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12), 4157-4163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2502   

文章引用: 周珂歆(2022). 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研究综述. 心理学进展, 12(12), 4157-4163.  
DOI: 10.12677/ap.2022.1212502 

 
 

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研究综述 

周珂歆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12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22日 

 
 

 
摘 要 

本文基于多理论视角梳理了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公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

行为的影响机理，拓展了学者对公仆型领导和员工创新关系的认识，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了公仆型领导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此外，尽管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已很丰富，但在

双刃剑效应、中介调节机制、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尚待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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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
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based on a multi-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servant leadership’s influence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expands scholars’ understand-
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innov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servant leadership-typ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research field of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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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mediating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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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动态和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中，随着外部环境愈加复杂，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变革创

新的巨大挑战，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基础。企业不再依赖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取而代之的是通

过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获得竞争优势(王燕夷，彭灿，2012；张光磊，刘善仕，2012；王雁飞

等 2021)。创新是组织繁荣、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成功的重要来源(Hughes et al., 2018; Newman et al., 2018; 
Amankwaa et al., 2019)。员工的创新行为，被称为新的和有价值的想法的产生和实施(Scott & Bruce, 1994)，
是组织创新的工具。这要求企业不断地变革和创新，创新成为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大挑战。作为

组织变革和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如何促进他们的创新行为已经成为各级企业领导和管理者的主要问题(王
雁飞等 2021；Atilgan & Tükel, 2020)。作为企业创新的微观基础和内生动力，员工创新行为受到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共同关注。 
创新行为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意识到一个问题(卢俊婷等，2017)，她或他产生

了新的(新颖的或采用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努力促进和建立支持它们，并产生一个适用的原型或模型

(Carmeli et al., 2006)，这需要个人抱有积极的创作热情和持续地努力，所以员工个人的内在动力和主动性

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员工的创新行为不单单由内部个人因素决定，外部环境与

内部个人因素相辅相成。鉴于领导者在组织中的关键作用，目前很多学者探讨了领导者行为这一外部环

境因素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如谦逊型领导(张征，2021)、交易型领导(黄秋风，唐宁玉，2016)、包容

型领导(Carmeli et al., 2010)、真实型领导(韩翼，杨百寅，2011)、情感型领导(石冠峰等，2018)、精神型

领导(万鹏宇等，2019)等。然而，中国的领导风格往往是专制和命令的，这是传统等级社会的结果。这样

的领导风格可能会阻碍员工的创新行为，从而难以满足当代管理需求(Cai et al., 2018; Lu et al., 2017)。近

年来，公仆型领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公仆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又叫服务型领导(卢俊婷等，2017)，
Greenleaf (Greenleaf, 1977; Greenleaf, 1979)将服务型领导定义为把员工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满足员工

需要，服务员工，以此获得追随者的领导。有研究称，公仆型领导比其他类型的领导更接近一线员工，

更容易影响他们的行为(李红玉，刘云硕，2020)。随着“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普及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加

强，所以员工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和积极发展(方慧等，2018)，而公仆型领导恰恰尊重员工寻找自己的价

值，这极大地满足了追随者们的生理、心理以及情感需求，将员工利益置于自己或既定的组织利益之上

(李红玉，刘云硕，2020)。他们提供大量的资源和服务，培养员工的技能，并注重员工的个人发展，不断

促进员工技能和资源的提高，这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创新动力(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 
综上所述，学者们开始着手于研究公仆型领导对追随者创新行为的影响(Cai et al., 2018; Newman et 

al., 2018；王碧英，高日光，2014)。由于先前研究的碎片性和不一致的结果，在未来深入研究公仆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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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本质的潜在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Newman et 
al., 2018; Eva et al., 2019)。结合相关文献，本文将从理论基础、双刃剑效应、未来研究展望这几方面梳理

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 

2. 公仆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基于互惠规范(Gouldner, 1960)的著名理论视角，用以解释公

仆型领导与员工行为、态度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凌茜等，2009)，并在现有研究中被频繁引用。具体而言，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所提供的利益时，他们会出于互惠的目的，对组织进行回馈。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组织，公仆型领导对员工具有很大的价值(王玥，2018)，因为它能帮助员工个人发展，满足他们在多个层

面的需求(黄俊等，2015)。为了回馈公仆型领导，员工会主动为创新行为创造条件(安迪，2019)，如了解

组织的情况，获得各种支持(赵英男等，2019)，从而产生有利于组织的创新行为。 

2.2.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个人在外部环境中寻求基本需求的满足，如果基本需

求得到满足，个人的内在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方琳等，2022)，从而产生有利于组织的积极行为(李红玉，

刘云硕，2020)。自我决定理论最早是由 Deci 和 Ryan (Deci & Ryan, 2000; Ryan & Deci, 2000)提出的，满

足自主、胜任和关系这 3 种基本需求的环境可以提高个人的内在动机，并导致个人能够保持的积极行为，

如创新行为。自主需求是指个人希望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公仆式领导愿意在组织的框架内赋予员

工权力，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鼓励员工自主安排工作，在工作中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充分满足了员工

的自主需求，当员工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他们更愿意尝试新的想法和方法来处理当前工作中的

问题，这有利于创新行为的产生(李红玉，刘云硕，2020)。 

2.3. 社会认同理论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认同是对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感知(李辉，2014)。特定

的情绪和价值是由于这种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感知而产生的(Tajfel, 1972; Tajfel et al., 1979)，个人倾向于选择

和实施与他们的社会身份一致的活动(Ashforth & Mael, 1989)。公仆型领导以服务他人为导向，愿意为追随

者赋权并提供机会。由于与公仆型领导的二元关系，员工容易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接受感(Opoku et al., 
2019)。即，公仆型领导下的员工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这将激励他们从事创新行为。具体来说，公

仆型领导与下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重视员工的观点、满足他们的社会心理需求(如归属感、价值感和认同

感) (庄子匀，陈敬良，2015)，下属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局内人，从而发展出参与创新行为的内在动机(Opoku 
et al., 2019)。因此，公仆型领导使追随者在情感上感到安全，从而增加他们产生新想法和发起变革的意愿

(Opoku et al., 2019; Van, 2011; Neubert et al., 2008; Yoshida et al., 2014；林新奇，刘彦君，2021)。 

2.4.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外部环境或事件通常被视为某种信息，

个人作为信息处理者接受、编码、分析、提取，甚至使用这些信息，个人根据对工作场所所接受的社会

信息的解释来赋予环境以意义(卢俊婷等，2017；耿冰，2019)。而领导者是组织中重要的社会信息的来源，

其行为、特质、言语，甚至情绪都会影响下属的感知和行为(Salancik & Pfeffer, 1978)。因此，社会信息处

理理论可能有助于解释公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Salancik & Pfeffer, 1978；杨鑫，2017)。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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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注重培养员工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公仆式领导，能够理解下属的困境、鼓励其寻求有利于提升能力的

负向反馈,会向下属传递有关创新的信息(耿冰，2019；Van & Patterson, 2015; Dierdorff et al., 2012)，建立

良好的创新氛围，从而有助于提高下属对提升这种能力的重视程度，员工在这种环境下获得了更多有益

信息，为创新行为提供基础和保障，从而做出更多的创新行为(卢俊婷等，2017)。 

3. 公仆型领导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双刃剑效应 

3.1. 积极效应 

在组织管理领域，公仆式领导已经被许多知名企业所推广(Yoshida et al., 2014)。公仆式领导和员工创

新行为之间的积极关系已经得到了现有研究的支持(杨鑫，2017)。与其他最终目标是组织福祉的领导风格

相比，公仆型领导是一种强调“服务”的领导行为，这意味着领导者超越了个人利益，他们的动机是比

追求权力需求更重要的东西，即服务需求(Salancik & Pfeffer, 1978)，通过关心，授权、服务员工各种尝试

来达到开发、发展员工能力的目标。基于以上目标和宗旨，公仆型领导会主动为下属提供榜样示范和必

要的指导培训，关注下属服务创新相关潜能的提升与发展(王震等，2018；许灏颖，王震，2016)，从而产

生更多的创新行为。王震等人(2018)还指出，服务型领导增强了员工的内部动机，并鼓励他们通过更具创

造性和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参与创新行为，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支持，把下属的需要、愿望和兴趣放

在首要位置，让下属变得更自由、更自主，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创新动力会进一步增强，促使员工产

生更多新奇创意，以更创新的思维寻求解决方案。 

3.2. 消极效应 

鉴于公仆式领导把为他人服务作为首要动机、把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研究者普遍认为公仆式领导

是一种“利他”和“良好”的领导行为，管理者采用这种领导行为是为了帮助员工的可持续发展。然而，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积极领导行为对领导者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公仆式领导与其他积极领导一样，

并非只有积极效应。例如，这种领导力可能会给下属带来组织公民压力，在高公民压力的情况下，由于

员工的认知资源有限(凌茜等，2022)，枯竭状态下对员工的创造性想法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影响到员工的

创新行为(赵红丹，江苇，2018)。也有研究者称，公仆型领导强调对下属的情感承诺，把他们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这种利他的品质和无私的精神会激发下属对领导的依赖，即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激励状态，离不

开领导的带领和引导。这种依赖性反映了下属对领导的无条件忠诚，不加批判地接受上级的观点(郭亿馨，

苏勇，2018)，同时不愿意公开表达与领导相悖的观点(刘牧之，2020)。这种依赖使员工不加批判地采纳

领导者的观点，而当领导者不在场时，下属就会无所适从(古银华等，2017)，它严重削弱了下属工作的积

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刘牧之，2020)。 

4. 未来研究展望 

虽然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已经成为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先前研究者也已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未得到解决，这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4.1. 积极探索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 

尽管先前的研究对公仆式领导与创新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Ryan & Deci, 2000)，但现有研

究主要聚焦于公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效应，那么，公仆型领导是否会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消

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未来可

以就公仆式领导可能对领导者本身、员工、团队或组织产生的负面影响(凌茜等，2022)、就公仆型领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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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应进行补充。 

4.2. 积极探索其中介调节机制 

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讨论了公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关系，但国内对其相关路径的研究还非

常少，未来研究者可以在此方面多做尝试，挖掘不同的传递机制和边界条件(赵红丹，江苇，2018)，打开

公仆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黑箱，因为只有充分了解其理论体系，才能为组织提供合理的实践指导。 

4.3. 研究方法的拓充 

在研究方法部分，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横断面研究(李保明，李雪丽，2012)，难以探讨公务员领导力对

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动态过程，无法进行精确的因果推断(吴媚，2017)。并且集中在问卷法探索公仆型领

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未来调研问卷结果的普适性需进一步丰富问卷的发放量、覆盖范围和填写方

式(车真，2021)。研究者们也可以在问卷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研究以提升内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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