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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型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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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企业创新中，技术创新型人才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策略尚不健

全，这也是导致许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之一。文章根据前期研究的归纳和整理，从技术创新人才的创新行为

特征入手，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定位、内容以及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互动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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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Based on Interac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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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talent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nterprises’ innovation.But in China, the cul-
tivation strategy of technology innovative talents is not sound, which is caused the lack of self innovative capacity 
in many enterprises. Based on prior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alyzes the positioning and content of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and went into the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interactive model based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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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科技创新人才，然

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形势

却不容乐观。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科技人才队伍

呈典型的“矮胖型”金字塔结构——塔基庞大而

塔尖低矮 [1]。由于组织智力资本的基本载体是创

新人才 [2]，创新人才的创新行为被认为是形成企

业创新绩效，增强组织创新活力的重要前提。反

观我国大部分科技企业，其技术创新型人才的开

发和培养体系尚不健全，这也导致许多企业缺乏

自主创新能力。在我国大力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

背景下，如何针对技术创新型人才的特点，建立

有效的人才开发机制，通过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培

养和造就具有较高水平和竞争力的创新人才队

伍，是企业管理者和研究者都非常关心的重要课

题。本文基于前期对典型创新企业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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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创新

行为间的联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多个角度探

讨了不同管理实践层面对创新人才发展的作用机

制和影响。总结以上研究，相关结论表明，围绕

实际任务的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

互动型管理策略将有助于增强企业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的管理成效。从技术创新员工的工作过程特

征入手，分析技术创新人才知识与能力构成模型

和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互动型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期望对企业创新人才的培养发

展有所借鉴。

2 技术创新的内涵及

创新人才的作用

关于“技术”与“创新”的含义，有学者指

出，所谓“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知识，

它包括了解决实际问题所需要的工具 [3] ； 也有人

认为，“技术”体现了问题解决的具体方案 [4]， 或

者是科技人员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产生的思想

和技巧 [5]。关于“创新”也存在着多种理解：它

既是一种“由新思想到行动的实践过程”，也是一

种“运用相关知识或信息创造和开发有用新事物

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种“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协

调适应过程”[6] 。由此，可以看出“技术”是围绕

着具体问题产生的知识表征，而技术应用本身就

内含着“创新”的概念。谈到“技术创新”，首先

让人想起熊彼特，他指出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即为创新，因为将新的要素纳入系统，人

工活动的约束条件就发生了改变 [7]。Fleck(2000)

认为，技术创新是互动因子的复制过程，技术的

复杂性通过较为简单的嵌套组合以创新的方式形

成和体现 [8]。技术创新的过程伴随着各种技术、

知识和技能的有机应用。当先前的知识被激活，

新知识被创造、整合和传导，并在需要时加以利

用，创新就产生了 [4]。在创新需要经历的复杂多

样化“探索”和“开发”过程中 [7]，创新人才不仅

扮演着关键技术、知识和信息的选择、应用和保

留等复杂智力活动的主体角色，而且是组织创新

的关键资源──软性创造能力的基本载体，也即

技术创新人才是组织核心智力资产的存储器。

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关键知识和技能寓于载体

──“创新人才”身上，这种创造性智力资本在

获取、吸收、转移创新相关的隐性和显性知识方

面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创

新参与者要经过观念、想法的酝酿、产生，知识

和技能引入、应用以及构念形成和操作实践等一

系列动态化的复杂智力活动，这种过程中体现着

重要的创新行为基本规律。

Wallas 提出个体创造过程包括准备、酝酿、

启发和验证等 4 个基本阶段 [9] ，Aihara 等人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Geneplore 的个体创造性过程模

型 [10]，如图 1 所示。其研究模型表明 [10]，个体创

造性的发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

多样化知识和智能的综合运用。个体在进行创造

性活动时，要历经基于元约束和酝酿的创意生成

过程和探索过程。其中必要的相关知识积累是创

造性过程的基本准备和前置条件。在个体创造性

过程中，基于各种资源、条件和目标约束的创意

生成子过程和探索子过程，分别涉及个人记忆的

检索、关联、类推，智力的合成、转换、归类，

以及相关概念、构思的属性发现、解析，相关功

能推理和应用情景替换等智能活动。相关知识、

技能的精炼、整合和再造延续于整个过程之中，

这些活动使得创造性活动可以根据任务和个人需

要被聚焦或者扩展。

由上述创新、创造模型可见，创新、创造的

本质是一个发现、定义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其中

涉及相关知识和智能的应用 [11-12]。Amabile 曾提

出一个个体创造力模型，指出创造力过程是分阶

段的、非线性的，有时是循环往复的，其模型如

图 2 所示。Amabile 指出，在个体进行创造性活动

时，首先要对问题或任务有清晰的描述和确认，

此后调动相关知识、信息储备为问题的解决作准

备；然后发现问题的解决机会和创新途径，进行

反应，并通过反应确认和沟通解决问题；最后判

断问题是否得以解决，结束或者进行下一循环过

程。其中，个体工作动机、领域相关技能，创造

力历程、社会环境在背后都起着重要作用。因

此，个体创新能力应包括创新过程中所运用的各

种个体智力和品质因素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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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动型技术创新人才培养

的任务和内容

一般而言，人才“培养”是在特定的组织环

境下，通过专门的指导活动使员工掌握与工作相

关的知识、规则与技能，改善其工作模式、态度

和效率，以保证员工胜任工作或符合岗位发展的

要求，创造更多效益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12]。

由于创新路径的不确定性、知识运用的综

合性以及创新过程的高风险性，使创新人才的个

体创新行为表现为非线性的复杂智力活动。在

图 1  基于 Geneplore 创造过程模型

1 2 3 4.  
5

( )

( )

1

图 2  Amabile 的创造力模型

资料来源：Amabile T M. Creativity in Context [M].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资料来源：Finke R A, Slayton K. Explorations of Creative Visual Synthesis in Mental Imagery [J]. Memory & Cognition,1998, 16: 25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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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化”为常态的经济背景下，从事创造性工

作不仅需要知识、技能的积累，更需要具备不断

获取、联结和整合各种新知识和新技能的能力。

面对实际情境中大量结构不良的技术问题，创新

人才只有不断加强对专业的投入，才能有效地提

出问题解决方法、程序和策略 [13]。作为创新责任

的主要承担者，创新人才需要从任务特征和组织

情景出发，以发展的眼光，不断深化对相关业务

领域的认知，动态地获取和掌握关键的知识性资

源，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对自身素质和能力结构做

出适时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以形成具有柔性化

的动态能力 [14]。美国管理学者 Winter 曾经指出，

为了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组织需要培养动态能

力。动态能力是一种在变化的环境中建立、整合

和重组资源与能力的能力 [15]。面对复杂、多变的

创新性任务，创新人才要获得关于特定问题满意

解所需的方法和知识集合，就需要动态地调整和

配置个体知识、技能集，形成多元化知识要素的

动态组合能力。

在不确定条件下，只有形成动态的组合能力

才能提高结构不良问题的解决效率。组织资源异

质性的背后是员工拥有知识以及应用能力的异质

性。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动态能力的过程实质上就

是其不断拓展和提升从事创新工作的综合素质，

并动态构建其创新能力要素集合的过程。具体而

言，以塑造动态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组织创新人才

培养，应包括以下 4 个方面的能力内容 [13]：基

于专门知识的能力，基于业务经验的能力，基于

心智、行为的能力和基于智力资源整合的能力

等。不同的能力构件反映着创新工作素质要求上

的不同内涵：专门知识胜任力培养旨在建立基本

理论、知识和技能与专业高、精知识有机相结合

的，具有相应广度和深度的综合知识体系。其中

包含易于学习和传播的显性知识和通过意会、

训练和反馈途径获取的隐性知识内容。业务经

验胜任力培养包括与实际业务、技术实践或者尝

试性操作过程相联系的知识积累、经验技巧和行

动能力等内容，他们是为创新性任务提供可供类

比的范例和过程模式的重要隐含性智力资产。心

智、行为胜任力培养涉及对创新员工的个性、品

质、心态、理念和思维模式方面的培训和校正，

同时包括对员工沟通、协调、合作和组织能力等

工作相关行为的开发和改善。作为影响员工创新

绩效的非智力因素，这方面素质的改进和提高是

从事复杂创新工作的基础保障。智力资源整合胜

任力培养是指导如何整合、协调和集成多样化的

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培养方式的放大效应和协

同效果。这种胜任力是形成较强的综合知识运用

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智力资源创新潜力的催化

剂。以上 4 种能力组合应具备相应柔性，也能够

根据创新者所面临的问题解决情景和科技发展对

能力组合进行动态的重构，对细节能力构件内容

进行替换和补充。

与此相适应，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以一

种系统化的管理方法来推动培养创新人才的动态

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培

养的过程，推动创新工作所需的社会协作技巧技

能发展，实现人员知识能力重组和潜力开发，以

支持组织内部持续创新的过程，建立和保持企业

核心竞争能力。

4 互动型创新人才培养策略

已有研究表明，推动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在员工行为驱动和能力塑造过程中将起到积极

的引导作用 [2]。通过上述讨论可知，创新本身作

为一种智力资本的释放、传递与知识交互的复合

产物，其中包括知识的意识、关联、同化以及应

用等一系列过程。同时，创新技能的增强也需要

一个人际互动和尝试错误的学习过程，其中包括

问题解决经验的累积 [12]。个体学习只有与群体、

组织学习进行有效结合，才能在共同参与、相互

启发中改变固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取得创造性

成果。此外，以“项目团队”为载体，建立基于

实际任务问题解决的能力发展模式对创新人才培

养也具有关键意义 [12,16]。对企业而言，其创新活

动或研发项目不但是一种创新问题的解决过程，

更是一种创新参与者的集体互动与能力开发的过

程。将实际研发项目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通

过实际 R&D 项目推动核心科技人员的锻炼、成

长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实现组织创新人才培

养和技术、产品开发的双赢 [16]。因此，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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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围绕实际创新任务的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与

人力资源管理互动的创新人才培养策略将有力

提升组织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开发成效，如图 3 所

示。根据前期研究 [12-19]，相关结论归纳如下。

图 3  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策略

“创新”的动态性推动了以知识协作为基础

的联合创新模式的产生。在知识分工的背景下，

重视组织中创新者之间的联结学习，促进知识

（显性和隐性）的转移和共享，对创新人才意义

重大，它有助于创新员工自身和群体创新能力的

提升。对复杂性创新任务而言，某些隐性知识只

能通过活动参与中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以个人

体验的方式进行探悉。学习理论指出，解决复杂

性问题的能力是在较多的实践或实验基础上形成

的，而专业技能的开发通常以工作中的问题作

为学习工具，因此“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行动

学习”在专业能力开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

值。创新任务解决是一种问题导向性活动。在创

新过程中，规则、资源、活动和行为主体间的组

合方式更加多样化，也显现出与以往的差异性和

复杂性。通过创新过程中的要素联系机制和双环

学习活动，可以推动参与者进入创造性空间。有

研究指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往往在

信息加工的有限容量内采取某种启发式学习来适

应任务需求 [20]。知识的获取、整合和利用通常是

在具体的任务情境中，由创新人才将通用性的专

业技能与特定基于情景的知识相结合，经过反复

的诊断、推理、应用和反馈活动，将离散的、无

序的知识、技能片段整合成有机式、互嵌式的知

识体，才能形成问题解决能力。在任务协作的过

程中，创新参与者不仅能够评价和进一步理解先

前获取的知识价值，通过“点子”的碰撞，还能

不断衍生出新的创意，并能获取在创新中重要的

程序性知识。为了高效达成工作目标，创新人才

要重视协同合作的机会，利用“创新任务”创造

问题解决情境，促进知识交流和经验分享，以及

个人经验积累和知识结构更新，这就是面向实际

任务情景所结成的项目团队对创新人才发展的价

值。创新任务团队作为创新工作者的工作载体，

有利于通过相互间的信息沟通和知识互动形成一

种共通的智力支持机制。创新项目团队为创新人

才创造了基于问题情境的知识互动空间，自我引

导、经验分享和协作互助的问题解决方式，减少

了个体间创新信息的不对称和问题解决与协调成

本，推动个体间互补性知识的转换和整合，促进

创新人才在嵌入性合作关系中专业能力的提升和

经验积累。

前期的案例分析发现，公司围绕企业研发活

动和项目团队，通过建立网络交叉型研发平台，

创新团队的有效配置，形成创新导向的自主工作

环境，建立研发人才紧密联系的导师关系，实现

多维人才成长计划，推动组织学习和内部交流，

扩展企业外部的知识联系等管理和组织策略，形

成了一个创新人才人力资源培养、开发与组织学

习、知识管理实施推进的有机系统。跨越正式结

构的项目团队模式通过解决问题过程的实践和启

发能够形成相应的知识性经验，使员工获得相关

问题的解决和创造性能力，从而支持创新过程，

团队结构具有的边界柔性，可渗透的组织特征，

形成了灵活、自主的“价值创造”场所，提高了

组织智力资本的开发和管理成效。

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要重视知识管理、组织

学习和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3 个组织层面的纵向匹

配和交叉互动以形成连贯的、有效推动创新人才

能力发展的自我增强系统，其模型如图 4 所示。

其中，知识管理层面涉及知识的萃取、积累、转

移、传导、整合等活动；组织学习层面包括基于

实际问题的实践学习、群体间互动协作的团队学

习以及前馈学习与反馈学习等；策略性人力资源

管理层面包括人才选拔配置、开发训练、动态评

估、工作设计和绩效管理等。由于不同影响因素

会在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同时系统内部变量的

互动效应也会对创新型人才成长产生影响，围绕

项目团队运作形式，在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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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从实践上解释，哪些知识管理、组织学习

活动和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措施能够对创新型人

才的能力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哪些特定的管理实

践构件交叉组合对创新人才开发培养起到的增强

效应是下一步企业实证的关键问题。

5 结 语

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科技创新型人才扮演着

关键性角色。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培养

思维敏捷、知识完备、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创造

较高创新绩效的创新人才是根本保证。基于实际

任务的、知识管理、组织学习与人力资源管理互

动的创新人才培养策略有助于创新人员提升跨产

品、跨领域的创新问题解决能力。组织人力资源

管理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匹配、柔性化的组织学习

议程以及多样化经验获取的知识管理系统将为创

新人才提供发展创新综合智能的激励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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