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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创造力（Creativity）被认为是组织创新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甚

至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在组织行为学领域，有关创造力的研究也一直受到众多学

者的高度关注。这些研究往往试图从个体和情境视角来考察什么因素可以提升员

工的创造力。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重点，但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创造力总

是对组织有益的”这一个前提假设。然而，对员工的创造力是否会给组织带来负

面影响的效应，却鲜有涉及。 

哈佛大学的 Gino 教授可谓是第一批质疑“创造力总是对组织有益的”这个前

提的学者。他们研究发现：创造力高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此外，研

究还发现，创造力与不诚实是正向关联，却与谦逊等良好品质存在负向关系。实

际上，现实中也有着不少高创造力人会产生不道德行为的

案例。比如伯纳德·麦道夫，他作为一代创业者的

典范，从法学院毕业后拿着从工作赚来的第一桶

金 5000 美元就创立了投资证券公司，他凭着自

己的创造才能成为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

司前董事会主席。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他

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诈骗案的制造者，其一手

设计的“庞氏骗局”历时八年才因告发而露馅。 

上述案例与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来看待创造力。但是，创造力的这些

负面效果何时才会发生？又是怎样给组织

带来巨大的损失呢？这些关键问题在学术

界仍未得到充分的解决。为了解释以上现实问题并弥补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郑晓明教授及其合作者基于道德自我

调节理论（Moral Self-



 

 

研究前沿 2017-10 

究 1 通过对中国北方一家大型银行的 574 名全职员工为样本的问卷调查发现，创

造力并没有直接导致更多的道德推脱现象，只有在个体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

较低的时候，创造力才能显著预测道德推脱。也就是说，组织中的高创造力员工

并不一定会产生高水平的道德推脱。只有当其道德认同水平较低时，他才更可能

产生高水平的道德推脱。尽管我们已认识到高创造力的人具有发散性思维和认知

灵活性，往往能够打破常规思维方式，在工作中产生创新性的成果。但是，他们

也更容易在各种情况下跳出思维定式，这也包括面对与道德相关的情境问题。而

本研究结果正是向我们展示了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即员工的道德认同水平较低

时，创造力的阴暗面便展露无遗了。 

由于研究 1 存在一些局限，如所有变量在同一时点测量取得，研究者便开展

了第二个研究。研究 2 是以中国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 771 名全职员工为样本进行

了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调查。在再次验证了研究 1 的结论后，该研究还发现：员

工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他们的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就越多，如盗窃、欺诈、身体

和言语攻击、财产破坏等。实际上，员工通常不会去做不道德的行为，除非他们

能够找到理由来证明自己这些行为是合理的或合乎规范的。而道德推脱恰恰为员

工的上述举动提供了条件，道德推脱抑制了员工的道德自律过程，会使他们在自

己内心深处假定自己所做的这些有害行为是会被他人和社会接受的，因而往往导

致不道德行为的出现。 

研究 2 还发现，员工的创造力和道德认同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员工的道德推脱

水平，促使他们在工作场所产生越轨行为。也就是说，高创造力的员工如果道德

认同水平较低的话，则会进行更大程度的道德推脱，而道德推脱又会进一步带来

员工更多的工作场所越轨行为。 

尽管创造力对组织创新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早已被认同，但创造力所隐藏的

代价始终未得到系统性的关注。本研究通过这两个多时点多来源数据的实证研究，

提供了关于创造力何时以及如何被转化为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强有力证据，因而

扩展了组织情境中创造力阴暗面的研究文献。 

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成果对企业的员工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

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创造力缺乏的员工，富有创造力的员工更可能产生工作场

所越轨行为，所以企业管理者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同时，应充分意识到高创造力

员工可能给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次，管理者在选择员工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任

务时，应充分考虑员工的道德认同水平，尽可能选择高道德认同水平的员工来进

行这些工作。再次，管理者可以考虑开展一些与员工道德水平提升的培训项目，

以推动员工道德认同的发展，比如岗前道德课程学习、员工职业化精神塑造和商

业伦理准则培训等。最后，管理者应制定并实施那些能够阻止或降低道德推脱的

管理措施和管理制度，以减少工作场所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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