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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认知研究是近年来在国际创业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向，对于更全面认识创业过程有积极的意义。
创业认知有五个重要领域需要梳理：创业意向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模型；认知启发式研究在创业心理研究中的潜在

价值；与创业有关的一些认知偏差变量；架构和前景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自我效能感与内在动机两个认知变

量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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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对于该地区的就业、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具

有重要的作用②。创业（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是为
了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而开办并管理一家公司

的过程③，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对创业开展了

有关研究，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

心理学等。风险投资家指出，创业者个人特征

是影响创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创业者自己也

指出，他们自己的决策和行动是公司生存的最

主要原因④。因此，在创业研究中，对创业者进

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在关于创业者的研究

中，一直被学者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能

够发现创业机会，而其他人却没有看到？为什

么有些人能够将创业想法变成现实，而其他人

却止步不前？为什么有些创业者能够取得成

功，而其他人却很快失败？针对这些问题，学者

们最初从创业者的人格特质方面寻找原因，并

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人格特质。同时，人们也意

识到，仅仅通过人格研究是不能全面解释创业

研究中的个体差异的，基于认知视角的创业者

研究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创业认知可以被界定为“人们在机会评

估、企业创立和成长中用来做评定、判断或决策

的认知结构”⑤。创业认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的主题，因为认知策略可以通过训练被学习或

掌握⑥。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等认为，创业认知涉及到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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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内容，分别是创业和认知①。首先，创业过

程很明显是多种多样的，理解创业过程有时候

非常复杂②。在不同创业阶段，需要完成的创业

任务是不同的，这一过程从创业者识别机会开

始，进而通过各种活动和手段来追求机会和实现

机会，在企业创立后就需要创业者为企业的成长

付出各种努力。其次，认知是研究人类心智活动

的科学，关注的是信息如何被注意和获取，如何

被加工和储存，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等③。两方

面的结合使得创业认知研究变得非常复杂。

认知取向的研究一般能使得研究者与要考

察的现象靠得更近。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化，

有时候一个或一些人会看到一个特定的机会，

然而其他大部分人只是看到了一个变化的世界

需要去适应。当学者考虑到创业过程的复杂性

时，认知观点对于探究创业相关的现象非常适

合。信息加工、发现潜在机会、有限信息下的决

策等都是创业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为促

进创业认知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本文对创业认

知的五个重要领域进行梳理。

一、创业意向

个体要成为创业者，首先需要拥有创业意

向，因为创业行为的背后是创业意向。大量创

业研究表明，创业意向在创业理论和研究中是

一个重要结构④。新的商机对于没有创业意向

的人来说可能不是机会，因为他们可能没意识

到这种机会，或者即使发现机会，他们也不会去

抓住机会。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
上认为，创业意向就是个体打算创办一个新公

司，并且有意识地计划在将来某个时间点付诸

实践的信念⑤。国内外许多学者就创业意向的

影响因素和理论机制进行了探讨。

许多研究发现，一些个体和环境变量与创

业意向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个体变量方

面，人格、能力、自我效能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因

素与创业意向存在密切关系。研究发现，大五

人格、冒险性、独立性、内控性、成就需求、创新

性、主动性等人格变量与创业意向之间存在积

极联系⑥⑦。在能力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方面，有

研究者考察了即时决策（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ａｔｉｏｎ）、领导能
力、情绪智力等变量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发

现这些变量与创业意向之间存在积极联系⑧。

许多研究者认为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预测

力非常高，实证研究也证明，自我效能感与创业

意向之间存在积极联系⑨。在态度和价值观方

面，Ｌｉáｎ和 Ｍｏｒｉａｎｏ发现个人价值观中的变化
开放性和自我提升与创业意向之间存在积极联

系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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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环境变量与创业意向之间也存在密切

联系。有研究发现，市场条件、金融支持、社会

态度、高校教育、政府政策等因素与创业意向之

间有密切的联系①。也有研究发现，创业社会

榜样能够正向预测创业意向②。另外，资金获

取、信息获取和社会网络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

系也非常密切③。环境因素除了能够直接影响

个体的创业意向，还能通过一些变量的中介作

用对创业意向起作用，如有研究发现，创业教育

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创业意向④。

关于创业意向的理论模型，经典的两个是

创业事件模型⑤和计划行为理论⑥。创业事件

模型指出创业意向受到感知的希求性、感知的

可行性和行动倾向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他环境

变量通过影响感知的希求性和可行性而对创业

意向起作用；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对行为的态

度、主观规范和感知的行为控制是意向的三个

前置变量，其他变量通过这三个变量对创业意

向起作用。近些年来，情境特异性创业意向模

型（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ｌ）⑦、努力决策与执行模型（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ｆ
ｆｏｒｔｆｕ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⑧逐渐受
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情境特异性创业意向模型

将动机、目标、机会评估等变量纳入了创业意向

模型中，指出创业动机能促成创业意向，创业意

向能导致个体的创业目标，创业目标进而导致

创业行为。一旦创业行为出现，它就能够引起

最初的创业动机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作为触发

事件促成新的创业意向。努力决策与执行模型

指出，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于两个水平。第一

个水平是目标层（目标意向），第二个水平是实

现目标所需的行动层（执行意向）。态度因素

（态度、社会规范、可行性、信心、感知的行为控

制）、动机因素（目标和执行欲望）、情绪因素

（预期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都包含在了模型中。

影响创业意向的各种因素分别处于不同的水平

上，根据发展情境论，各种因素是相互联系在一

起的。创业事件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优点是

其简约性，而且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较高的解

释率，然而，这两个模型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变量

和信息，生态效度较弱，而情境特异性创业意向

模型和努力决策与执行模型在这方面相对较

好，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考虑情境变量的作用。

在将来的理论建构中，根据发展情境论思想提

出整合性的理论模型是必要的。

二、认知启发式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 Ｔｖｅｒｓｋｙ在
认知心理学中提出了启发式（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理
论⑨。该理论指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采用启

发式。启发式是一种心理捷径，它可以减少信

息过载，产生快速决策。对于创业者而言，他们

面临的环境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做出各

种决策时，机会窗口可能稍纵即逝，他们必须在

信息不充分，或者干扰信息过多的情况下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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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垒，张文新：创业认知研究综述

决策，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按照传统的逻辑思

维做出决策，而必须采用启发式。

就创业者而言，他们给予人们的一个经典

形象就是冒险、勇敢、有远见。如果没有抓住潜

在的可获利的风险，从长远看很可能就是代价

高昂的①。创业者的冒险行为一直被解释为一

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也就是较高的冒险性。然

而，关于创业认知的研究表明，创业者与非创业

者之间冒险行为的区别也可能与如何感知风险

有关②。创业者在决策中很可能采用了认知启

发式，从而降低他们的风险感知③。

（一）创业决策中的启发式

大多数决策研究通常假设不同个体倾向于

采用相似的方式做决策，然而，有研究发现，创

业者在决策过程中采用启发式的可能性要高于

大企业中的管理者④。结果，创业者经常在思

维中出现明显的跳跃性，导致一些新想法的产

生，这些想法往往不是以线性和事实为基础的。

如果对这些认知过程没有关注，那么对于创业

者的理解就是非常局限的。

在决策过程中采用更多的启发式对于创业

情境中的学习过程有一些启示。采用更多的启

发式可以使创业者更快理解不确定和复杂的情

境。这种决策风格可以导致前瞻取向、新机会

感知、快速学习、非传统解释等⑤。鉴于一些人

采用更多的启发式及这种决策方式的潜在优

点，启发式可能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如果采用

更多的启发式获得的洞察力和决策在市场中有

潜在的价值，如果他们确实非常稀少，如果他们

很难被模仿，如果产生的想法被创业者开发，那

么这些创业洞察力和决策就是一种资源，有可

能导致竞争优势。

具有创业认知视角的人与基于事实决策的

人相比倾向于更多采用启发式。这种决策风格

有利于采用新方式看问题，有利于感知到以前

未被发现的机会。更多以事实为基础的决策经

常建立在被证明的信息和进展之上；大量信息

和证据需要被广泛搜集，以便支持被识别的新

想法。然而，新发明和机会不太可能从更多以

事实为决策基础的人的思想中发展而来。另

外，那些拥有更多结构化决策风格的人一般对

于非线性的情境会非常有挫败感。但并不是

说，对于更多采用启发式的人来讲信息是不重

要的；实际的情况是一些信息能够比其他信息

更迅速地突显出来并以非传统的方式组合起

来。不像Ａ
!

Ｂ
!

Ｃ那样的逻辑，他们更倾向
于跳跃性思维，如 Ａ

!

Ｇ
!

Ｐ。信息被选择性
挑拣，并采用不寻常的方式重组，这就会产生创

新性结果。

基于与新公司成立相关的情绪、疲劳、信息

过载、新奇、不确定、时间压力等问题，应用启发

式可能是创业者通向未来之路的唯一选择。有

研究者指出，没有启发式，许多创业决策可能永

远不会做出⑥。另一方面，启发式也可能产生

认知错误。Ｂａｒｏｎ指出，创业者因为情感注入、
反事实思维、规划谬误、自我服务偏差、自我辩

白等可能更容易受到认知错误的影响⑦。Ｂａ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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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创业者实际上受反事实思维的影响要小

于潜在创业者和非创业者①。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成功创业者是否比非成功创业者更少倾向

于启发式和错误②。很明显，迄今为止没有研

究探讨创业过程的自然情境中启发式的使用。

（二）创业机会识别中的启发式

新机会的识别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

关注③。启发式与新机会的识别之间可能存在

独特的联系。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拥有启发

式的人经常能看到新机会，而其他人更多关注

的是行将发生的变化及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发展

威胁的影响。启发式可能使创业者看到出现的

机会而不是产生的威胁。不是用线性模型将新

信息看作是有问题和不一致的，启发式可以使

一个人思维跳跃并产生假设猜测新机会可能在

哪里。对新机会的追求总是涉及到不充分信息

情境中的空白和变化。一些个体非常不愿意致

力于新机会，直到更多足够的信息出现为止。

相反，创业者愿意面对有限信息，可以通过与自

己心理结构一致的推理补充信息空白。他们的

心理结构从经验、个人能力、决策风格发展而

来，能够用来组织其他资源。

在创业领域，要促成机会的识别，很重要的

一个途径是两个或多个问题间形成新的关系或

连接，这些关系很可能涉及到环境的转变和发

展变化。采用更多启发式能使人在逻辑中做出

大量跳跃，并得出具体市场的未来方向的近似

值。事实上，市场在不停地进行变化和转换；而

且，这种变化有时候会非常剧烈，有时候则非常

稳定。那些从过去事件进行推断的人本质上寻

找的是模式和趋势———类似于加权移动平均

线。这种决策风格和推理在稳定阶段预测未来

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动荡时期或有新趋势出

现时却变得非常不准确。更多采用启发式的决

策在稳定时期可能非常不稳定和无效，但在过

渡时期却可能非常有益。在稳定时期对早期变

化的反应可能会导致走入错误路径，并且追求

的新机会没有发展空间。然而，这种逻辑在过

渡时期可能非常有益。越多采用启发式，个体

就越有可能在评估市场发展方向时做出大量跳

跃思维。当然，大多数估计可能是不准确的，但

如果他们处于新环境转变的普通区域，他们就

能打开在识别新机会过程中更快学习的可能

性。总之，更多采用启发式可以帮助创业者比

其他人更多发现新机会，也会给创业者在快速

学习新变化时比别人拥有更多竞争优势。

创业者在模糊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追求创业

机会。因此，采用启发式来拼凑有限的信息从

而得出可靠结论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途径④。在

追求新机会时更多采用事实为基础的逻辑会变

得难以承受、成本高昂。本质上讲，对于实际的

决策者来讲，新企业的机会窗口很可能在充足

信息可以获得之前就已经关闭了。创业者面临

的决策情境一般是非常复杂的，而启发式为基

础的逻辑对他们有很大的作用，可以使创业者

在机会窗口关闭之前就做出决策⑤，然而，复杂

的政策、程序惯例、结构机制等管理特征很可能

为创新活动制造障碍。

（三）三种重要的启发式

虽然当前在创业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考察启

发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启发式对于理解创业者

的决策和机会识别有重要作用。在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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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首先考察已有的一些成熟的启发式，

如：易得性启发式（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代表
性启发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锚定与
调整启发式（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ｈｅｕｒｉｓ
ｔｉｃ）①。易得性启发式②指人们根据事件想象的
难易程度来对结果进行概率评估，越容易被想

象出来的事件其发生概率就会被判断为越高。

事件越生动、形象，则越容易被人们提取，因此

对其出现概率的评估会越高。对于创业者而

言，这种启发式可以帮助他们根据已有经验或

具体案例快速做出决策。例如，由于当前社会

对成功创业者的宣传远高于失败的创业者，因

此，对于正准备投身于创业活动的个体来讲，他

们更容易对其创业结果做出成功的预期，从而

在做投身创业的决策时更加果断。但这同样也

会存在风险，就是可能会低估创业的风险性。

代表性指的是一个事件或物体在本质特征

上与母群体的相似程度，以及该事物反映的形

成过程的特征的程度③。在做决策时，人们会

将新情境与熟悉的情境相比较，若新情境中出

现的关键特征越多，那么判断其发生的概率就

会越高。对于决策者而言，代表性启发式可以

帮助其在掌握较少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快速决

策，这样虽然降低了决策的正确率，然而却节省

了大量的决策时间，从而有利于把握住转瞬即

逝的机会。创业者利用代表性启发式，能够比

其他人更快抓住机会，可以迅速处理完多件棘

手的事情，从而在创业活动中获得主动权。但

同时也要考虑到其可能的消极影响，若创业者

在不紧迫的情况下也做出这种决策，就可能会

造成不该产生的错误。

锚定与调整启发式指在决策过程中，人们

会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点来做出对事件的评

估，从而使得最终的估计值趋向于最初的参照

点④。如，如果首先问人们一件商品的价格是

高于３０元呢，还是低于３０元，然后让这些人猜
测商品的价格最可能是多少，他们回答的答案

会接近于３０元。对于创业者来讲，这种启发式
可以帮助他们在极有限的信息下做出决策。虽

然准确性不一定高，但相对于主观猜测来讲更

可靠一些。然而，如果创业者选择的信息参照

点错误，很可能做出的决策会非常偏离实际。

三、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是个体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与

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

离⑤。虽然启发式能帮助人们快速做出决策，

但启发式也会导致认知偏差。由于启发式和认

知偏差之间的密切关系，认知偏差也常常被看

作是启发式的副产品。认知偏差对创业者而言

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会对创业者的决策过程产

生消极影响。主要的认知偏差包括：过度自信

（ｏｖｅｒ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乐观偏差（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ｂｉ
ａｓ）、控制错觉（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规划谬误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ａｌｌａｃｙ）等。

（一）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的人对于某种结果持有更高的可

能性预期，这要高于根据其已知信息所能得出

的可能性⑥。过度自信等同于具有较差的元知

识，即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确实知道或不知道

什么。Ｒｕｓｓｏ和 Ｓｃｈｏｅｍａｒｋｅｒ指出，过度自信可
以由易得性启发式、锚定与调整启发式、证实性

偏差和事后聪明偏差引起⑦。证实性偏差指的

是人们倾向于更多寻找和看重那些能证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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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信息，倾向于忽略那些否定性信息①。

Ｒｕｓｓｏ和 Ｓｃｈｏｅｍａｒｋｅｒ指出人们一般采用积极
检验策略作为默认的启发式，这种启发式一般

非常有效，但如果用在错误的环境中就会导致

问题②。事后聪明偏差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将过

去的事情看得比其实际更容易被预测。需要注

意的是，当个体自信的时候收集较少的信息不

一定是偏差。当信心高的时候不重视信息收集

是理性的③。然而，如果信心水平不合理，尽管

收集的信息对于最初的信心水平是最优的，但

这本身也会对信息收集造成偏差。

Ｂｕｓｅｎｉｔｚ和Ｂａｒｎｅｙ在对起步阶段的创业者
（ｓｔａｒｔ

!

ｕｐ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研究发现，创业者倾
向于过度自信，他们采用代表性启发式④。Ｂｅｒ
ｎａｒｄｏ和Ｗｅｌｃｈ提出，过度自信的创业者通过更
多探索他们的环境为社会群体提供了积极信息

外部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⑤。如果
这些外部体足够重要，那么社会福利将通过在

人口中拥有一些过度自信的人而被增加，尽管

这些人在自己的私人福利方面可能不会表现出

最佳的方式。

（二）乐观偏差

乐观偏差是相信事情将会最终变好的倾

向。根据Ｔａｙｌｏｒ和Ｂｒｏｗｎ⑥的观点，乐观偏差有
三种主要的形式，分别是过度积极自我评价（ｏ
ｖｅｒ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ｌｆ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对未来计划和

事件过度乐观（ｏｖｅｒ
!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ｂｏｕｔｆｕ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基于控制错觉偏差的过度乐
观（ｏｖｅｒ

!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ｉ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Ｗｏｏ和 Ｄｕｎｋｅｌｂｅｒｇ在对创业者的
调查中发现，虽然只有大约２５％的新公司能够
生存超过５年，但８１％的创业者相信他们的成
功机会至少有７０％，３３％的创业者相信自己一
定能成功⑦。然而对该结果的解释需要谨慎。

例如，这些积极的陈述可能部分反映了自我合

理化（ｓｅｌｆ
!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需要。Ｃｏｏｐｅｒ等指
出，创业者可能进行了心理学家提出的决策后

支持（ｐｏｓｔ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ｂｏｌｓｔｅｒｉｎｇ），即一旦某选
项被选定，决策者倾向于夸大该选项的吸引

力⑧。创业者可能也会有一种自然倾向，为了

鼓励他人来积极陈述他们的成就，如投资家、员

工、顾客等，使他们相信他们会成功的。

ＤｅＭｅｚａ和Ｓｏｕｔｈｅｙ指出，在描述创业前景
时，创业者往往会表现出过度乐观，认为自己的

企业一定会成功，因此创业者对自己企业的看

法就是有偏差的⑨。相对而言，银行在对创业

者的创业前景进行评估时更为客观，因为他们

很少存在过度乐观偏差，往往从信贷风险的角

度进行谨慎评估。在 ＤｅＭｅｚａ和 Ｓｏｕｔｈｅｙ的理
论模型中，银行在评估创业者的前景时更实事

求是，作用更大，因为创业者自己倾向于过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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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自己的前景。

（三）控制错觉

控制错觉是人们相信他们能控制或影响结

果，但实际上他们不能控制，或高估了他们实际

的控制水平。这种认知偏差可能来源于两个方

面的原因。首先，人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技

能认识不清，总以为完全具备了控制某事件的

主观条件，而且，他们认为自己面临的机会是非

常有利的，因此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高。第二，人

们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非常希望能够掌控

环境，这种控制欲望使他们产生了认知偏差，对

真实环境和自己期待的环境产生了混淆。如果

创业者拥有控制错觉，那么他们将会感知到较

少的风险，因为他们会相信他们有能力将负面

结果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Ｓｉｍｏｎ和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指出，控制错觉对于创
业者评估竞争对手是非常不利的，往往会低估

对手的实力和反应程度①。Ｋｅｒｉｎ、Ｖａｒａｄａｒａｊａｎ
和Ｐｅｔｅｒｓｏｎ指出，创业者由于控制错觉，可能没
有认识到竞争者在面临新对手时会采取非常激

烈的应对措施，这往往会超出创业者的控制能

力，从而会面临巨大的挑战②；Ｚａｊａｃ和 Ｂａｚｅｒ
ｍａｎ③指出，控制错觉会让创业者产生一种信
念，那就是自己创业的成功主要是靠自己的努

力，而与竞争者的反应关系不大，竞争者采取的

措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成功机会。

（四）规划谬误

规划谬误④是人们会低估任务完成所需时

间的倾向。在独特的、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中这

种偏差尤为明显。规划谬误可能部分是由于人

们关注于规划的情境，而不是相关的过去经

验⑤。Ｋｒｕｇｅｒ和Ｅｖａｎｓ指出，规划谬误是人们不
能在头脑中将多层面的任务分解为自己的组成

部分造成的⑥。他们发现当提示人们将任务分

解后，规划谬误会减少。规划谬误能导致对风

险的低估，因为很可能最终成本可能要比预期

的高。

创业活动是非常复杂和充满变化性的，往

往没有经验和规则可循，很多情境下只能依靠

创业者利用有限的信息做出大胆的决策。这就

使得创业者在预测未来行动时考虑不到各种各

样的限制条件和因素，从而做出的决策或预估

过于简化，对创业活动的难度有所低估，因此对

于完成创业过程的时间估计就会变少。这种偏

差会使创业者在将来遇到许多突发性的事件或

危机，比如，由于低估了创业的难度和所需时

间，启动资金缺乏，从而导致了创业者在开始创

业后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四、架构和前景理论

架构指的是决策者被呈现或感知一个决策

问题的方式。例如，架构一个赌博的积极方式

是告诉一个人他有５５％的几率能赢，而架构的
消极方式则是告诉这个人他有４５％的几率会
输。有证据表明当进行积极架构时人们更可能

接受提议⑦。Ｐａｌｉｃｈ和Ｂａｇｂｙ发现，创业者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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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商业情节要比其他人更积极①。创业者

更可能将情节看作是机会，而其他人将其看作

是存在风险的低收益。

前景理论经常被用来解释架构效应。根据

前景理论②，当作决策时损失的前景比收益的

前景拥有更大的权重。这被称作损失厌恶

（ｌｏｓｓａｖｅｒｓｉｏｎ）。损失厌恶意味着与积极后果
相比，人们给予变化的消极后果更大的权重。

收益产生的效用水平增加量要低于相同大小的

损失产生的效用减少量。另外，决策者在选择

不同的收益时是回避风险的，而选择不同的损

失时是寻求风险的。

Ｔｖｅｒｓｋｙ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对最初提出的前景理
论进行了修正，然后提出了累积前景理论（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ｏｒｙ）③。它采用了一个修正
后的数学模型，认为在预测行为时会因为所采

用的参数值不同而产生变化④。通过实验证据

Ｔｖｅｒｓｋｙ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指出了如下的风险回避模
式：高可能性收益时的风险回避、低可能性收益

时的风险寻求、高可能性损失时的风险寻求、低

可能性损失时的风险回避⑤。然而，一些研究

发现的结果却与此相反⑥。

关于前景理论是否能应用于判断性概率存

在一些问题。研究指出，人们在采用明确概率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进行推论时可能存在问
题。例如，Ｗｅｂｅｒ、Ｓｈａｆｉｒ和 Ｂｌａｉｓ发现，基于描

述的决策在做出时似乎稀有事件的概率被高

估，基于经验的决策在做出时似乎稀有事件的

概率被低估⑦。这就产生了问题，基于明确概

率决策的实证结果是否能应用于创业者面临的

判断性决策情境呢。这也启示我们，创业者的

有关经验可能在决定感知的风险的准确性如何

时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创业者经历的不

同类型事件的所用概率。

五、自我效能感与内在动机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人们相信自己拥有能力

成功完成一项任务的程度。自我效能感会影响

到创业者的商业策略和绩效水平⑧。高自我效

能感的人倾向于承担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

更有可能在任务中获得成功，但同时也具有过

度乐观和对失败行动步骤升级承诺的风险。

Ｓｔａｊｋｏｖｉｃ和Ｌｕｔｈａｎｓ通过元分析发现，自我效能
感与成功之间存在联系⑨。自我效能感概念的

一个问题是此概念与自信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

地方，而自信的概念在创业理论中已经被广泛

采用。实际上，将自信、成为创业者的决定与创

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理论化为自我认识和自我学

习的理性反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自我效能感理

论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为自信的形成提供了更

详细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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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垒，张文新：创业认知研究综述

内在动机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某事的

动机：因为有趣和快乐。这与外在动机是相对

的，如获得奖励或受惩罚的威胁。内在动机为

从事创业活动提供了额外的诱因②。内在动机

可能比外在动机更有可能导致创造性。内在动

机与挑战和能力有关，因此与感知的自我效能

感联系密切。有证据表明，在某些环境中，外在

动机的引入能够减少内在动机。这就是著名的

过度辩护效应（ｏｖｅｒ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③。在组
织中鼓励创业行为似乎与激励系统有关，一些

情况下鼓励内部动机更好，但要注意不要因为

外部动机而损害内部动机。

总而言之，创业认知研究对于理解个体的

创业活动及创业绩效、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

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创业认知研究

还远远不够。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各种认知结

构、认知模式上的差异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创

业者的认知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创业认知在创

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未来的创业认知研究中，可进一步加强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深入研究影响各认知变量

的重要因素，并探讨各认知变量之间的互动关

系；其次，从创业过程的视角分析认知变量的作

用机制；第三，深入分析创业认知、创业行为与

创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四，从发展系统论

的视角整合相关学科，提出系统的创业理论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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