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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内部信任关系的国内研究进展
———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文献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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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总库所收录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关于团队信任的文献为依

据，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从时间分布、学科分布、作者单位分布、地区分布和研究方法及研究

对象的变化等方面考察了国内的学术演化轨迹，同时发现：我国学术界对团队信任的关注增

多，文献数量不断增加；团队信任研究已遍布在社会科学、工业工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各

领域研究；研究方法向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多学科融合分析及跨学科合作发展。 最后，指出了

团队信任的最新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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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人际信

任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团队内部的信任关系，注
重区别团队内部信任关系和个体间人际信任的差

异性。 尤其是 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５）把团队信任分为

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１］，并开发设计出

团队信任问卷，之后围绕团队信任的实证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 国内学者对于团队信任的研究始于

本世纪初，经过 １０ 多年的发展，出现三大趋势：一
是以质性研究为主让位于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

方法转变；二是从最初的虚拟团队和临时团队扩

展到其他性质团队及普通意义团队的研究对象拓

展；三是从浅层次的团队信任概念特征转向团队

内部人际信任关系形成机理等研究内容的深度

挖掘。

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依赖高素质的管理团

队，这一趋势促使团队信任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

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采用产出文献计量分析

法，可以有效地考察团队信任研究热点的演化轨

迹。 鉴于此，我们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检索并

整理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所刊发文献专业数据

库，从时间分布、学科分布、作者单位分布、地区分

布等角度，系统而客观地梳理团队信任研究的发

展概况和研究焦点变化情况。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我们在 ＣＮＫＩ 数据库高级检索的期刊中采用

篇名为检索条件，以“团队＋信任”为检索词检索

出 １４４ 篇文章，继而又扩大检索分别以“群体＋信
任”“小组＋信任”“运动＋信任”“伙伴＋信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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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共检索出 ４８ 篇文章，最后根据参考文献增

补漏选 ４７ 篇文章。 在得到的 ２３９ 篇文章中选取

关于团队内部信任关系的文章，去重后共筛选出

的期刊文献为 １６８ 篇。 随后对检索的 １６８ 篇期刊

文献题录作进一步筛选，排除非研究性（报道性、
文摘性）文献，最终筛选出样本论文 １５６ 篇。 数据

采集时间跨度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数据库更新时间

是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采用数理统计学方法来定

量描述，具有客观性、定量化的优势。 这种方法被

广泛用于分析学科研究发展水平与动向，目前还

没有人对团队信任问题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本研

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Ｅｘｃｅｌ 对文献的外部和内容特征

进行分析和挖掘，描述和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

变化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团队信任领域研

究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发展速度，展示了该领域的

前沿动态。

二、文献分布
（一）时间分布

我们对 １５６ 篇文章样本进行时间统计，图 １
数值就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逐

年统计结果。 ２００１ 年只有 １ 篇，但 ２００９ 年已经

逐渐增加到了 ２５ 篇，２００９ 到 ２０１１ 年稍有减少，
但减少的幅度相对较小，２０１２ 年又有所增长。
２００８ 年文献量增长最快，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５４ 倍，
２００８ 年以来年文献量都在 ２０ 篇以上（包括 ２０
篇）。 图 １ 直观地反映了团队信任研究文献随着

时间序列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图 １　 国内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第一个阶段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这个阶段该

领域的年发文量在 １０ 篇以内，是起步期，５ 年的

文献之和为 ２０ 篇，占全部文献量的 １２．８％，平均

每年发表文献 ４ 篇。 该阶段论文数量不多，研究

集中在对虚拟团队和临时团队的信任研究，对其

他类型的团队研究较少。
第二个阶段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 这个阶段该

领域的年发文量在 １０ 篇到 ２５ 篇之间，是快速增

长期，４ 年的文献之和为 ７１ 篇，占全部文献量的

４５ ４％，平均每年发表文献约 １７．８ 篇，其中 ２００９
年是 １２ 年中发文量最多的一年。

第三个阶段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这个阶段该

领域的年发文量在 ２０ 篇以上，虽然年发文量略有

波动但基本处于稳定期，３ 年的文献之和为 ６５
篇，占全部文献量的 ４１．６％，平均每年发表文献

２１．７ 篇。 该阶段平均年发文量最多，最近一年的

年发文量呈现出增长趋势。
（二）学科分布

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国内团队信任研究文献所

属的学科分布看，全部文献分布在 ２２ 个学科领域

中，团队信任研究已遍布在社会科学、工业工程、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各领域。 表 １ 为国内团队

信任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取的是前十位的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文献同时归属多个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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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但是表 １ 所示学科为其归属的主要学科领域。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文献量前十位的学科有企业

经济、管理学、体育、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数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管理、安全科学与灾害

防治、互联网技术、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机应用。

表 １　 国内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的前十位（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序号 学　 科 文献量（篇） 比重（％） 序号 学　 科 文献量（篇） 比重（％）

１ 企业经济 ６６ ４２．３ ７ 科学研究管理 ４ ２．６

２ 管理学 １７ １０．９ ８ 安全科学与灾害防治 ３ １．９

３ 体育 １６ １０．３ ９ 互联网技术 ３ １．９

４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

持续发展
１３ ８．３ １０

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机

应用
３ １．９

５ 数学 ９ ５．８ １１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３ １．９

６ 高等教育 ４ ２．６ １２ 心理学 ３ １．９

　 　 同时，从表 １ 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论文在各学

科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企业经济占 ４２．３％、管理

学占 １０．９％、体育占 １０．３％、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

续发展占 ８．３％、数学占 ５．８％，其他 ７ 个学科占的

比例都在 ３％以下。 可见，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占有的比例相对较大，特别是企业经济和管理学

这两个学科，对团队信任的研究比较多。 体育学

科关于团队信任的研究也不少，其主要研究对象

是集体类运动项目团队。 数学学科内的 ９ 篇文

章，有 １ 篇同时属于安全科学与灾害防治，有 ６ 篇

同时属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这可以看

作是团队信任研究多学科融合且更加量化有力证

明。 总之，团队信任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说明团

队信任不仅仅是企业经济和管理学的热点，它逐

步成为其他各个学科的关注点。
（三）第一作者及其单位分布

对作者和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

关专业人才的聚集及所在单位的状况。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２ 年国内有 １０５ 种期刊发表了有关团队信任

研究的文献，载文作者以第一署名计算为 １２１ 人，
除了一位作者的所在单位未知外，其他 １２０ 位分

别属于 ９０ 个不同的单位，其中 ８４ 个单位为高等

院校。 所以，大学是团队信任研究的主要基地，同
时也是团队信任研究论文的高产机构。

根据署名第一作者为统计依据，我们发现，于
少勇的发文量有 １０ 篇之多，一枝独秀，他与他的

团队侧重于研究体育运动团队；其中：有 ５ 篇研究

集体球类运动队，４ 篇研究篮球运动队，１ 篇研究

泛指性的运动团队；就研究方法而言 ６０％是实证

研究，可见于少勇是集体球类运动团队信任实证

研究的领头人。 列第二位的是中山大学的邓靖

松，以他为第一作者的研究文献共有 ４ 篇，其中：
《虚拟团队生命周期中的信任管理研究》 ［２］ 的研

究对象是虚拟团队，其他三篇文章的研究对象都

是高管团队。 另外，从文献的发表时间可以看出，
邓靖松也是国内最早研究虚拟团队信任问题和高

管团队信任问题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对高管团队

信任问题的研究十分系统、深刻，取得了卓越的成

果。 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２ 年期间，围绕团队信任的

研究，发文量（３ 篇）紧随其后的国内学者有：杨
钊、王重鸣、王怡然、宋源、代春艳。

图 ２　 国内团队信任研究文献地区分布前

十位（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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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内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第一作者单位分布前十位（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序号 单　 位 文献量（篇） 比重（％） 序号 学　 科 文献量（篇） 比重（％）

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１２ ４２．３ ７ 中山大学 ４ ２．６

２ 南京大学 ７ １０．９ ８ 重庆大学 ３ １．９

３ 天津大学 ６ １０．３ ９ 大连理工大学 ３ １．９

４ 西安交通大学 ６ ８．３ １０ 上海理工大学 ３ １．９

５ 浙江大学 ６ ５．８ １１ 上海政法学院 ３ １．９

６ 华中科技大学 ５ ２．６ １２ 中国人民大学 ３ １．９

　 　 表 ２ 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国内团队信任研究

文献的第一作者单位分布，列示的是发文量前十

的单位，各单位发表论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其团队信任研究水平。 排在第一位的是有 １２ 篇

文章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１２ 篇文章中有 １０ 篇研

究的是运动团队的信任问题，这显示了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对运动团队信任研究的突出贡献。 发文量

第二位（７ 篇）的是南京大学，发文量处在第三位（６
篇）的包括：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

（四）地区分布

图 ２ 所示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国内团队信任研

究的 １５６ 篇期刊文献的地区分布，除了 ３ 篇未知

外，共分布在 ２４ 个地区，发文量居前 １０ 位的地区

分别是江苏、陕西、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天津、
浙江、四川、重庆，发文量分别是 ２０ 篇、１９ 篇、１５
篇、１４ 篇、两个 １１ 篇、两个 １０ 篇与两个 ７ 篇，这与

团队信任研究论文的高产机构基本集中在这些地

区密切相关。 从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地区分布来

看，前 １０ 个地区中东部区域占据多数，这表明东

部区域团队信任研究处于较高水平，这与东部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关系。

三、关于团队内部信任关系的研究

方法
信任是一门较新的交叉性学科，团队信任作

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
其中实证研究法较为重要。 我们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国内 １５６ 篇关于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

进行了归类统计（表 ３），结果发现：文献综述类论

文最多，共有 ７２ 篇，占 ４６．２％；其次是实证研究的

文献，４４ 篇，占 ２８．２％；思辨型研究论文 ２７ 篇，占

１７．３％；采用包括实验研究、数学模型研究和博弈

分析法在内的论文共 １１ 篇，占 ７．１％。 我们还注

意到，国内学者还曾采用案例研究法探讨团队内

部信任关系的现实问题，王涌涛等（２０１０）通过直

接观察和交谈得到的资料对兰州某销售公司的团

队学习和师徒制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团队学习中

成员间信任与竞争关系适度，团队信任可促进团

队内部程序性知识共享［３］；郭志辉（２０１２）基于多

案例的研究方法，按照蒂蒙斯创业过程理论的框

架，选择四个来自服务性行业的案例，识别出影响

创业团队信任的关键事件［４］。
文献综述类的团队信任研究涉及的主题十分

广泛，横向看，包括团队信任的特征和功能，团队

信任的影响因素，团队信任对绩效的影响，团队信

任的框架模型等；纵向看，包括团队信任的形成，
如何维系团队信任即保障机制，团队信任的生命

周期，信任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等。
从总量上看，有关团队信任期刊文献的研究

方法绝大部分是文献综述，实证研究较少。 但从

每年的数量上看，实证分析文章整体呈增长趋势，
近 ８ 年里增长了 １２ 倍，图 ３ 显示了我国团队信任

实证分析的比例。
从图 ３ 可以看出我国团队信任实证分析呈上

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４ 年没

有论文采用实证研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实证分

析越来越成为团队信任研究的重要手段，到 ２０１２
年年发文量中已经有 ５４．５％的论文采用实证研究

的方法。 这些数据表明，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实证

分析，“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研究与实践结合日

渐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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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国内团队信任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分布（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 思辨研究 实证研究 案例研究 其他 合计

文献数量（篇） ７２ ２７ ４４ ２ １１ １５６

比重（％） ４６．２ １７．３ ２８．２ １．３ ７．１ １００．０

图 ３　 我国团队信任实证分析比例走势

　 　 四、团队信任的最新研究进展

回顾十年来的学术进展，我们可以发现：国内

团队信任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虚拟团队、科
研团队、体育运动队、高管团队、临时团队及普通

意义的团队。 团队内部信任包括团队对成员的信

任，成员对团队的信任以及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关于团队信任分类有多种，国内学者较

为普遍采用 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 的观点，将信任划分为认知

信任和情感信任两个维度

而国外研究使用较多的是 Ｄｉｒｋｓ 和 Ｆｅｒｒｉｎ 的

观点，将信任分为直属领导层的信任和高层领导

层的信任两个维度，这种划分以“距离”为尺度。
此外，由于视角不同，学者对信任的分类也不同。
从团队生命周期视角出发，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９２）等人认

为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信任：威慑型信任、了解型信

任和认同型信任。 Ｌｅｗｉｃｋｉ（１９９６）等根据社会学

中的社会交换观点，将信任划分为谋算型信任、了
解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 国内学者根据研究对象

不同采用的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 在研究虚拟团

队或虚拟科研团队时，Ｓｈａｐｉｒｏ 和 Ｌｅｗｉｃｋｉ 的分类

方法比较受学者的青睐，陈剑等（２００２）针对虚拟

团队信任机制，根据信任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将信

任分为威慑型信任、了解型信任、认同型信任和敏

捷信任［５］；在研究高管团队时，有学者采用将信

任划分为谋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和认同型信任

的分类方法；在科研团队信任、软件开发团队信任

的研究中，则有学者采用威慑型信任、了解型信任

和认同型信任的三分法；在研究临时团队信任、集
体球类项目团队信任时，考虑到临时团队快速信

任的特点，类似 Ｌｅｗｉｃｋｉ 的观点在认知信任和情感

信任前面增加了预设信任。
（二）对团队信任的分类是为了使相关的研

究更科学、更便捷，而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

题，团队内部信任和管理绩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

学术界的重视，相应的实证研究也增多

在实证研究中团队信任可以被看作前因变

量，验证其对团队的影响：陈文春（２０１２）在高科

技团队中采用实证方法得到，认知信任和情感信

任对系统式和协调式团队知识整合的正向影响程

度不同，该研究结论对高科技企业团队管理具有

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６］；吕艾芹等（２０１２）
以组织公正感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团

队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７］。 在研究

中团队信任也常被当作中介变量，探索其对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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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影响：魏璐（２０１２）实证研究得到参与式领

导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信任氛围在参与

式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

用［８］；王国猛等（２０１２）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团
队气氛对团队心理授权有正向影响，而团队信任

在团队气氛和团队心理授权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

用，其中情感信任有部分中介作用， 认知信任中

介作用不显著［９］；Ｂａｒｃｚａｋ 等（２０１０）在团队信任、
情绪智力和合作文化怎样影响团队创造力的实证

研究中得到，合作文化是团队创造力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但团队信任可以通过促进合作文化来提

高团队的创造力［１０］。
（三）对比有关各个研究对象论文的年发文

量可以得到，高管团队信任是该领域最近新起的

热点，年发文量持续增长，其中包括对创业团队信

任的研究

最先对高管团队进行研究的是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与

Ｍａｓｏｎ，他们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这为高管团队

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

内学者马可一（２００５）通过对民营企业高管团队

的研究，提出高管团队的团队凝聚、适度分权和风

险承担是影响信任形成的因素［１１］。 同年国外学

者 Ｓｉｍｓａｋ 提出了 ＣＥＯ 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即
如果 ＣＥＯ 强调团队合作，鼓励和支持高管团队集

体决策，促进信息沟通，则会有助于高管团队信任

的形成［１２］。 Ｃａｒｍｅｌｉ 等（２０１２）通过对 ７７ 个高层

管理团队的数据分析验证了，高层管理团队内部

信任可以有效的提高战略决策的质量，并推动高

管团队从失败中学习。 可见，高管团队信任问题

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１３］。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法揭示了我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在团队信任研究领域进展：包
括文献的时间分布情况、学科分布情况、作者单位

和地区分布情况、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变化情

况，指出了团队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 研究结果

表明：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团队信任研究文献

的数量总体是增长的，说明从团队层次研究信任

已经成为信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同时，

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普通意义上的团队，
而结合各种特定团队（如研发团队、产学研合作

项目团队等）的特点，展开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相

对缺乏；把团队信任作为前因变量或中介变量的

文献较多，很少有学者将团队信任作为结果变量

进行实证研究。
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有：一是对诸如

虚拟团队、临时团队等特定团队中的信任关系形

成机理，以及这种信任关系对绩效的影响进行研

究；二是将团队信任作为结果变量，关注包括团队

成员异质性、团队组织特征、团队氛围等在内的前

因变量，对团队信任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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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ｔｅａｍ ｔｒｕ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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