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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与创新管理》

前言

创造、创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胡锦涛同志在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策。作为知识创新、传播、应
用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各高等院校，为贯彻这一国策，应更加注重对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坚持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其中以开发创造力、培养
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创造教育，正是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据此，为促使高校能培养出更多的创造型
人才和创新管理人才而加强创造创新教育，我们编写了这部教材。本教材分为创造学和创新管理两大
部分。创造学是研究人类的创造活动现象，揭示和阐明创造的基本规律的新兴的、边缘性、应用性的
科学。它应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创新管理是研究管理创新的基本理论、模式、内容、
方法、技术，具有动态性、持续性、实用性、社会性、变革性的应用理论。它是管理类大学生应通晓
的一门知识。本书将创造学和创新管理二者合在一起，是为了使管理类大学生能在理解创造理论的基
础上来认识创新管理，这样，其学习会循序渐进，系统扎实。本书共分5篇28章，先后对创造原理、创
造性思维、创造技法、创新管理理论和创新管理实践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本书具有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努力做到理论讲述与实例举证相结合，既以例释理，又以理析例，阐释论述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体现出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技能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学习本教材，能很好
地提高创造理论水平和创新管理能力，对创造型人才，特别是创新管理人才的培养，能起到很好的启
迪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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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与创新管理》

内容概要

《创造学与创新管理》共分5篇28章，系统阐释了创造的涵义、特征、原动力、意义、要素，创造力的
构成、能级、分类、辨析、开发、个性心理品质，创造学的性质、研究目的、原理和内容、产生与发
展：创造性思维的特征、过程、形式及内容；创造技法的原理及应用；创新管理的涵义、目标、特点
、背景、必要性、阶段、条件、任务、原则、类型、职能，创新管理体系的涵义、架构、类型、策划
、文件、建立及试运行、保障条件，创新管理模式的涵义、背景、应用的必要性、遵循的原则、发展
趋势和几种新模式；创新管理的具体实践内容。
《创造学与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论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出较强的知识性、引导性
、技能性、实用性。学习本教材，能很好地提高创造理论水平和创新管理能力，对创造型人才，特别
是创新管理人才的培养，能起到很好的启迪和促进作用。
《创造学与创新管理》可作为大学管理类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各专业的公共选修课教材，还
可作为继续教育培训教材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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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与创新管理》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创造原理篇　第一章  创造学导论　第二章  创造的基本要素　第三章  创造力概述　第四章  创
造的个性心理品质第二篇  创造性思维篇　第五章  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和过程　第六章  方向性思维　第
七章  动态性思维　第八章  逻辑思维　第九章  形象思维第三篇  创造技法篇　第十章  检核表法　第十
一章  智力激励法　第十二章  列举法　第十三章  组合法与分解法　第十四章  分析法与还原法　第十
五章  类比性创造技法第四篇  创新管理理论篇　第十六章  创新管理概述　第十七章  创新管理体系　
第十八章  创新管理模式第五篇  创新管理实践篇　第十九章  观念创新　第二十章  组织创新　第二十
一章  制度创新　第二十二章  战略创新　第二十三章  技术创新　第二十四章  产品创新　第二十五章  
销售创新　第二十六章  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第二十七章  文化创新　第二十八章  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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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与创新管理》

章节摘录

插图：中等水平的创造课题，涉及的可变因素较多，一般难以靠一个专业范围的知识和简单的创造技
法解决问题，需要两个以上专业的知识和多种创造技法的组合运用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用化
学方法解决机械产品的精细加工问题，开发设计全数控机床的问题，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管理系统的研
究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课题。高等水平的创造课题，涉及的可变因素更多，解决问题所用的知识超出
创造者所熟知的专业范围，甚至无法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求得解答，本身还需要创造新的理论来进行
指导。例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航天飞机的设计研制、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开发、人工智能的研究
等就属于这个层次的课题。创造课题的选择应尽可能与创造者的创造能力相适应。创造能力较低的创
造者选择高水平的创造课题，难以做出成绩，只会浪费投入（包括人力和物力）。例如，没有学过高
等数学知识的中学生，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试图去摘取“皇冠上的明珠”，只能是异想天开，
徒劳而返。三、创造精神（一）创造精神的涵义和作用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
。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做和意识同一系列的概念来使用。而创造精神也主要是指创造者的创造意识
。创造意识一般是指创造者的愿望、动机或意图，它是驱使创造个体产生创造行为的出发点。创造精
神或创造意识是创造的非智力因素部分，是创造因素的相对软件部分。然而，它却往往在创造中起决
定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本来有进行创造的智力，但他却没有创造精神或创造意识，而是长期安于现
状，墨守成规，从来没有想过应该创造，一般是不会产生像样的创造成果的。而且创造精神或创造意
识不强的智者也很难进行创造发明。只有具有强烈创造意识的创造者全身心地投入创造中去，对创造
执著、刻苦、勤奋，有着一往无前的争取创造成果的精神，才能最终获得创造性的成功。所以，创造
精神或创造意识是创造力的一个较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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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与创新管理》

编辑推荐

《创造学与创新管理》：先进性与基础性相统一，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相统一，综合性与针对性相统
一案例导入教学，案例分析与阅读资料开阔视野。《创造学与创新管理》特色，先进性与基础性相统
一，注重用先进科学的观点和行业规范策划、组织教材，突出重点和难点，精选基础、核心的内容。
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相统一，跟踪学科最新发展动态，考虑专业内容的更新，关注并体现教改的内容
变化。综合性与针对性相统一不仅讲解知识，还针对专业领域应用的迫切需要，提供了与理论相结合
的应用实例。案例导入教学，每章开头都有教学引导案例并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便于
教师授课并启发学生思考。案例分析与阅读资料开阔视野每章都有案例分析和阅读资料，把学生  置
于经营者的立场，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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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学与创新管理》

精彩短评

1、这本书介绍了创造学的基本内容，又结合管理学介绍创新管理，不错的一本书。
2、全书比较系统的讲解了创造学的常见方法，对于入门比较有帮助。总体篇章思路明晰，值得一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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