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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问卷调查与因子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把文化创意人才的元胜任力模型归纳为创意精神、创意知识及创意
技能３个维度和１６个因子，高校是其培养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高校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归纳为“３－３矩阵模
式”。通过胜任力理论来探索文化创意人才的元胜任力模型对当前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高校人才培养对策

的制定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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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因此，人才的培养对于这项新兴产业来说

至关重要。然而，从我国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来看，一方面，学校教育以学科分类为中心的课程安排和

培养目标，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特征相脱节，导致学生缺乏产业开发和管理能力；另一方面，社会教

育在追求标准化和规范化，培养的人才具有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并直接导致创造性人才的不

足，特别是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直觉感悟的人才奇缺，从而制约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旧有的人才培

养模式下，我国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从业人员整体缺乏创造性和实践能力，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创意

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鉴于此，本文贯穿“创意以人为中心”的理念，把创意者及其创意活动作为整

个产业的核心环节，把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视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点，引入胜任力的理论和方

法，构建文化创意人才的元胜任力模型，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我国高校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模式，为我国

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参考。

１　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模型
１．１　文化创意人才

文化创意人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引起学术界重视是从 Ｆｌｏｒｉｄａ的 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一
书开始的。他认为，在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对于创意的渴求不断强化，从而衍生出一个新的阶层，即

创意阶层（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他们与文化艺术、科技、经济各方面的事物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的工
作涉及制造新理念、新科技、新内容，包括了所有从事科学、工程、设计、建筑、教育、音乐、娱乐以及文学

艺术等行业的工作者。Ｆｌｏｒｉｄａ进而根据美国的社会现状把创意阶层分成“具有特别创造力的核心（ｓｕ
ｐｅｒ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ｅ）”和“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人员（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两个组成部分［１］。

我国学术界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关注是随着２００４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关注而同步开始的。李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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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鹏等认为，文化创意人才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以自主的知识产权为核心，以特殊或专业技能为手

段，以创造产品和服务的精神价值为目标［２－３］。而楼晓玲等认为，凡是以个人的创造力作为核心要素而

促进产业发展的从业者，都可以称为文化创意人才［４］。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在我国不断发展，学

者们对文化创意人才的理解也不断深入。刘友金、赵瑞霞、胡黎明提出了创意主体的概念，他们认为，创

意主体是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新为根本、以创造力为核心生产要素，进行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社会群体。

进而他们把创意主体划分为艺术家、创意设计家、企业家３个核心组成部分［５－６］。与其他概念不同的

是，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文化创意人才的内在本质属性，他们对创意主体的定义和划分不仅从理论上厘清

了文化创意人才核心特征，而且从操作层面上把文化创意人才和其他人才区别了开来。因此，本文的文

化创意人才内涵继续沿用上述创意主体的定义。

１．２　胜任力及元胜任力模型
胜任力（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的概念源自美国心理学教授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应邀帮助美国国务院设计一种能够有

效地预测基层外交官实际工作业绩的研究，他认为，胜任力是指处于特定的工作岗位、组织环境及文化

氛围中，能够取得优异业绩的个体所表现出的可以客观测量的个人特质［７］。近３０年来，胜任力理论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运用，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分析框架，已经成为组织人力资

源管理及教育培训机构的有力工具。

杜宾等认为，从人才类型的转变以及胜任力特有的岗位特定性和情景依赖性来分析，目前关于不同

岗位的一般胜任力特征模型体现的是个体能力范畴中表层的、可见的部分，但是对于存在于个体内在的

较为本质的、深层次的潜在能力的衡量是无法触及的［８］。而这种影响个体在特定岗位上能否表现出胜

任力特征的基础，即元胜任力，是各级教育机构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更为关注的部分。

结合胜任力理论，本文认为，元胜任力主要有４个方面的核心特征：第一，差异性，即不同的职业需
要不同的元胜任力；第二，可度量性，即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元胜任力进行客观度量；第三，稳定性，即

对于个体而言，元胜任力一旦形成一般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第四，可塑性，即某职业的元胜任力标准一

旦确定，教育培训机构就可以进行按图索骥式的教育培养，使从业者满足或接近其标准。据此，本文根

据问卷调查结果，构建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理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模型

根据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结果，本文把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归纳为３个特征维度，分别命名为：
创意精神、创意知识及创意技能。该元胜任力模型比较好地反应了文化创意人才的基本内在素质。创

意精神是指文化创意人才内在的基本精神状态，主要包括乐观热情、追求卓越、态度开放、好奇主动、敢

于质疑及持之以恒等６个要素特征；创意知识是指文化创意人才的基本知识累积状况及知识获取的便
利度，主要包括学习便利、知识共享、了解前沿、思维发散及教育背景等５个要素特征；创意技能是指从
产生创意到转化创意所必须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举一反三、善于沟通、神经敏感、反应敏捷及勇于实践

等５个要素特征［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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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文化创意人才的高校培养模式
２．１　文化创意人才高校培养模式归纳

许多学者从文化创意人才的一般胜任力模型或其评价指标体系出发认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离

不开学校、企业及社会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但本文通过对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模型的研究发现，相

对于社会和企业，对于文化创意人才的创意精神、创意知识及创意技能的培养，高校教育无疑更为重要。

因此，根据我国高校教育的基本现状，把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分解成３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传统的课程
正式教育，二是高校的校园文化熏陶，三是学生在校期间利用高校相对自由的时间进行的个体自我教

育。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文化创意人才高校培养的“３－３矩阵模式”（如表１）。
表１　文化创意人才高校培养的“３－３矩阵模式”

课程正式教育 校园文化熏陶 个体自我教育

创意精神 子模式一 子模式四 子模式七

创意知识 子模式二 子模式五 子模式八

创意技能 子模式三 子模式六 子模式九

２．２　我国文化创意人才高校培养模式分析
依据表１，共可得到针对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教育培养的９个子模式，结合前文构建的文化创意

人才元胜任力模型，本文设计了专门针对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的调查问卷，具体分析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

对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各因子的影响情况。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１０月，研究团队分别对湖南大学、中南大
学、南华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大学、南昌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工学院、湖

南软件学院、湘潭职业学院等１２所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２００份，收回
有效问卷８５６份。统计结果如表２。

表２　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高校培养的统计结果

项目 元胜任力
高校教育支点

课程正式教育／％ 校园文化熏陶／％ 个体自我教育／％

创意精神

乐观热情 ５．３２ ４．８０ ８９．８８

追求卓越 ３１．５２ ３０．６８ ３７．８０

态度开放 ８．３４ ３８．３６ ５３．３０

好奇主动 ４１．２３ ２５．３６ ３３．４１

敢于质疑 ４５．６２ ８．２１ ４６．１７

持之以恒 ９．５５ ２．３６ ８８．０９

创意知识

学习便利 ４５．６２ ４６．２３ ８．１５

知识共享 ３７．６４ ３９．５６ ２２．８０

了解前沿 ６２．３１ ９．５４ ２８．１５

思维发散 ４５．６３ ３．２２ ５１．１５

教育背景 ６３．２７ ３５．５８ １．１５

创意技能

举一反三 ４８．５９ ２．６９ ４８．７２

善于沟通 ３１．６２ ３４．５６ ３３．８２

神经敏感 ０．６９ １．５４ ９７．７７

反应敏捷 ２０．５９ ２．５３ ７６．８８

勇于实践 ２９．８６ ３５．６８ ３４．４６

课程正式教育主要包括高校的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及教学实习环节，这是高校教育的基本核心。统

计结果显示，对于创意精神来说，课程正式教育主要从追求卓越、好奇主动、敢于质疑等３个方面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对于创意知识来说，超过３７％以上的大学生都认为课程正式教学对其创意知识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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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积累有明显的影响；对于创意技能来说，课程正式教育对大学生们举一反三、善于沟通、反应敏捷、勇

于实践４个元胜任力因子影响比较明显。
高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

围，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学生的各项能力素质。具体的对创意精神来说，统计结

果显示，校园文化主要对追求卓越、态度开放及好奇主动３个元胜任力因子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而对
乐观热情、敢于质疑及持之以恒３个比较内在的元胜任力因子影响不大；对于创意知识来说，校园文化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便利、知识共享及教育背景３方面；对于创意技能来说，超过３４％以上的大学生
认为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其沟通能力与实践能力有较大的影响。

个体自我教育是指学生能自己提出任务，主动采取措施，自觉进行精神转化与行为控制。它不但是

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而且是教育艺术、内化水平的集中体现。表２的统计结果显示，对于文化创意人
才元胜任力的所有因子，除了学习便利、教育背景两个因子外，其对其他１４个因子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
影响。

３　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主要有３点：第一，通过胜任力理论来探索文化创意人才的元胜任力模型对当前创

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二，文化创意人才的元胜任力模型包括创

意精神、创意知识及创意技能３个维度和１６个因子；第三，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的培养主要依靠高
校，当前我国高校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归纳为“３－３矩阵模式”，在此模式下，高校教育的３个主
要层面对文化创意人才元胜任力因子的影响各有侧重。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直接针对文化创意人

才的元胜任力模型，丰富了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体系；从应用上归纳了文化创意人才高校培养模式，为高

校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培养文化创意人才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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