挑战性技术压力的独特影响机制，从而进一

步拓展技术压力研究领域的边界。

在探讨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

的关系时，张勇等从注意力角度入手，通过员工的

环境扫描阐释了时间压力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

传导机制②。这表明，员工的突破式创造力更多

地取决于个体对技术的需求和掌控，而不仅仅受

到组织因素和领导因素的影响。因此，刘智强等

建议组织通过个人动机影响员工的创造力③。数

字化准备度作为一种内在心理活动，促使个体产

生颠覆性想法，并为探究个体创造力理论提供了

新的研究视角④。因此，本文以数字化准备度作

为中介来探讨挑战性技术压力对员工突破式创

造力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有效激

发员工创造力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另外，虽然挑战性技术压力和阻碍性技术压

力被认为是不同的构念，但两者并非相互排斥⑤。

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两类压力经常被单独研究。

研究证明，这两类压力不是正交的，而是存在正相

关关系⑥或负相关关系⑦。当挑战性技术压力和

阻碍性技术压力共存时，除了它们各自对员工产

生独立影响外，这两种压力还可能产生交互效应。

这说明挑战性技术压力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影

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员工阻碍性技术压

力。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阻碍性技术压力是

否会增强挑战性技术压力对数字化准备度的影

响，补充了挑战性技术压力对突破式创造力影响

的边界条件。

根据努力辩护理论⑧，人们倾向于将更多的

价值归因于付出额外努力而实现的目标，从而为

他们的努力升级辩护。因此，阻碍性技术压力促

进个体投入与挑战性技术压力相关的努力，从而

证明这种额外的努力是合理的，并进一步使个体

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因此，本研究探讨阻碍

性技术是否会增强挑战性技术压力对数字化准备

度的影响。同时，并非所有的个体都会为自己的

努力辩护。根据努力辩护理论，人们为努力辩护

受到个人特质的影响⑨。员工韧性（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ｒｅ
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是指员工在逆境中表现出的积极适应
性，是决定员工在逆境中能否维持、甚至提高工作

表现的关键因素瑏瑠。根据努力辩护理论，在面对

既有挑战又有阻碍的压力时，高韧性员工可能会

加大努力辩护以展示卓越能力。因此，本文进一

步探讨阻碍性技术压力对挑战性技术压力与数字

化准备度之间关系的强化作用是否在高韧性的员

工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拓展技术压力对创造力影

响的认知，也为组织中的管理者提供更精细的指

南，帮助其在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压力下更有

效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潜能。

综上，本文主要从压力交互视角探讨挑战性

技术压力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机制，

以期揭示技术压力作用于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

“黑箱”。同时探讨阻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性

的双重交互作用，以揭示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

突破式创造力关系间的边界条件。总之，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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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是理解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形成机制，

为企业在数字技术情境中促进员工创造力提供理

论指导。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数字化准备度

数字化准备度是指员工对数字化技术需求和

能力的信念，是其成功执行数字技术任务所必备

的能力。本研究认为，挑战性技术压力对个人成

长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提供员工的心理资源来提

升数字化准备度。

一方面，在面对挑战性技术任务（如申请专

利）时，个体认为一旦克服了挑战，就有机会学习

新知识、技能和能力，这种压力对自身的职业成长

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投入大量精力，满足他们的能

力需求。另一方面，员工在使用技术解决工作难

题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效能感，以及提高事态

发展的自主感和控制感，进一步提升对信息技术

的采纳意愿。既有研究也初步发现了挑战性技术

压力的积极作用，如提升个体工作与家庭间的平

衡及员工家属的满意度等。由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１：挑战性技术压力正向影响员工
数字化准备度。

（二）员工数字化准备度的中介作用

突破式创造力强调个体提出与组织现有实践

截然不同的新想法。这种创造力可以通过转化现

有知识，使之过时，并将旧知识转化为全新的东西

来实现①。个体获取各种新的和替代性的知识以

及将以前未连接的知识和观点相结合对产生突破

式创造力至关重要。

高数字化准备度表明员工参与创造性活动的

动机来自技术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因素。个体

对数字技术的内在需求会引发其深入和持久地参

与创新活动②。因此，高数字化准备度的个体基

于兴趣、好奇心和学习愿望来付出创新努力，并通

过增加积极情感、认知灵活性和冒险精神来增强

创造力③。在这些心理状态的作用下，员工会自

发考虑各种技术参数，提出创造性甚至冒险的解

决方案，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④。据此，我们认为

高数字化准备度带来的深度参与、好奇心和乐趣

使员工能够展示多种类型的创造力。

Ｈ２：数字化准备度对突破式创造力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进一步提出，挑战性技术

压力可以通过员工数字化准备度进而对突破式创

造力产生积极影响。从准备度视角来看，高数字

化准备度是个体持续努力和应对挑战的重要前

提。数字化准备度越强，个体越有可能设置改变

现状的创新目标和产生新颖而有用的想法，且在

目标实现过程中，运用数字技术，面对困难和失败

锲而不舍。现有研究已经为数字化准备度在工作

需求与工作成果之间起中介作用并提供了一些实

证基础。例如，张勇等发现，对那些高分配公平感

的个体来说，挑战性压力通过自我效能对创造力

的正向间接效应更强⑤。类似地，其他研究也证

明了压力通过工作意义和积极情绪间接地影响工

作结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数字化准备度在挑战性技术压
力与突破式创造力之间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

（三）阻碍性技术压力的调节作用

员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应

对技术挑战。随着阻碍性技术压力的出现，个体

应对挑战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⑥。阻碍性技术压

力会干扰工作，抑制个体实现预期目标。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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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挑战性技术压力下个体所承诺的预期目标，他

们除了需要努力应对挑战之外，还要付出额外的

努力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碍性技术压力施加的限

制。这表明，与那些只需要应对挑战性技术压力

的个体相比，个体同时应对挑战性和阻碍性的技

术压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根据努力辩护理

论，不断升级的努力会使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工

作，并使自己的努力投资合理化①，从而导致更高

的数字化准备度。Ｆｏｕｌｋ和 Ｌａｎａｊ发现，高度紧张
或困难的工作需求与目标感和影响力有关②。因

此，我们提出假设如下：

Ｈ４：阻碍性技术压力强化了挑战性
技术压力与数字化准备度之间的正向关

系，且随着阻碍性技术压力的增强，两者

之间的关系越强。

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相关假设，本文进一步

提出整合后的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即挑

战性技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间接影响员工突

破式创造力，且该间接效应的大小随着阻碍性技

术压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本研究预

测当阻碍性技术压力较高时，挑战性技术压力可

在更大程度上通过数字化准备度的中介作用影响

创造力。根据努力辩护理论，当阻碍性技术压力

较高时，个体可能会感到挫折和困难，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来克服这些障碍。这种额外的努力可能

会使他们更加重视提高数字准备度，并认为这一

目标更加重要和有价值。员工可能会认为他们之

前所经历的困难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已经为提高

数字准备度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因此，他们可能

会更积极地投入数字准备活动中，增强数字准备

度，并最终提高突破式创造力。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Ｈ５：阻碍性技术压力调节挑战性技
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突破式创造

力的间接影响，即随着阻碍性技术压力

的增强，间接影响越强。

（四）员工韧性

员工韧性是指个体利用自身和企业环境的保

护性资源与环境动态交互，克服逆境并实现自身

成长的心理—行为过程③。当个体感知到身处逆

境时，他们内心的希望、乐观、自信等积极情绪，可

以焕发出良好的心理状态并催生积极行为，来应

对挑战或阻碍④。在本研究中关注员工韧性，主

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员工韧性关注成就⑤。已有

研究发现员工韧性与员工绩效呈正相关⑥，这是

当前研究的重点结果。二是员工韧性是方法导

向⑦。这与当前研究中阻碍性技术压力增强效果

的方法导向一致。我们认为员工韧性越强，阻碍

性技术压力对挑战性技术压力的积极影响将

更大。

一方面，高度韧性的员工在面对挑战时展现

出持久适应和发展的能力，能够灵活利用资源。

根据Ｒｕｔｔｅｒ的研究，高韧性的个体通常具备自尊
心和对自身能力的信心⑧。此外，一些研究发现，

高韧性的个体更善于有效管理心理压力，并成功

应对压力情境⑨。努力辩护理论认为，那些追求

适应和发展的个体更坚信通过持续努力可以实现

预期的结果。另一方面，高韧性的员工对工作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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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持开放态度，并将其视为实现绩效目标的机会。

在技术变革和数字化技术时代，高韧性的员工可

能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愿意为应对挑战而付出

持久和不懈的努力①。当高挑战性技术压力与高

阻碍性技术压力同时存在时，这些员工将把组织

从不良后果中拯救出来看作是努力的一部分②。

尽管挑战性和阻碍性的双重技术压力需要个体付

出更大努力，但高韧性的员工将其视为提高适应

能力的机会。

相反，低韧性的员工展现出的适应能力、发展

能力且积极情绪相对较弱，处理压力的能力较差，

不认为付出更大努力以对抗双重技术压力是合理

的。因此，对这类员工而言，阻碍性技术压力对挑

战性技术压力及其结果之间关系的增强作用并不

明显。总体而言，高韧性的员工更有可能认为应

对技术挑战和阻碍需要不断努力，从而加强阻碍

性技术压力的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

出如下假设：

Ｈ６：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
压力和员工韧性之间存在三维交互关

系。因此，当员工韧性增强时，挑战性技

术压力与数字化准备度之间的积极关系

随着阻碍性技术压力的增强而更加

显著。

三维交互关系扩展到挑战性技术压力通过数

字化准备度对突破式创造力的间接影响。预计在

高韧性员工群体中，阻碍性技术压力对挑战性技

术压力间接效应的增强作用将更为显著。

Ｈ７：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
压力和员工韧性之间存在三维交互关

系。因此，当员工韧性增强时，挑战性技

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突破式创造

力的间接影响随着阻碍性技术压力的增

加而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综合理论模型，

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通过参考国内外量表，设计调查问卷

收集研究数据，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

以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或技术改革的高新技术企

业为调研对象，最终选择来自湖南、广州、江苏的

５家企业，涉及印刷、制造、机械、医药等行业。５
家企业都在不同程度地通过设备自动化升级和智

能化改建来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革。为降低

同源偏差，问卷采用匿名方式。由于突破式创造

力具有难度大、投入多、时间长的特点，因此需要

长时间来培育和实施，因此本研究选择间隔８个
月的 Ｔ１和 Ｔ２两个时间进行调查。Ａｍａｂｉｌｅ和
Ｐｒａｔｔ提出了动态组成模型，认为创造力是一个动
态过程，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发展和表现③。Ｚｈｏｕ
和 Ｓｈａｌｌｅｙ研究指出，由于创造力是一个动态过
程，因此创造力的研究需要考虑时间因素④。综

上所述，本文使用８个月的时间间隔来观察挑战
性技术压力对突破式创造力的影响是合理的，因

为这个时间间隔可以提供足够长的时间来产生适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ｃｋＪＷ，ＳｃｈｍｉｄｔＡＭ．“Ｓｔ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ｉｍ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９８（２）：３５４．

ＣｒｅｅｄＰＡ，ＫｉｎｇＶ，ＨｏｏｄＭ，ｅｔａｌ．“Ｇｏ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Ｊｏｂ－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Ａｄｕｌ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９４（３）：８０６．

Ａｍａｂｉｌｅ，Ｔ．Ｍ．，Ｐｒａｔｔ，Ｍ．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０６（３６），１５７－１８３．

Ｚｈｏｕ，Ｊ．，＆Ｓｈａｌｌｅｙ，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ｅｒ
ｓｏｎｎｅｌ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ｍｅｒａｌｄＧｒ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３，ｐｐ．１６５－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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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技术压力。

本文通过问卷星平台制作分发问卷、收集数

据。在Ｔ１阶段（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员工需要记录个
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工作年限

等）、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员工韧

性；在Ｔ２阶段（２０２３年５月），员工需要记录数字
化准备度和突破式创造力水平。为方便后续进行

两轮问卷的匹配工作，要求被试填写个人手机号

后４位和直属领导手机号后４位，并提醒被试两
轮填写要一致，否则视为无效。在 Ｔ１时间段，共
收集１４６３名员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
效问卷１１９４份（有效率８１．６１％）；在Ｔ２时间段，
共收集８４９名员工的数据，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
效问卷７０６份（有效率８３．１６％）。两轮问卷调查
结束后，再次剔除填答有规律及无法匹配的问卷，

最终保留有效问卷５６７份。
在５６７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占比６９．７％，女性

占比３０．３％，受限于企业工作内容，男女比差异较
大。年龄３０岁及以上占比 ８４．３％，年轻员工较
少。工作年限１６年及以上的员工占比４１．６％，工
作年限１１—１５年的员工占比３４．２％，大多数受访
者工作年限较长。大专及以下学历员工占比

８３．１％。以上表明受访者均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
对企业基本情况了解，因此能够在填写问卷时作

出较准确的判断。

（二）变量测量

挑战性技术压力和阻碍性技术压力都采用了

学者Ｂｅｎｌｉａｎ等开发的双元技术压力量表①。该
量表包含１５个题项，其中挑战性技术压力包括８
个题项，代表性题目有“我能够利用智能制造技

术进行项目或任务的分配”“智能制造技术使我

学到了新技能”；阻碍性技术压力包括７个题项，
代表性题目有“智能制造技术的复杂性迫使我需

要参考说明书”。量表的测量范围从１（完全不符
合）到５（完全符合）。其中，挑战性技术压力量表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９９，阻碍性技术压力量
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３４。

数字化准备度（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ＤＲ）采用了
Ｒａｆｆｅｒｔｙ开发的数字化准备度量表②。该量表包
含５个题项，例如“我已经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做好了准备”。量表的测量范围从 １（完全不符
合）到５（完全符合）。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９５３。

突破式创造力（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Ｃ）
采用了Ｍａｄｊａｒ等开发的双元创造力量表③。该量
表包含 ３个题项，例如“我经常提出具有高度创
造性的新想法、新点子”。量表的测量范围从 １
（完全不符合）到 ５（完全符合）。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２８。

员工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ｙ，Ｒ）采用了改编自 Ｐｏｌｋ
的员工韧性量表④。该量表包含 ９个题项，例如
“我能够适应工作中的外部变化”“遇到困难时我

总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量表的测量范围

从１（完全不符合）到 ５（完全符合）。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３７。

此外，本研究还将基本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包

括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年龄（Ａｇｅ）、学历（ＥＤ）、工作年
限（ＷＴ）等作为相关控制变量。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

如表１所示，各变量的信度良好，ＡＶＥ、ＣＲ值
均达标，说明效度良好。为了避免员工自评带来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
检验，对本研究所有变量的题项进行无旋转的因

子分析。结果显示，析出的特征值大于１的５个
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６７．０８５％，且首个因子方
差解释率为１９．４８６％（远低于临界标准４０％），故
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量表经由测量的 ＫＭＯ系数为 ０．９１９（大于
０．８），且巴特利球形检验中ｐ＜０．００１达到显著，可
以做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采用 Ｍｐｌｕｓ７．４数据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ｎｌｉａｎＡ，ＫｌｕｍｐｅＪ，Ｈｉｎｚ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ｍａｒｔＨｏｍ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３０（６）：１０１０－１０４２．

ＲａｆｆｅｒｔｙＡＥ，Ｍｉｎｂａｓｈｉａｎ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ｌｉｅｆｓ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Ｈｕｍ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７２（１０）：１６２３－１６５０．

ＭａｄｊａｒＮ，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ＣｈｅｎＺ．“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Ｎ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９６（４）：７３０．

ＰｏｌｋＬＶ．“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ｉｄｄ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ＮＳＡｄｖＮｕｒｓＳｃｉ，１９９７，１９（３）：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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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对基准模型和其他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ＣＦＡ）。结果如表２显示，基准模型拟
合度最好（χ２／ｄｆ＝２．４８４＜３，ＣＦＩ＝０．９１７＞０．９，ＴＬＩ＝

０．９１０＞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４＜０．０８，ＳＲＭＲ＝０．０５０＜
０．０８），明显优于其他模型。这说明本文的５个变
量区分效度较好，基准模型拟合良好。

表１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Ｎ＝５６７）

变量 ＡＶＥ ＣＲ 信度

ＣＴＳ ０．５７１ ０．９０５ ０．８９９

ＯＰＳ ０．４９９ ０．７４９ ０．８３４

ＤＲ ０．８０９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３

Ｒ ０．６３３ ０．９３９ ０．９３７

ＢＣ ０．７６４ ０．９２８ ０．９２８

　　注：ＣＴＳ为挑战性技术压力；ＯＴＳ为阻碍性技术压力；ＤＲ为数字化准备度；Ｒ为员工韧性；ＢＣ为

突破式创造力（下同）；ＡＶＥ为平均变异萃取量；ＣＲ为组合信度。

表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Ｎ＝５６７）

模型 描述 Ｘ２ ｄｆ Ｘ２／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基准模型 ＣＴＳ；ＯＴＳ；Ｒ；ＤＲ；ＢＣ １３０５．２５７ ４２４ ２．４８４ ０．９１７ ０．９１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０

四因子模型 ＣＴＳ；ＯＴＳ；Ｒ；ＤＲ＋ＢＣ １６５４．５９８ ４２８ ４．６１４ ０．８４３ ０．８２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４

三因子模型 ＣＴＳ＋ＯＴＳ；Ｒ；ＤＲ＋ＢＣ ２８５４．０２２ ４３１ ５．２０３ ０．８１６ ０．８０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４

二因子模型 ＣＴＳ＋ＯＴＳ＋Ｒ；ＤＲ＋ＢＣ ５０９１．７９６ ４３３ ６．４２２ ０．７６２ ０．７４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３

单因子模型 ＣＴＳ＋ＯＴ＋Ｒ＋ＤＲ＋ＢＣ ９２７６．５３３ ４３４ １３．２４０ ０．４６１ ０．４１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４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个变量的均值（Ｍ）、标准差（ＳＤ）和相关系

数如表３所示。挑战性技术压力与数字化准备度
（ｒ＝０．６１９，ｐ＜０．００１）和突破式创造力（ｒ＝０．５５１，

ｐ＜０．００１）之间都呈正相关，数字化准备度与突破
式创造力（ｒ＝０．５２９，ｐ＜０．００１）也呈正相关，初步
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３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Ｎ＝５６７）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Ａｇｅ
２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１４
３ＥＤ －０．２２６ ０．０７７
４ＷＴ ０．８２２ －０．０７３ －０．１３８

５ＣＴＳ －０．１３４ ０．１０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９ （０．８９９）
６ＯＴＳ －０．０７０ －０．２１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２ ０．１３４ （０．８３４）
７Ｒ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３ （０．９５３）
８ＤＲ －０．１０１ ０．１１５ ０．１９９ －０．０６１ ０．６１９ ０．０８６ ０．１８３ （０．９３７）
９ＢＣ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９ ０．２４６ －０．１８９ ０．５５１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８ ０．５２９ （０．９２８）
Ｍ ３．８２０ １．２７０ １．６４０ ３．８４０ ３．９８７ ２．６９８ ５．６６７ ５．８９９ ３．９２０
ＳＤ １．３３９ ０．４４６ ０．７６３ １．２９３ ０．７６４ １．０５６ ０．９２９ ０．９５３ ０．８７３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下同）。各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标注在矩阵内的对角线括号内。

　　（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鉴安世民等和龙静等三项交互的调

节效应研究范式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

１．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ＳＰＳＳ２６．０数据分析软件采用线性回归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４）。根据模型５可
知，挑战性技术压力与数字化准备度呈显著正相

关（β＝０．７０６，ｐ＜０．００１），假设Ｈ１成立。根据模型
３可知，数字化准备度和突破式创造力呈显著正
相关（β＝０．３９５，ｐ＜０．００１），假设Ｈ２成立。将挑战
性技术压力和数字化准备度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

研究对突破式创造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挑战性技

术压力也对突破式创造力起正向显著影响（模型

２，β＝０．６１９＞模型３，β＝０．３９５，ｐ＜０．００１），这说明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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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准备度在挑战性技术压力影响突破式创造

力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Ｈ３成立。
此外，本文还使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验证数字

化准备度的中介作用，在重复抽样 ５０００次后结

果如表５显示，挑战性技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
度影响突破式创造力的间接效应为 ０．２１１，且
９５％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３６，０．２９９］，不包含
０。因此假设Ｈ３再次得以验证。

表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Ｎ＝５６７）

突破式创造力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数字化准备度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１

性别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０

学历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８

工作年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３

自变量 挑战性技术压力 ０．６１９ ０．３９５ ０．７０６

中介变量 数字化准备度 ０．３１８

Ｒ２ ０．０９２ ０．４５９ ０．５０７ ０．０５４ ０．５３１

ΔＲ２ ０．０９２ ０．３６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４ ０．４７７

Ｆ ９．０４５ ６０．１３５ ６０．４５２ ５．０６４ ３４．６２２

表５　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Ｂｏｏｔ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效应占比

总效应 ０．５７３ ０．０３５ ０．５０４ ０．６４３

直接效应 ０．３６２ ０．０４８ ０．２６７ ０．４５７ ６３．１７６％

中介效应 ０．２１１ ０．４１５ ０．１３６ ０．２９９ ３６．８２３％

　　２．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

文对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

性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本研究将年龄、性别等

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构建模型１；将挑战性技术压
力、阻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性加入模型１构建
模型２；将３个二阶交互项加入模型 ２构建模型
３；引入“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员工
韧性”三阶交互项，构建模型４。

阻碍性技术压力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

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模型３显示了挑战性技术
压力和阻碍性技术压力的交互项与数字化准备度

的显著关系（β＝０．１３３，ｐ＜０．００１）。为了更为直观
地体现阻碍性技术压力的调节作用，本文以阻碍

性压力加上和减去一个标准差的水平来绘制挑战

性压力与数字化准备度的关系。由图２可知，当
阻碍性技术压力越大时，挑战性技术压力对数字

化准备度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检验了阻碍性

压力的调节作用。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当阻

碍性压力较高时，挑战性技术压力对数字化准备

度（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１．０４１，ｐ＜０．００１）有显著正向影
响，而当阻碍性技术压力较低时，挑战性技术压力

对数字化准备度（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０．４８１，ｐ＜０．００１）
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假设Ｈ４得证。

为了检验挑战性技术压力在阻碍性技术压力

的调节下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影响突破式创造力的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文采用拔靴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ｐｉｎｇ）在抽样５０００次下比较不同阻碍性技术压力
水平下数字化准备度的中介作用，由表７可知，在
高、低两种阻碍性技术压力时，数字化准备度的中

介效应值分别为０．１８１、０．２５０，９５％置信区间分别
为［０．１０８，０．２８３］、［０．１４９，０．３４３］，均不包括 ０。
这说明阻碍性压力越高，数字化准备度的中介效

应越强。同时，表７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ＩＮＤＥＸ
指标为０．０３３，９５％置信区间［０．００３，０．０８８］，不包
括０，说明阻碍性技术压力对数字化准备度的中
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综合以上所述，假设 Ｈ５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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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调节效应层级结果（Ｎ＝５６７）

数字化准备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１１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８

性别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学历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７

工作年限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２

自变量 挑战性技术压力 ０．６９７ ０．７２１ ０．７３６

调节变量
阻碍性技术压力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６

员工韧性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９

交互项

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２

挑战性技术压力×员工韧性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３

阻碍性技术压力×员工韧性 －０．０２０ －０．１３２

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员工韧性 ０．１７２

Ｒ２ ０．０５４ ０．５３２ ０．５５１ ０．５６６

ΔＲ２ ０．０５４ ０．４７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Ｆ ５．０６４ ５７．２５０ ４２．９０５ ４１．２７５

图２　阻碍性压力的调节效应图

表７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条件间接效应

阻碍性压力 效应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ＩＮＤＥＸ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１．０５６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８，０．２８３］

１．０５６ ０．２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１４９，０．３４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０．０８８］

　　阻碍性技术压力、挑战性技术压力与员工韧
性三者的交互作用。我们将挑战性技术压力、阻

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性与所有的二项交互项加

入回归方程，再放入“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
技术压力员工韧性”三项交互项。根据表６中
的模型４可知，三者交互项与数字化准备度有显
著正向关系（β＝０．１７２，ｐ＜０．０１）。这表明在挑战
性技术压力下，具有高员工韧性的员工随着阻碍

性技术压力提高，其数字化准备度水平更高。为

了进一步检验假设 Ｈ６，根据 Ｄａｗｓｏｎ＆Ｒｉｃｈｔｅｒ的
研究方法①，将阻碍性技术压力和员工韧性组合

分为高阻碍性技术压力和高员工韧性、高阻碍性

技术压力和低员工韧性、低阻碍性技术压力和高

员工韧性、低阻碍性技术压力和低员工韧性４种
情况，并绘制了三项交互效应图，如图３所示。可
以发现，在高阻碍性技术压力和高员工韧性情况

下，挑战性技术压力对数字化准备度影响拟合曲

线的正向斜率为１．５８１（ｐ＜０．００１），意味着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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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挑战性压力对数字化准备度的正向影响显著，

假设Ｈ６得到验证。
继续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如表８所示。结果显示，在低阻碍性压力低员
工韧性和低阻碍性压力高员工韧性下，９５％的置信
区间分别为［０．１５６，０．３７８］、［０．０６３，０．２３７］，区间均
不包含零，表明挑战性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突

破式创造力的影响显著；在高阻碍性压力低员工韧

性下，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４２，０．３２５］，此区间不
包含零，表明虽然挑战性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

对突破式创造力的影响显著，但数字化准备度的

中介效应值为０．２３１，低于高阻碍性压力高员工韧
性下的效应值０．２６１；在高阻碍性压力高员工韧性
下，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１６３，０．３６７］，不包含 ０，
且此时数字化准备度的中介效应值最高，因此

可以认为具有高员工韧性的员工在高阻碍性压

力时，挑战性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突破式

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最显著。综上，假设 Ｈ７得到
验证。

图３　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与韧性三者交互效应

表８　Ｂｏｏｔｓｔｒｐ方法在不同调节变量上的中介效应值及其置信区间

阻碍性压力 员工韧性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１．０５６ －０．９２９ ０．２５３ ０．０５６ ［０．１５６，０．３７８］

－１．０５６ ０．９２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３，０．２３７］

１．０５６ －０．９２９ ０．２３１ ０．０４６ ［０．１４２，０．３２５］

１．０５６ ０．９２９ ０．２６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６３，０．３６７］

　　五　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压力交互视角出发，基于努力辩护

理论，探讨了挑战性技术压力对员工突破式创造

力影响的内在机制，重点探究了员工数字化准备

度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韧性与阻碍性技术压力

在此过程中的边界作用。通过对５６７份两阶段匹
配的数据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挑战性技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正向

显著影响突破式创造力。挑战性技术压力可为员

工提供心理资源，促进其学习数字技术知识和技

能，提高数字化准备度，从而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难

题。二是员工的阻碍性技术压力正向调节了挑战

性技术压力与数字化准备度的关系。同时，它也

正向调节了挑战性技术压力对突破式创造力的间

接影响路径。在高阻碍性技术压力下，挑战性技

术压力和数字化准备度的关系得到增强，进而促

进员工的突破式创造力。根据努力辩护理论，当

个体面临较高的阻碍性技术压力时，他们会付出

更多的努力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更加重视提高

数字准备度，最终提高员工的突破式创造力。三

是挑战性技术压力、阻碍性技术压力与员工韧性

的三项交互作用显著。在面对较强的阻碍性技术

压力时，韧性强的员工表现出更明显的数字化准

备度受挑战性技术压力影响的特征，且挑战性技

术压力通过数字化准备度对突破式创造力的间接

作用也更为显著。

（二）实践启示

数字化准备度在员工面对挑战性技术压力和

发挥突破式创造力的双重考验中发挥着关键的传

递作用。为了激发员工的突破式创造力，企业需

重视数字化准备度的提升。首先，企业可通过定

期的技术培训，使员工深入了解数字化技术的前

沿趋势，提升技能水平，从而增强员工在面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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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卷 王朝晖，等：挑战性技术压力对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影响机制

挑战时的适应能力。其次，构建跨部门、跨角色的

协作团队，为员工提供相互学习和支持的平台，有

助于更好地应对技术压力，提高其数字化准备度。

此外，通过企业培训和教育，明确数字化技术战略

目标，助力员工建立正确的数字化技术认知。鼓

励员工在企业内尝试新技术和方法，培养数字化

能力，以进一步提升员工对数字化技术需求和能

力的信念，即数字化准备度。最后，企业还应促使

员工积极参与数字化技术的实践，以推动员工突

破式创造力的发展。综上所述，通过定期培训、跨

部门合作、明确战略目标和鼓励实践，企业可全面

提升员工的数字化准备度，从而为激发员工突破

式创造力奠定坚实基础。

在数字化转型与技术革新的浪潮下，企业领

导者应避免过度焦虑潜在的阻碍性技术压力，而

应把注意力集中于构建员工韧性的战略上，以深

化员工在变革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推动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根据努力辩护理论的研究，本文的结

论表明，阻碍性技术压力在挑战性技术压力和数

字化准备度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的关键角色。这

一认识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使其能够更为

理性地看待阻碍性技术压力，并将其转化为激发

员工突破式创造力的契机。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

型和技术改革时，无需过分担忧阻碍性技术压力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

在高度阻碍性技术压力的员工身上，通过有针对

性的举措来提高他们的韧性。这包括提供充足的

资源支持、心理支持，以及建立起企业内部的安全

感氛围。通过这些方式，企业可以更有效地激发

员工的内在动机，进而推动突破式创造力的发挥。

在政策层面上，本文建议企业制定鼓励创新

的政策和实践，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

会，以提高数字化准备度。政府与企业可以合作，

共同推动数字化培训计划的实施，从而提高整体

劳动力的数字素养水平。本文建议政府部门制定

相关法规和政策，确保员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权

益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总体而言，我们的建议

旨在帮助企业领导者更加明智地引导组织在数字

化时代的变革中，注重员工韧性的培养，充分利用

阻碍性技术压力的积极作用，激发员工突破式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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