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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2007~2023年组织即兴领域研究的62个文献数据，从发文

量、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每年组织即兴领域研究的发文

量并不多；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机构之间也没有太多沟通与合作；该领域现阶段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

在组织即兴的内涵性质、组织即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即兴的创业导向、组织即兴对危机修复的作

用机理等方面，学者们往往从个人、组织和团队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但有关组织即兴的实证研究不多，

尤其是新创企业和团队层面的研究极少，未曾有学者考察组织即兴的消极影响、如何激发员工的即兴行

为等。未来可以研究组织即兴的阴暗面，即组织即兴对于组织秩序建立和稳定的挑战。也可以关注组织

即兴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如组织即兴对组织灵活性、团队管理、风险管控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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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make a visual analysis of 62 articles on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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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sation collected by CNKI from 2007 to 2023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
thors, institution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is small; At present, a core group of au-
thors has not been formed, and there are few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focus in this field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nature of organiza-
tional improvisation,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on crisis repair, etc. Scholars often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
vidual, organization and team. However,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impro-
visation, especially at the level of start-ups and teams. No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nd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improvisation. In the fu-
ture, we can study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that is,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a-
tional improvisa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a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order. We can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such a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on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team management, risk con-
tro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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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组织外部情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越来越多，组织结构愈益扁

平化。不管是组织决策、革新，还是团队协作和沟通，都涉及到组织即兴，即兴往往意味着创造性地发

挥，对于柔性惯例、创造性决策、风险性决策，乃至组织创新绩效、整体绩效都有重大意义。不同学者

针对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研究，郭小超等从企业危机等角度探讨了组织即兴的修复作用[1]。赵丽从组织即

兴发挥作用的机制入手，探讨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2]。李汉谨等学者则从家庭教育投资角度分析组织

即兴的作用[3]。组织即兴具有自发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特点，组织即兴是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通常

是作为对突发事件或新情况的即时回应。它不是预先计划或安排的，而是由组织成员根据实际需要自发

发起的行动。自发性使得组织可以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并迅速采取行动，以满足需求[4]。组织即兴是基

于组织成员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性而发生的。它不仅仅是领导者或管理层的决策，而是由全体成员共同参

与和贡献的结果。主动性鼓励成员们展现个人的创意和想法，从而促进团队合作和创新[5]。组织即兴涉

及到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它要求组织成员能够快速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和方法，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

题。创造性表现在成员们能够以非传统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打破常规模式，并提供新的想法和观点[6]。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07 年至 2023 年间有关组织即兴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旨在深入了

解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以便为未来组织即兴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知网作为文献来源数据库，在高级检索条件下，将主题限定为“组织即兴”，检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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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设定为“精确”，文献来源类别设置为 CSSCI 来源期刊，最终检索到相关期刊文献共计 62 篇。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6.2.R6 (64-bit)对组织即兴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绘制了

作者共现图谱、机构图谱、关键词共线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等，旨在深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研

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为未来学者深入探讨组织即兴领域提供参考。 

3. 组织即兴研究概况 

3.1. 发文量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 CNKI 检索到的有效文献按发表年度进行整理，可以看出每年组织即兴发文量的分布情况。

从图 1 中可以观察到，国内核心期刊上关于组织即兴的发表文章数量相对较少。这可能反映出该领域在

学术研究中的相对较低关注度，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组织即兴的理解和研究还有待深入。

组织即兴是一个涉及组织或其成员利用现有物质、认知、情感和社会资源展开行动的概念。这种行为源

自对音乐、戏剧、体育、心理治疗以及教育等领域即兴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爵士音乐的关注[7]。
组织即兴行为是指新创企业利用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新方法来解决客观问题，涵盖自发性和创造性两

个维度，涉及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组织即兴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企业经济、管理学、信息经济与

邮政经济等多个学科领域，显示了其跨学科性和复杂性。在面对非预期外部环境条件时，组织即兴能够

快速反应、与相关主体协同合作、整合现有资源，并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挑战或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这种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行为对于组织在竞争激烈和变化迅速的环境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8]。组织即兴作

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于理解组织行为、创新和应对变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

讨组织即兴的概念、特点和实践意义，可以促进学术界和实践界对这一主题的认识和关注，推动相关研

究的发展和应用。关于组织即兴领域的研究企业经济占比 73.33%，管理学占比 11.67%，信息经济与邮政

经济占 5%，其他学科占 10% (见图 1)。 

3.2. 核心作者分析 

通过使用 CiteSpace 6.2.R6 软件进行文献作者的知识图谱分析，可以揭示核心作者群体及他们在该领

域的合作关系。将整理后的相关机构即兴研究数据导入软件后，可以生成关于作者合作的知识图谱。根

据合作网络图的分析结果，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小聚集、大分散的特点，共有 125 个节点和 124 条

节点之间的连线。当前相关文献总数较少，各学者的发文量也不算多，这表明组织即兴这一主题尚未引

起广泛关注和大规模研究。这些作者主要来自高校和研究所，且并没有局限于特定地区。值得注意的是，

曹光明和王健在组织即兴研究中的发文量均为 4 篇，是现有作者中最活跃的研究者。 
根据普赖斯定律，设定 M = 1.5，即发文量大于两篇的作者被认定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根据这

一标准，共有 18 位核心作者，他们共发表 45 篇文章，占样本文献总量的 75%。发文量最多的两位作者，

即曹光明和王健，被确定为核心作者。曹光明与江若尘和王军存在合作关系，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共同

发表了三篇组织即兴相关文章。在 2012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间，曹光明的研究从组织即兴的概念转向了

组织即兴的形成与应用。他与陈启杰、武文珍等学者一起梳理了组织即兴概念的发展过程，得出了关于

组织即兴的定义。尽管当时学者对其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逐渐减少了分歧。目前，关于组织即兴的概

念已经达成一定程度的统一，即组织即兴指的是组织或其成员利用现有的物质、认知、情感和社会资源

展开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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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SSCI publications and subject distri-
bution from 2007 to 2023 
图 1. 2007~2023 年组织即兴 CSSCI 发文量与学科分布 

3.3. 机构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为研究组织即兴领域提供了宝贵的

见解。生成的知识图谱揭示了一个拥有 72 个节点和 48 条连接的合作网络。分析显示，组织即兴研究机

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院所。 
在这些机构中，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以发表文章数量最多而脱颖而出。紧随其后的是上海财

经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财经大学的高发文量可归因于曹光明和王健等学者 
主导的研究模式。这两类机构共同构成了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力量。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的合作网

络分析不仅揭示了组织即兴研究中的关键参与者，还突显了不同机构之间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可视化机

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关系，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动态。未来，从

事组织即兴研究的机构应继续促进合作、共享资源，并利用彼此的专长推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此外，

应努力通过鼓励跨学科合作并与行业合作伙伴合作，使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确保研究成果的相关性和

适用性。 

4.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通过对文献中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而获取的，这些关键词是在文献中对研究内容具有高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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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性和精炼性的词汇，有助于清晰地理解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关键主题。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共

现分析，可以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 2)。在这个图谱中，包含了 101 个关键词和 188 条连线，关

键词密度为 0.0372。主要的关键词包括组织即兴、即兴能力、组织记忆等。在这些关键词中，组织记忆

是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组织存储的能够对当前决策产生影响的信息。当组织需要做出新的决策时，相

关信息将被重新提取，从而对组织的决策产生影响。组织记忆由多个要素构成，包括记忆的工具、信息

内容、信息获取和重新提取的过程，以及最终产生的结果等因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组织的记忆系统，

对组织的学习、决策和创新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生成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视觉化

的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献中关键概念之间的关联和联系。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通过关键词共现量表，可以观察到关键词如组织记忆、创业导向、即兴能力、创新绩效等的中心性

均超过 0.1，这表明它们是关键节点。此外，发现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与中心性之间存在一定关系，通常频

率较高的关键词也具有较强的中心性，这说明这些关键词是研究的热点，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受到学者

广泛关注。另外，还有一些关键词虽然中心性较高，但使用频次较低。这表明这些关键词在组织即兴领

域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但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些关键词可能代表着一些潜在的重要概念或新兴

领域，今后可能成为组织即兴研究的重点对象，例如组织遗忘等。因此，对这些具有高中心性但低频率

的关键词进行深入研究，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和启发，为该领域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通

过对关键词的中心性和频率进行分析，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和热点问题，指导

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深入探讨。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一种用于将相似的数据对象聚合在一起，同时将不相似的数据对象分开，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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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好地理解数据的结构和关系的方法。在绘制关键词聚类图谱时，Q 值代表着聚类结构值，是一种

用于评估网络模块化的指标。当关键词网络的 Q 值越高时，表明网络所得到的聚类结构越好。另外，S
值则表示聚类平均轮廓值，是一种用于测量知识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当 S 值在 0.7 以上时，表示聚类结

果具有较高的说服力。根据图 3 的数据，Q 值为 0.6652，大于 0.3，表明聚类结构显著；而 S 值为 0.9455，
超过了 0.7，说明聚类结果高效且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以组织即兴为主题进行关键

词聚类分析，文献被划分为 7 个聚类单元(见图 3)，分别是组织即兴#0、创业导向#1、即兴行为#2、创新

绩效#3、组织记忆#4、影响因素#5、交互模型#6。根据聚类研究的结果，当前学者在组织即兴领域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Figure 3. Keywords clustering network map 
图 3.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 

4.2.1. 组织即兴的内涵 
组织即兴是指在面临未知、复杂或紧急情况下，组织能够快速适应和应对的能力[9]。这种能力通常

基于组织成员的灵活性、创造力和团队协作，通过实时调整和调度资源来满足需求。组织即兴可以帮助

企业应对突发事件、市场波动或竞争压力等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行动。 

4.2.2. 组织即兴与资源拼凑 
资源拼凑是指企业根据特定的需求和条件，从内部和外部各种可用资源中进行选择和组合，以达到

最优化的效果。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财务资源等。通过巧妙地调配和整合这些资

源[10]，企业可以更灵活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获得竞争优势。 
组织即兴往往伴随着资源的拼凑，而资源的拼凑过程又容易引发组织即兴。即兴是面对变化的环境，

利用现有的资源将计划和执行融合的过程；拼凑是通过凑合着使用现有资源，将其组合应用于解决新的

问题和开发新的机会的过程[11]。两者的内涵和特征存在相似之处：一方面，两者都意味着使用现有资源，

组织成员必须对这些资源有深入的了解，并且必须熟练地使用和组合这些资源；另一方面，虽然拼凑是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4.143367


周楠，陈进 
 

 

DOI: 10.12677/orf.2024.143367 1386 运筹与模糊学 
 

创业企业缺乏优质资源时解决问题或抓住机会的方式，但是在即兴发生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即时性的资

源拼凑。 

4.2.3. 组织即兴与企业创新绩效 
组织创新绩效是指组织在创新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和表现。它反映了组织创新能力的强弱，并对组

织的发展和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12]。组织即兴是指在面对未知、复杂或紧急情况时，组织能够快速做出

反应和决策的能力。组织即兴能够帮助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变化时更快地做出决策。这种敏捷性使得

企业能够及时抓住市场机会和应对挑战，从而提高创新绩效。组织即兴鼓励员工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中发

挥创造力。它打破了传统的规则和约束，激发了员工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从而促进了创新的产生和实

施[13]。组织即兴倡导积极尝试和勇于承担失败的风险。它鼓励员工进行试验和实验，并从错误中学习和

改进。这种试错的文化有助于推动创新的发展，并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组织即兴强调团队之间的密切

合作和信息共享。它打破了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层级，促进了跨部门的协作和交流。这种协作能够集思广

益，汇聚多方资源和智慧，为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14]。组织即兴赋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员

工在决策和执行中得到更大的参与度，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投入和创造力。这样的参与度提升对于创新绩

效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即兴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和企业。它需要在合适的环境

下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实施。组织需要平衡好即兴和稳定的要求，确保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不失去对风险

和质量的控制[15]。 

4.3.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基于关键词聚类绘制出关键词时间线图(见图 4)，时间线图展示了近年来研究重点的演变趋势。从图

中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组织即兴的研究分为大致可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细化阶段三个发展阶

段。2007~2010 年，国内刚开始进行组织即兴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组织即兴与组织学习、组织记忆

的关系。组织即兴对组织创新、组织危机的影响，组织即兴的影响因素等。而在 2011~2016 年，这一阶

段研究着重研究组织即兴的形成机理，组织即兴对企业创新绩效、战略变革、企业文化的影响，逐渐引

入实证研究。到了 2017~2023 年，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关注于组织即兴在不同细化视角和情景下起作用

的机理。如组织即兴在企业危机修复、组织创新绩效中的具体机理，相关研究常常引入组织即兴作为中

介变量或调节变量。跨组织即兴和不确定情景下的组织即兴能力，组织即兴与创造性决策等细化领域的

研究不断被提出。 

4.4.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检测是指可以追踪某一领域中短期突增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的，

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得到十二个突现词、突现强度

以及关键词起始与结束年份(见图 5)。研究发现，早期学者比较关注组织即兴的创造性和自发性，它是指

在组织内部或团队中出现的一种创新和灵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表现为在没有明确计划或事先安排

的情况下，成员们自发地展现出创造力并快速做出决策和行动，它能增强个人创造力、团队凝聚力，并

能增强组织决策的灵活性。 
近几年学者们注重研究即兴行为、扎根理论和创业导向。其中，即兴行为是指在没有明确计划或预

先准备的情况下，个体或团队根据当前的环境和资源快速做出决策和行动的行为方式。扎根理论是一种

定性研究的方式。研究者在研究之前并没有研究前提，通过实践和规律总结，概括出一般性的定论。对

组织即兴与组织记忆、组织学习相关的研究出现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组织记忆是组织在经历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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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信息的集合。组织学习是指组织中的个体、团队和整体系统通过获取、积

累、分享和应用知识，不断改进和适应环境的过程。 
 

 
Figure 4. Keywords time chart 
图 4. 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ure 5. Keyword emergence map 
图 5. 关键词突现图 

5. 结语 

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2007~2023 年 CSSCI 来源文献资料，结合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结

果，发现组织即兴领域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发表文章数量方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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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相关研究文章数量急剧增加，研究热度持续攀升。然而，由于该领域起步较晚，发展时间尚不长，

作者之间、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明显的作者合作群体和机构合作网络。因此，需要加强联系，

通过建立合作模式，深入探讨组织即兴领域。研究发现组织即兴具有创业导向，积极的即兴行为有利于

组织创新绩效，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当前学者们主要从危机修复、创新绩效、组织记忆、组织学

习、组织变革等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组织机型具有自发性、主动性、创造性。学者们往往从不同的前因

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研究，将组织即兴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取得了一些进展。 
组织即兴的研究也具有局限性，由于其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组织即兴的发挥仍难以把握。

这使得学者们很难理解这些文献在现存的发现，以及潜在的差距和未来的研究领域方面的贡献。对组织

即兴与相关问题的关系机理亦需要进一步明晰。在高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组织经常需要对与未来发展

不协调的战略进行调整或变革，因此对即兴与变革的一致性关系研究也就越来越凸显出其理论与实践的

价值。由于组织能力是组织中个体能力的集合，因此，企业要采取措施促进个体即兴能力的涌现，从而

增强组织的即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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