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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持续的优势，就必须进行创新。企业是

国民经济的细胞，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关系到国家的财政

收入、经济实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的核心是经济和科

学技术，这种竞争主要通过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出来。本文重点探讨了人际关系、人际信任、人际沟通与

团队创新绩效的概念、研究维度、测量方法，综述分析了国内相关研究进展。研究工作为广大学者和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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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product quality of each enterprise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its own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to the country’s fiscal revenue and economic strength. The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is essentially a contes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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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of this contest is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competi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through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research dimen-
s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trus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re-
search progress in China. The research work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majority of 
scholars and high-tech enterprise R & D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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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想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取得持续的优势，就必须进行创新。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每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

量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经济实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本质上

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的核心是经济和科学技术，这种竞争主要通过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出来。 
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提高创新绩效，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因

此，如何管理好创新团队，构建团队中良好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人际信任，加快团队研发信息的沟

通与传递，从而促进团队创新效率的提升，是当下时代背景下，企业创新管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

企业团队创新绩效如何提高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人际关系，人际信任，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人际关系是建立人际信任

的基础，良好的人际关系会增加团队成员的交往频率，增强成员间的情感联结，有助于增强成员间的信

任度，促进成员间知识和资源的共享，从而提升团队创新绩效。因此，本文对人际关系、人际信任、人

际沟通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内涵与维度等进行文献综述，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 理论基础 

2.1. 社会交换理论 

Homans (1958)首先提出了“社会交换”的概念，把人类一切的社会行为都看作是一种交换，认为社

会交换是人们基于成本与利益而进行的一种人际交往行为 [2]。在 Homans 的基础上，Rudner (1966)对社

会交换理论提出了互惠原则 [3]。Rudner 认为只有当成员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时，人们才会采取积极互惠

行为，这种互惠包括异质互惠与同质互惠。董津津(2023)认为成员间进行物质与精神资源的互换是一种以

利益互惠为基础的交换行为。这种交换关系既可以通过在组织中建立正式的人际关系来实现，也可以通

过人际信任来实现利益的满足 [4]。 

2.2. 创新理论 

Schumpeter (1912)首先提出“创新”一词，认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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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是否能够产生源源不断地创造性 [5]。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的问世，有力地促

进了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推动经济与社会

发展方面技术创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也逐渐引起重视。50 年代初

期，Solow (1957)首次给出了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两个条件，分别是：产生新理念的源泉和随后的实现过

程。“两步论”在技术创新的定义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6]。Mansfield (1968)将创新看作是首次引入一

种新的产品或工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如技术方面、设计方面、生产方面等 [7]。 
我国在创新理论的研究与探索起步较晚。我国学者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才开始在相关领域进行研究。

傅家骥(1998)把技术创新看成是，技术产出产品，通过把它卖给市场，使它的价值得以体现，进而获取经

济利益的过程与行动 [8]。 

3. 人际关系 

3.1. 人际关系的内涵 

“人际关系”一词来自社会心理学，最早由美国人事管理关系协会提出，认为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

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 [9]。在国外，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往往很少涉及到它的概念，

已有的研究对“人际关系”的定义也比较单一。Heide (2001)提出，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的私人关系密切

度 [10]。目前，国内学者对“人际关系”的界定，多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对其成因进行探究。乐国安(2002)
提出，人际关系是基于现实活动存在的，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11]。它的

表现形式包括两者之间的心理关联(情感与认知)以及它们所呈现的对应行为。 

3.2. 人际关系的研究维度 

国外学者梅奥首先对人际关系维度进行了划分，认为人际关系分为上司、同事和下属三个维度 [12]。
随着国外学者们对人际关系的不断研究，划分维度不断丰富。但从国外整体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将人

际关系维度分为二维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在国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发展，普遍将人际

关系分为三维度。 
Mill (1982)将人际关系分成交易关系和共享关系 [13]。共享关系能够推动成员间的互助行为，促进资

源互换，进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交易关系是基于利益而进行交换的关系，如买卖双方的价值交换行

为。林国灿(1998)指出，过去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有的认知关系都被人际情感关系所取代，只把人际

关系看作是一种心理距离和一种情感关系。事实上，人际关系应当既包含了认知关系，也包含了情感关

系 [14]。史江涛(2007)在研究人际关系对企业员工知识共享意愿、整合能力的影响时，将员工关系划分为

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及义务关系 [15]。情感关系是由兴趣爱好、信念和性格等因素所形成的一种持久的、

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关系。工具关系是个体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物质目的，而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其他人

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义务关系是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的一种持久的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由社会角色所

附加的义务，具有长期责任性。 

4. 人际信任 

4.1. 人际信任的内涵 

美国的心理学家多伊奇在 1950 年最早开展了对信任的研究，他通过“囚徒困境”试验，首次提出了

“信任”的概念，“信任”是一种根据情境作出判断的心理状态，从而产生期望的行为 [16]。此后，越来

越多的学者对信任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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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又相继提出了一些经典的定义，Wrightsman (1992)指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善意、诚实等个人

特质所形成的信念 [17]。Hosmer (1995)指出当人们面对凭借自身认知无法预测的事件时，所做出的收益

小于损失的非理性的决定 [18]。 
随着人们对信任问题的日益重视，许多学者开始对“信任”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逐渐把“信

任”这一概念界定为“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最早是 Rotter (1967)在社会学理论文献中提出的，认为人际

信任是个体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与对方在一系列言语、眼神、书面、口头陈述中形成的概括化的期望

程度 [19]。国内学者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提出了“人际信任”这一概念，并将人际信任本土化，即在个

体的人际交往中，交往的双方都能对对方承担起自己所赋予的职责或职责的一种安全感 [20]。 

4.2. 人际信任的维度划分 

国外学者 McAllister (1955)首先对人际信任维度进行了划分，认为人际关系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维度 [21]。随着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人际关系划分维度与之丰富。目前，将人际信任划分为认

知信任和情感信任被学者们普遍接受。 
McAllister (1995)在研究组织信任时，将信任划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 [21]。认知信任是基于彼此

间的全方面了解后所产生的理性信任。情感信任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它让人们超越了理性的预期，并

且认为信任别人是值得尊敬的。 
杨中芳(1999)将人际信任区分为对他人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人品的信任两个方面 [20]。能力信任指一

方具有按照对方要求和预期完成某一行为的能力。人品信任主要依赖个体依据对方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

对他人、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或倾向。 
针对团队内部人际信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将人际信任分为了不同的维度。国外学者 Kalkman (2017)

在对灾害后应急项目组的协作进行研究时，根据信任水平将信任分为高信任、中等信任和低信任 [22]。 

5. 人际沟通 

5.1. 人际沟通的内涵 

人际沟通是研发团队实现知识共享的根基，是研发团队生存发展、实现创新的基础 [23]。20 世纪以

后，人际沟通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Patrashkova (2003)从沟通的方向和目的上将团队人际沟通定义

为团队成员对分享信息、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整体性感知，以实现团队间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有效和创新的

整合 [24]。刘雨玲(2018)认为人际沟通是指人通过一种或多种语言符号体系或者非语言符号体系，彼此进

行信息交换和表达感情的过程 [25]。邢海霞(2019)认为人际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借助语言或者某种文字传递

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活动 [26]。 

5.2. 人际沟通的测量 

沟通是一个过程，不是稳定的变量，很难进行界定。不同的学者对人际沟通的维度有不同的划分。

较早关于人际沟通的测量，主要从沟通的方向和形式来进行的。 
Duran (1993)编制的人际沟通量表包含 6 个维度：社交认可、社交镇定、社交经验、机智风趣、表达

的清晰度、适当的开放和表达的清晰度，共 30 个题目 [27]。Whetten (1988)设计了一份用来测量人际沟通

能力的支持性沟通量表，研究如何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建立双方间友好的人际关系。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

辅导与咨询、负面反馈和支持性沟通 [28]。Puggina (2014)编制的沟通能力量表分为了 17 个题项和 5 个维

度，包括环境控制、自我表露、自信、互动管理和即时性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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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队创新绩效 

6.1. 团队创新绩效的内涵 

团队作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基本组织单元，其创新表现是团队绩效中最受关注的部分。如何有效

激活和促进研发团队的创新绩效是当前创新组织关注的焦点。起初，学术界将创新视为一种新的观念，

一种新做法，或者一种重要的认知变化 [30]。后来，当研究进一步发展时，认为创新就是新想法的采用并

实施新想法的过程 [31]。20 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从具体情境出发，将创新视为企业内部的创造性活动，

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激发出创造性思维，并使之产生成果的过程。国外的研究多使用“Innovative 
Performance”和“Innovative Success”来描述企业的创新成果，而国内则多使用“创新绩效”这个词。

关于团队创新绩效的界定，学术界一般都认可，团队创新绩效是团队为实现创新所付出的努力与结果。 

6.2. 团队创新绩效的测量 

Amabile (1988)最先将团队创新绩效分为创新行为和创新结果 [3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

出发对创新维度进行了划分，并开发了相应的量表进行测量。 
按创新对象角度进行划分。比较常见的是分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33]。根据这一分类许多学者开发

了相应的量表对这些方面的创新进行测量。Prajogo (2006)从生产流程创新和产品、服务创新和结构创新

等方面对创新绩效进行测量 [34]。按创新结果角度进行划分。企业的创新绩效可以从团队创新效能和团队

效率两个维度来度量。West (1996)衡量团队创新是通过创新的质量和数量，其中创新的质量包含是否具

有颠覆性、是否重要以及是否具有创造性 [35]。张光磊(2015)以创新成果视角，编制了团队创新绩效量表，

包括新产品开发、改进工作流程、改善服务方式等 [36]。 

7. 总结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归纳与分析，本文发现，人际关系、人际信任、人际沟通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在现

有研究基础上，对该领域未来发展作出以下展望。 
首先，目前学者们普遍将人际关系视为一个维度来探讨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多维度

人际关系与团队创新绩效深层次的认知。未来，应探讨多维度人际关系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其次，

目前大多数学者研究人际关系、人际信任、人际沟通及团队创新绩效两两之间的关系，较少有研究将人

际关系、人际信任、人际沟通及团队创新绩效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深层次探究。未来，可以将人际关

系与人际信任和团队创新绩效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可以将人际信任作为中介变量，以人际沟通为调

节变量，深入分析各因素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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