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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瞻性人格是指以变革为导向、具有坚韧性，在工作中主动采取行为影响外部环境的人格特质。本文采

用文献资料法，从前瞻性人格的概念界定及特征、测量和作用结果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进

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析。未来研究应继续完善前瞻性人格的概念、开发更加符合时代特征与本土化研究

的测量工具、探究如何激活这一人格特质、增强其实施效果，以推动前瞻性人格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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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active personality is a kind of personality which is change-oriented, has the tenacity and 
takes the initiative in the work to influenc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
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efinition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and functional result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oncep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develop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local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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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asurement tools, explore how to activate this personality trait, enhance its imple-
mentation effe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
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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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组织外部环境愈来愈呈现动态化与复杂化的特点。面对这一变化，组织中

是否拥有卓越的人力资本是衡量现代化企业持续发展、追求卓越的关键。同时，组织提高了对内部成员

的工作自主性的要求，员工前瞻性人格作为个体不受情境阻力的制约，主动行动以改变其外部环境的人

格特质[1]，逐渐成为提高工作自主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研究已证实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员工，不同于

被动甚至消极地适应环境的被动人格的人，他们更擅于抓住机遇，展现自身的主动性并持续性强，直到

发生有意义的改变。前瞻性人格可以有效地预测员工的创业意愿、创新行为、变革行为、组织公民行为，

提高工作绩效(创新绩效、角色内绩效)、工作满意度等。本文将对前瞻性人格的内涵做进一步的分析，总

结前瞻性人格的主要特征，介绍其主要测量方法，对现有的前瞻性人格相关作用机理做系统的梳理与评

价，提出现存不足与未来展望，以期为企业在甄选前瞻性人格员工与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问题上提供参

考性依据。 

2. 前瞻性人格的内涵及特征 

面对组织外部环境与内部工作自主性要求的变化，不同人格的员工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自我决

定理论认为，人具有自主性，在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会自主采取行为来适应环境甚至改善环境。前

瞻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这一词是由 Bateman 与 Crant (1993)首次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拥有该人格的

人们具有积极主动影响其外部环境的心理倾向或行为倾向[2]，并认为前瞻性人格是决定员工主动行为的

关键因素。Bateman 和 Crant (2000)将个体积极采取改善当前环境或创造新环境的具体行动定义为前瞻性

行为(proactive behaviors) [3]。创造新环境体现了前瞻性人格以变革为导向，不安于消极地适应环境。

Seibert 与 Crant (1999)认为，拥有前瞻性人格的个体容易发现外部机会、并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为实现目

标坚持不懈工作，直到目标达成[4]。该定义体现了前瞻性人格持续性强的特征。 
以上解释体现了前瞻性人格三个主要的特点——主动采取行为；以变革为导向；坚韧性强。不少学

者强调，前瞻性人格不同于个体主动性这一即时性心理，具有一定的稳定特性。Campbell (2000)提出的

前瞻性人格的五大核心特征：(1) 责任感强、工作态度积极，与组织目标和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性；(2) 胜
任力强，能够解决问题，可以展现高度的职业性与高绩效；(3) 较高工作投入度，前瞻性强，且能独立判

断，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4) 价值追求高，正直诚信。(5) 值得信赖，人际技能与领导力高[5]。吕霄(2019)
等人总结了前瞻性人格特点，比如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员工关注未来，以变革为导向，更加坚韧、为实现

目标而坚持不懈，更容易对自身工作生活感到满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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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文献梳理，结合本文研究内容，本文将前瞻性人格定义为个体善于发现外部机会，主动影

响甚至变革环境，以使其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 

3. 前瞻性人格的维度划分及测量 

Bateman 等(1993)为了对个体的前瞻性人格进行定量评价，开发了单维度结构，包含 17 个题项的“前

瞻性人格量表”[1]。之后对于前瞻性人格的测量研究，基本上是在 Bateman 等(1993)的量表基础上进行

修订的。如 Kickul 等(2002)研究选择了 Bateman 等(1993)量表中具有最高因子负荷的五个题项，组成了其

所研究问题的测量量表。该量表包括“我喜欢面对和克服我的想法遇到的障碍”，“我喜欢挑战现状”

等[7]。 
Parker (1998)在 Bateman 等的量表基础上，开发了 6 个条目的简缩版，该简缩版与完整版的相关系数

为 0.9。国内学者刘云采取“回译法”把 6 条目版本的量表翻译成了中文，形成了对前瞻性人格研究的正

式测量工具，测量时“1”表示“极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8]。具体量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iu Yun (2012) [8] translated Prospective Personality Scale 
表 1. 刘云(2012) [8]翻译的前瞻性人格量表 

编号 题项 文献来源 

PP1 如果我看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我会改变它。 

刘云(2013) 

PP2 如果我坚信某事情，无论成功机率大小，我都会尽力把它做好。 

PP3 我喜欢做自己想法的提倡者，即使别人反对。 

PP4 我善于捕捉机遇。 

PP5 我总是寻找更好的做事方法。 

PP6 如果我坚信某想法，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我使之变成现实。 

资料来源：刘云(2013) [8]。 

4. 前瞻性人格的后效研究 

大多数学者将前瞻性人格作为前因变量来研究其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机制。通过梳理以往文献，本文

发现，虽然许多学者从个体工作行为与结果、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等)、团队效能等方面归

纳了前瞻性人格的后效影响。但是前瞻性人格的后效主要是由其三大主要特征——主动采取行为；以变

革为导向；坚韧性强——引发的。由此，本文从这三个特点出发，总结前瞻性人格的后效。 
前瞻性人格主动采取行为这一特点可能使其产生一系列行为。前瞻性人格的员工会更加主动地去获

取信息等资源，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去，抓住机遇，帮助自己实现工作目标，从而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

获得更多的工作成长机会。他们更容易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比如，施让龙等(2017)证明了前瞻性人格

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热情与职业生涯满意感受[9]。Crant (2000)等将前瞻性人格视为激发影响个体主动行为

的一个重要前因变量[3]。Bakker 等(2012)指出前瞻性人格员工会主动规划工作，并积极地投入到自己的

工作中以期获得更高的工作绩效[10]，这与 Li 等(2011)前瞻性人格员工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工作而提升自

身工作绩效的观点一致[11]。同时，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员工可能更愿意帮助组织中其他成员。比如Campbell 
(2000)认为前瞻性人格是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前因变量[5]，而谢俊等(2016)研究表明员工的前瞻性人

格可以缓冲职场排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12]，这也正是因为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员工自身带有善于发现

外部机会，愿意主动去做一些他们正式职责范围之外活动的特点。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员工还会因为构建

社会网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积极帮助他人，主动工作而获得上级较高评价，进而获得更高的工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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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或其他组织回报。正如胡晓龙等(2017)所言，前瞻性人格会正向影响个体的内外职业成长[13]。 
前瞻性人格的员工以变革为导向，更喜欢冒险，能适应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压力，勇于接受挑战，具

有创新与承担风险的能力，且积极利用组织资源，会激发个人的变革行为、创新行为等。Seibert 2001)
提出前瞻性人格高的员工更容易产生创新行为[14]。高前瞻性人格的员工会积极加入到知识分享的活动中

去，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储备，为工作创新行为做准备。刘云(2013)在探讨心理安全气氛与前瞻性人格分

别对员工变革行为的影响时，证明前瞻性人格可以正向预测员工变革行为[8]。张婕等(2014)以反馈寻求

行为为中介，分析了员工前瞻性人格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证明前瞻性人格正向影响创新绩效[15]。王文婷

等(2019)实证研究表明前瞻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绩效，工作形塑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16]。周

愉凡等(2020)研究发现研发人员前瞻性人格对创新行为正向作用显著[17]。张振刚等(2016)也认为前瞻性

人格的个体，具有积极学习新事物、创造性解决工作问题的倾向，因而对个体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18]。 
前瞻性人格持续性强，直到发生有意义的改变的特点体现了坚韧性。创业存在很大的风险性，勇于

创业的人一般不畏艰难，持之以恒。Crant (1996)研究发现前瞻性人格能正向预测个体拥有自己公司的意

愿[19]。叶莲花等(2007)研究得出前瞻性人格有助于新员工尽快地掌握工作并融入到新的工作团体中的结

论[20]。魏顺等(2012)提出前瞻性人格会减少员工沉默行为[21]，这是因为高前瞻性人格倾向的个体具有

以变革为导向与坚韧性的特点，即使知道指出组织存在的问题或提出自己的观点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

影响，但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勇于提出来，而不是保持沉默。同时，具有高前瞻性人格员工认定一件事

情后，会打破环境要素束缚，坚持自己的想法直到实现。买生等(2019)认为，在组织缺乏支持的情景中，

高前瞻性人格的员工易发挥自身人格优势，主动解决问题，实现创造性目标[22]。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

开始研究前瞻性人格与组织内越轨行为的关系。比如，杨剑钊等(2019)研究表明前瞻性人格正向预测越轨

创新绩效，即使其越轨行为受到阻碍，也会私下继续去实施[23]。 
值得注意的是，叶莲花等(2007)在梳理前瞻性人格正面作用时，没有否定前瞻性人格在某些情境下也

会产生负面作用[20]。有学者研究发现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员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扰乱同事间信任关系的

建立以及资源互换行为，同时也会对员工离职倾向和同事间人际关系造成干扰。而且当前瞻性人格员工

基于过高的自主性，错误预估自己的工作能力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员工前瞻性人格是

一种较稳定的人格特质，但是前瞻性人格也会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尚佳音等(2009)研究结果表明过高的压

力可能会抑制前瞻性人格[14]。也就是说，前瞻性人格的激发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人格特质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前瞻性人格从提出来距今已有近 30 年的时

间，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近年来学者们针对前瞻性人格的概念内涵、特点与测量、

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对前瞻性人格的后效研究获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这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人格特质。前瞻性人格的相关研究对于人格特质的研究，尤其是五大人格而言，

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同时，前瞻性人格也为组织应对环境变化和员工应对工作要求的改变提供了

实践建议。当然，前瞻性人格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本文

以为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丰富前瞻性人格内涵，完善测量工具。前瞻性人格的内涵应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更加详实。

明确前瞻性人格的维度划分。以往研究测量工具所采用的单维结构的前瞻性人格量表及其减缩版，在其

他文化背景下可能不具备普遍适用性。本土化研究中所用的量表也是国外学者开发或者减缩的量表翻译

版，文化底蕴不同，或许会对人格与环境的融合产生影响。希望学者们可以深入探索，开发符合时代的

本土化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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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展前瞻性人格的影响因素研究。首先，现有的前瞻性人格相关研究依旧聚焦于个体层次，可以

增加对团队、组织等层次的研究。其次，虽然前瞻性行为可以有效预测员工工作绩效，但是关于不同绩

效类型的研究不多。未来可丰富不同绩效关系的研究，或者考察组织氛围等环境因素对前瞻性人格与行

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最后，目前前瞻性人格后效研究集中于其正面作用，国内外均缺少对前瞻性人格负

向后效研究。 
3. 有效激活员工前瞻性人格。前瞻性人格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大量证实。但是如何激活这一特质对

于组织领导而言更为重要。特质激活理论认为，个体内在特质处于休眠状态时，需要适宜的外部情境激

活，以促使个体的隐性特质表达出显性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外部情境可以激活前瞻性人格，又是如

何激活的，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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