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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团队效能的关系研究

樊传浩，王济干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高科技创业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已有研究并没有对“什么样的创业团队更可能获得好的

效能”问题给予合理解释。本文使用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手段，考察了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团队效能的相

关关系，并进行了路径分析。利用８０６个样本的实证数据，并结合案例分析的研究发现，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团
队效能的影响作用显著。异质性只是团队结构的一种静态描述，一旦创业团队形成，认同突显的长时段的一

般人口统计学属性、教育背景等结构因素将固定，业已形成创业团队则说明对团队认同的承诺已达到一定程

度，进而在创业过程中能够激活短时段的创业经验、认知、工作价值观等情境因素发挥作用，从而间接的对创

业团队效能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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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创业是创业者从无到有创造一个新企业的过

程，也是一个多要素整合互动的过程。创业研究

逐渐聚焦于创业团队，从多层面探讨新企业的创

建和管理问题。创业团队的研究沿袭高管团队的

研究经验，许多研究关注于创业团队成员构成异

质性及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此类关系的分析结

论往往存在矛盾，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或不相

关的结论。另外，许多研究通过深入创业团队的

内部，关注创业团队成员的行为特征、团队成员间

的关系状况及其对创业的影响。创业团队研究必

须加入新的要素，因此，本文从团队效能的视角切

入，更多的关注于团队成员是否具有完成特定任

务所需能力的信念，团队成员对创业情景进行回

顾、分析与纠偏的交互行为结果，研究创业团队异

质性与团队效能的作用规律。

创业团队成员构成及其异质性问题是创业团

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已有研究对各种异质性缺

乏有效区分，以致研究结论相互矛盾（Ｆｏｏ等，
２００５［１］；Ｌｉａｏ等，２００９［２］；牛芳等，２０１１［３］）。由于
视角和标准不同团队异质性被划分为二维、三维

或五维，所包含的内容也在不断发展。本研究参

考Ｊａｃｋｓｏｎ等人［４］（２００３）的定义，将创业团队异
质性界定为：“创业团队成员在创业情景中处理人

际关系和完成工作任务时显现的个人特质方面的

差异及分布情况。”结合创业特征，将创业团队异质

性划分为一般人口统计学属性异质性（Ｈ１）、教育
背景异质性（Ｈ２）、创业经验异质性（Ｈ３）、认知异
质性（Ｈ４）和工作价值观异质性（Ｈ５）５个维度。

而创业团队效能则是新创企业生存与成长的

源泉，本文从结果维度、能力维度和行为维度对其

测度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将其划分为业绩效能

（Ｐ）、团队功效感（Ｅ）和行为结果（Ｂ）３个维度。
业绩效能是创业团队在任务目标完成度和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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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现的绩效，这一绩效是围绕目标解决问题、完

成任务或创造新价值而产出的；团队功效感是成

员对创业团队的执行力和达成目标总体能力的信

念；行为结果是成员在交互影响下，蕴含在创业团

队内部尚未产出业绩效能的交互记忆和行动体现。

本文尝试使用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手段展开

实证研究，探索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团队效能的关

系，试图打开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新创企业成长之

间“黑箱”，剖析创业团队构成与创业团队行为过

程之间关系的“悖论”，在创业研究领域中是一个

重要的理论发展，以期从根本上找出提升新创企

业竞争优势的途径。

２　研究假设与框架

在创业情境下，新企业不仅面临着来自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且因为创业团队成员之间信

任和熟悉度的差异而引发来自内部创业团队自身

管理方式的不确定性（Ｂｌａｔｔ，２００９［５］）。当阻碍团
队成员的沟通与交流时，创业团队异质性会对团

队凝聚力产生负作用，并可能增加团队冲突与政

治活动，从而降低团队效能；另一方面，创业团队

异质性可能因为决策选择的不同而增强对创业机

会的发掘，还能增强新创企业战略定位的灵活性，

对团队效能有积极作用。本文从创业团队异质性

的５个方面提出假设，基于创业团队异质性各维度
与团队效能各维度的假设结果，构建出创业团队异

质性与团队效能关系的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框架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３ 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衡量方法

３１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到２０１１年４月，以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６省市的创业团
队作为研究对象，共计发出１０００份问卷，问卷回
收９３４份，剔除无效问卷１２８份，有效问卷为８０６
份。抽样方法基本上是采用便利抽样，问卷调查

分为３种方式。主要通过ＶＣ从业人员联系创业
团队，达成共识后通过邮件、邮寄等方式发出问卷

７００份，回收６７９份，有效问卷为６２７份；二是通
过创业培训班现场发出问卷２００份，回收１８７份，
有效问卷为１３４份；三是通过邮寄新创企业高管
发出问卷１００份，回收６８份，有效问卷４５份。被
调查者主要是高科技行业的创业团队成员。问卷

选项除了样本的个人基本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采

用选择题形式外，其他选项均采用李克特７级量
表设计。

３２ 变量设计及衡量方法

（１）团队成员异质性的测量。
创业团队成员异质性的维度划分及测量尚未

达成共识。结合创业团队的特征，参考 Ｊｅｈｎ，
Ｎｏｒｔｈｃａｆｔ和Ｎｅａｌｅ（１９９９）开发的量表，在衡量认知
差异性时增加“风险识别异质性”、“对待创业情

景态度异质性”和“创业机会选择异质性”３个项
目，经２轮修正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７９３，确定使用通
过的１８个项目测量创业团队成员异质性。因子
分析的结果显示，测量创业团队效能的１８个题项
被归为５个因子，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８６０５６％，
与原构思一致。

（２）团队效能的测量。
本文将团队效能划分为３个维度进行测量。

业绩效能维度测量方面，综合了 Ｍｏｔｏｗｉｄｌｏ和 ｖａｎ
Ｓｃｏｔｔｅｒ（１９９４），Ａｎｃｏｎａ和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９２）等研究
的基础上，编制出问卷，经测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
０８７１。创业团队功效感方面，借鉴 Ｓａｌａｎｏｖａ和
Ａｇｕｔ等（２００５）开发的量表，编制出测量问卷，经２
轮修正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 ０８１６。创业团队行为结
果方面，借鉴Ｌｅｗｉｓ（２００３）所开发的量表，通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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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和试测，编制出测量问卷，经 ２轮修正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α为０８４２。为保证创业团队效能测量的整
体有效性和一致性，我们又进行了一轮试测，该量

表２０个项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８４１，这表明量表
整体具有较高的信度。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测

量创业团队效能的２０个题项被归为３个因子，解
释了总体变异的８２７６９％，与原构思一致。

表１ 变量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Ｈ５ Ｈ４ Ｈ３ Ｈ２ Ｈ１

Ｐ．业绩效能 ．４３５ ．４５０ ．２０８ ．２３７ ．０００

Ｅ．团队功效感 ．２４９ ．４２３ ．２４６ －．０７５ ．０９８

Ｂ．行为结果 ．１２７ ．２２０ ．４３２ ．３０３ －．０４９

　注：ｐ＜００１（２－ｔａｉｌｅｄ）；ｐ＜００５（２－ｔａｉｌｅｄ）。

表２ 各个拟合模型的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指数名称
模型拟合结果

Ａ．Ｍ． Ｃ．Ａ．Ｍ．１ Ｃ．Ａ．Ｍ．２ Ｃ．Ａ．Ｍ．３ Ｃ．Ａ．Ｍ．４

绝对

拟合

指数

χ２ ３５７８．２３８ ３５８５，８７４ ２２０７．５２７ １９４３．９９６ １４５６．８９０

ｄｆ ６５２ ６５１ ６５２ ６５２ ６５２

χ２／ｄｆ ５．４８８ ５．５０８ ３．３８６ ２．９８２ ２．２３４

ＧＦＩ ．８３３ ．８３２ ．９１９ ．９４１ ．９５３

ＲＭＳＥＡ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５１ ．０４３ ．０３６

相对

拟合

指数

ＮＦＩ ．７６７ ．７６７ ．８９４ ．９１１ ．９１２

ＴＬＩ ．７５０ ．７４９ ．８７８ ．８９８ ．８９８

ＣＦＩ ．７７５ ．７７５ ．９０２ ．９２０ ．９２１

表３ 各个拟合模型中的路径系数及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Ｐａｔｈ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路径

假设

变量

关系

Ａ．Ｍ． Ｃ．Ａ．Ｍ．１ Ｃ．Ａ．Ｍ．２ Ｃ．Ａ．Ｍ．３ Ｃ．Ａ．Ｍ．４

Ｅｓｔ．Ｓ．Ｅ．Ｃ．Ｒ Ｐ Ｅｓｔ．Ｓ．Ｅ．Ｃ．Ｒ Ｐ Ｅｓｔ．Ｓ．Ｅ．Ｃ．Ｒ Ｐ Ｅｓｔ．Ｓ．Ｅ．Ｃ．Ｒ Ｐ Ｅｓｔ．Ｓ．Ｅ．Ｃ．Ｒ Ｐ

１ｂ Ｈ１→Ｅ－．００５．０１５ －．３０ ．７６４ －－ －－ －－ －－ －－ －－ －－ －－ －－ －－ －－ －－ －－ －－ －－ －－

２ａ Ｈ２→Ｐ．０８５ ．０１６ ５．２７ ．０８９ ．０１６ ５．４３ －－ －－ －－ －－ －－ －－ －－ －－ －－ －－ －－ －－

２ｂ Ｈ２→Ｅ－．１１３．０１８－６．２２ －．１１３．０１９－６．０５ －．３６１．０５８－６．２４ －．３７１．０５８－６．３６ －．４０３．０６１－６．６３
２ｃ Ｈ２→Ｂ．０１１ ．０１４ ．８０ ．４２５ ．０１２ ．０１４ ．８７ ．３８４ －－ －－ －－ －－ －－ －－ －－ －－ －－ －－ －－ －－

３ａ Ｈ３→Ｐ．１８２ ．０１３１３．７５ ．１８２ ．０１３１３．６８ ．１７６ ．０１８ ９．８３ ．１７８ ．０１９ ９．４６ ．１７９ ．０１９ ９．６４
３ｂ Ｈ３→Ｅ．１９４ ．０１４１３．３９ ．１７１ ．０１４１１．８５ ．２１４ ．０２４ ８．８１ ．２２２ ．０２６ ８．６５ ．２１６ ．０２５ ８．６６
３ｃ Ｈ３→Ｂ．２７６ ．０１７１６．３３ ．２７３ ．０１７１６．３３ ．２６９ ．０１８１４．８９ ．２２９ ．０１６１４．１０ ．２６１ ．０１８１４．６０
４ａ Ｈ４→Ｐ．５９２ ．０２０２９．３９ ．５９２ ．０２０２９．４６ ．６２４ ．０２２２８．４７ ．６１９ ．０２４２５．６３ ．６２６ ．０２５２５．００

４ｂ Ｈ４→Ｅ．６０５ ．０２１２８．９９ ．６１８ ．０２１２９．２５ ．７０５ ．０３２２２．２０ ．７３７ ．０３５２１．０６ ．８００ ．０３４２３．７９
４ｃ Ｈ４→Ｂ．３８７ ．０２０１９．６３ ．３９１ ．０２０１９．７３ ．３９５ ．０１９２０．５７ ．４４４ ．０２０２１．７５ ．４２９ ．０２０２１．３８
５ａ Ｈ５→Ｐ．２７４ ．０１４１９．９６ ．２７３ ．０１４１９．８９ ．２７８ ．０１４２０．５１ ．２６５ ．０２１１２．５４ ．２５９ ．０２１１２．３３

５ｂ Ｈ５→Ｅ．０８６ ．０１１ ７．９０ ．０９６ ．０１１ ８．５５ ．０９６ ．０１１ ８．５６ ．０５２ ．０２１ ２．４３ ．０１５ －－ －－ －－ －－

５ｃ Ｈ５→Ｂ．０４４ ．００９ ５．０６ ．０４２ ．００９ ４．８４ ．０３７ ．００８ ４．３１ －－ －－ －－ －－ －－ －－ －－ －－

修正

路径

假设

Ｈ１→Ｈ４－－ －－ －－ －－ ．１９４ ．０５５ ３．５５ ．１０６ ．０２９ ３．６２ ．１３９ ．０３０ ４．６８ ．１４９ ．０３０ ４．９９
Ｈ１→Ｈ５－－ －－ －－ －－ ．２９６ ．０５３ ５．５９ ．２８５ ．０５２ ５．４６ ．１３３ ．０２８ ４．７０ ．０９０ ．０２６ ３．５２
Ｈ２→Ｈ３－－ －－ －－ －－ －－ －－ －－ －－ １．１５２．０５１２２．５８１．１６４．０５１２２．６９１．１７８．０５２２２．７２
Ｈ２→Ｈ４－－ －－ －－ －－ －－ －－ －－ －－ １．６６２．０６７２４．６８１．６４９．０６７２４．５４１．６６７．０６８２４．５７
Ｂ→Ｈ５ －－ －－ －－ －－ －－ －－ －－ －－ －－ －－ －－ －－ １．３６９．０６８２０．００ ．５８４ ．１１２ ４．９０
Ｅ→Ｈ５ －－ －－ －－ －－ －－ －－ －－ －－ －－ －－ －－ －－ －－ －－ －－ －－ ．６４９ ．０８９ ７．２９

　注：表示１ｂ、４ｂ、５ｂ、５ｃ修正后的假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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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证分析

４１ 相关分析

对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团队效能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４２ 路径分析

（１）构建路径分析假设模型。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的核心是模

型拟合性，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团队效能变量间的

关联模式是否与数据相拟合及拟合程度如何，决

定了路径分析的准确度。本文属于产生模型分

析，前文根据理论分析提出了相关假设，根据相关

分析的结果，需要对相关假设进行修正，构建出作

用路径假设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路径假设模型（ＡＭ）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Ｐａｔｈ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２）模型拟合与修正。
使用ＳＰＳＳ对样本数据的偏度和峰度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样本数据中值与中位数相近，偏度

＜２，峰度＜５，本研究模型各变量符合正态分布要
求。采用极大似然估计，使用 ＡＭＯＳ１８０执行
后，假设模型（ＡＭ）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各项
指标值如表２所示。本文通过删减显著性检验未
通过的路径和增加有实际意义且通过检验的路径

的方法对作用路径假设模型进行修正。一般删减

路径或变量的做法容易提高模型的拟合效果，当

然在删除相关路径过程中，我们对有实际意义的

测量变量进行了保留。经多次修正和验证，如表

３所示，得出修正假设模型４（ＣＡＭ４），拟合效
果理想。

又对ＣＡＭ４进行了临界比率、残差变量修
正，拟合指数相近，只有当拟合模型修正累积到一

定程度相关拟合指数才有明显提高，相应的拟合

模型已非常复杂，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我们选

择相对简洁、符合实际意义且能较好拟合数据的

ＣＡＭ４作为进一步分析的路径模型。标准化
处理后得到拟合结果，如图３所示。
４３ 案例分析

调研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一批刚毕业工作

不久，精力充沛，面临成家和立业的双重压力，并

怀有发财梦想、不甘现状，具有活力和激情的年轻

创业者，他们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８０６份样本中，南京有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ＹＹ）的创业团队颇具代表性，因此选取他们
进行了案例分析。

该公司主营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研发、销售

及售后服务等业务。２００９年由３位合伙人共同
出资创立。２００９年创业初期，由于客户少，３位创
业者又都是做研发出身，缺乏销售经验，经历了亏

损的一年；２０１０年以来为了赚钱，能让公司生存
下来，他们什么业务都接，做网页、做程序设计、做

系统集成等等，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户，也逐渐形

成了各自侧重的分工，２０１１年利润突破了 １００
万。

访谈的结果显示他们３位各具特色：Ａ、胸怀
大志，勇于冒险，对公司的发展充满自信、竞争心

强、主动且企图心强烈，看问题能够直指核心，并

对目标全力以赴。同时，技术出色，在大学期间参

加过创业大赛，注重客户的体验和感受，喜欢与客

户交朋友，并愿意从普通用户的角度去看产品。

Ｂ、技术方面精准扎实、刻苦钻研，坚持走技术菁
英路线，原则性强，对规则有强烈责任及义务感。

有一定完美主义倾向，寻求自己认同的高品质、做

事要确保有把握、敬业负责。巨细靡遗、事必亲

躬、保守谨慎。但，不喜欢与客户打交道。Ｃ、平
易近人、敦厚可靠、避免冲突与不具批判性。在行

为上，表现出不慌不忙、冷静自持的态度。注重稳

定与中长期规划，即使面对困境，亦能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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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应付。同时，协调能力非常强，往往能够从大

家的争吵中发现价值所在。

在与他们的访谈中也谈到：２００９年公司亏损
的时候，Ａ总是鼓励大家：“哪个公司都是从亏损
开始的，活下来走下去，坚持就是胜利。”大家看

着他每天乐观的状态就充满信心。而２０１１年，公
司实现突破１００万，当大家感觉原来钱这么好赚
的时候，Ｂ就站出来说：“我们的产品还存在不少
缺陷，客户的抱怨不少，大家别忘记了当初创立公

司要基业长青的目标”。

２０１０年９月的问卷结果与２０１２年３月的问
卷结果的比较显示：他们对创业团队效能情况评

价的结果稍有变化，总体的团队效能均值略有提

升，其中业绩效能提升明显、团队功效感略有下

降、行为结果有所提升；然而他们对创业团队异质

性情况评价的结果变化较大，其中一般统计学属

性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未有变化，创业经验异

质性略有提升，认知异质性提升非常明显，工作价

值观异质性略有下降。在 ＹＹ的创业团队，异质
性通过认同与承诺，能够在创业过程中产生知识

扩散、转移或融合，有利于提高团队工作效率，影

响着创业团队成员的思维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

上支持了４２的结果，即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团队
效能的影响作用明显。

图３　路径拟合模型（ＣＡＭ４）

Ｆｉｇｕｅｒ３ Ｐａｔｈ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５ 结论及启示

作为反映新创企业内部运行状况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因素，团队效能能够包含绩效、态度和行为

等方面的内容，对新创企业的生存与成长起到更

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探讨创业团队异质性与

团队效能的作用关系，获得了如下研究结果：

一是创业团队创业经验异质性、认知异质性

对创业团队效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观点得到

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认可，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再

次验证了这个观点。创业经验异质性显著影响新

创企业的角色规范性和职能专业化（薛红志，

２０１１［６］），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创业经验的组合特征影响其所选择的战略类

型和决策的成败（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２００９［７］），可以减少新
创企业创业初期的新进入缺陷 （Ｓｈａｎｅ等，
２００３［８］），多样的认知基模往往会转化为更富有
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创意和想法［９］。认知异质性

是创业者会对创业情境做出差异性的解释和反应

的前提（Ｇｉｌｂｅｒｔ等，２００６［１０］），成员间的意见与观
点歧异往往会引发许多“意外”事件，当创业团队

的行为结果与实际产生落差时，“意外”事件就可

能诱使成员关注新的信息。ＹＹ创业团队２００９年
遇到的亏损困境正是缺乏创业经验所致，成员在

创业决策情景中受经验、直觉、即兴发挥等非理性

因素的作用，因而造成 ＹＹ创业团队认知异质性
的明显变化，然而，此类异质性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如若处理不当，会导致成员间冲突显现与升级，甚

至核心成员离职。在创业流程和创业管理阶段，

职能部门经历、工作年限、创业经历的异质性经验

的传播与共享，正向影响团队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能力。当团队内对于机会、威胁以及战略选择时，

认知异质性大的创业团队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对同一情境的不同解释和更多的方案，通过不断

尝试和修正创业行动，慢慢摸索行之有效的创业

路径。

二是创业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对创业团队功

效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业绩效能和行为

结果的影响均不显著，一般统计学属性异质性对

团队效能的影响也不显著，但一般统计学属性异

质性对认知异质性、工作价值观异质性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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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影响，创业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对创业经

验异质性、认知异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

与 Ｗｅｓｔ等人［１１］、Ｓｍｉｔｈ等人［１２］、Ｍｕｒｎｉｇｈａｎ等
人［１３］、Ｏ’Ｒｅｉｌｌｙ等人［１４］、Ｌｉａｏ等人［２］、牛芳等

人［３］的结果不相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本文

所调查的创业团队主要来自于正在成长中的新创

企业，失败的创业团队受到了忽视，这可能对结果

造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异质性只是团队结构

的一种静态描述，一旦创业团队形成，认同突显的

长时段的一般人口统计学属性、教育背景等结构

因素将固定，认同突显程度的差异会导致的偏好

或偏见，即一般统计学属性异质性过大的创业团

队同样难以形成。另外，教育水平更为接近的上

下级的关系更为融洽，这与 Ｔｓｕｉ等人１９８９年［１５］

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可以说明，创业团队教育背景

异质性越大，成员间越容易产生分歧。结合 ＹＹ
的案例还可以看出，业已形成创业团队则说明对

团队认同的承诺已达到一定程度，进而在创业过

程中能够激活短时段的创业经验、认知、工作价值

观等情境因素发挥作用，从而间接的对创业团队

效能产生正向影响。

三是创业团队工作价值观异质性容易受到团

队功效感和行为结果的影响，对业绩效能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工作价值观异质性在创业团队

效能内部作用时起到中介或调节作用。工作价值

观异质性大的创业团队，其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

和对成功的向往等方面的差异，能促进团队企业

家精神发挥作用（Ｓｈａｎｅ等，２０００［１６］），有助于新
创企业的成长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０［１７］；贺小刚等，
２００７［１８］）。这与Ｊｅｈｎ等人、Ｇｉｂｓｏｎ等人关于工作
价值观异质性会减少成员满意度［１９］、激化矛盾和

冲突、并冲击团队凝聚力［２０］的研究结果不相一

致。在拟合模型修正的过程中，我们意外的发现，

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容易对工作价值异质性产生

影响；工作价值观异质性在认同突显上表现为，特

定角色位置的创业团队成员在一个既定的创业情

景中的行为方式就可能迥然相异。这也从一个侧

面解释了团队构成与行为过程之间关系“悖论”

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创业团队

异质性与团队效能之间的作用规律，丰富了创业

团队效能理论，在试图打开创业团队异质性与新

创企业成长之间“黑箱”的过程中，剖析了创业团

队构成与创业团队行为过程之间关系“悖论”问

题，在创业研究领域中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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