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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确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组织学习机制的依据。剖析了创业学习与机会识

别的匹配模式以及自我提升的层级模式，并阐释了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通过对 X 公司的

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创业学习在新创企业成长中的角色位置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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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作用下，企业的竞

争环境已从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转向日益复杂多变、充满

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这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受经验知识不足、业务模式不完善、社会网络不

健全等“新颖性劣势”的影响，新创企业在成长初期呈现出高

度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促进创业活动、实现新创企业的健康

成长成为当前学术界、业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创业学习是指持续获取、挖掘和管理新企业知识的过

程［1］。部分学者认为创业学习主要关注企业家对知识的获

取、释义和利用，强调“经验学习”在创业中的作用，但不

包括组织学习理论中的知识扩散。按照 Shane［2］的定义，

创业活动是指不断辨识和开发新的产品、服务、组织方式、

市场或原材料，而这些是组织中不曾存在的。因此，创业

学习可以被认为是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学习，尤指新创企业

在建立和成长阶段经验知识的创造与积累。面对高度变化

的竞争环境，新创企业应建立有效的学习机制，改进组织

知识获取、分享、传播、释义以及决策的质量，提高组织

的适应性和成长性；企业家也需要通过学习，不断开发、

利用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推动新创企业的成长［3］。 

研究表明，创业学习既是新创企业培育核心能力的重

要因素，也是获取竞争优势、提升成长绩效的基础［4］。创

业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一些研究的证

实，如 Shepherd 等［5］认为，新创企业在市场、产品和管理

等维度新颖性劣势的降低，本质上是通过信息的搜集与传

播实现的，通过不断学习降低风险(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

提高企业生存的可能性；Politis［2］分析了创业学习如何有

效地实现机会识别以及降低新颖性劣势等。然而，从总体

上看，目前关于创业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领域，强

调机会识别、经验知识贡献等。尽管一些经验研究揭示了

创业学习的积极作用，但关于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影

响的内在机理并不清晰。因此，本文通过剖析创业学习模

式，阐释其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为新创企业运用

创业学习构建核心能力，培育高效的学习机制，进而促进

企业成长提供借鉴。 

1 匹配模式与层级模式 

1.1 匹配模式 

基于机会观的创业理论认为，创业建立在对新机会识别

与利用的基础之上，新创企业要解决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

难题，就必须通过创造并利用新机会来实现。然而，机会识

别研究注重运用企业家的经验、知识、创造力和认知能力，

通过信息的存储与利用以获取机会，但缺乏关于信息获取和

转化的研究，而创业学习理论则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2］。 

机会识别是创造性的，包含 4 个子过程，即准备、孵

化、评估和细化，因此需要建立与机会识别过程相协调的

创业学习模式。本文根据 Corbett［6］和 Lumpkin 等［7］的相

关研究，将创业学习模式进一步细化，设计了机会识别与

创业学习的匹配模式，见表 1。 

(1)准备阶段和收敛学习。准备主要涉及企业家为置身于

机会识别过程而搜集所需的知识。知识包含多个方面——工

作经历、培训、市场知识、客户问题知识等等。收敛学习的

好坏依赖于抽象概念化和主动试验的能力，需要不断思考和

实践，但行动并不一定与特定的观念或机会相联系。收敛学

习倾向于处理技术任务和问题，具有专有技术知识的成员通

常更容易发现最初的商业技术观念。准备阶段形成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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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后期孵化为真正的产品或服务机会的思想或平台。 

表 1 创业学习和机会识别的匹配模式 

过程 关键活动 学习方式 关键活动 

准备阶段 
(Preparation) 

对现有的经验

和知识存量进

行梳理和整合 

收敛学习 
(Convergent) 

抽象问题概念化、具体化，

进一步分析现有知识以发

现问题的解决方案。 

孵化阶段 
(Incubation) 

反思和观察不同

备选方案及可能

产生的结果 

同化学习 
(Assimilation) 

概念化、反思与观察，将

看似隔离的活动进行整

合、归类。 

评估阶段 
(Evaluation) 

评 估 不 同 的 新

观念，检验是否

具有可行性 

发散学习 
(Divergent) 

利用具体的经验知识、观

测结果和想象力以获取解

决的方式。 
细化阶段 

(Elaboration) 
制定计划、实施

任务并利用机

会 

调和学习 
(Accommodative) 

应用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执

行计划，寻找新的机会，

参与并采取合理的行动。 

(2)孵化阶段与同化学习。孵化阶段是新观念组合浮现

的时期，它不是问题解决阶段而是考虑优选及可行性问题

的阶段。同化学习应善于将看似不同行为的观测结果融合

到整合模型中。卓越的同化学习能力在于概念化抽象和反

思性观察。对新观念的评价较少采用实践价值标准，而更

重视观念背后的理论逻辑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此，如果

孵化阶段和同化学习的协调度高，“优选”观念的价值一般

就较高，也相对成熟。当然，组织并没有形成产品而达到

满足市场价值的要求。 

(3)评估阶段与发散学习。评估阶段最富于挑战性，并

且需要企业家自信，因为企业必须检验他们是否获取了好

的观念或真实可行的业务机会。这一阶段需要对观念进行

可行性分析、首次市场检验、财务评估，并利用最可信顾

问的业务或个人网络进行反馈、检验。评估是最直接的学

习阶段。在评估阶段的发散学习将决定是继续前行还是重

新回到准备或孵化阶段。发散学习强调丰富的想象力、对

具体经验的反思观察能力，以及通过对目标和价值的感知

而具有的“读心术”与把握形势的能力。发散学习从多维视

角 审 视 具 体 经 验 ， 并 将 许 多 因 果 关 系 构 建 成 “ 格 式

塔”(gestalt)，整合来自市场检验、财务分析等所有信息，通

过整合，实现机会和市场的最佳结合。 

(4)细化阶段与调和学习。围绕组织结构的业务计划得

以形成并不断改进，细化阶段也可以被看作是机会的利用

阶段，是创造性活动价值的体现，它确定了最终的选择并

组织资源、实施行动。不同于同化学习，调和学习强调具

体经验与积极试验并付诸行动。调和学习的最大优势是做

事情，实施计划和任务，开展新的经验活动。总之，调和

学习的重点是寻求机会，承担风险，采取行动，并且与任

务的付诸实践紧密结合。 

1.2 层级模式 

创业学习不仅可以细分为与机会识别相匹配的 4 种类

型，并且在每种形式中，都嵌入了不同层次的学习，体现

了创业学习的目的和方式。本文注重企业家层面的学习及

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借鉴 Young［8］和刘井建［9］等的研

究，将创业学习进一步分为单环学习、双环学习和三环学

习。企业家的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是过渡性方式，而三环

学习则是从最深层次进行的根本性变革。 

(1)单环学习。单环学习建立在对错误进行感知和修正

的基础上，响应来自环境的反馈信息，发现个人策略或行

为的错误并予以纠正，使组织的运作符合既定的规范与要

求。创业学习的单环模式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转换销售方

法迎合客户的新需求，改进管理会计学方法提高反映企业

运营的精度，或改变招聘方法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等。一

般地，企业家实施单环学习，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

适应环境，使组织在动态环境中保持稳定。 

(2)双环学习。双环学习也是创造性学习和高阶学习，

企业家在对既有的目标、策略和行为产生质疑并予以修正

时，会引起企业家个人目标或战略的变化。双环学习体现

为“学习如何学习”。具体的双环学习模式如：企业家改变

个人目标，通过检验企业的先前绩效而改变个人与企业的

关系，改变组织目标，提升企业的运营结构和报告关系等。

企业家开展这类学习，不仅要发现个人策略和行为的错误，

还要发现那些有关策略与行为指导规范的错误，并转换个

人行为，形成创新性思维模式。 

(3)三环学习。三环学习是指探究创业学习的过程和方

法，寻找阻碍和有利于创业学习的因素，再提出有效的新

策略，以提高创业学习的效率和效力，表现为精神上的变

革或基本的、深层的价值观的改变。三环学习改变了心智。

心智代表一种世界观，是个人意向系统中的最高层次，它

支配并调节个人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与发展，是体

验现实并形成感知的地方。企业家的基本假设和核心理念

是形成个人心智的基础，心智、情感和行为相互关联，相

互作用，进而折射在个人的存在方式之中［10］。在三环学习

中，企业家改变了基本的存在方式，注重提升感知水平，

采用协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从多视角、多渠道聆听、评估

和获取各种信息，不断提升自我素质，改变自我。 

2 作用机理与案例分析 

2.1 作用机理 

如果将企业家在新企业创生阶段的学习视为个体学习，

那么，在新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阶段就有所不同了。要正确认

识创业学习，就必须放弃个体视角［11］。在一些研究中，如

Dutta 和 Crossan［12］将组织学习引入创业理论，运用 4I 组织

学习模型致力于识别创业机会，并建立起二者的耦合模式。

因此，在将创业学习作为创业活动的伴生过程时，创业学习

的边界不仅需要进一步横向拓展，以实现创业学习的组织功

能，而且需要纵向延伸，即将创业学习贯穿于新创企业的整

个成长过程，采取不同的学习模式，充分利用新机会。 

笔者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结构模式，以阐释创业学习

的作用机理。将学习触发因素表现为成长难题，当然，必

须以资源基础和学习能力作为支持条件；企业家在机会识

别的不同阶段，采用相匹配的创业学习类型；利用机会超

越个体学习的范围，个人、团队和组织不断转变行为和对

话方式，鼓励回顾与反思学习，以及对现有体系持续进行

调整；学习成果将表现为具体问题的解决、创新和新产品

开发(NPD)，甚至是制度创新等；最终，不断丰富的经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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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将保证组织的长期生存和成功，实现新创企业成长的

演进，逐渐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图 1 创业学习的作用机理 

通过创业学习，新创企业提高了积累技术知识以及吸

收、利用新信息的能力［13］。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通过利

用个人的知识能力、网络关系，采用主动学习的方式，实

现了自我价值与创业动机，不仅提升了企业家个人的创业

能力，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新创企业的生存与竞争能力［14］。

值得指出的是，企业家与新创企业的互动将会影响组织对

外部信息的感知及相应策略的选择，进而影响创业学习的

深度和广度以及知识在组织内的传播。同时，这种互动也

与企业家的知识背景和组织环境密切有关［15］。 

 

2.2 案例分析 

X 公司成立于 1998 年，由哈尔滨海格集团控股 40%，

其余股东各控股 15%，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电子式电能表、

智能水表及载波、预付费、大用户系统等产品研发、生产、

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X 公司自主研发了许多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科技计量产品，产品技术质量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产品销售遍及内蒙古、黑龙江、贵州等 10 余个省份。 

根据X公司的产品销售收入，将成长过程划分为4 个阶段：

创建与起步期，效益缓慢增长；快速成长期，公司产品和服务

结构基本确定，生产步入正轨，效益快速提高；二次蜕变期，

结构稳定但效益增长缓慢，开始出现市场占有率下降，面临战

略变革，需进行二次创业；成熟与多元化战略阶段。 

以海格集团为主要投资者，组建了 X 公司创业团队。领

袖式的人物、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以及丰富的电子产品生

产和管理经验，为 X 公司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卓越的

创业团队(企业家)也为 X 公司解决成长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领先市场的新技术和经济政策

等都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必须采用一定的学习模式加以

解决。在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情况下，X 公司通过及时发现新

的生产性机会，建立起适用的创业学习模式，从而解决了成

长难题，推动了 X 公司的顺利成长，具体见图 2。 

 
图 2 X 公司的创业学习模式 

图 2 显示，X 公司通过对触发问题的深入分析，及时

发现新的机会，并采取相匹配的学习模式，解决了成长过程

中的难题，实现了新创企业成长阶段的演进。并且，X 公司

尤为重视双环和三环学习，即触发创业学习的高阶模式，完

成了企业家个人学习向组织学习的转变，将产生的新知识进

一步释义、传播和制度化，将个人知识扩散到组织层面，并

嵌入到组织惯例、体系和结构之中，实现了 X 公司的稳步演

进。组织层面上的学习不仅依赖于个人知识和技巧(人力资

本)，并且也包括有效的知识分享体系(社会资本)［16］。从这

一层面讲，新创企业还应建立有效的组织惯例、诊断体系、

准则和程序，支持新知识的获取、传播、分享和制度化。 

3 研究小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案例分析讨论了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的

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针对复杂、动态的新经济环境，只有

建立有效的创业学习机制，才能推动新创企业的健康成长。

成功的企业家也是热切的学习者［17］。企业家只有将难题作

为创业学习的新机会，才能更好地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今

后，笔者将进一步规范创业学习的推进机理，开发具有普适

性的量表，对新创企业实施大样本问卷调研，并运用结构方

程模型(SEM)进一步验证规范性研究的相关命题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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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Mode and its Effect Mechanism on New 
Venture Growth 

 

Liu Jingjian 

(Economics Management School,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ude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new venture growth is the basis for constitut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tching model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learning level model of self-improvement, and explains its action mechanism on the new venture growth. 

By taking x company as case study,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function and conducting significanc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or new ventu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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