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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采用“技术应用–认知–绩效”的研究范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重点探究了员工认知灵活性在其中发挥的效应。研究

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认知灵活性在两者中间发挥中介效

应。研究结论有利于企业及员工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对员工认知及创新的作用，为企业在如何在激烈

的竞争中发挥优势提供理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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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ogni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cognition-performance”, and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employees’ innovation per-
formance, and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employees’ 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e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play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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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employee cogn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
cal suggestions for enterprises on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in the fierce competi-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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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应用被普遍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ChatGPT、无人驾驶、智慧生活等领域的人工

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着新一轮产业革命。这一浪潮将以前各次技术变革所积累的能量为依托，重塑生产、

生活、消费等领域，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改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渗透进各行业，它正在

彻底改变着原本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变革必然会在员工职业发展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强调

的是，员工的创新绩效在企业争取长期竞争优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积极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并

深入研究其对员工绩效的作用机制，不仅能够推动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与此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发

展的持续与健康。 
当前，企业中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仍然初具雏形。积极关注人工智能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助于

企业更好地适应技术的演进，并更好地规划员工的职业路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未来传统劳动

力将面临大规模的被替代趋势，引发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进一步导致社会的极化，这将成为一项严峻的

社会挑战。就业一直以来是员工实现个人价值的基本前提，而创新绩效则扮演着评估员工行为与组织目

标一致性以及劳动成效的重要决定因素的角色，因此其对于员工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前景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综合以上讨论不难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于中宏观层面[1]，例如宏观就业结构变化[2]以及中企

业价值和管理方面[3]，而较少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对员工认知灵活性的加强进而影响创新绩效这一

微观维度，对于技术变革对员工产生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社会

认知理论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关注个体与社会互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认知过程[4]。其主要将个体的社会认知

分为两个部分：个体认知受社会环境影响和人们如何通过模仿而发展认知和社会以及行为方面的胜任力。

个体的知识、信仰和行为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影响。其次，此理论强调社会学习是认知过程的一

部分，也就是说社会学习是指个体通过观察、模仿和与他人互动来获取新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首先，我们认为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员工思维灵活性。个体通过观察他人、参

与社会互动以及分享知识来塑造他们的认知。在当今不断演进的商业环境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

普及，对组织和员工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升级，更是一项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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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这种技术的应用通常需要员工在工作中进行学习、合作和知识分享[5]。根据理论，社会互动是个体

认知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与同事和团队互动，个体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经验和知识，这有

助于促进认知灵活性的发展[4]。在与他人的讨论中，员工可能会被推动思考问题的多种方式，而不仅仅

是他们自己的视角。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打破认知定势，激发创新思维[6]。认知灵活性是指个

体在面对新问题和挑战时，能够以创新和多样化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这包括对于不断变化

的环境做出灵活的应对，发现新的解决方案，以及适应新知识和技能。社会认知理论还强调社会互动对

个体认知模式的塑造。通过与同事和团队互动，员工的认知模式会不断演化。他们将受到不同思维方式

的影响，有助于认知灵活性的发展。这种知识共享和互动有助于员工更好地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拓宽

视野，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问题。 
假设 1：人工智能应用正向促进员工认知灵活性。 
其次，本研究认为认知灵活性与创新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首先，认知灵活性代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

认知灵活性可以在工作环境中创造有利于创新的条件。员工的认知灵活性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问题[6]。他们不仅仅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和传统解决方案，而是寻求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多元化的

思考方式有助于挑战旧观念，提出新的观点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第二，认知灵活性赋予员工更强大的

问题解决能力。他们更擅长分析复杂问题，找到多种解决途径，并灵活地应对问题的不断变化。这种能

力是创新的基础，因为创新通常涉及解决以前未遇到的问题[8]。第三，认知灵活性使员工能够更快速地

适应新情境和新知识。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中，快速适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员工需要在新情境中获

取新信息、掌握新技能，以应对新的挑战。认知灵活性有助于员工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确保他们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9]。综上所述，员工的认知灵活性对于工作创新绩效具有促进影响。他们能

够以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更好地解决复杂问题，整合知识，适应变化，以及通过社交互动获取

新的观点和经验。 
假设 2：员工认知灵活性正向促进其创新绩效。 
总而言之，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交过

程。这一过程包括员工通过社会互动学习、共享知识，从而促进认知灵活性的发展。认知灵活性进一步

与员工的创新绩效相关联，因为员工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从而提高绩效水平。 
假设 3：人工智能应用通过增加员工认知灵活性增加其创新绩效。 
即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向促进员工的认知灵活性进而正向促进员工创新绩效，框架图为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diagram 
图 1. 研究框架图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来源 

样本来自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区的 18 家企业。本研究针对员工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80 份(回
收率为 93.3%)，其中有效问卷 253 份(有效率 90.4%)。样本员工的年龄范围大多处于 30~45 岁，男性 101
名，女性 152 名，工作年限大多在 4~7 年之间，教育程度从初中到研究生不等，其中初中占 7.9%，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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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6.7%，大专占 12.3%，本科占 66.4%，研究生占 6.7%。 

3.2. 测量工具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采用 Man 等编制的量表[10]，共 3 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4。认知灵活

性。采用 Martin 等年开发的 12 项目量表[11]，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6。员工创新绩效，采用韩翼等[12]
编制的 8 项目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4。控制变量。借鉴以往参考文献，研究把员工的性别、年龄

和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3.3. 数据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先对 3 个研究变量做了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一因素被析出，且第一个主成

分累积方差值 30.651%不到总方差 64.681%的一半。这显示不存在共同方法变异。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接着，对 3 个核心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如表 1 所示，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对因子旋转后分

析发现，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 0.5。由表 2 可知，总体 KMO 值为 0.886，大于 0.7，表明非常适合做因

子分析。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3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0.077 0.181 0.83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0.105 0.066 0.878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0.14 0.166 0.799 

认知灵活性 0.743 0.204 −0.062 

认知灵活性 0.786 0.168 0.054 

认知灵活性 0.736 0.204 0.011 

认知灵活性 0.756 0.08 0.12 

认知灵活性 0.734 0.058 0.027 

认知灵活性 0.759 0.103 0.054 

认知灵活性 0.746 0.012 0.104 

认知灵活性 0.689 0.17 0.09 

认知灵活性 0.761 0.101 0.061 

认知灵活性 0.794 0.043 0.088 

认知灵活性 0.811 0.115 0.09 

认知灵活性 0.752 0.138 0.067 

员工创新绩效 0.043 0.788 0.168 

员工创新绩效 0.119 0.761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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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员工创新绩效 0.085 0.746 0.148 

员工创新绩效 0.164 0.791 0.068 

员工创新绩效 0.115 0.878 −0.009 

员工创新绩效 0.169 0.845 0.089 

员工创新绩效 0.194 0.824 0.045 

员工创新绩效 0.143 0.864 −0.005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 旋转在 5 次迭代后已收敛。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性别 1       

年龄 −0.037 1      

教育程度 −0.098 −0.303** 1     

工作年限 −0.103 0.411** 0.011 1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0.142* −0.260** 0.034 −0.029 1   

认知灵活性 −0.047 −0.244** 0.171** 0.019 0.222** 1  

员工创新绩效 −0.052 −0.421** 0.222** −0.02 0.267** 0.310** 1 

均值 0.6 2.1 3.57 2.47 9.88 2.99 2.38 

标准差 0.49 0.8 0.996 1.06 2.84 0.5 0.84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 2 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员工创新绩效相关显著，说明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与员工创新绩效正相关。认知灵活性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员工创新绩效都显著正相关。 
4) 多元回归分析。首先，以认知灵活性作为因变量，依次将控制变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放到方程

中，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正向显著(β = 0.029, p < 0.005)，假设 1 得到验证。接

着以员工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先将控制变量放入方程中，再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放入方程。结果表明，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影响显著(β = 0.047, p = 0.008)，假设 2 得到了验证。接下来，再把中

介变量认知灵活性放到方程中。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认知灵活性对员工创新绩效影响显著，

认知灵活性在两者中发挥中介作用。(β = 0.29, p = 0.003)综上，假设 3 得到验证，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analysis 
表 3. 多元回归关系分析 

 M Y 

常量 3.07 2.69 2.914 2.303 1.523 

性别 −0.037 −0.011 −0.077 −0.036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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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龄 −0.171*** −0.138** −0.493*** −0.439*** −0.399*** 

教育程度 0.042 0.049 0.062 0.073 0.059 

工作年限 0.06* 0.053* 0.132* 0.121** 0.106**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0.029**  0.047** 0.038** 

认知灵活性     0.290** 

R2 0.085 0.109 0.2 0.2 0.3 

R2变化量 0.085 0.024 0.2 0 0.1 

F 5.755*** 6.039*** 16.7*** 7.2*** 8.9*** 

F 变化量 5.755*** 6.651** 16.7*** 15.2*** 14.5*** 

4. 研究结论及实践意义 

综合考察本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结论： 
1) 人工智能的运用对员工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这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度升高，对员

工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愈加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天生具备积极的特质，这些特质使得他们能够进

行自我调整。 
2) 认知灵活性发挥中介作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拓展员工的思维方式，而多元化思维可以帮助员

工在工作当中发挥出更好的创造力。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认知灵活性高的员工更擅长以多角度来

处理复杂问题。认知灵活性有助于员工更好地适应变革，员工可以更快速地适应新的流程、新技术和新

策略，从而提高创新绩效 
理论层面贡献：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员工的认知和工

作方式都因此产生深刻影响。以往研究针对于人工智能应用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专注于领导力[13]，企

业支持[14]，个人特征[15]，本研究引入社会认知理论，从个人认知层面探究了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于员

工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员工与社会交互学习的逻辑，强调了社会互动对认知灵活性的塑造作用。 
实践层面贡献：受到外部技术革新以及企业内部管理需求的双重推动，企业已日益不可避免地融合

了人工智能技术。该技术对企业和所雇佣的员工的影响已不再仅限于短时间和有限的范围内，而是展现

出长远、全面和广泛的渗透性等特点。尽管如此，这种动态的影响不一定带来负面的效果。而恰恰相反，

它可能唤起每位员工个体的巨大潜力，推动员工实现个人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升工作中的任务绩

效。 

5.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获取关于员工认知灵活性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数据可能缺乏一定的严谨性。这些数据可能受到

保密性、隐私和伦理问题的限制，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的可行性。此外，研究通常关注短期影响，但长期

内员工认知灵活性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长期使用和演变的影响。长期的研究可能更难以实施，但对于

了解人工智能对认知灵活性的持续影响非常重要。最后，人工智能对员工的创新绩效具有巨大的未来潜

力，通过更好地利用智能系统和数据分析，员工可以更快速地识别机会、解决问题，并提供有创意的解

决方案。然而，这也将提出新的挑战，需要组织在伦理、数据隐私和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

未来，创新将成为人工智能与人类员工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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