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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业是一个人 （不管是独立的还是在一个组织中）将

一系列独特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利用机会的过程，并且在其

追求机会的过程中，无须考虑目前所掌握资源的情况 [1]。技

术创业与一般创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技术创业与一般创

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其高技术密集度。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

他们的作用相似，技术创业也可以像一般创业那样造就很

多小企业， 以及相应的就业岗位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并且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科技型企业成功的技

术创业在地区未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因此，作为创造个人和地区财富一个重要因

素的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业，最近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2]。
为什么有些科技型企业可以蓬勃发展，甚至成为技术

创业的中心，而另一些科技型企业则逐渐萎缩？ 主要原因

是各企业的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的能力有所不同。根

据《全球创业观察 2006 中国报告》，我国对创业机会的识

别和开发的能力还较弱。技术创业的成败取决于技术创业

机会识别和开发的状况，而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要受

到很多驱动因素的影响，技术创业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机

会识别与开发的驱动因素 [3]。 然而以往文献对技术创业的

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影响技术创业机会开发的因素的研

究，而较少关注影响技术创业机会识别的因素。 本文综合

考虑影响科技型企业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的各种因

素，开发了一个模型，以描述影响技术创业整个过程的诸

多因素。

1 技术创业机会识别过程影响因素

机会识别包括 3 个不同的过程：①感觉和发觉市场需

要和/或未充分利用的资源； ②识别或发现特定市场需要

和专用资源之间的一种匹配；③以一种商业概念的形式在

迄今分散的需要和资源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匹配 [4-5]。
科技型企业技术创业机会的识别要受到很多因素的

影响［6－8］。 虽然这些研究的成果并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出

他们对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有着基本相同的看法。这些因

素包括：创业警觉性、非对称信息与先验知识、发现的偶然

性、社会网络和个性特质。
创业警觉性。 Kirzner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出发，开

发了创业警觉性（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EA）的概念。 这

一概念假定创业包括机会的发现和当经济移向均衡时利

用机会的资源[9]。创业警觉性是一种对环境中的关于目标、
事件和行为模式的信息注意和敏感的倾向，对制造者和用

户问题，未满足的需要和兴趣，及独特的资源联合有特殊

的敏感性[10]。 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创业的警觉性与机会识别

之间有直接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关系。
非对称信息与先验知识。 在一个系统内部，只有当各

方的关联度非常低， 也就是只有当信息是不对称的时候，
才存在未被充分利用的技术创业机会 [11]，也才能研究技术

创业机会识别的问题。非对称信息通过创业警觉性对技术

创业机会的识别产生影响。未被充分利用的机会总是存在

的，然而企业家并不一定能充分识别出这些机会，而是只

能识别出那些与其先验知识相关的机会 [7]。 不同学者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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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知识和技术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有

人认为先验知识只对技术创业机会识别有间接关系，也有

学者认为先验知识不仅通过创业警觉性对技术创业机会

识别产生作用，还可直接对技术创业机会识别产生作用。

发现的偶然性。虽然有一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技术创业

机会的识别是企业家系统搜寻的结果，但是也有不少的研

究对此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技术创业机会的识别应该是

企业家系统搜寻和偶然发现共同的结果。而企业家与非企

业家的管理人员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其偶然发现机会的能

力更强，偶然发现机会更能体现企业家的本质。 Ardichvili
和 Cardozo[6]认为成功的企业家更是经常地偶然发现创业

机会，而不是系统搜寻的结果。

社会网络。有效的社会网络对技术创业机会识别是非

常重要的。 社会网络的有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弱关

系，弱关系是通向个人的强关系网络不一定包含的信息源

的桥梁 [13]；二是延展性，要在弱关系网络中发现信息源，必

须保证网络的延展性，即网络的范围要大，De Koning[5]认

为这个网络中应包括：企业家的内循环、行动组、伙伴和一

个弱关系网络。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通过创业警觉性对机

会识别起作用；另有研究认为，延展的社会网络与机会识

别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个性特质。个性特质是间接对技术创业机会的识别起

作用的。与创业机会识别相关的个性特质一般包括风险取

向、乐观主义、自我效能和创造力等，并且乐观主义和创造

力特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大多数研究都表明乐观主义与

创造性和技术创业机会的识别之间有极大的正相关关系，

除此之外，其它个性特质与技术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弱的。

创业警觉性、非对称信息与先验知识、发现的偶然性、

社会网络和个性特质是影响技术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因

素。对技术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以企业家为

分析对象的，是个体或微观层面上的创业研究。 虽然非个

体层面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但

个体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业机会识别

能力的差异。

2 技术创业机会开发过程影响因素

识别出的技术创业机会可进入机会开发阶段，机会开

发与新产品开发相似， 不同的是新产品开发的成果是产

品，而机会开发的成果是一个完整的企业 [14]。 技术创业机

会开发是一个持续的、前摄的和对科技型企业形成的必要

过程[7]。技术创业开发过程可包括开发决定、资源获取和价

值创造 3 个阶段。 在技术创业机会开发的过程中，同样也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2，15，16，17]。 与技术创业机会识别不

同， 技术创业机会开发的影响因素更多地强调宏观层面。

影响技术创业机会开发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有形因

素和无形因素（见表 1）。

表 1 技术创业机会开发影响因素

类别 子类 内容

有形因素

财务因素
居民的储蓄水平、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完整
的金融体系等

政府因素
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政府
的宏观调控等

市场因素
市场容量、市场结构、内部市场公开和市
场服务水平等

产业因素
产业融合、产业结构、产业优化升级和相
关产业支持等

基础设施
因素

教育和培训机构、丰富的人才队伍、先进
的通讯和交通系统、合理的法律系统和技
术园区以及创业服务机构等

挥发性因
素

技术变革、移民与户籍制度和研究与开发
成果的转移等

保障因素
较低的退出壁垒、完善的退出机制和其它
的保障措施等

无形因素

价值观因
素

较强的创业成就感、完善的信用体系和社
会凝聚力等

文化因素
对风险的态度、创业角色模型、风俗习惯
和社会规范等

管理因素
公司治理机制、高级领导能力、设立非正
式创业论坛等

知识因素
丰富的知识资源、充分的知识共享和积极
的知识创造等

从表 1 可以看出，有形因素包括财务因素、政府因素、
市场因素、产业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挥发性因素和保障因

素等，无形因素包括价值观因素、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和知

识因素等。以往文献对技术创业机会开发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有形因素方面，而忽视了无形因素。 有形因素

是技术创业机会开发的必要条件，而无形因素是技术创业

机会开发的充分条件 [2]。尤其是在众多的无形因素中，知识

因素在技术创业机会开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

为科技型企业知识密集程度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知识

资产的竞争。

3 集成框架与政策思考

前面两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

的影响因素，而一个完整的技术创业过程同时包括技术创

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两个部分。本文统筹考虑技术创业机

会的识别和开发两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技术创业过程影响

因素的集成框架（见图 1）。
科技型企业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众多的影响因

素中都包含了知识因素，即知识因素既会对技术创业机会

识别产生影响，又会对技术创业机会开发产生影响。 技术

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的失败都将直接导致科技型企业技

术创业的失败，只有顺利通过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两

个阶段，才能保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业的成功。 无论技术

创业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对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

发两个阶段产生反馈，从而提高下一循环的技术创业成功

率。
根据技术创业过程影响因素集成模型，科技型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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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技术创业过程影响因素的集成模型

得到以下 3 个方面的政策支持：①除了技术创业机会开发

过程中的有形因素，政府还应关注无形因素和技术创业机

会识别过程中的因素，并通过相关的政策予以支持；②政

府应特别重视知识在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通过各种措施保障知识在科技型企业里的创

造、存储、传递、利用和扩散等；③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业

是一个系统过程， 不应将机会识别与机会开发分离开来，
应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结。

4 结语

以前对技术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都是分技术创

业机会识别和技术创业机会开发两个方面进行的。本文在

研究一般因素的同时，强调了无形因素在技术创业机会开

发过程中的重要性，并统筹考虑技术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

两个方面，形成了技术创业影响因素的一个集成框架。 政

府、科技型企业及相关部门可以此为参考，全面考虑技术

创业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相应措施和提高技术创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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