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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业精神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
—基于珠三角公司的实证研究

杜海东，张　锦

（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９０）

摘要：虽然很多学者相信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在公司创业精神和绩效之间起了中介作用，但了解“如何发生

作用”的知识却十分缺乏。基于２３５家珠三角公司实证研究并辅以案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１）渐进式公司
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的促进作用，在成长型市场和东方文化的情境下影响强度更大；（２）激进式
公司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的促进作用，在成熟与竞争市场和西方文化的情境下影响强度更大。研

究结论丰富了公司创业精神和绩效关系的相关理论，对公司创业实践，尤其是中国公司施行创业精神的实践

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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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的转变，

学术界对创业领域的研究呈现指数式增长。林

强、姜彦福、张健文（２００１）［１］在全面评析以往创
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创业理论的概念性框架，

并认为“创业精神”是一个需要阐明的重要概念。

作为组织层面的现象，公司创业精神（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经常被创新和战略管理领域的
文献加以论述。这一术语出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

中，表述不同但意思却非常接近，例如创业姿态、

创业导向、企业家精神等等。过去十几年，关于公

司创业精神和公司绩效等变量间关系的文献发展

非常迅速［２］。现有研究早已突破了二者间关系

的双变量模型，但或许是在被广泛引用的 Ｌｕｍｐ
ｋｉｎ和Ｄｅｓｓ（１９９６）［３］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经

典模型的影响下，更多的研究（例如 Ｈｕｌ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Ｓｔ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ｌｅｒ
ｃ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０）集中在环境因素和组织因素调节
作用的分析上。相比较之下，现存研究忽略了中

介变量及其重要作用，这使得公司创业精神对绩

效影响路径的知识十分缺乏。基于公司创业精神

为关键词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搜索结果，只有一篇以市场营销能力为中介变量

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以创业导向为关键词的搜索

结果也不容乐观，寥寥几篇文章分别以组织学习、

市场导向、双元能力、动态能力等为中介变量进行

研究［４－７］。

刘预（２００９）［８］认为，对于 Ｌｕｍｐｋｉｎ和 Ｄｅｓｓ
（１９９６）所强调的组织因素尤其是资源，在创业导
向转化为绩效过程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并未引

起足够重视。Ｚａｈｒａ和 Ｂｏｇｎｅｒ（２０００）［９］的研究表
明，公司创业行为经常因为资源枯竭而不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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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被迫终止。另一方面，组织中有效的整

合行为是促成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

公司创业精神向绩效转化的路径中，必须加入资

源整合这一重要的创业能力为中介变量才能有效

解释公司创业精神到价值创造的转化。创业能力

的另一重要维度机会识别对于创业成功的重要作

用，过程和机会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Ｓｈａｎｅ和 Ｖｅｎ
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２０００）［１０］给出了明确的观点，他们认
为，创业研究应该以“机会”为线索展开，这包括

发现、利用和开发。虽然很多学者相信创业能力

在公司创业精神和绩效之间起了中介作用，但了

解“如何发生作用”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因此，以

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两个维度构成的创业能力为

中介变量，揭示公司创业精神对绩效影响的一个

重要影响路径，尤其可以弥补“转型经济情境下，

中国公司创业精神操作化的研究仍然缺乏，公司

创业精神对绩效作用机制仍不明朗”［２］这一研究

现状的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创业精神对绩效的影响

研究出现一些不一致的结论。一般认为，公司创

业精神对成长和利润均有较大的影响，但 Ｍｏｒｒｉｓ
和Ｓｅｘｔｏｎ（１９９６）［１１］却发现，公司创业精神对成长
影响显著，对现期利润没什么影响。除了对绩效

所选用的测量工具和标准外，人们忽略了一个重

要的原因，这些不一致的结论源于学者们狭隘地

理解了公司创业精神这一构念。研究公司创业精

神对于绩效的作用，有必要区分公司创业精神的

类型。根据Ｈｅｎｄｅｎｓｏｎ和 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０）［１２］对不同
程度创新的划分，蒋春燕、赵曙明（２００６）［１３］把公
司创业精神划分为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Ｉｎｃ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ＣＥ）和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Ｅ）。
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表现出加强和升级现有产

品／市场的战略导向，而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表现
出开拓全新产品／市场的战略导向。它们反应了
强弱程度不同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与超前行动

的倾向。本文将区分公司创业精神的类型，以转

型经济背景下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珠三角公司为调

查对象，对不同类型公司创业精神是否以及如何

通过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最终影响创业绩效进行

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将有助于弥补相

关理论研究的不足，并进一步充实相关的实践对

策。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方法简述
采用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

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使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ＬＩＳ
ＲＥＬ８７０作为分析工具。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数据
收集；为保证实证测量在可接受范围内反映变量

的真实含义，本研究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式

因子分析，以探明问卷的结构效度；通过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α系数检验潜变量信度。然后用结构方程
进行验证式因子分析，检验理论模型逻辑上的合

理性。最后通过检验结构模型的拟合度以及路径

系数的显著性来验证假设。还将进一步对假设验

证的初步结论辅以案例进行分析。

２２　假设提出
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开拓全新产品和市场的

导向，促使企业积极探索各种新的相关技术及市

场知识和信息，因而促进探索式学习［１３］。探索式

学习是获取现有产品与市场以外的知识和信息的

重要途径。知识和信息又是发现创业机会的重要

因素，任何一个被甄别的机会都来源于企业家对

环境中相关信息的高度敏感和持续关注［１４］。另

外，具有激进式创业精神的公司表现出超前行动

的强烈意愿，因此会通过“寻求与现有经营相关

或不相关的机会，先于竞争对手引入新产品［１５］，

抢在竞争对手之前主动预测并追逐市场机会。

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提升现有产品和市场的

行动导向，促使企业关注并利用现有相关技术和

市场信息，因而促进利用式学习。利用式学习，关

注现有顾客需求，对现有产品和市场知识进行吸

收和运用，从而实现改善升级现有产品和市场的

目的。但组织学习以利用式学习为主的情况下，

可能会存在一种危险：即过度关注企业现有顾客

和竞争对手会造成战略短视，导致企业只会对现

有产品进行微调来回应快速变化的市场［１３］。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和Ｂｏｗｅｒ（１９９６）［１６］对磁盘驱动业的研
究证实了这种观点。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能力
正向显著影响。

Ｈ１ｂ：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能力
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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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业被普遍认为是建立和重构公司资源

的重要手段。刘预（２００８）［８］基于中国背景的实
证研究证明了创业导向与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

取的正相关关系。新企业创建不再只关注机会的

重要性，也关注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快速

开发机会的资源整合［１７，１８］。具有较强创业精神

的公司，能够积极主动地识别和开发市场机会，并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对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的大

量需求。为获取这些资源，公司会动用内外部社

会网络关系或创新商业模式和内外部网络获取资

源并予以整合，满足新业务发展需要［１９］。高超前

行动导向的公司比低超前行动导向的公司更倾向

于、也更善于利于网络关系获取关键资源。相对

而言，缺乏创业精神的公司则无法对资源获取提

供有效的指导和推动［２０］。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

假设：

Ｈ２ａ：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正向显著影响资
源整合能力。

Ｈ２ｂ：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正向影响资源整
合能力，但影响程度弱于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

机会认知和识别是创业行为的起点，因此，识

别创业机会是成功整合利用资源以开发机会，并

最终获得利润的关键［１０］。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和 Ｈａｎｋｓ
（１９９４）［２１］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机会感知能
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罗志恒

（２００９）［２２］对成熟企业和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实证
研究证明了机会识别能力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

系。李乾文（２００６）［２３］认为，机会探索和开发能力
是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利于绩效提

升。

被识别的创业机会需要与之匹配的资源才可

能转化成商业价值。Ｚａｈｒａ和 Ｂｏｇｎｅｒ（２０００）［９］的
研究表明，从外部环境中有效获取所需技术资源

必然会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Ｂｒｕｓｈ、
Ｇｒｅｅｎｅ和Ｈａｒｔ（２００１）［２４］剖析了创业企业资源构
建过程，揭示了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促进

作用。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和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０）［２５］定义了资源

整合利用过程中的企业动态能力，并认为这种动

态能力利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并最终提高企业绩

效。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机会识别能力正向影响公司创业绩效。
Ｈ３ｂ：资源整合能力正向影响公司创业绩效。

２３ 数据与量表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３６６份，回收问卷
２５２份，其中有效问卷 ２３５份。有效回收率为
５４１％。所有数据的 Ｔ检验结果显示，回应调查
对象和非回应调查对象在经营年份、员工数量、经

营规模上的差异并不显著，这就表明本研究的无

应答偏差可以忽略。

调查问卷包括六个部分：企业基本信息；激进

式公司创业精神量表；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量表；

机会识别能力量表；资源整合能力量表；创业绩效

量表。所有的测量都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五级量表（１代
表完全不同意，而５代表完全同意）。本研究尽
量采用现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并加以必要的修

改。其中，激进式与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量表、机

会识别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量表的题项均已经过

了国内学者的“本土化”效度和信度评价［１３，２６，２３］，

因此，直接引用可以提高本研究所需数据收集的

可信度。创业绩效量表参考 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ｍａ
（２００１）［２７］开发的新产品绩效量表，以及 Ｂａｋｅｒ和
Ｓｉｎｋｕｌａ（１９９９）［２８］开发的产品创新绩效量表进行
编制。鉴于中外创业环境和文化的不同，采取如

下措施保证测量题项的本土适用性。首先对部分

受访者进行开放式访谈收集量表的题项内容，按

回答内容的含义整理成与参考量表对应的“题

项”，再依照“题项”出现的次数由多到少进行排

序。接下来对另外２５位受访者进行预调查，并分
成高低分组。通过独立样本 Ｔ检验的统计方法
检验高低两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是否显著。结

果发现“新产品差异化程度（ｔ＝１３５，ｐ＞００５）”
题项不能鉴别调查对象的反应差别，因此予以剔

除，最终保留４个测量题项。所有量表题项均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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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信度与效度评价
在进行假设验证之前，通过对测量模型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和效度检验，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

量特定概念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如表１所示，各



·５４　　　· 科　研　管　理 ２０１３年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在 ０８４３至 ０９３７之
间，ＣＲ（复合信度）在０８０８至０８９８之间，均超
过了０８的值，所有量表的 ＡＶＥ（平均变异抽取
量）均大于０５，可见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由于研究参考了过往文献中成熟的量表，因

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如表 ２），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介于
０６９至 ０８５之间，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
（ｐ＜００１），这表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因此各
量表汇聚效度良好。另外，ＡＶＥ平方根和相应行
与列的相关系数比较，前者均大于后者，这说明量

表区分效度良好。

２５　结构模型与假设验证
采用 ＬＩＳＲＥＬ８７０分析多变量之间的路径结

构、模型整体拟合情况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通过拟合指数判断本研究模型是否与测量数

据相匹配；再通过拟合程度以及路径系数的显著

性来验证理论假设是否成立。如图１所示，机会
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创业绩效被模型解

释的百分比分别为６４％、５３％和６９％。在模型拟
合度指标中，Ｘ２／ｄｆ＝２１５（处于２－５之间），ＮＦＩ、
ＮＮＦＩ、ＣＦＩ和 ＩＦＩ值均超过 ０９，ＲＭＳＥＡ和 ＲＭＲ
值均在００６以下，说明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具
有较高的拟合度，研究结果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表３列出了本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其中假
设Ｈ１ａ、Ｈ２ａ、Ｈ３ａ、Ｈ３ｂ成立；Ｈ１ｂ拒绝；Ｈ２ｂ“部
分成立”（相关关系存在，但假设中的“渐进式公

司创业精神对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程度弱于激进

式公司创业精神”却得不到证实）。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假设结果分析

假设检验得出３个初步结论：（１）激进式公司
创业精神和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均对机会识别能

力正向显著影响，但后者对机会识别能力影响程度

弱于前者；（２）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和渐进式公司
创业精神均对资源整合能力正向显著影响，但后者

对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程度强于前者；（３）机会识
别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均对创业绩效正向显著影

响。在上述结论中，如下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具

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否定了“渐进式公司

创业精神对创业机会识别没有显著影响”的研究

假设。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目前中国仍然是发

展中的市场，比较国外成熟市场而言机会更多。

现有产品和市场的改善和升级空间很大，例如，与

现有产品相关的服务业务就是一个巨大的成长空

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公司渐进式创业精神对

于现有产品和市场的关注同样会产生大量的商业

机会。二是，中国公司目前多数还是模仿创新，也

就是其业务机会很多来自于对市场上现有产品和

业务的模仿改进。这也许可以解释本研究的这一

结论与一些西方学者研究结论不同的内在原因。

其次，“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资源整合利

用影响程度强于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这一结论

否定了“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资源整合利用影

响程度弱于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的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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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调研样本的定性访谈，我们发现可能的原

因是，中国社会更为关注人际关系，这种特性映射

到公司的网络关系之中。渐进式创业精神关注现

有业务，进而关注对现有关系的持续维护和巩固。

公司无论是发展现有业务，还是新业务都可能从

这样的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在中国，强关系的

建立通常需要较长的合作时间建立彼此信赖，而

激进式创业精神关注现有业务之外的机会，由于

没有合作或合作时间较短，导致公司因此发展的

网络关系较弱，因而对资源获取的作用没有施行

渐进式创业精神产生的强关系网络的影响明显。

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则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往往

通过项目和共同利益而展开迅速合作，并建立关

系从中获取资源，这与中国情景刚好相反。

３２ 案例应用分析

傲胜国际公司，前身是一家售卖厨房电器的

小型贸易商店。１９８３年引入保健器材销售业务，
１９８６年在海外开设销售点。八十年代末期建立
了自主品牌，并通过 ＯＥＭ方式生产多种保健器
材。１９９５年与供应商合资成立苏州公司。１９９９
年采取特许经营方式扩展销售业务。２０００年与
供应商进一步合作成立上海公司。２００３年与分
销商全劲公司合作，形成海外销售网络。２００５年
先后进入与保健器材无关，但与健康有关的新业

务领域（如，保健补品、营养食品、家庭卫生清洁

系统等）。近年来，傲胜公司不断扩展业务领域

和市场范围，目前已拥有四大类与“健康”有关的

产品。傲胜的市场涵盖中国大陆、东南亚、中东及

北美（图２）［２９］，并取得了年均增长率高于３０％的
业绩（数据来源于对上市公司年报的整理），并且

保持着健康的财务状况。

　　从图２所示的成长路径可以看出，傲胜公司
同时拥有渐进式创业精神和激进式创业精神。在

公司成立最初的２０年，傲胜大量施行渐进式公司
创业精神，这从其不断开发与现有客户相关的延

伸产品（例如，健美和愉悦精神类产品），以及不

断开发与现有市场相关的“邻近市场”（邻近市场

被定义为文化、经济发展相近和地理位置邻近的

国家或地区［１６］）就可以看出。这种渐进式公司创

业精神为傲胜从８０年代中期依赖亚太区域不断
成长的保健器材市场中发现到无限的商机。傲胜

也从多年合作中关系逐渐密切的供应商和分销商

伙伴中，获得更多的生产和销售资源。２００５年

后，傲胜则开始大量施行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在

保健器材市场竞争逐渐激烈的情况下，重新定义

自己的事业范围，进入与保健器材无关，但与健康

有关的几个全新业务领域，从而为未来成长打开

了空间。

案例说明，在成长型市场，渐进式公司创业精

神对机会的识别作用更为明显；在东方文化情境

下，施行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所建立起来的关系

网络更利于整合资源；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则在

竞争市场中对机会的识别作用更为明显。这与前

述“假设结果分析”中的两点讨论相一致，案例研

究进一步证实了实证研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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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主要结论与启示

４１ 主要结论

通过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是公司创业精神

对创业绩效发生作用的一个关键路径。不同强度

的公司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和资源整合的影响不

同。来自于本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重要结论

是：（１）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机会识别和资源
整合的促进作用，在成长市场和东方文化的情境

下影响强度更大；（２）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对机
会识别和资源整合的促进作用，在成熟与竞争市

场和西方文化的情境下影响强度更大。研究同时

发现这个结论隐含了一个重要调节作用的存在，

即市场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丰富

了公司创业精神和创业绩效关系的相关理论，对

公司创业实践，尤其是中国公司施行创业精神的

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４２ 管理启示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创业

精神已经成为构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的最为异质

的资源之一，提高公司创业精神对于持续成长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培育公司创业精神将成为公

司管理层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许多成长型市场，

渐进式创业精神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来自与现有业

务和市场相关的延伸增长。但处在快速变动的产

业环境中，公司培育激进式创业精神则更为重要，

例如软件行业的公司必须对需求变化高度敏感，

敢于先行先试。具有激进式创业精神的公司在较

强创新和超前行动的导向下，常常会改变产业游

戏规则，建立起引领消费需求的竞争优势，苹果公

司就是这样的范例。中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从模

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的过程中，培养激进式创

业精神尤为重要，这可以帮助公司关注并发现现

有业务之外的新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司

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过度推行激进

式公司创业精神同样会存在另外一种危险：即该

公司现有的市场分析能力、管理能力以及资源利

用能力无法支撑创新项目的成功。渐进式公司创

业精神同样具有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的特性，在

成长型市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公司，其渐进式创

业精神成为组织惯性可能会导致激进式创业精神

被忽略。随着新创企业立足市场并不断发展成为

成长型企业时，或者成长型市场发展成为成熟竞

争型市场时，如果忽略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企业

就可能会掉进战略短视、无法突破的“失败陷

阱”。因此，就像组织均衡一样，公司创业精神均

衡将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实践课题和新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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