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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将人类社会由互联网时

代推向了AI时代。由于对各行各业带来的基础性变革,AI将挑战并改变创新过程和创新管理的

本质。但截至目前,新一代AI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相关的应用场景尚未得到足够

的关注和研究。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对现有与人工智能和创新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

统性回顾与评析。在此基础上,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预测和展

望,并对该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潜在科学问题进行了凝练与分析。本研究为AI时代的创新研究提

供了科学的方向,对未来的政策制定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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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日趋动荡的经济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实现

创新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

展,将成为我国在新一轮博弈中能否赢得胜利的关

键。当前,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加速经济社

会变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愿景目标纲要的建议》提
出要瞄准AI、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实施

一批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项目,推动我国

创新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国务院

关于印发新一代AI发展规划的通知》强调要加快推

进AI与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共创共享的经济新形态。与上一代AI技

术相比,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新一代AI具有可塑性、
生成式和持续学习的特点[1],将人类社会由互联网

时代推向了AI时代。由于对各行各业带来的基础

性变革,人们预期AI将挑战并改变创新过程和创新

管理的本质[2]。因此,抓住新一代AI技术大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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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历史新机遇并将其应用于组织中的创新过程,赋能

行业和企业发展,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

至关重要。
与以机器视觉,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为代表的

上一代AI相比,基于大模型的新一代AI在自然语

言处理、多模态学习、自动驾驶、医疗健康和金融等

领域的应用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随着大模型的不

断发展和改进,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
但截至目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AI对创新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相关的应用场景尚未得到足

够的关注和研究[3]。此外,以往有关AI与组织中的

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揭示哪些因素影响了

AI与创新的关系(know
 

what),而开发用于提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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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创新效率与效益的终端应用,能够实实在在发挥

AI助力创新的应用研究(know
 

how)则远远不够。
造成这一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AI领

域的学者专注于技术本身的开发与改进,而对技术

在创新领域的应用场景缺乏经验和专长;另一方面,
企业管理人员对AI尤其是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新一

代AI的底层逻辑和强大功能缺乏了解,从而无法将

其有效应用于创新管理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创新

具有领域特定、行业特定、专业特定的性质,通用大

模型由于其大而不精的特点常常无法实实在在发挥

作用。因此,聚焦行业特征、专业特点开发用于特定

行业和专业创新的垂直大模型方能切实发挥AI对

创新的赋能作用。尽管在创新领域不断涌现AI相

关的综述研究[46],但现有研究侧重中观层面的企业

创新,如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或开放创新等,忽
视了微观层面的创新和创造力。事实上,组织中的

创新和创造力具有不同的内涵。其中,创造力是创

新的第一阶段,即新颖且有用的创意的产生,而创新

则既包括创意的产生,也包括创意的执行。因此,梳
理AI对微观组织创新和创造力的影响有助于全面

理解AI在组织创新全过程中的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拟对以往AI与创新和创造力之

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评析,总结当前研究

存在的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为大模型更好地服务

行业和企业创新提供科学的指引与路径。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1.1 组织创新和创造力研究

创新是指内部开发或外部引进新点子并将其产

品化、市场化的过程[7,
 

8]。广义的创新具有多阶段

属性,分为创意的产生和创意的执行[8,
 

9]
 

。创造力

被定义为产生想法的新颖性和有用性,常常被视为

创新过程的第一阶段,而创新则强调这些想法的执

行或应用。因此,在组织管理领域中,创造力和创新

的密切相关,常常被视为创新过程的两端。从创新

层次视角来看,创新可以分为个体、团队和组织层面

的创新[10]。
对于个体创造力和创新的前因变量,以往研究

主要聚焦于个体因素(如人格特质、目标导向、价值

观、思考方式等)[1114]、任务特征(如工作常规化和复

杂性、目 标 和 工 作 要 求、工 作 压 力 和 不 安 全 感

等)[1518]、社会情境因素(如领导因素、顾客因素、反
馈等)[1921]等对个体创造力和创新的影响。团队创

造力和创新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团队结构和组

成、团队氛围和流程,以及领导风格等对团队创造力

和创新的影响[2224]。组织创新方面,过往研究主要

探讨了高管团队、社会网络、组织战略、组织结构与

规模、创业扩散等对组织创新的影响[25,
 

26]。
相对而言,对新兴的AI技术在组织中的创新形

成过程中的作用关注较少。面对这一现状,创造力

研究领域著名学者Amabile呼吁创造力领域的研究

人员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AI如何影响创造力

和创新,以及被创造力和创新所影响[27]。最近在管

理学顶级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发表的一篇文章证明了AI的采用的确有助于帮助

员工提升其创造力[28]。因此,AI是否以及如何影

响了组织创新需要更多的研究予以揭示。

1.2 人工智能及其发展现状

AI的出现推动组织管理由信息化、数字化阶段

迈向了智能化阶段。AI通过模拟人类认知任务(如
学习、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各个领域带来了

革命性变化[7]。与以机器视觉、语音识别、机器翻译

等为代表的上一代人工智能相比,基于大模型的新

一代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学习、自动驾

驶、医疗健康和金融等领域的应用都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比如,在市场分析与预测领域,大模型能够分

析大量市场数据,包括消费者行为、价格趋势等,从
而预测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这些分析有助于企

业做出更准确的库存管理、定价策略和市场定位决

策。在金融领域,大模型在风险评估、投资策略和欺

诈检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大模型在股

票市场预测、信用评分和交易监测等任务中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在运营优化方面,大模型可以优化

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和物流规划。通过预测需求

和识别效率改进,企业能够减少成本,提高运营效

率。在经济预测和宏观经济分析领域,大模型已经

被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趋势,如GDP增长、通货膨胀

率和就业率。它们能够处理和分析复杂的经济指

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洞见。然而,尽管大模

型在多个领域展现了巨大潜力,其对创新的影响及

其作用机制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3]。
已有AI与创造力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AI正在从分析、管理、协作、扩散到实施等多个维度

重塑组 织 的 创 造 力 和 创 新 过 程。比 如,Kakatkar
等[29]和Fredström等[2]的研究揭示了AI作为创新分

析工具的潜力,改变了理解和追踪创新的方式。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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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方面,Tekic和Füller[3]以及 Hutchinson[30]强
调了AI带来的范式转变,重塑了创新管理的本质,
并将AI时代的创新管理定义为一个数据驱动的过

程,并且认为AI会显著影响创新过程的所有维度。

Bouschery等[31]和Verganti等[32]探讨了AI与人类

创新的协同,突出了 AI与人类创造力的互补性。

Haefner等[33]认为创新面临越来越动荡的环境、激
烈的竞争和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与此同时,信息的

可获得性持续增加,因此,组织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

信息处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意味着组织创新

需要引入AI和机器学习,原因在于他们在信息处理

方面具 有 显 著 的 成 本 优 势。在 微 观 的 层 面 上,

Amabile[8]指出 AI可能带来创造力的意外惊喜。

相关研究为此观点提供相应的实证证据[34]。
近年来,围绕AI和创新的研究日益丰富,相关

综述研究不断涌现。例如,Mariani等[5,
 

6]采用系统

性文献综述方法,梳理出AI在创新背景下的关键前

因和后果。Bahoo等[4]通过文献综述,确定了AI在

企业创新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侧重于企业层面的特

定创新,忽视了组织中的创新和创造力。组织中的

创新和创造力涉及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AI
如何在这三个层面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问题。为了进一步对现有涉及AI与创新的研究文

献进行更加详细的梳理和具体的呈现,研究采用

CiteSpace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并进行可视化分析,
具体流程见图1。

图1 研究流程

2 AI和创新与创造力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图2为文献检索和筛选策略。本文分别选取中

国知网总库、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EBSCO
和Spring作为数据来源。中文文献检索来源为知

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核心期刊,将 AI和组织创

新、创造力、创意产生、创意执行作为主题检索词,
确定检索范围时间为1950年1月1日至2024年

1月20日,选择企业经济、心理学和管理学学科分

类下的学术期刊。英文文献检索来源为 Web
 

of
 

Science核 心 合 集、EBSCO 和 Springer。将 “AI”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creativity”“idea
 

generation”“idea
 

implementation”作为主题限定词

进行检索,在数据提炼过程中确定检索范围时间同

上,确定语种类型为英文。在文献筛选过程中去除

非组织管理领域创造力与创新文献及信息不全的文

献(比如摘要缺失)后共得到7篇中文和78篇英文

文献,共计文献85篇。
考虑到可能存在文献检索疏漏,本文优化了文

献检索策略。在原有关键词的基础上,研究增加文

献检索词,如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深度学

习(deep
 

learning),以捕捉更多相关文献。除此以

外,本文扩大期刊搜索范围。文献搜索范围不仅限

于CSSCI期刊,还将包括北京大学核心期刊。通过

这些改进措施,本文额外搜索了英文文献6篇,中文

文献3篇。最后总计英文文献84篇和中文文献10
篇,共计文献94篇。

2.1 年度发文量态势分析

如图3所示,国外于1991年开始关注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中的使用,Adam等[35]于1991年在美国

医学 信 息 学 协 会(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AMIA)发表论文,研究医疗组织利用

AI等技术支持医疗机构间知识共享等相关问题。
该研究利用AI在大数据处理、知识表达、自然语言

处理等方面的技术,实现了医疗机构间知识的开放

共享,为推动组织创新提供了案例参考。2019年以

前英文文献每年发表数量都是个位数。从2020年

开始发文量突破两位数,2021年开始呈现陡崖式上

升趋势,2022年达到最高值25篇。国内于2020年

开始关注 AI与创新和创造力关系,相关文献有6
篇,例如朱桂龙等[36]于2020年发表在《科学学研

究》上的《合作网络视角下国际人才对组织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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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文献检索和筛选

图3 “AI与创新和创造力关系”文献年度发文量统计

影响研究———以AI领域为例》。在2020年之后每

年均有中文文献产出,但数量仅在个位数。由此可

见,国内对于“AI与创新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相比

于国外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但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

趋势,且在未来还有较大的深入研究空间。

2.2 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

对发文作者的统计分析可以考察该研究主题研

究力量的分布情况,以及作者在该领域的学术产出

水平和贡献程度。CiteSpace作者共现网络图中,节
点文字大小表示作者发文量多少,节点间的连线表

示作者存在合作关系,本文通过对文献作者进行统

计分析来挖掘“AI与创新和创造力”研究是否存在

核心作者与核心群体。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核心作

者发文量应该不小于N=0.749 Nmax,即英文核

心作者的发文量至少应为1篇(N=1.06),中文为1
篇(N=0.749),于是通过CiteSpace对样本文献进

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阈值选择1,即选择呈现英文

和中文文献所有作者,如图4、图5所示。结果显示

国内和国外的文献产出均较低,作者间连线稀疏。
这说明合作不够密切,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在该 领 域 中,有 几 位 学 者 的 贡 献 尤 为 突 出。

Campbell、Sands等组成的合作团队主要关注AI和

机器学习在营销中的应用。他们的研究涵盖了多个

方面,包括深度伪造技术在广告中的应用[37]、生成

式AI进行广告创作的负责任原则[38]、AI生成的多

样化模特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39]、生成式 AI
对广告行业的整体影响[40],以及利用 AI和机器学

习技术分析奢侈品的电子口碑营销[41]。另一方面,

Füller、Wahl、Hutter等组成的合作团队则聚焦于人

工智能在创新过程中的应用,他们的研究主要包括

AI如何支持创意和创新过程[41],以及探讨AI工具

在众包和创意生成中的潜力[42,
 

43]。

2.3 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可视化

发文机构合作网络是对作者所在的机构或单位

进行统计,呈现国外和国内所有机构。如图6、图7
所示,国外和国内机构间连线稀疏,说明尚未形成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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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英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共现图

图5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共现图

地区跨机构的合作格局。在具体发文量方面,如
表1、表2所示,中文和英文文献总计发文量最多的

大学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和伦敦大学。

2.4 关键词共现分析

2.4.1 关键词频率分析

选择频率大于等于20的英文关键词和所有中

文关键词呈现。根据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并

选取频数大于等于4的英文关键词和频数大于等于

1的中文关键词,依次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

智能(31),Creativity创造力(18),Management管

理(9),Future未 来 (9),Big
 

Data大 数 据 (7),

Innovation 创 新 (6),Performance 绩 效 (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 息 技 术 (5),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5)等。分析结果显示“AI”为研

究的热点,表明了该领域的技术和理论正在迅速发

展,并且在多个学科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创造力”
在学术研究中的高频出现表明创新和创造性思维在

该领域被高度重视,意味着创新思维被视为解决问

题和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这可能与寻求通过

AI等技术来增强或模拟人类创造力的研究有关。
“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突显了对于如何管

理技术创新,包括AI在内的新兴技术的需求。“未
来”作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表明学者们对于未

来技术趋势和预测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AI如

何塑造未来社会和经济方面。“大数据”与AI紧密

相关,因为大数据是训练和改进机器学习模型的基

础。研究这一领域的文献表明了对数据驱动决策和

分析的重视。“创新”被认为是推动业务和技术发展

的关键动力,而“绩效”则是衡量这些创新成果的重

要指标。这两个关键词的共现可能反映了对于如何

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业务和组织效率的探讨。“信息

技术”和“机器学习”是实现AI的关键支持技术。它

们在研究中的频繁出现表明学界正致力于理解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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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英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

图7 中文文献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

表1 英文和中文文献高产机构发文量

英文文献

发文量
英文文献机构

中文文献

发文量
中文文献机构

3 University
 

of
 

London 4 中国科学院

2 Harvard
 

University 1 浙江大学

2 Aalto
 

University 1 中国人民大学

2 RWTH
 

Aachen
 

University 1 中山大学

2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 南开大学

表2 高频关键词表

样本 排序 频数 中心性 关键词

英文

1 31 0.4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2 18 0.47 Creativity创造力

3 9 0.11 Management管理

4 9 0.10 Future未来

5 7 0.17 Big
 

Data大数据

6 6 0.28 Innovation
 

创新

7 6 0.26 Performance绩效

8 5 0.21 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

9 5 0.11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10 5 0.06 Impact影响

11 5 0.01 Decision
 

Making决策制定

12 4 0.05 System系统

13 4 0.04 Technology技术

14 4 0.02 Leadership领导力

中文

1 4 0.22 人工智能

2 1 0 大数据

3 1 0 知识网络

展这些技术,并将它们应用于各种实际问题中。这

些关键词的共现表明了 AI、大数据、机器学习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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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绩效改进和未来技术趋势之间的紧密联系。

2.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将关系密切的关键词聚在一起,
形成 类 图。将 高 频 关 键 词 进 行 聚 类 分 析,当

Modularity
 

Q值(模块值)>0.3时,表示图谱划分

的聚类结构显著,S值(Mean
 

Silhouette,平均轮廓

值)表示聚类内部的同质化程度,当S值>0.5时,
则认为聚类是合理的,S值>0.7时,表示聚类结果

高效令人信服,过低的S值说明无明确主题。图8
英文关键词聚类图中Q值=0.722,S值=0.910,说
明聚类结构显著且比较有效。从0开始编号,其中

0表示最大的集群。英文关键词聚类图显示11种

聚类结果。(1)
 

#0
 

innovation(创新)。这个聚类包

含关键词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机器学习等,显示

了AI在推动创新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通过大数据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企业和组织的创新

能力提升。(2)
 

#1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

权)。这个聚类包括关键词知识产权、专利、版权保

护等。该聚类显示了随着AI技术的发展,创新成果

的保护变得尤为重要。(3)
 

#2
 

deepfake(深度伪

造)。该聚类包含关键词深度伪造、虚假信息、图像

处理等。(4)
 

#3
 

algorithm(算法)。该聚类包含关

键词决策、偏见、技术、创造力等。该聚类集中探讨

了AI算法在决策和创造力中的应用。(5)
 

#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option(AI的采用),包含关

键词组织创新、信息技术、用户接收、个性以及领导

力。这个聚类展示了AI在组织中的实际采用情况

及其 对 个 体 和 组 织 的 影 响。(6)
 

#5
 

access
 

to
 

information(信息获取),包含信息和资源的获取。
该聚类表明AI技术在信息获取和资源共享方面大

大提升了效率,使得创新资源更加容易获取和利用,
促进了数据驱动的创新。(7)

 

#6
 

facilitation
 

of
 

group
 

processes(群体过程)。该聚类包含关键词群

体系统支持、群体问题解决环境、电子会议系统、团
队过程的促进、自动构建、概念聚类、电子商务扩散。
该聚类反映了 AI技术在团队过程优化中的应用。
(8)

 

#7
 

appreciative
 

inquiry(欣赏式探询),包含关

键词包括头脑风暴小组、积极影响、认知刺激、欣赏

式探询等。该聚类显示了AI技术通过提供智能建

议、优化协作流程和创建沉浸式体验环境,提升了团

队的创新能力和组织的整体创新水平。(9)
 

#8
 

team
 

learning(团队学习)。该聚类反映了 AI技术

在团 队 学 习 和 组 织 学 习 中 的 应 用。(10)
 

#9
 

innovation
 

generation(创新生成)。该聚类反映了

AI技术在创新理念生成中的应用,包括设计思维、
动态能力等方面。(11)

 

#10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该聚类反映了AI技术在项目管理中

的应用,包括全球项目和开发、项目管理等方面。该

聚类显示AI通过提供智能化支持和优化项目管理

流程,提升了项目的管理效率和成功率,推动了项目

管理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

图8 英文关键词聚类图



 

 86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4年

  图9中文关键词聚类图的Q值=0.7427,S值

=0.9574,聚类结构显著有效,由此产生七个聚类。
(1)

 

#0
 

产品创新。该聚类探讨了 AI在产品创新

中的应用和影响,包含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化一言

等。(2)
 

#1新时代。该聚类包含关键词变革方式、
人才、新时代使命,探讨了在新时代背景下,AI带来

的变革及其对人才需求的影响。(3)
 

#2
 

国际人才。
该聚类包含关键词知识网络、国际人才,显示了全球

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才交流和合作成为创新的重

要推动力量。(4)
 

#3
 

数字创新。该聚类包含关键

词企业组织、产业组织、数字创新等。这一聚类集中

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和创新。(5)
 

#4
 

BSI模型。这

一聚类涉及到BSI模型在创新中的应用。(6)
 

#5
人工智能。该聚类包含智能算法动态评价等关键

词,探讨了AI相关技术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7)
 

#6大数据。该聚类包含创新文化、创新氛围等关

键词,反映了大数据背景下的创新发展和文化变革。

图9 中文关键词聚类图

2.5 时间线图

时间线图是将某段时间关系比较密切的关键词

聚在一起,挖掘特定时间研究热点,如图10所示。
根据AI与创新和创造力的时间线图,研究者们在

2015—2024年期间对该话题有密切的关注,高频关

键词为创造力、创新、信息接触、自尊、内在动机、核
心自我评估、授权领导、大数据等,主要关注AI影响

创造力 的 心 理 机 制。例 如,在 AI在 认 知 方 面,

Bushe和Paranjpey[45]探索了 AI在认知方面的作

用,研究了AI促进创造性想法生成的原因。他们认

为与传统问题解决方法相比,AI是一种更具生成性

的探询形式。这种探询形式通过关注和放大组织或

情境中的积极面来激发创新和创造性想法。

2019—2022期间高频关键词为系统、技术、设计、
未来、AI、影响、机器学习、组织创新、后果、用户接受

度等,主要关注 AI的影响后果。例如,Bouschery
等[32]探 索 了 变 压 器 语 言 模 型(transformer-based

 

language
 

models)在AI中的使用,以及这些模型如

何拓宽创新团队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探索问题和解

决方案的范围,以提高团队创新效率。

2022年以后为年龄偏差、感知、刻板印象、老
龄工作者、自我提升、外部效度、社会角色理论、认
知衰减等,主要关注 AI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

Ivanov[46]讨论AI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些问题,
如AI对伦理、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影响以及 AI
在现有教育系统中的应用所引起的众多问题,例如

数据集和算法的偏见、剽窃、事实错误、微观管理、行
为操控、全面监控、对 AI的过度依赖、AI决策的可

解释性和透明度不足、技能流失及隐私问题。

3 讨论与结论

3.1 理论贡献

尽管新一代AI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但关于其

对创新和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仍较为零散。通过文献

计量分析方法,本文系统地整理了相关研究,识别了

当前研究热点和趋势,并揭示了该领域知识结构的

演化,为AI与创新和创造力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和

客观的呈现,丰富并拓展了现有中观层次企业创新

研究的文献综述。
此外,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模型框架,更

好地解释AI如何影响组织创新。该模型涵盖了个

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分析了AI对认知过程、自
我效能感、资源利用、团队沟通、知识共享、组织学习

等方面的影响。这一框架为理解AI在组织创新中

的多维度影响提供了清晰的研究视角。

3.2 研究不足

本研究主要依赖文献分析,虽然这种方法能够

提供宏观的研究趋势和主题分布,但缺乏对具体案

例的深入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定性方

法,如案例研究或田野调查,以提供更丰富、更细致

的洞察,特别是在理解AI如何在实际组织环境中促

进创新方面。尽管本研究努力涵盖了较长的时间跨

度,但AI领域的发展速度极快,新的突破和应用不

断涌现。本研究的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最新的发

展趋势,特别是在论文发表和数据收集之间可能存

在时间滞后。这可能导致某些新兴主题或最近的重

要发展未被充分反映。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建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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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机制,或进行定期的追踪研究,以确保分析结果

持续反映该领域的最新进展。

4 研究总结与展望

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新一代AI正在将人类社会

从互联网时代推向AI时代,这一转变带来了深远的

影响。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现有的人工

智能与创新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回顾与评

析。通过这一分析,本文识别了 AI、创新与创造力

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揭示了这些研究热点随时间的

演化轨迹。更进一步,为了清晰阐述AI对创新和创

造力的多维度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系统的模型

框架(如图11所示)。该模型整合了组织、团队和个

体三个层面,全面展现了AI在推动创新和激发创造

力方面的潜力和机制。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和时间线图分析的基础上,

本研究总结出未来AI与创新和创造力研究的三个

前沿研究方向。

图10 时间线图分析
 

图11 模型框架

4.1 人工智能与个体创新与创造力

4.1.1 AI增强个体创造力研究

2022年 底,由 OpenAI发 布 的 语 言 大 模 型

ChatGPT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大模型+大

数据+大算力”的加持下,ChatGPT能够通过自然

语言交互完成多种任务,具备了多场景、多用途、跨
学科的属性。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突破性

进展,使得AI在文本生成、对话系统、智能客服、自
动翻译等诸多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大模型不仅可

以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而且能够从大量的文本数

据中学习并生成新的、创造性的内容。大模型在各

个领域的应用,重新定义了机器与人类创造力之间

的关系。然而,这些模型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探讨。结合聚类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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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未来研究可以从资源角度和认知的角度,探讨

AI对个体创新和创造力的赋能作用。
结合聚类#5

 

access
 

to
 

information,未来研究

可以考察AI如何改善个体获取和利用创新资源的

能力,从而促进创造力。个体创造力的提升需要一

定资源支持才能得以实现(如时间、知识、信息等),
而大型语言模型如ChatGPT通过自然语言生成能

力,为个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文本素材。有

研究表明,与ChatGPT一起完成复杂的创造性任务

可以提高个人的创造性表现以及他们感知到的自我

效能感[47]。与此同时,AI工具还能提供即时反馈,
帮助个体改进创意[48],从而提高个体创造力。除此

之外,在教育领域中,大模型帮助个体通过定制化学

习体验来发展其创造力[30]。
基于 聚 类 #3

 

algorithm 和 #9
 

innovation
 

generation,未来研究可以探讨 AI算法如何优化个

体决策过程、减少认知偏见,并提升创造力。知识经

济时代,知识的获取和利用已成为推动学术和技术

进步的关键动力。随着科学文献和数据量的爆炸式

增长,科研人员面临着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知

识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开发针对特定

科研领域的专有模型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模型不仅

能够加速知识的获取过程,还能促进知识的深入理

解和高效利用,从而推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科

研工作的一个核心环节是从已有的科学文献和实验

数据中提取知识。然而,由于科学文献的数量呈指

数级增长,科研人员很难跟上最新的研究进展。特

别是在跨学科研究领域,这一挑战更加突出。除此

之外,数据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不断增加,要求科研

人员不仅要理解深奥的科学概念,还要掌握复杂的

数据分析技能。在这种背景下,开发以AI和机器学

习技术为基础的专有模型可以帮助科研人员高效获

取和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深

度学习,这种模型可以从大量的科研文献和数据中

自动提取关键信息,减少科研人员在信息搜索上的

工作量。同时,科研不仅仅是关于获取知识,更重要

的是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科学发现和技术

创新。知识的深入分析和综合应用是这一过程的关

键。然而,由于知识的复杂性和跨学科特性,这一任

务变得越来越艰巨。研究开发面向垂直领域的专有

模型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模型能够提供深入的数据

分析、模式识别和预测能力,从而帮助科研人员更好

地利用他们获取的知识。已有研究将AI应用于创

意识别和筛选方面[49],展示了 AI在科研创新中的

潜力。未来研究需要针对特定领域对大模型进行预

训练和微调,使它们具有更高的领域专业性,满足科

研领域的具体需求,帮助科研人员获取整合性知识,
提升其创造力水平。

4.1.2 AI驱动的个性化学习与创新

随着AI技术逐渐应用在组织场景中,AI被认

为是促进个体间学习过程和应对复杂情境的关键支

撑[50]。但截至目前,从人际间学习的角度研究新一

代AI对个体创造力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缺乏。以往

研究主要关注传统信息技术对人际间互动的影响,
而对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AI在这一领域的作

用关注不够。与传统信息技术相比,新一代AI具有

可塑性、生成式和持续学习的特点[1]。学者指出正

是由于这种不同于传统信息技术的优势,以大模型

为代表的新一代AI是促进员工之间、专家和顾客之

间知识共享的重要工具[51],对组织中人际间知识传

递过程产生影响[52]。

4.1.3 AI使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尽管大模型在促进创造力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但同时也不乏争议。借鉴聚类#2

 

deepfake的启

示,未来研究可以考察AI应用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

响。有研究认为,AI的高速发展会通过增强工作不

安全感,从而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53]。
同时,过于依赖AI产出内容,可能会限制用户的思

维,进而抑制创造力[54]。因此,对个体创造力而言,
需要研究大模型的使用是否会有过犹不及效应。

4.2 人工智能与团队创新与创造力

团队作为一种高效灵活的内部协作组织形式,
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所采用,成为创新的基本单元。
团队创造力已经成为组织竞争优势和创新的重要组

成部分[55]。AI大模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和理

解,可以生成和分享各领域的知识,从而促进知识的

传播和应用。同时,AI和大型模型的通用性、可塑

性、生成性、连续学习的特性赋予了它们强大的改进

和优化能力[56]
 

。因此,AI和大模型在团队中发挥

的作用,特别是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已经成为

创造力研究和实践中的热点课题[8]。

4.2.1 AI赋能的团队协作与创新

基于聚类#6
 

facilitation
 

of
 

group
 

processes和

聚类#2
 

国际人才,未来研究可以考察AI如何优化

团队沟通和知识共享,提升团队创新效率,以及探索

AI在促进跨文化、跨地域团队协作中的作用和挑

战。大数据、AI技术正逐渐与技术研发、业务流程

重构和商业模式创新深度融合,为企业创新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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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新的技术赋能机遇。未来商业竞争态势将不再是

单个企业之间的比拼,而是综合创新生态优势的较

量[57]。因此,联合技术团队进行跨职能、跨学科乃

至跨行业的多团队系统也将成为企业提升创新资源

传递效率和利用效率的重要组织结构。这就需要从

知识整合的角度探究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新一代 AI
如何影响多团队系统的知识整合,并进一步分析这

种影响如何作用于多团队集成创新。与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跨学科协同攻关,部署开发提高多团队系统

任务协作效率的大模型,充分发挥AI赋能效应。在

此基础上,探究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新一代AI如何影

响多团队系统的任务协作,进而影响多团队集成

创新。

4.2.2 AI驱动的团队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升

利用聚类#8
 

team
 

learning的洞见,未来研究

可以调查AI如何促进团队学习机制的形成和知识

的积累。AI可以通过智能推荐系统和知识管理平

台,帮助团队成员更容易地找到所需的信息和专家,
从而促进知识流动和共享。例如,在施工行业,AI
虚拟助手显著增强了团队知识共享和吸收能力,从
而推动了团队创新[58]。基于聚类#7

 

appreciative
 

inquiry,未来研究可以考察AI辅助的欣赏式探询对

团队创新氛围和创新产出的影响。AI可以根据团

队的背景和目标,自动生成有助于激发创意和积极

思考的问题,促进团队成员的参与和互动。例如,研
究发现,使用AI的小组在生成性创意评分上显著高

于其他组,这表明 AI方法在激发创意方面的潜

力[45]。研究发现 AI的使用频率越高,团队内部心

理授权水平越高,进而提高团队绩效[59]。

4.3 人工智能与组织创新

在企业层面上,组织中的创新强调想法的应用

和执行,即应用内部已有的或者外部购买新的产品

或服务(产品创新)、新的生产过程技术(技术创新)、
新的结构或管理系统(管理创新)[25,

 

26]。成功的创

新在帮助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和获得竞争优势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60]。

4.3.1 AI驱动的组织创新模式转型

基于聚类#0
 

innovation和#3
 

数字创新,研究

AI如何推动组织从渐进式创新向突破性创新转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将AI的使用作为直接

的创新来源[61],如生成AI应用程序ChatGPT[62]和
自动化的会计和审计流程[63]。除了将AI融入产品

和服务,一些企业将AI应用范围扩展到了组织创新

过程[64]。例如,生物制药公司Berg通过自行构建

的AI平台,揭示了癌症代谢中自然发生的分子模

式,并最终研发出治疗胰腺癌的药物[65]。这些前沿

应用展示了未来的组织创新管理发展趋势,即当AI
演变为通用技术并广泛地应用于不同领域时,将会

促使整个创新过程的重塑,从根本上改变创新方

式[66]。更深层次的研究可以聚焦于AI如何推动整

个创新过程的重塑,从创意生成、筛选到实施,AI都

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生成式AI工具

如ChatGPT可以帮助创新经理产生更多创意,并提

高创意的质量[67]。此外,AI的使用也影响组织的

创新选择[68]。例如,AI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
能够有效地筛选出具有潜力的创意[68]。

4.3.2 AI赋能的组织学习与知识创造

国内外有很多学者研究了AI使用如何影响组

织层 面 的 创 新 活 动,包 括 产 品 创 新[69]、技 术 创

新[70]等,但其中的作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讨论。
根据Chandy和Telli[71]提出的创新模型,技术知识

和市场知识的创造直接反映了组织创新程度。也

就是说,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以及对市场的了解是

组织创新的决定因素[72]。基于以上考虑,可以从

知识创造的视角开展 AI与组织创新关系的研究:
首先是“Gen-AI(Generative

 

AI)的使用如何影响组

织创新”的问题。依据知识基础观的原理,考察

Gen-AI的使用对组织创新的作用机制;其次是“AI
使用如何影响组织创新选择”的问题,从组织学习

理论出发,探究替代型AI使用和增强型AI使用分

别会促进哪种创新。

4.3.3 AI驱动的产业创新与组织间协同

AI技术正在不断推动企业间共生共变,其中

生成式AI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实践应用为企业间的

沟通与交流赋予了新的情景特征,对于行业发展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大数据和大模型的双轮模式推

动了AI的跨越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

被视为一种企业竞争资源,为大模型提供了充足的

训练样本。由于大模型具有强烈的数据依赖性,其
助推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依赖于行业内提供的大数

据资源实现模型的优化,二者相辅相成。如何基于

大模型应用背景促进行业内和企业间的交流,提升

组织学习能力,并反哺大模型,也是亟需解决的重

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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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ignaled
 

by
 

large
 

language
 

model,
 

has
 

changed
 

the
 

human
 

society
 

from
 

Internet
 

era
 

to
 

AI
 

era.
 

Due
 

to
 

its
 

fundamental
 

impact
 

on
 

various
 

industries,
 

AI
 

assumes
 

to
 

challenge
 

the
 

nature
 

of
 

both
 

innovation
 

proces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Yet
 

to
 

date,
 

the
 

impact
 

of
 

AI
 

on
 

innova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has
 

received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By
 

us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literature
 

associated
 

with
 

AI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
 

and
 

analysis,
 

we
 

suggeste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regarding
 

the
 

influences
 

of
 

AI
 

on
 

individual
 

creativity,
 

team
 

creativity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summarized
 

the
 

potential
 

critical
 

scientific
 

issues
 

in
 

this
 

area.
 

The
 

present
 

study
 

points
 

out
 

the
 

valuabl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innovation
 

research
 

in
 

AI
 

era
 

a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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