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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领导语言框架

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李　磊，尚玉钒，席酉民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尝试把调节焦点理论引入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影响的研究领域，构建并验证了基于该理论的领导语言框

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理模型。以１４３名学生为样本，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对领导语言框架影响下属创造
力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考察，实验结果表明，下属情境调节焦点部分中介了领导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

的关系，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则调节了情境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的关系。最后，就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

要贡献及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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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生存环

境中，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如何开发出能够

满足和引领市场的产品？如何提供有竞争力和吸

引力的服务？如何从竞争的红海走向蓝海？这些

都和员工的创造力密切相关。Ｍａｎｄｅｌ（１９９８）［１］

指出创造力和企业家活力是美国保持其经济年增

长３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２１世纪企业竞争
的核心仍然是创造力和创新的竞争。员工创造力

是企业组织创新和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如何激

发员工的创造力已成为组织越来越关注的问

题［２－４］。然而，当今中国企业的现实情况却不容

乐观：中国产品在世界上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

中占１１％，高技术产品只占世界的３％左右，并且

其中大部分产品还产生于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充分反映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企业

中员工的创造力是企业不断创新的源泉，员工处

于企业生产、研发、销售等工作的第一线，他们的

想法和建议最能直接反映出企业的症结所在，也

最能有效解决企业的各种问题。因此企业创新难

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企业员工创造力的缺失，中国

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也指出“缺

乏创造性人才”是妨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要

素［５］。因此，对中国背景下企业员工创造力开发

的探讨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

很多研究表明情境或组织因素能够推动员工

创造力的发展，而领导作为这些影响因素之一，在

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６，７］。以往研究在探讨领导

与下属创造力关系时主要关注那些被认为能够支

持和鼓励创新的特定的领导行为或特质对下属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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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的直接影响，研究显示，当领导给予下属及时

和积极的评价及反馈［８］、提供奖励［９］、减少过于

严格的控制［１０］、表现出变革型领导行为［９］、表现

出非传统的领导行为［６］、拥有高的情绪智力［１１］和

表现出高的促进型调节焦点［１２］时，下属会表现出

高的创造力水平。也有一些研究对领导影响下属

创造力的复杂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主要探讨了

领导的行为或特质通过增强的下属认同感［４］、创

造性自我效能［１３］、内在动机［１４］和心理授权［１５，１６］

来正向影响下属的创造力。但就该领域的研究现

状来看，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不足：第一，考察领

导作用方式时，主要从领导行为或特质方面来进

行探讨，研究范畴的广度较为有限；第二，在揭示

其中的作用机理时，仅局限于从员工内在动机的

视角展开讨论。近几年，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

领导语言风格的研究，认为在激励下属时，领导采

用不同的语言描述方式去布置工作或任务，会引

发下属不同的反应，这一语言描述方式即我们所

关注的“领导语言框架”，它的差异可能改变组织

成员对于工作或任务的整体认识取向以及后续的

态度和行为［１７－１９］。同时，有学者提出领导通过激

发下属不同的自我调节焦点来实施其影响［２０］，

Ｂｒｏｃｋｎｅｒ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２００１）［２１］则认为，领导作为
“意义的制造者”，可通过语言和符号的使用来影

响其下属的调节焦点，已有一些研究对个体调节

焦点与其自身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

讨和验证［２２－２４］。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上述

考虑，本研究认为有必要考察行为和特质之外的

其它有效的领导特征（如语言框架），并采用一些

更具有涵盖性的分析视角（如调节焦点理论）来

分析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作用过程，只有这样，才

可能更好地解释领导对其下属创造力的作用路径

和作用规律。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调节焦点理论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领导语言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理，

以此来厘清领导影响下属创造力的作用路径，从而

更加丰富领导对下属创造力作用规律的研究。

１　理论与假设

１１　调节焦点理论
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９７）［２５］提出调节焦点理论（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Ｔｈｅｏｒｙ），描述了由于调节焦点的不
同而导致的人们在行事过程中的重要差异，解释

了人们趋利避害的特性。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９７）指出，人
们拥有两套基本的自我调节体系，其一是促进型

调节（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指对奖励的获取行为进行正向
调节，使得人们关注于积极的目标；其二是防御型

调节（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指对惩罚的避免行为进行正向
调节，使得人们关注于消极的目标。促进型调节

焦点的个体表现为追求“理想自我”，关心希望、

愿望和渴望；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个体表现为固守

“应该自我”，关心职责、义务和责任。Ｈｉｇｇｉｎｓ
（１９９７）［２５］认为，个体促进型调节焦点源自以下三
方面因素：强烈的理想、“获得 －无获得”的情境
构成和成长需要的激活；而防御型调节焦点则源

自相反的三个方面：强烈的义务、“无损失 －损
失”的情境构成和安全需要的激活。

调节焦点不仅表现为个体的一种特质，而且

也可以通过即时情境来进行引导［２５］。已有研究

表明，反馈和“任务的偶然性”可以短暂性地引导

个体的促进型调节焦点或防御型调节焦点，进而

影响到个体在任务中的持续动机［２６］。Ｃｒｏｗｅ和
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９７）［２２］的研究也发现，监护人在与孩子
即时交流过程中对情境的操控能够引导孩子的调

节焦点，他们同时认为老师和学生以及领导和下

属之间的交流也符合这种即时交流的特征。因

此，调节焦点不仅仅是一个与个性偏好相关的个

体特质变量，它也是个体的一种状态变量。Ｋａｒｋ
和Ｖａｎ－Ｄｉｊｋ（２００７）［２０］最近的一项研究更是直接
将个体调节焦点区分为特质调节焦点和情境调节

焦点两部分，特质调节焦点是指个体在其成长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调节焦点模式，它表现为一种稳

定的个体特质；情境调节焦点则是指随即时情境

的变化而激发的个体调节焦点，它表现为一种短

暂的、变动的个体状态。

近些年，调节焦点理论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

管理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往往用它来对员工的工

作行为和态度，尤其是创造力水平进行解释。根

据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７）［２７］的创造力组成理论，与员工
创造力有着直接关联的三个方面分别是专业技

能、创造性思维和内在工作动机。如果说专业技

能是非领导能激发的常量，那么以往的研究主要

关注的是员工的工作动机相关的变量，而没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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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创造性思维这方面的影响。已有一系列研究探

讨和验证了个体调节焦点与其创造性思维及工作

动机间的密切关系［２２－２４］：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

表现出创造性的思维和想法、广阔和抽象的诠释

能力以及较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相反，防御型

调节焦点的个体则会表现出仔细常规的思维模

式、对具体明确信息的依赖和比较低的工作热情

和积极性。调节焦点实质上涵盖了员工内在工作

动机和创造性思维两个方面，相对于内在动机单

方面，调节焦点对个体创造力有着更好的解释效

力。所以本文试图以调节焦点理论为切入点，以

期更加深入和系统地探讨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

响机理。

１２ 情境调节焦点在领导语言框架与创造力间

的中介作用

　　领导在向下属阐述一项工作或任务时，通过
唤起下属更高的价值观、运用形象化的言辞以及

为下属创造吸引人的愿景，鼓励下属去追寻自己

渴望的未来，这样将唤起下属强烈的理想，进而引

导其促进型焦点。例如，变革型领导和魅力型领

导通过将鼓舞人心和富有远见的讯息传递给下属

来实施其影响，这些言辞和讯息都聚焦于下属的

理想自我，激励了其促进型调节焦点［２０］。一些有

关信息框架效应的研究［２８，２９］表明促进型聚焦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ｅｄ）的信息往往更强调“获得”
或者“无获得”的方面；防御型聚焦（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ｅｄ）的信息则更多强调“损失”或者“无损失”
的方面。领导在向下属进行任务阐述时的语言表

述可能存在同样的差异，领导对问题或任务信息

的“获得－无获得”的呈现（例如“项目顺利完成
的话，你们的收入将会增加，个人也更会得到公司

器重”）同样可能引导下属的促进型调节焦点。

促进型聚焦的个体主要是受到如成长、发展和自

我实现这些内在动机的驱动，他们寻求去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领导言辞中表现出对下属

成长和发展需要的关注（例如“这项工作可以让

大家得到锻炼，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也可能

激发下属的促进型调节焦点。因此，本文提出，领

导在向下属阐述某一工作或任务时的言语表述偏

重于唤起下属强烈的理想、为下属构造“获得 －
无获得”的情境和激发下属的成长需要，即表现

出促进型语言框架，将能够有效地激发下属的情

境促进型调节焦点，鼓励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其

灵活的思维和善于冒险的心态，进而促进员工创

新和创造的偏好。

假若领导在向下属阐述一项工作或任务时，

传达这样一种讯息，即他们需要怎样做才能使自

己的工作任务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不产生偏

差，这样将使下属意识到工作的责任、义务或他们

应该做的事情方面，他们很可能去关注应该自我，

进而倾向于防御型焦点。交易型或监控型领导的

言辞更加注重实际而非理想主义，命令下属去完

成已经安排好的、不得不做的任务，最终将把下属

的注意力引向对工作的强烈义务，导致工作警惕

性提升，激发其防御型调节焦点。防御型聚焦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ｅｄ）的信息被认为更强调“损
失”或者“无损失”方面，因此，如果领导在向下属

进行任务阐述时的语言描述强调“损失 －无损
失”的方面（例如“项目的失败将会给你们个人和

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种语言的表述的方式

将更可能激发下属的防御型调节焦点。防御型聚

焦的个体主要是受到如安全、保障和义务这些外

在动机的驱使，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些并不是因为

他们想要去做，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做，因此，

领导言辞中表现出对下属安全和义务需要的关心

（例如“这个任务事关重大，大家千万不能出什么

差错”），也可能激发下属的防御型调节焦点。所

以，本文提出，领导在向下属阐述某一工作或任务

时的言语表述偏重于唤起下属强烈的义务、为下

属构造“损失 －无损失”的情境和激发下属的安
全需要，即表现出防御型语言框架，将能够有效地

激发下属的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促使他们更加

保守，而不会表现出很好的创造力水平。综上所

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下属情境调节焦点中介了领导语言框架
与下属创造力间的关系。

Ｈ１ａ：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中介了领导
促进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

Ｈ１ｂ：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中介了领导
防御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的负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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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特质调节焦点在情境调节焦点与创造力间
的调节作用

　　前述讨论已分析了下属的情境调节焦点在领
导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主

要关注于领导语言框架通过对下属情境调节焦点

的激发来影响其创造力的过程，而没有考虑下属

特质调节焦点的差异可能对此过程的影响。一系

列关于领导对下属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究都表

明：下属特质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其对于相同的领

导风格或行为的反应［３０，３１］。调节焦点理论也指

出，个体的行为同时受到其特质调节焦点和情境

调节焦点的共同影响［３２］。已有一些研究验证了

特质调节焦点和情境调节焦点的交互作用能够对

个体的态度或行为产生影响［３３，３４］。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提出，下属的情境调节焦点（由领导语言

框架所激发的）与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共同影响了

其工作或任务中的创造力水平，即下属的特质调

节焦点调节了情境调节焦点对创造力的影响。具

体来说，下属越是倾向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特质，

其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由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

所激发）对创造力的正向影响就越强；相反，其情

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由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所激

发）对创造力的负向影响就越弱。综上所述，提

出以下假设：

Ｈ２：下属特质调节焦点调节了下属情境调节
焦点（由领导语言框架所激发）与其创造力间的

关系。

Ｈ２ａ：与防御型调节焦点特质的下属相比，促
进型调节焦点特质的下属其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

（由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所激发的）对创造力的

正向影响要强。

Ｈ２ｂ：与防御型调节焦点特质的下属相比，促
进型调节焦点特质的下属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

（由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所激发的）对创造力的

负向影响要弱。

基于上述的理论探讨，本研究将基于调节焦

点理论从情境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和特质调节焦

点的调节作用两方面来系统探讨领导语言框架对

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理，整体模型框架如图１所
示。

图１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领导语言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

响机理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Ｆｒａｍｅ

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Ｔｈｅｏｒｙ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过程
２１．１　实验对象

根据特质调节焦点问卷得分情况，从２００名
大三本科学生中挑选出了１４３位促进型或防御型
特质表现明显的个体参与了本次试验。其中促进

型特质（促进型调节焦点得分高于防御型调节焦

点得分，Ｍ促 ＝５３８＞Ｍ防 ＝４１７）的个体有 １０１
位，防御型特质（防御型调节焦点得分高于促进

型调节焦点得分，Ｍ防 ＝５００＞Ｍ促 ＝４６０）的个体
有４２位。１４３名被试中男性为１０３名（７２％），女
性为４０名（２８％）。
２１．２　实验步骤

将１０１位促进型特质的个体和４２位防御型
特质的个体按每组４－６人的标准进行了分组，最
终将１４３名被试者分成了２６个实验小组，然后将
这２６个实验小组随机地分配到领导促进型框架
和防御型框架风格下分别进行实验。

实验组织者首先向小组成员强调了此次实验

为一次情境模拟实验，目的是要求实验小组以某

公司策划团队的角色在其团队领导的引导下去完

成一项策划任务。然后，将实验小组介绍给指定

的领导，这位领导由一位管理学专业的博士生扮

演，他／她并不了解此次实验的真实目的，且接受
过关于领导促进型框架或防御型框架的培训。领

导首先向小组成员简要地介绍了公司及此次任务

的背景，然后用促进型或防御型的语言框架就任

务本身向团队成员进行了阐述。

讲话结束后，领导开始与实验小组一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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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划任务。他们一共有２０分钟的时间来完
成这项任务，借鉴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和 Ｆｌｙｎｎ（２００６）［３５］的
方法，小组领导分别在第５、１３、１８分钟的时候给
实验小组一些话语上的引导，以加强其语言框架

的表现。任务完成之后，被试者将完成任务中的

情境调节焦点、创造力水平和个人基本信息的问

卷。实验的最后向被试介绍领导的真实身份以及

本次实验的真实目的，并要求其对本次实验的内

容和目的进行暂时保密。

２２　变量测量
２２．１　领导语言框架

借鉴前人实验研究中对领导风格进行控制的

方法［３５］，本研究同样通对演员（管理学院的博士

研究生）的不同培训来实现对领导语言框架的控

制，同时此演员完全不了解实验的真实目的。综

述部分已说明，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体现在唤起

下属强烈的理想、为下属构造“获得 －无获得”的
情境和激发下属的成长需要方面。基于以上三个

方面，同时结合任务的背景，本实验设计的领导促

进型框架风格的讲话如下：

任务的阐述：“我想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不仅

仅只是为了让公司竞标到这个项目，我希望我们

的设计思路能够引领西部甚至国内主题公园发展

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努力将会给西安市民

以及全国的游客提供一个舒适开心的休息与游玩

场所。这正是我们充分显现才能的有利时机，是

实现自我价值的有利舞台（唤起下属强烈的理

想）。这个策划方案如果做好了我们公司将得到

主题公园开发的这个大项目，公司的名誉、策划团

队的声誉会因为大家的努力而获得提升，而大家

也能获得收入提升的机会，如果方案做的不好我

刚才所说的也就不会获得（为下属构造“获得 －
无获得”的情境）。同时，这一次的任务能帮助我

们策划团队累积策划经验，也是大家锻炼的一次

好机会，有利于大家专业技能的提升和经验的积

累，对大家以后的晋升以及职业发展都是有好处

的（激发下属的成长需要）。所以，我相信经过我

们策划团队的努力，一定能够非常圆满地完成这

项策划方案。”

任务过程中的引导话语：“我们的目的是要

努力为公司争取到这个大的项目，如果成功大家

都将是公司发展的功臣”、“我们策划的这一部分

决定了公园开发的方向，有着重要的价值，所以我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

西安市民、西部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设计出一个满

意的主题公园”和“我希望我们的方案要新颖，拿

出去能够让专家评委眼前一亮，这样才能博得他

们的青睐”。

同样，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体现在唤起下属

强烈的义务、为下属构造“损失 －无损失”的情境
和激发下属的安全需要方面。基于这三个方面，

本实验设计的领导防御型框架风格的讲话如下：

任务的阐述：“这项任务是公司高层指派下

来的，大家有责任和义务去努力完成它，我们都是

策划部门的一员，所以都应该很好地履行自己的

本职工作（唤起下属强烈的义务）。这个策划方

案如果做的不好我们公司将可能失去主题公园开

发这个大的项目，公司的名誉、策划团队的声誉、

个人的收入提升机会等都会受到损失，如果方案

做好了，我刚才所说的也就不会损失（为下属构

造“损失－无损失”的情境）。这个项目对于公司
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不要因为我们策划环节的

失利而让公司丢掉这个大项目，影响到整个公司

的利益，更何况我们这个团队在业界一向是备受

好评的，我要求大家不要把这次这个案子做砸而

使团队的声誉受损（激发下属的安全需要）。所

以，我相信经过我们策划团队的努力，一定能够非

常圆满地完成这项策划方案。”

任务过程中的引导话语：“做这个策划方案

的时候，大家必须细心谨慎，我不希望方案中出现

一些常规性和常识性的错误”、“这个方案最好是

能保险和稳妥一点，不能因为太夸张而不切实际

或者是出现失误，我们的目的是不让公司丢掉这

个项目”和“大家要时刻牢记，这个方案如果做

砸，团队的声誉、大家个人的晋升和收入提升机会

都有可能会受到损失”。

２２．２　下属情境调节焦点
本研究采用了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等（２００８）［３６］所编制

的一份测量员工工作中的情境调节焦点的问卷，

共有１８个题项，促进型和防御型调节焦点各 ９
题。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首先进行了中

英文互译工作，针对翻译出现的误差进行校正；然

后对校正后的中文问卷进行了情境上的修订，将

“工作中”情境变换为“团队工作任务中”情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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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我工作时，有发展机会是个很重要的考虑

因素”变换为“当我接受任务时，有发挥空间是个

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最后对修订后的问卷进行

了试测，试测对象为２５名在职ＭＢＡ和２５名管理
学硕士研究生。试测结果显示，情境调节焦点的

促进型问卷和防御型问卷的 α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８２和０７９。此问卷采用立克特７点计分：１表
示完全不同意，７表示完全同意。
２２．３　下属特质调节焦点

采用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Ｊｏｒｄａｎ和 Ｋｕｎｄａ（２００２）［３３］编
制的个体特质调节焦点量表来测量。该量表共有

１８个题项，其中测量促进型和防御型调节焦点的
各９题。本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同样，首先
进行中英文的双向翻译，然后对校正后的中文问

卷进行了试测，试测结果显示，特质促进型调节焦

点和防御型调节焦点问卷的 α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８７和０７７。该问卷同样采用立克特７点计分：
１表示完全不同意，７表示完全同意。
２２．４　下属创造力

通过被试自评和专家打分的主客观相结合的

方法来测度下属的创造力水平。自评方面采用来

自Ｆａｒｍｅｒ等（２００３）［３７］的创造力问卷，为使问卷
符合实验的情境，同样对其进行了修订，最终包括

以下四个题项：“在完成这项策划方案的过程中，

我总是先尝试新观点或新方法”、“在完成这项策

划方案的过程中，我总是寻求新观点或新方法去

解决问题”、“在完成这项策划方案的过程中，我

总能提出与方案有关的全新的观点”和“在完成

这项策划方案的过程中，我认为自己是团队中创

新的典范”，试测的 α信度系数为０７９。该问卷

仍然采用立克特７点计分：１表示完全不同意，７
表示完全同意。采用一致性评估法（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ＣＡＴ）［３８］，并参考创造性思
维测验言语部分（ＴＴＣＴ）的评价维度［３９］，请４名
管理学博士（他们都经常批改管理学包括组织行

为学、市场营销学课程的考试卷以及相应的大作

业作品，对策划方案创造力的高低有较高的判断

力；并且他们都没有实际参与实验，对于具体的实

验目的和实验过程并不知情，符合实验的要求。）

从独特性、流畅性和变通性三个方面对每个团队

的策划方案进行打分，从而得到对下属创造力水

平的客观评价。下属创造力的最终得分为主观和

客观得分的加和平均。

３　实证分析结果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多
层回归分析法来验证情境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及

特质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

３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提供了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

相关系数。表中显示：（１）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
与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显著正相关；（２）领
导防御型语言框架与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显

著正相关；（３）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与下属
创造力显著正相关；（４）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
点与下属创造力显著负相关。这些数据表明，变

量间的相关模式与本研究的基本预测和假设是一

致的。

表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　　 ０．５０ ０．５０ —

２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００ －－

３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 ４．８８ ０．６６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８２

４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 ３．２９ １．２１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７９

５下属特质促进型调节焦点 ５．１５ ０．７３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８７

６下属特质防御型调节焦点 ４．４１ ０．７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７７

７下属创造力　　　　　　 ４．８０ ０．７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４２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０７ —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对角线上的粗体数据为α信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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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情境调节焦点中介作用的验证

根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２００６）［４０］所建议
的方法对下属情境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

验。回归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下属创造力
情境促进型

调节焦点
下属创造力

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 ０．３１ ０．２８ ０．２０

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 ０．３７

Ｒ２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２２

调整Ｒ２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２１

Ｆ １４．８０ １２．０９ １９．６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２中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回归结果可知，
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显著正相关

（β＝０３１，Ｐ＜０００１）；与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
点显著正相关（β＝０２８，Ｐ＜０００１），满足中介效
应检验的前两个条件。接着把领导促进型语言框

架和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同时进入回归模型（模

型３），此时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显
著正相关（β＝０３７，Ｐ＜０００１），而领导促进型语
言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 β系数由模型１的０３１
下降到了０２０，其显著性程度有所降低。因此，
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对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与下

属创造力间的正向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１ａ得到支持。

表３　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下属创造力
情境防御型

调节焦点
下属创造力

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 －０．３１ ０．４２ －０．２４

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 －０．１９

Ｒ２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１２

调整Ｒ２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１０

Ｆ １４．８０ ３０．７２ ９．０９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３中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回归结果可知，
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显著负相关

（β＝－０３１，Ｐ＜０００１）；与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
焦点显著正相关（β＝０４２，Ｐ＜０００１），满足中介
效应检验的前两个条件。接着把领导防御型语言

框架和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同时进入回归模型

（模型３），此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
力显著负相关（β＝－０１９，Ｐ＜００５），而领导促
进型语言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 β系数绝对值由
模型１的０３１下降到了０２４，其显著性程度也有
所降低。因此，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对领导防御

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的负向关系具有部分

中介作用，假设１ｂ得到支持。
３３　特质调节焦点调节作用的验证

根据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Ｊｏｒｄａｎ和 Ｋｕｎｄａ（２００２）［３３］的
建议用下属促进型特质调节焦点得分减去其防御

型特质调节焦点得分得到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得

分，该得分越高说明下属越倾向于促进型调节焦

点的特质。同样依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

（２００６）［４０］所建议的方法对特质调节焦点对情境
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

检验。回归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４和表５所示。

表４ 特质调节焦点对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

ｃｕ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下属创造力 下属创造力

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 ０．４２ ０．４０

特质调节焦点 ０．２７

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

特质调节焦点
０．１６

Ｒ２ ０．１８ ０．２０

调整Ｒ２ ０．１７ ０．２０

Ｆ ３０．９８ １１．０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４中模型１的回归结果可知，下属情境
促进型调节焦点对下属创造力的主效应显著（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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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Ｐ＜０００１）。接着把下属情境促进型调
节焦点、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同

时进入回归模型（模型２），此时交互作用不显著
（β＝０１６，Ｐ＞００５），说明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在
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关系间的调节

作用不存在，假设２ａ没有得到支持。

表５　特质调节焦点对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

ｃｕ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下属创造力 下属创造力

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 －０．２６ －０．１８

特质调节焦点 ０．４０

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

×特质调节焦点
－０．２１

Ｒ２ ０．０７ ０．１１

调整Ｒ２ ０．０６ ０．１０

Ｆ １０．０８ ５．７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由表５中模型１的回归结果可知，下属情境
防御型调节焦点对下属创造力的主效应显著（β
＝－０２６，Ｐ＜０００１）。接着把下属情境防御型
调节焦点、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及二者的交互作用

同时进入回归模型（模型２），此时交互作用显著
（β＝－０２１，Ｐ＜００５），说明下属特质调节焦点
对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的关系起

负向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交互作用，分别

对防御型调节焦点特质（特质调节焦点得分小于

０）和促进型调节焦点特质（特质调节焦点得分大
于０）的被试做创造力对情境防御调节焦点的回
归。由图２可知，下属促进型调节焦点特质倾向
抑制了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其创造力的负向影

响，即与防御型调节焦点特质的下属相比，促进型

调节焦点特质的下属（由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所

激发的）其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创造力的负向

影响要弱，假设２ｂ得到支持。

图２　特质调节焦点对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关

系的调节效应图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１４３名被试进行实验，深入探

讨了领导语言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理，主

要研究发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１）领导语言
框架能够有效地激发下属的情境调节焦点，其中

促进型语言框架激发了下属的情境促进型调节焦

点，防御型语言框架激发了下属的情境防御型调

节焦点。（２）领导语言框架能有效地影响下属创
造力水平，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正向地促进了下

属任务中的创造力，而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却抑

制了下属任务中创造力的产生。（３）情境调节焦
点部分中介了领导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的关

系。具体而言，下属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部分中

介了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的正向

关系，下属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部分中介了领导

防御型语言框架与下属创造力间的负向关系。

（４）下属特质调节焦点调节了下属情境调节焦点
（由领导语言框架所激发的）与其创造力间的关

系。下属特质调节焦点负向调节了情境防御型调

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的关系，对促进型调节焦点

特质的下属而言，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由领导

防御型语言框架所激发的）对其创造力的抑制作

用将减弱。然而下属特质调节焦点对情境促进型

调节焦点与下属创造力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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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验证，即基于本文的实验研究结论，情境促

进型调节焦点（由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所激发

的）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强度不会因为下属特质

调节焦点的差异而发生显著改变。

对于未被验证的这个假设，笔者认为原因可

能是多方面的：（１）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对个体
创造力的激励效果与情境防御型调节焦点对个体

创造力抑制效果可能并不是对称的，前者表现得

更加稳定，不会因为个体特质的差异而改变；而后

者则可能表现得不太稳定，受个体特质影响较大。

（２）实验设计本身可能不够完善，没有很好地控
制本研究变量外的一些其它变量。

综上所述，除假设２ａ外，本研究的假设全部得
到验证，最终得到的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领导语言

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理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３　被验证的理论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４２　理论及实践贡献
本文通过将调节焦点理论引入领导语言框架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领导语言框架对下属

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同时也为管理者如何有效激

发下属任务中的创造力提供了启示，因此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论贡献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１）从
领导语言框架方面来探讨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

响作用，弥补了现有研究仅关注于领导行为或特

质的研究不足，拓展了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影响方

面研究的内容范畴。（２）基于调节焦点理论（而
非传统的员工内在动机视角）构建并验证了领导

语言框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理模型，从一个

崭新的视角揭示了领导影响下属创造力的内在作

用机理和规律，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３）将
调节焦点理论应用于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影响的研

究，不仅丰富了员工创造力开发理论模型，而且也

创新性地发展了调节焦点理论。

实践启示则表现为：（１）在当前我国强调人
力资源尤其是创造性人才对于保持企业竞争优势

的战略性作用的背景下，本研究可以作为理论参

考，提供给领导者一条有效提升员工创造力的方

法和途径。领导者为达到激发和提高下属创造力

的目的，应尽可能多地使用促进型语言框架，进而

激发下属的情境促进型调节焦点，最终实现下属

创造力的提升；对防御型语言框架的使用则应尽

可能减少或避免。（２）组织或团队也可以尽可能
多地去挑选那些促进型调节焦点特质的员工，以

促进组织或团队创造力水平的提升。

４３　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一个实验研究对领导语言框架进行

了控制并基于此探讨了其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

制。实验研究中的变量虽均源自现实的工作情境，

但实验本身仍是在“纯化”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

涉及到真实的工作环境，这是本文的局限之一。第

二，由于在现实的工作环境中各种因素是相互影

响、错综复杂的，因此实验条件控制得越严就离现

实越远，这是实验研究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４１］。

未来研究应尽量回归到现实的工作情境中去，通过

实地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来考察领导语言框架对下

属创造力的影响并与实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从

而最终得出更具现实适用价值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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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０１，３５（３）：１５１－１６７．

［９］　郭桂梅，段兴民，不同领导行为对员工创造性差异化影

响的实证研究 ［Ｊ］，管理科学，２００８，２１（１）：４９－５７．

［１０］　Ｚｈｏｕ，Ｊ．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ｒｏｌｅｏｆ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ｃｌｏｓ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８８（３）：４１３－４２２．

［１１］　Ｒｅｇｏ，Ａ．ｅｔ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ｙ［Ｊ］．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１６（３）：２５０－

２６４．

［１２］　Ｗｕ，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ｏｎｅｍ

ｐｌｏｙｅ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

２３（５）：５８７－６０２．

［１３］　Ｇｏｎｇ，Ｙ．，Ｈｕａｎｇ，Ｊ．，＆Ｆａｒｈ，Ｊ．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Ｊ］．Ａ

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５２（４）：７６５－７７８．

［１４］　郭桂梅，段兴民．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创造性：内在动机和

创造性工作氛围的中介作用 ［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２００８（３）：１８９－１９６．

［１５］　丁琳，席酉民．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理研

究 ［Ｊ］．管理科学，２００８，２１（６）：４０－４６．

［１６］　Ｇｕｍｕｓｌｕｏｇｌｕ，Ｌ．，＆Ｉｌｓｅｖ，Ａ．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６２：４６１－４７３．

［１７］　Ｆｉｓｓ，Ｐ．Ｃ．，＆Ｚａｊａｃ，Ｅ．Ｊ．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ｎｓｅｇｉｖｉｎｇｖｉａｆｒａｍ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４９（６）：１１７３

－１１９３．

［１８］　Ｎａｉｄｏｏ，Ｌ．Ｊ．，＆Ｌｏｒｄ，Ｒ．Ｇ．Ｓｐｅｅｃｈｉｍａｇｅｒｙ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Ｊ］．

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８，１９（３）：２８３－２９６．

［１９］　尚玉钒，张晓军，席酉民，领导对不确定情境的意义给

赋：谈和谐主题及其框定 ［Ｊ］，管理学家（学术版），２００９

（９）：３－１２．

［２０］　Ｋａｒｋ，Ｒ．，＆Ｄｉｊｋ，Ｄ．Ｖ．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ｌｅａ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ｉ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７，３２

（２）：５００－５２８．

［２１］　Ｂｒｏｃｋｎｅｒ，Ｊ．，＆Ｈｉｇｇｉｎｓ，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ｔｗｏｒｋ［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２００１，８６（１）：

３５－６６．

［２２］　Ｃｒｏｗ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１９９７，６９（２）：１１７１３２．

［２３］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Ｉｄｓｏｎ，Ｌ．Ｃ．，Ｃａｍａｃｈｏ，Ｃ．Ｊ．，＆Ｈｉｇｇｉｎｓ，

Ｅ．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９，７７（６）：１１３５－１１４５．

［２４］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Ｒ．Ｓ．，＆Ｆｒｓｔｅｒ，Ｊ．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ｅｓ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８１（６）：１００１－１０１３．

［２５］　Ｈｉｇｇｉｎｓ，Ｅ．Ｔ．Ｂｅｙｏｎｄ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ａｉ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９７，５２（１２）：１２８０－１３００．

［２６］　Ｒｏｎｅｙ，Ｃ．Ｊ．Ｒ．，Ｈｉｇｇｉｎｓ，Ｅ．Ｔ．，＆Ｓｈａｈ，Ｊ．Ｇｏａｌｓａｎｄ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ｏｗ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ｏｃ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ｏ

ｔｉｏｎ［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５，

２１（１１）：１１５１１１６０．

［２７］　Ａｍａｂｉｌｅ，Ｔ．Ｍ．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ｄｏｉｎｇｗｈａｔｙｏｕｌｏｖｅａｎｄｌｏｖｉｎｇｗｈａｔｙｏｕｄｏ［Ｊ］．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７，４０（１）：３９－５８．

［２８］　Ｌｅｅ，Ａ．Ｙ．，＆Ａａｋｅｒ，Ｊ．Ｌ．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ｉｎｔｏ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ｉｔ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ｌ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ｅｒ

ｓｕａ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８６（２）：２０５－２１８．

［２９］　Ｈｏｌｌｅｒ，Ｍ．，Ｈｏｅｌｚｌ，Ｅ．，Ｋｉｒｃｈｌｅｒ，Ｅ．，Ｌｅｄｅｒ，Ｓ．，＆Ｍａｎ

ｎｅｔｔｉ，Ｌ．Ｆｒａｍ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ｆｉ

ｎａｎｃ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ｉｔｏｆ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９（４）：５９７－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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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Ｅｈｒｈａｒｔ，Ｍ．Ｇ．，＆Ｋｌｅｉｎ，Ｋ．Ｊ．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１，１２

（２）：１５３－１７９．

［３１］　Ｙａｍｍａｒｉｎｏ，Ｆ．Ｊ．，Ｄｕｂｉｎｓｋｙ，Ａ．Ｊ．，Ｃｏｍｅｒ，Ｌ．Ｂ．，＆

Ｊｏｌｓｏｎ，Ｍ．Ａ．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ｗａｒ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７，４０（１）：

２０５－２２２．

［３２］　Ｓｈａｈ，Ｊ．，Ｈｉｇｇｉｎｓ，Ｅ．Ｔ．，＆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Ｒ．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Ｈｏｗ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ｇｏ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８，７４（２）：２８５－２９３．

［３３］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Ｐ．，Ｊｏｒｄａｎ，Ｃ．Ｈ．，＆Ｋｕｎｄａ，Ｚ．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ｏ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ｃｕ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ｗｈｏｗｉｌｌｂｅｓ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ｕ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８３（４）：８５４－８６４．

［３４］　Ｙｉ，Ｓ．，＆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Ｈ．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ｖａｌｅｎｃｅｄｐｅｒｓｕａ

ｓｉｖ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ｆｒａｍｉｎｇ［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５

（１１）：１００７－１０２６．

［３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Ｆｌｙｎｎ，Ｆ．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ｙｌ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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