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事创业活动的

人数越来越多，其中女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根据2005年

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的女性创业报告显示，全球从事

创业活动的人当中，女性创业者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3。 美

国是女性创业最早的国家之一———1970年美国女性拥有

的企业数量只占全部私人企业数量的5％；到了2004年，这

一比例已经达到47.7％。 虽然女性创业的现象已经越来越

普遍，但是学术界关于女性创业的研究却很少，大部分的

研究都是关于男性创业的。 因此，系统地整理以前有关女

性创业的文献，为未来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基础是非常必

要的。
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文献，使我们对国内外女性创业

的研究历程和动态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在与男性创业特

征仔细对比之后我们发现，性别差异对创业活动确实存在

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创业动机、企业家领导风格、行业

选择、创业规模和融资渠道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下面本

文将按照这5个方面对女性和男性的创业特征进行分类对

比，希望能够为国内关于女性创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

理论帮助，并能够为如何进一步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提供一些启示。

1 男女企业家创业个体特征的差异

早期关于女性创业的研究主要关注女企业家的个体

特征，并认为在个体特征方面，女企业家和男企业家之间

的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例如婚姻状况多为已婚、年龄多

数在30~45岁之间等。还有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在个人

特性、风险倾向和心理特质方面，女企业家与男企业家之

间没什么不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渐渐发现在

创业动机和企业家领导风格方面，男女企业家有着明显不

同。
1.1 性别差异对创业动机的影响

很多学者用“推拉理论”来分析企业家的创业动机。所

谓“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西方学者受到物理

学中相关物体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启发，从而发现相

关事物间的因果关系都有其双向性，即推力与拉力同时存

在。 这一理论从提出之后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很快被衍

生运用到诸多领域，尤其是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同样，
“推拉理论”也被很多学者用来分析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在

他们的研究中，将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因素分为“推”的因素

和“拉”的因素。所谓“推”的因素一般是指与当前不利形势

有关的，使得人们不得不改变现状的动机，是一种“被动的

反应”；而所谓“拉”的因素一般是指吸引人们改变现状，从

而创造新的形势的动机，是一种“主动的愿望”。
研究男性创业动机的文章有很多，概括来讲，学者们

认为男性创业受“拉”的因素影响多些（比如有合适创业的

机会、想获得更多的金钱、想拥有更大的权力等），受“推”
的因素影响少些（比如有限的晋升机会、失业、与老板相处

不融洽、工作性质不安全等）。
而女性通常很少有动力去开拓自己的事业。很多研究

表明，男性创业通常是由于他们渴望成为企业家或者不想

再为他人打工；而女性创业则通常是为了追求更灵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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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以便更好地在工作之余照顾家庭。 Cromie（1987）通

过对比男女创业的原因后发现，男性创业的原因更多是为

了经济利益，而女性创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家庭或是因为

对工作的不满 ［1］。 Thompson和Hood（1991）发现，帮助他人

也是女性创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女性企业家经常表明

她们追求社会目标，例如客户满意、把企业做到最好、帮助

他人等等。 总的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女性创业受“推”的

因素影响要更多些。
将女性“推”向创业的因素有很多，如失业、离婚、受到

歧视、家庭原因等等，而“玻璃天花板”的存在无疑是一个

最为重要的 “推” 的因素。 所谓的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是指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障 碍，它 的 存 在 使 得 一

些女性虽然拥有突出的领导能力和出众的领导风格，但是

由于一些偏见或阻力形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玻璃天

花板挡在她们面前，从而使得这些女性很难晋升到高级职

位。 许多文献都表明，女性晋升比男性困难得多 ［2-4］。 虽然

有半数的劳动力是女性， 但是她们仅仅占据了1/3的管理

岗位，而且更多的是作为初级主管或是中级主管，女性高

级主管的比例只有3％。 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人统治世

界” 的观念使女性在工作中受到了许多不平等的待遇，她

们一般很难升迁到管理岗位，特别是高级管理岗位 ［5-6］。 除

了在晋升上所遭遇的不公平之外，女性的收入待遇较之男

性也普遍偏低 ［7-8］。 Mohan和Ruggiero（2003）发现，美国排名

前20位男性CEO的平均收入比前20位女性CEO的 平 均 收

入高十倍以上。 联合国《1970—1990世界妇女状况》显示：
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的要低30％～40％， 且工作时间更

长。 在英国，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43％，但是在中、高级部

门仅占4％， 而且女性的平均工资收入只是男性的77％［9］。
这些在工作中遭遇的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使得女性不

得不选择放弃原先的工作，并将她们“推”向了创业。
1.2 性别差异对企业家领导风格的影响

Helgese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她的女性管理风格学

说，这种管理风格强调沟通、协调、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集

体的成功 ［10］。 Helgesen的女性管理学说反映出一个新的研

究主题，那就是认为女性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比男性的

更有效以及更人性化。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情商”比“智商”
更重要，通常人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富于感情，如亲切、关

心他人、热情、性格温和。女性企业家将女性特质运用到企

业家这个角色中去，表现出高超的人际才能、灵活性与包

容性。她们富有同情心，容易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她们善

于倾听，期待合作，既重理性又重直觉；她们对待员工的态

度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设法控制或者以权压人，而是努

力通过引导、说服、影响等方式来达到管理目的。
Gardiner和Tiggemann（1999）指出，女性领导者更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男性领导者更注重任务的完

成；女性更偏向于采用民主的领导方式，而男性更偏向于

独裁的领导方式 ［11］。 Brush（1992）通过对1977—1991年期

间发表的关于女性企业家的文章进行归纳后提出，女性将

她们的企业看作是一个合作型网络关系而不是一个独立

的经济单元；在这种网络关系中，工作与家庭、社会是紧密

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独立分开的 ［12］。忻依娅和梁巧转（2004）
采用走访调查的方法， 于2001年9-12月对上海、 广州、深

圳、海南、西安等地65个企业的300多位员工进行了有关领

导风格、离职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女性更注重

个人关系、沟通、魅力管理等关系型的领导能力，而男性更

偏向于权力导向型的领导风格 ［13］。梁巧转等人（2006）通过

问卷调查还发现，女性化的个性特征与以关心为导向的领

导风格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男性化的个性特征与以任务为

导向的领导风格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14］。

1994年，美国妇女创业者基金会曾就男女企业家的差

异问题进行过一项调查，发现两者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大致

相同，但领导风格却有所不同。调查结果显示，男性在作决

策时更重逻辑即左半脑的功能，而女性则习惯于把左半脑

的理性思维和右半脑的感性思维结合起来， 即把感觉、关

系等因素用于决策过程，力求全面与周到。简而言之，男性

企业家作决策时强调合理性， 女性则力求既合理又合情。
同时，男女企业家的领导和管理风格也有所不同，男性更

偏向自主、独立、竞争，而女性更注重人际交往、相互依存、
合作等等。 这项调查结果也得到了其它一些文献的支持。

Gilligan（1982）研究发现，女性表现出典型的关系性和合作

性， 在做决定时通常依据客观情况并考虑到各种关系；而

男性则表现出典型的自主性和逻辑性，在作决定时通常依

据常理和规则 ［15］。Helgesen（1990）发现，女性企业家在作决

定之前会去寻找 大 量 的 信息 并 听 取 别 人 的 建 议 。 Nelton
（1990） 也指出女性企业家在作决定时喜欢让更多的人参

与进来［16］。 Bancrift（1995）强调，女性的领导风格更注重合

作［17］。李福英（2006）综合了各行各业女企业家的管理实践

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与男性企业家相比，女性

企业家有较强的合作与协调能力，擅长以正强化的手段来

激 励 员 工 ， 并 在 工 作 中 给 予 适 当 的 授 权 管 理 。 Rosener
（1995）发现女性的领导风格更为交互式（interactive），她们

非常乐于分享信息和授权，并且关注下属的反馈 ［18］。 Eagly
（2007）认为，女 性 领 导 者 多 采 用 变 革 型 （transformational）
领导方式， 她们关心下属并且善于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

性， 发挥其潜在能力， 因而获得了下属的尊重与信任 ［19］。

Buttner（2001）发现，女性企业家与员工和客户打交道的时

候，善于运用关系导向的技能维度，比如信息共享、授权、
合作等［20］。

2 性别差异对创立企业特征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女性创业的研究逐渐由关

注个体特征发展为关注企业特征。根据相关文献整理后我

们发现，在行业选择、创业规模和融资渠道方面，女性企业

家与男性企业家表现得尤为不同。

2.1 性别差异对行业选择的影响

李兰（2003）基于1996—2001年6次企业家问卷跟踪调

查发现，从事批零贸易和餐饮业的女企业家比重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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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企业家，多16.6个百分点；从事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

的女企业家比重也高于男企业家， 分别多3.4和2.2个百分

点； 而从事其它各行业的女企业家比重则低于男企业家，
其中制造业低9个百分点 ［21］。 女性企业家多选择创立服务

导向型的企业，这与女性企业家的教育背景和之前的工作

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女性企业家的平均教育程度没有男性高，呈明显的倒

U型，绝大部分女性创业者的教育水平处于高中和本科之

间，初中及以下和研究生以上的比例均偏小，学历比较高

和学历比较低的女性似乎都不倾向于创业。费涓洪（2004）
于2001—2002年以深入访谈的方式陆续对上海30名私企

女业主（分布在10个区）进行了个案调查，并委托上海闵行

区私企协会对闵行区2002年底前注册登记的私企女业主

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共计897名）。结果发现，这些女性企业

家绝大部分都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 ［22］。蔡莉（2005）
等人采取登门走访发放问卷、网上调查以及电话采访和利

用报刊媒体等方式对长春市500家企业进行了调研， 其中

女性创业者有99名。 调查发现，这99位女性创业者的文化

构成呈明显倒U型［23］。 具有中等学历的女性企业家在创业

的时候，大部分都放弃了那些需要高技能、高知识的行业，
而选择中等甚至是低技术含量的行业，比如以服务为导向

的企业；男性企业家们则刚好相反。
女性企业家之前的工作经历也与其创业的行业选择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些研究发现，女性企业家在创业

之前多从事教育、零售、行政管理或秘书之类的工作；而男

性企业家在创业之前多从事高级管理、科研性的或技术性

的工作。 由于对之前工作过的行业有所熟悉与了解，并形

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资源，这使得人们在创业时首选与之

前工作性质相同或者是相近的行业，因此多数女性企业家

创建了诸如教育、零售之类的社会服务型企业。
2.2 性别差异对创业规模的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女性创立的企业与男性创立的相比，企

业规模较小， 发展速度也较缓慢。 根据费涓洪 （2004）于

2002年 对 上 海 闵 行 区 私 企 女 业 主 所 作 的 统 计 显 示 ，有

84.4％的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下，约有60％的企业

雇工数在10人及以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女性创立的企业

规模较小、发展较慢呢？
2.2.1 女性的风险偏好决定了其创业规模

通常，企业家会用高收入和财富的多少来衡量自己是

否成功，但是对于女性企业家来说，她们认为自己在家庭

和工作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点就是成功了。这与本文之前

论述的女性企业家的创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
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 而Masters和Meier（1988）

却发现，女性不太愿意承担风险，既然女企业家们不追求

高收益，自然也就不会选择高风险的行为 ［24］。 对于女企业

家而言，她们一般不愿意企业规模过大，发展过快，是因为

这样一来势必会给她们带来更大的风险，也会令她们不得

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经营企业。女性所渴望的生活方式阻

碍了她们创立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 她们宁愿经营小企

业，因为这样既不会影响自己的家庭，又拥有了自己创立

的企业；而男性则相反，他们更渴望经营具有高成长性的

企业。
2.2.2 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决定了其创业规模

这里的社会关系网络指的是获取对企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的信息和资源的渠道。 其实，女性企业家建立社会

关系网络的过程与男性企业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企业所需

求的信息也相近，但是研究却发现，男女企业家在社会关

系网络的构成和大小方面存在着差异。 Aldrich （1989）指

出， 女性偏向于建立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 ［25］。 Aldrich，
Reece和Dubini（1989）通过对意大利以及美国的男性和女

性企业家的调查还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有着明显的

差异，在女性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女性占有相当大的

比例。 Smeltzer和Fann（1989）也发现，女性企业家为了获得

帮助，一直寻求着建立自己的女性社会关系网络 ［26］。 黄晓

波（2007）通过大规模的样本调查后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

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大于女性，同时，
男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同性要低于女性 ［27］。正如布拉什等

人所指出的，原因可以从两个相关方面来解释：一是由于

女性在以往的工作经历中未能和掌握关键资源的人或重

要的介绍人进行频繁的交往，社会和文化的陈规旧俗限制

了女性直接通往金钱和融资的圈子；二是由于女性缺乏和

商业关系网络进行交换的合适的社会资本。
女性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狭小以及同质性高的特点，

导致了她们在获取与企业存在和发展休戚相关的关键性

资源、机会和支持上的局限性，从而影响了企业规模与发

展速度。
2.3 性别差异对融资渠道的影响

女性创立的企业结构多为独资，创业初期的资金主要

来源于自己的积蓄以及亲朋好友的借款。 一些研究显示，
女性一般用她们自己的资金去创业，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

外来融资。 费涓洪（2004）于2001—2002年对上海30名私企

女业主进行了深入访谈，调查发现她们创业时的注册资金

有53％是来源于业主的自我积蓄，22.7％来源于朋友的帮

助，17.7％和6.6％分别来源于家人和亲戚的支援。
资金问题常常令女性企业家觉得苦恼不已，由于缺乏

经验和技能， 女性一般很难进入一些非正式的金融关系网

络中去。Rinding和Swift（1990）认为，虽然贷款条例对不同性

别的申请者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在与银行关系的密切程度

上 ， 男 性 创 业 者 和 女 性 创 业 者 存 在 着 显 著 差 异 ［28］。
Fabowale，Oresr和Riding（1995）的研究发现，尽管没有明显

的证据可以证明银行对提出贷款申请的创业者带有性别歧

视， 但是女性自己却感觉到她们在贷款时受到了歧视 ［29］。
Fay和Williams（1993）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将一类只填写不

同教育程度和性别而其它完全相同的贷款申请表送到新

西兰的银行官员手里，反馈的结果是，银行对女性的教育

程度更为关注，并且更倾向于为男性提供贷款 ［30］。 而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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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尽管当地政府鼓励女性创业，但是女性企业家在

融资时却遇到了来自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阻力 ［31］。
种种资料表明，女性一般被定位为缺乏专业技能并且

不易取得成功的群体，她们在创业初期需要融资时常常会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一般不倾向于

为女性放款；同时由于女性自身性格上的弱点以及社会关

系网络狭小，使得女性没有多方面的融资渠道，低风险偏

好又使得女性不积极主动去争取外来融资，所以在创业初

期资金来源方面， 女性的融资渠道就显得比男性狭小得

多。 但和男性企业家创建企业一样，女性企业家创建企业

所面临的资金问题会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Hisrich
和Brush（1987）发现，当企业的运行上了轨道之后，女性企

业家创业初期所面临的外来融资问题将有所缓解 ［32］。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整理归纳后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关

于女性创业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时期

的研究基本上着重描述女企业家的个体特征，而且这些个

体特征与男企业家的大致相同。 Schrier（1975）研究发现，
除了在行业选择上有差异之外，女性企业家和男性企业家

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33］。 Schwartz（1976）通过对20位女企

业家的访谈也得到了与Schrier类似的结论 ［34］。 到了20世纪

80年代，随着女性创业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开

始尝试着寻找性别差异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创业活动，尽

管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但是却为后来女

性创业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
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 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自主创业，女

性创业无论从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
学者们不但将研究重点从女企业家的个体特征转向组织

内部（如组织规模、公司绩效）、创业过程、创业环境等等；
而且也将研究方法从最初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转向案例研

究、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元分析等等。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关于女

性创业的研究还有许多没有涉及到或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例如， 女企业家经营的公司绩效被认为低于男企业家，这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女企业家创业的过程是否类似于

男企业家？ 女性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女企业家是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个矛盾的？ 此外，我们还发

现国内女企业家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所

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早在1999年底中国的女性业主和

法人已达1 959万人，其中大批企业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在

企业家中，女性占20％，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赢利的企

业比男性的多7.8％， 亏损的少12.1％。 根据目前收集到的

关于女性创业问题的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背景都

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境，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 但是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到创业所面临的宏

观环境， 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创业动机、 个体特征等等，因

此，中国情境下的女性创业问题有其特殊性，在未来的研

究中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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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Impact of Gender Dif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Li Jia, Zhang Xiao, Yang Zho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it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for women to become self-employed. Bu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academic field. It finds that gender difference has a certain extent of impact on en -
trepreneurship after read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hip from such five aspects as the motiv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leading style of the entrepreneur,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ustry, the siz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hannel of financing. Wish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 help for the do -
mestic deep research on the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Gender Difference; Entrepreneurship;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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