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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引导并激励其创新行为，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本研究

构建并验证了研究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五维结构模型，分析了其结构特征。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对挑

战困难维度的主效应显著，学科专业对个人兴趣维度的主效应显著，工作经验对任务驱动维度的主效应显著，读研

目的对挑战困难和个人兴趣维度的主效应显著，年级差异对创新行为激励因素各维度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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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研 究 生 教 育 担 负 着 向 经 济 社 会 建 设 输 送 高 素

质、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任。教育部《关于实施研究

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

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营造创新氛围，
强化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努力使

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接近

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

强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因此，培养研究生

创新意识，引导并激励其创新行为，是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行为科学认为，满足人的需要，并采用激励和诱

导的方式来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可以把人的潜

力充分发挥出来。激励是通过激发人的动机，诱发人

的行为，以期高效达成目标的过程。需求是激励的起

点和基础，是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是驱使人从事工

作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启动器。本文试图通过归纳

引发研究生创新活动的各种需求，分析这些激励因素

的构成特征，找到可以为研究生创新行为提供内在心

理动力的有效方式，使研究生创新教育更具有针对

性，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找到行之有效的路径。

二、研究概述

（一）测量工具

研究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问卷主要用于测查研

究生的创新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得分越高的维度，
表明研究生 更 倾 向 于 受 此 因 素 激 励 而 实 施 创 新 行

为。问 卷 编 制 过 程 如 下：首 先 对 现 有 量 表 如

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４）编 制 的 Ｗｏｒｋ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ＷＰＩ）［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编 制 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ａｃｋｅｔ（ＣＡＰ）［２］以 及 国 内 学 者（薛 贵，２００１［３］；李 艾

丽莎，２００４［４－５］；黄 春 艳，２００９［６］；王 方 芳 等，２０１２［７］）
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编制问卷项目；然后对问卷进

行预测、修改，确定问卷的最终维度和题项。问卷由

１６个题项组成，共 分 为 五 个 维 度，它 们 分 别 是 挑 战



困难、获 得 报 酬、表 现 自 我、个 人 兴 趣 和 任 务 驱 动。
问卷采用李 克 特 式５点 评 分 方 法，从１（完 全 不 符

合）到５（完全符合），表示题目陈述与研究生真实状

况的符合程度。
挑 战 困 难 维 度 体 现 了 研 究 生 有 自 我 实 现 的 需

要，面对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迎难而上，并在挑

战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分量表由３个题项

组成，得分范围３～１５分。
表现自我维度说明研究生的创新行为是出于体

现个人价值以获得别人尊重和信赖的需要。偏好这

一因素的研究生，关注自身能力是否被外界认可，为
获得正面评价而进行创新，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中的“尊重的需要”相类似。分量表由３个题项组

成，得分范围３～１５分。
个人兴趣维度表明研究生并不在意创新行为的

结果能否满足自己物质需要，而以能否满足自己的

兴趣和好奇心来选择创新行为。孔子曰“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明兴趣爱好对人

的学习所起的巨大引导作用。对精神层面需要的满

足是这一维度与表现自我维度类似之处，但偏好这

一维度的研究生更关注创新过程中内心的体验，而

后者则注重创新结果给自己带来的精神的满足。分

量表由４个题项组成，得分范围４～２０分。
获得报酬维度是物质化价值观在研究生创新行

为选择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创新，获得资助、奖励和

奖金等有形的东西，可以满足研究生的低层次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分量表

由４个题项组成，得分范围４～２０分。
任务驱动维度反映了研究生在创新活动中缺乏

主动能动性，没在内在的创新动机偏好，创新行为由

任务激发，以完成他人安排作为创新的目的，这符合

麦格雷戈的Ｘ理 论：人 生 来 是 懒 惰 的，不 愿 承 担 责

任，宁愿听从指挥。分量表由２个题项组成，得分范

围２～１０分。
（二）样本描述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电子邮件、ＱＱ群和专人

现场发放等形式，向广州地区研究生培养单位（高校）
共发放问卷３１０份，实际回收问卷２６８份，剔除回答不

完整、答案全部相同或其他无效样本，其中有效问卷

２４３份，有效样本量满足Ｎｕｎｎａｌｌｙ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４）［８］

二位学者建议的样本量至少为测量题项的５倍要求。

表１　样本结构（Ｎ＝２４３）

项目 类别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２３　 ５０．６２％
女 １２０　 ４９．３８％

年龄 ２４岁及以下 １０８　 ４４．４４％
２５～２９岁 １２５　 ５１．４４％
３０岁及以上 １０　 ４．１２％

年级 一年级 １２０　 ４９．３８％
二年级 ７０　 ２８．８１％
三年级 ５３　 ２１．８１％

院校类型 综合性院校 １１１　 ４５．６８％
理工院校 ９５　 ３９．０９％
文科院校 ３７　 １５．２３％

三、结果分析

（一）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结构分析

对问卷项目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挑

战困难、获得报酬、表现自我、个人兴趣和任务驱动

各分 量 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 数 分 别 为０．７０８，０．６３０，

０．７１９，０．６９７，０．６８９；总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为

０．７４０。量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利用Ａｍｏｓ　２０．０软 件，采 用 极 大 似 然 估 计 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对实证数据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五维

模型与实际情况的拟合程度。
模 型 适 配 度 检 验 分 为 基 本 适 配 度 和 整 体 适 配

度，在对模型进行整体适配度估计之前，应先检验模

型是否违反估计，查核参数估计值的合理性。测量

指标的测量误差方差估计值介于０．２２３至０．８００之

间，均为正数且达到０．００１显著水平；标准误估计值

很小，介 于０．０３３至０．１１５之 间。根 据Ｂａｇｏｚｚｉ和

Ｙｉ（１９８８）提出的验证准则［９］，说明无模型界定错误

的问题，基本适配度良好。
模型整体适配度是模型外在质量评估的重要指

标，包括绝对适 配 度 指 数、增 值 适 配 度 指 数 和 简 约

适配度指数 三 类，结 果 见 表２。根 据 模 型 适 配 度 评

价标准［１０］，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较理想。
表２　研究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结构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指标 χ
２／ｄｆ　 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ＮＦＩ　 ＣＦＩ　 ＰＮＦＩ

拟合结果 ２．３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７５　 ０．８９９　 ０．８５４　 ０．８３０　 ０．８６７　 ０．６２２
理想结果 ＜３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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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特征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研究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

具体特征，以性别、年龄、年级、学科类别、工作经历

和读研目的为自变量，以激励因素总得分和五个维

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性别 年级 学科专业 工作经历 读研目的

挑战困难７．３９５＊＊ ０．４７９　 ０．１４１　 ０．８５９　 ７．３７３＊＊＊

获得报酬 ０．１３７　１．３２６　 １．４２０　 ２．６３８　 １．５１７
表现自我 ０．８６４　０．０８４　 １．００２　 ０．８３２　 ０．９６９
个人兴趣 １．７３　 １．０９０　４．０５３＊ ０．０１６　 ４．２３８＊＊

任务驱动 ０．１５６　０．１２８　 １．６４９　 １０．８９０＊＊ １．７５２
总分 ２．８５　 １．２３４　 ０．７８４　 ２．７８６　 １．７０５

１．学科专业差异

对不同专业研究生的激励因素总分及各维度得

分上进行ｔ检验发现，总体而言，理工类和文科类专

业的研究生 在 激 励 因 素 总 得 分、挑 战 困 难、获 得 报

酬、表现自我和任务驱动维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个人兴趣维度上，理工类研究生明显高于文科

类研究生。这说明，前者更倾向于根据自身的兴趣

爱好选择创新方向，在创新过程中更能感受到由于

兴趣的满足而带来的身心愉悦感。究其原因，应该

是由于文科专业性质决定了其创新行为的价值和意

义多来自于社会、学校、导师的评价，为了避免得到

否定性的评价，外界的首肯和认可自然就比自身的

兴趣更能激发文科研究生开展创新活动；而理工科

专业的创新成果来自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应用，其

价值评价受外界影响较小，因而研究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来开展创新活动。

２．年级差异

对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研究生创新行为激

励因素及其５个维度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发现

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经过四年大学本科的

学习，个体发展的内在心理品质已经相对稳定，能够

激励其进行创新的因素并不会因为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而有所变化。这也说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获取名利作

为创新激励因素的研究生，要通过学术道德教育引

导他们正确理解创新与名利的关系，尽可能地弱化

其功利主义倾向，避免出现学术失范的情况。

３．工作经历差异

对有无工作经历的研究生在激励因素总分及各

维度上进行ｔ检验发现，没有工作经历的研究生，其
任务驱动因素 得 分６．４，明 显 高 于 有 工 作 经 历 的 研

究生，显著性 水 平 达 到０．００１。这 是 因 为 后 者 对 社

会生产的实际需要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也更倾

向于对创新活动作好自己的规划，而不是简单地完

成他人交待的任务。这就要求导师在引导研究生创

新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调动无工作经验学生的创新

自主性，通过完成项目研究任务，培养研究生的创新

意识，激发研究生的内在创新需求，从而把“要我创

新”变成“我要创新”。

４．读研目的差异

对出于不同目的读研的学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

总分及各维度上得分进行显著性检验发现，在挑战

困难维度上，以“谋求理想工作”为目的的研究生得

分１１．０，以“适 应 职 务 需 要”为 目 的 的 研 究 生 得 分

１０．８２，明 显 低 于 以“立 志 从 事 学 术 研 究”的 得 分

１２．３３和以“享 受 求 知 乐 趣”为 目 的 的 研 究 生 得 分

１２．６０，显 著 性 水 平 达 到０．００１；在 个 人 兴 趣 维 度 上

也有类似的结果。这说明，读研目的对研究生创新

行为的选择有重要影响。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

在创新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往往更能激发斗志，将解

决困难作为实现学术志向的必经之路。而以找工作

或职务晋升为目的的学生，更倾向于用最小化的风

险成本实现顺利就业或升职的最大化收益，由于挑

战困难往往伴随着失败的风险，因此这类学生在面

对困难时受到的激励水平就显得相当有限。

５．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研究生在创造行为激

励因素总分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具体的维度

上，男生较女生更勇于接受挑战。这是由于男生往

往被赋予更多的期望和责任，传统的角色定位使男

生面对困难 时 更 多 地 表 现 出 男 人 应 有 的 勇 气 和 信

心。除此以外，在其它维度上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

四、结论

１．激励方式要因人而异

研究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五维模型体现了研

究生需求的多样化，读研目的的差异、工作经验的有

无、学科专业的类别都会影响研究生创新行为的选

择，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培养单位、导师应采取灵活多

样的激励方式。培养单位通过定期调查或访谈等方

式，了解研究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特点和变化，为
建立创新激励机制提供必要的参考。导师在指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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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过程中，要了解研究生的需求，关心研究生

的心理倾向。例如，在创新方向的选择方面，要注意

激发起理工科研究生对这一研究方向的浓厚兴趣，
而对于文科研究生则要通过积极、正面的评价引导

其选择正确的创新方向；对于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应
该鼓励他们在选择方向时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则更多地通过科研项

目培养，使 之 在 完 成 任 务 的 同 时 明 确 自 己 的 创 新

方向。

２．激励方式要因时而异

由上文结构方程模型可知，五个因素之间存在

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相互依赖和重叠构成了研究

生创新行为激励因素的有机整体。对于个体来说，
占主导地位的激励因素会对创新行为起决定作用，
但同时其他因素仍然存在，只是影响的程度大大降

低。由于主导因素与非主导因素在不同的时点有互

换的可能，我们在激励研究生创新时要注意区分其

主导因素和非主导因素，避免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

激励方式，在不同的时点采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对主

导需求给予恰当的正面引导，使研究生坚定信心和

毅力，强化学习和研究效果，更好地完成学习和科

研任务。

３．引导研究生以正确的价值观对待创新

在激发研究生创新行为的因素中，既存在获得

外界尊重的精神层面偏好，也存在着获取报酬的物

质层 面 偏 好。这 类 偏 好 并 不 因 性 别、年 级、工 作 经

历、学科类别和读研目的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说
明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追求名利的价值观存

在于不同 类 型 的 研 究 生 群 体 当 中。组 织 行 为 学 认

为，价值观是决定行为的心理基础，行为的目的方向

受价值观的支配和调节。近年来国内外学术造假事

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多是由于受名利的诱惑而失

掉了对学术的敬畏。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出于对

名利的渴求进行创新活动本无可厚非，但研究生教

育必须防止将创新片面、简单地异化为获取名利的

手段的倾 向。研 究 生 作 为 高 校 学 术 创 新 的 主 体 之

一，同时还肩负着通过创新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

重任，要通过必不可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学术道德

教育，使之在认识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抵御名利

的诱惑，坚守实事求是的学术创新底线。

４．完善创新保障机制

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提

出，影响人们的行为有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激励

因素能够激发研究生的创新热情，为创新活动提供

持久的心理动力。保健因素不能起激励作用，却能

起到保持创新积极性的作用。研究生创新活动中的

保健因素有学校生活条件（如饮食卫生程度、住宿环

境的舒适程度、交通出行的便捷程度等）、校园学术

条件（如馆藏图书数量、数据库资源的全面性、实验

室设备先进性等），这些需求的满足，并不能促使研

究生开展学术创新，却可以保障创新活动的顺利进

行。因此，培养单位在激励研究生创新的同时，也应

重视完善创新保障机制，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创新

环境，使研究生 在 环 境 体 验 中 坚 定 学 习 信 心，引 导

观念变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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