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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精神分为个体创业精神和企业创业精神。个性特质、认知模式、教育培训和创业经验影响个体

创业精神，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企业环境和组织支持影响企业创业精神。该文最后讨论了创业精神的绩

效评价问题，指出准确的绩效测量是创业研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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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产业结构正面临

彻底的解构与再重组运动，创业精神正是驱

动这次重组的最主要动力。对总体经济而

言，创业家通过引入和执行产品创新、过程

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创造性思想促

进经济的发展；对个体而言，创业不但是一

种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更是发挥个人潜能

的舞台，创新与创业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

常态行为。
.
 

1 创业精神的概念 

当创业精神刚出现时，人们一般把这个

概念与新组织的创造和创业家本身联系起

来，Miller（1983）指出如果个体表现出创
新、承担风险和主动进取的行为，那么他就

具有创业精神[1]，Stevenson（1985）认为创
业精神是指为了开发机会而集中独特系列

资源创造新价值的过程[2]，Stewart（1991）
认为创业精神是通过创新创造租（ the 
creation of rents through innovation），创新是

指熊彼特的引入新的组合，租是指超过行业

平均利润的收入[3]。早期的创业研究重点集

中于创业家与非创业家在素质上的差异，研

究的对象也集中于初创企业，创业精神主要

指创业家在个性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如

机会捕捉能力、高成就动机、内在控制源等。

但随着创业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更多的学者

开始认为创业精神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现象，

也是企业层面的现象。Miller（1983）认为
创业精神不仅指创业家的个性特征，也可以

指企业的行为特征[1]，Zahra 等人（1995）
把企业创业精神定义为企业创新、承担风险

和行动领先行为，创新是指为了满足当前或

未来的市场需求，企业创造新产品或改进现

有产品的能力，承担风险是指企业参与结果

高度不确定性的商业冒险或战略的意愿，行

动领先行为是指在向市场推广新产品、服务

或技术方面击败竞争对手的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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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体创业精神 

2.1 个性特质 

在最初创业精神的心理学研究中，常常

比较创业家和其他群体的个性差异，把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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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归结于创业家的个性特质。McClelland
在 1961 年对成就需要的研究开创了此方面
研究的先河，表 1列出了创业家和其他群体

在成就需要方面的几个比较研究，高相关表

明创业家的出现和成就需要之间存在密切

关系。

 
表 1 创业家的成就需要与其他样本的比较 

研究 样本数目 相关系数 样本说明 

Begley & Boyd (1987) 

Cromie & Johns (1983) 

Utsch et al. (2000) 

Bonnett & Furnham (1991) 

Green, David & Dent (1996) 

平均相关值 

   239 

   83 

   177 

   190 

   207 

   896 

     0.15* 

     0.01 

     0.50** 

     0.09 

     0.22** 

     0.21* 

 初创者和非初创者 

 创业家和经理 

 企业主和经理 

 初创者和非初创者 

创业家和经理 

（注: 引自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O Psychology,2000,Volume 15, *p<0.05,**p<0.01） 

 

有关控制源的研究是创业精神的心理

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研究者期望创业家

较其他群体具有更高的内在控制源，但此方

面的研究结果并不像成就需要那样显得一

致（见表 2）。 

 
表 2 创业家的内在控制源与其他样本的比较 

研究 样本数目 相关系数 样本说明 

Begley & Boyd (1987) 

Cromie & Johns (1983) 

Brockhaus & Nord (1979) 

Bonnett & Furnham (1991) 

Rahim(1996) 

Green, David & Dent(1996) 

平均相关值 

   239 

   83 

   93 

   190 

   526 

   207 

   1338 

     0.01 

     0.31** 

     0.02 

     0.18** 

     0.22** 

     -0.05 

     0.13* 

 初创者和非初创者 

 创业家和经理 

创业家和提拔的经理 

 初创者和非初创者 

创业家和经理 

创业家和经理 

（注: 引自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O Psychology,2000,Volume 15, *p<0.05,**p<0.01） 

 
其他个性变量在一些研究中也有出现，

如内在激励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承担等，但

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单纯用个性特质来解释

创业精神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首先个性

分析把创业家看成以恒定的状态存在的特

殊个体，缺乏动态性，并且个性研究方式的

结果并没有导致对创业家精神因果关系的

理解，其次把创业家定义为具有某些具体特

征的个体，只有当现实中所有创业家都具有

这些特征，并且这些特性是创业家所特有的

情况下才是可行的，最后用个性特质来解释

创业家忽视了文化和环境、学习与教育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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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6]。 
2.2 认知模式 

从创业家个性角度来研究创业精神成

效并不显著，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面

对失败的结果，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创业精

神的认知因素和过程的潜在作用。研究表明

创业家在一些认知过程中与其他人不同，创

业家更倾向于把商业情景归类为更有优势

和机会，创业家并不喜欢参与有较大风险的

行为，而是他们更积极地架构一个给定的情

景，更关注这个情景产生有利结果的可能性

并据此采取行动[7]。Kahneman 等人认为创
业家对未来商业情景的大胆的不合常理的

美好预测，导致他们关注当前具体的情景，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先前的可以使他们

做出清楚判断的相关情景结果。另外，创业

家经常处在新的、复杂的、可能产生信息超

载的情景中，工作时间长，经常疲劳，体验

到高度的压力和紧张，对理想和业务具有强

承诺，因此创业家周期性地处在考验他们认

知能力极限的环境中，比其他人更经常、更

强烈的处在易产生偏差和误差的环境中，增

强了他们对各种偏差或误差的易感性[8]。

Baron(1998)分析了创业家易感的五种偏差
或误差，包括：①假设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②情感注入(affect infusion)、③归
因风格 (attributional style)、④计划缪误
(planning fallacy) 、 ⑤ 自 我 调 整 (self- 
justification)[9]。Dutton等人（1987）把归类
理论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来解释决策者如

何诱发其它战略决策框架，他们认为某个问

题的属性引起决策者按不同方式来归类战

略问题，这种启发式通过把注意集中到刺激

的一些元素，忽视另一些元素来指导对刺激

的理解。也许个性差异实际上是认知过程的

系统差异的结果，研究表明由于情景的积极

属性对创业家更显著，创业家在评价商业情

景时更显乐观，他们通常把情景归类为具有

优势的机会[10]。 
2.3教育、经验等背景特征 

创业家的教育、创业经验等背景因素也

影响创业精神，创业家可以经过受教育的过

程有系统地学习各项创业所需的技能，而其

创造力与判断力也因受教育而有效提升，工

作经验（包括创业经验）有助于创业家进行

创业决策。Jo 等人通过对韩国 48 家新生企
业的研究，发现在早期阶段，创业家背景与

企业绩效相关，有过更好教育和更多商业经

验的创业家经营的企业的利润较高，没有良

好教育背景，只有初创、管理和高成长经验

的创业家经营的企业的利润较低，在企业的

成长阶段，也有相同的效应，创业家具有通

过以前从事与产品相关的工作经验获得的

专业化知识对企业成长起积极效应，创业家

只有初创、管理和高成长经验，对企业成长

起消极作用[11]。其他研究也发现智力增加开

始创业的可能，教育显著影响创业成功，产

业和行业知识增加成功概率，以挑战驱动的

创业与成功有显著正相关[12]。 

3 企业创业精神 

3.1 企业战略 

企业战略对企业创业精神具有较大的

影响。Miles和 Snow（1978）根据战略导向
的不同将企业分为进攻型(prospectors)、分析
型 (analyzers)、反应型 (reactors)和防御型
(defenders)。Morris 等人（1996）在实证研
究了企业强度和绩效的关系后，认为采用进

攻型战略的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创业强度，

而采用防御型战略的企业的创业强度则相

对较低，管理者需要保证战略和创业强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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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一致性[13]。Entrialgo(2000)认为企业增
加创业行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

管理实践和创业抱负的适应性，在管理实践

中能促进创业精神的是企业的战略管理实

践，包括分析、灵活性、规划参与度、控制

系统和竞争战略，较强的分析能力、较大的

战略灵活性、员工深度参与企业规划、实施

战略控制以及采用差异化的竞争战略都能

强化企业的创业行为[14]。 
3.2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对企业创业精神具有直接和

间接影响。Miller在 1983年进行了组织结构
对企业创业精神影响的一个经典研究，他研

究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包括简单型企业

（simple firm）、计划型企业（planning firm）
和灵活型企业（organic firm），结果表明，
简单型企业的创业精神主要由领导者特征

决定，计划型企业的创业精神主要与企业的

竞争战略有关，灵活型企业的创业精神主要

与企业结构和面临的环境有关[1]。Covin 等
人研究了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对企业创业精

神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组织

结构影响创业精神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在灵

活型组织中，高创业精神的组织具有较高的

绩效，低创业精神的组织绩效较低；在机械

式组织中，低创业精神的组织的绩效较高，

而高创业精神的组织的绩效较低[15]。 
3.3 企业环境 

企业所处的环境与企业创业精神具有

不可分离性，环境对抗性越强，企业越容易

出现创业精神。Zahra 等人（1995）研究发
现在对抗性环境中，表现出高水平企业创业

精神的企业做得较好，这是由于在对抗性环

境中获取增长和利润的机会很少，企业创业

精神是创造和探索导致竞争优势的机会的

必然手段，在平和环境中，存在大量的市场

机会，和平共存的企业在这种环境下追求企

业创业精神可能是不必要的冒险[4]。 
3.4 组织支持 

企业创业精神需要强大的组织支持，影

响企业追求创业精神的关键组织变量包括

合适的奖励系统、管理支持、资源的可获得

性和容忍失败的宽容文化。企业创业精神体

现了企业创新和冒险活动，在今天竞争的市

场中是必需的，它对企业革新、新业务创造

和改善绩效是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和冒险需

要持续和耐心的投资，需要强大的来自于企

业管理层的政治和组织支持[16]。 

4 创业精神的绩效评价 

创业精神能帮助企业获取新的能力，帮

助企业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开发国内和国际

市场，提高企业利润和促进企业成长，使股

东价值增值，但并非所有的创业精神都能提

高企业绩效，有的创业精神会损害股东的短

期利益。Zahra 等人（1995）认为预期创业
精神会促进企业绩效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

是创新是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二是追

求创业精神的企业会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

度，这种态度使其更有可能积极地去获取各

方面的竞争优势，他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创

业精神对企业长期财务业绩的促进作用，并

且在对抗商业背景下这种效应尤其明显，但

同时他们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创业精神都

会导致企业绩效的提高，创业精神是有风险

的，缺乏战略关注点和组织政策不健全的不

良组织的创业活动必定是失败的[4]。由于创

业型企业在产品和市场开发方面投入比较

大，可能对企业的短期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但对企业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创业事件对利润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因

此在讨论创业精神绩效时，过于强调企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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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财务绩效可能会损害企业未来的利益。 
准确和合适的绩效测量对创业研究是

关键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手段来测量绩效，

创业研究的理论发展是相当困难的。创业研

究由于在充分评价创业企业成败、获取可靠

数据和绩效测量指导信息等方面存在困难，

再加上不同研究者在研究目标上存在较大

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中创业企业成功的定

义和测量指标各不相同。Murphy等人(1996)
总结了以往的创业研究中的绩效测量，得出

以下四个结论：一是在评价绩效时，使用了

多种各不相同的测量指标，二是这些不同的

测量指标覆盖了许多绩效测量维度，三是许

多研究中测量绩效的维度不超过二个，四是

重要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产业、公司成

立时间等）没有经常使用，由此可以认为以

往研究中所使用的“绩效”没有满足使一个

单维结构有效的聚合效度和辨别效度，基于

不同绩效变量的实证结果不能被任意地泛

化[17]。 

5 结语 

虽然创业管理的研究开展的时间并不

长，但还是取得不少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

成果，为指导现实创业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对于个体创业精神来说，首先，可以从

个性特质等几个方面来识别个体创业回避

的原因，许多人回避创业可能不是因为确实

缺乏必要的技能，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缺

乏必要的技能；其次，可以从个性特质等几

个因素来评价个体创业潜能，识别优势和劣

势，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和运用资源来提升创

业精神；最后，在创业培训方面，不但要培

训个体创业技能和能力，也要强化创业者的

认知和信念，还要培训创业者运用各种技能

减少认知偏差，以增加成功的机会。对于企

业创业精神来说，企业创业精神来源于企业

每个员工个体创业精神的激发，企业要为员

工提供可知觉的支持性创业环境，一方面要

从战略导向、结构设计、组织文化、资源配

置和管理支持等方面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创

业精神，另一方面要增加员工的创业机会，

增强他们的创业体验，积累创业经验和技

能，提升他们的创业信心。 

创业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也

应看到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主要包

括：①许多研究只关注激发创业精神的个体

和组织因素，而忽视了个体和组织外的体

制、环境和政府的作用；②许多研究只关注

创业精神出现的影响因素，而很少关注导致

创业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的研究；③在研

究企业创业精神影响因素时，没有注意企业

规模、产业发展阶段等重要变量的影响；④

缺乏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协同效应和中间变

量的研究；⑤创业研究中绩效测量的维度的

指标不够明确；⑥中国背景下的创业研究还

是相当匮乏的。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

革、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这个阶段比以

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创业精神，国内研究者要

立足本国，系统深入地拓展中国背景下的创

业研究，如创业决策体制和政策环境因素、

不同类型企业的创业精神的差异、创业成功

和失败的关键因素、创业精神在不同企业发

展阶段的运用模式，创业精神的财务和周边

绩效评价等一系列现实而又重要的课题都

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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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Influences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Han Jianli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divided into pers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personal 

entrepreneurship is influenced b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cognitive mode,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trategic variables such as firm strateg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nvironment are mor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uggests accurat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s critical to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influences, performance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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