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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创业研究的框架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分析美IN百森大学(Babson College) 

《创业研究中心创业研究前沿》(fi~ntiers of entreprencurship resear(~h，FER)中1995年一2002年的 

1 042篇学术会议论文和中国期-DJ网上1995--2004年的4(D篇有关创业研究的学术文章，回顾 

国内外创业研究的状况．提出创业研究应建立在企业寿命周期的基础上，基于流程视角展开， 

建立创业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创业流程的维度分析已有的创业研究成果，便于建立 

创业研究的系统框架，发现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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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建立创业研究理论框架 

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当前国内外有关创业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 

所形成的成果日渐丰富．参与到创业研究行列之 

中的学者来自于不同的领域，提出了各具特色的 

观点和主张．但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创业研究 

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创业研究中的关 

键性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这导致研究同 
一 问题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相同术语的 

文章对术语的内涵理解不同等问题的发生．这种 

现象在国内外普遍存在，但在国内相对来说更加 

明显．该问题对于我国创业研究的深入开展和规 

范化十分不利．围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研究．Arnold对创业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主 

要创业研究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 编年表式的总 

结_1 J．Ucbasaran等通过对创业研究焦点的回顾， 

指出创、lk的未来研究方向_2j David从创业概念、 

创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影u向创业发展的决定因 

素等方面对已有创业研究文献进行了同顾l3]． 

West等通过对七个权威管理学杂志(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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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I．Journal(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Journal of Management(JOM)，Organization 

Science(OS)，Management Science(MS)，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SQ))中有关创业 

研究的97篇文章的实证研究，分析创业研究领域 

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_4 J．Davidsson主要从 

i个方而对创、I 研究进行全面的介绍与分析，包 

括：第一，创业概念的界定；第二，创业领域研究成 

果的全而描述；第二，创业领域实证研究的总结， 

认为创业领域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对已经存在的 

企业或_已创立企业的创业者的研究而不是对正在 

形成的企业、 在创建企业的创业者或企业创立 

过程的研究，并指出创业领域研究方法面临的 

挑战[ ． 

虽然上述研究 集了各方面的成果，提出了 

各种见解和主张，但仍然不足以提供使创业研究 

成为一1、：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所必需的一系列条 

件．本文将尝试为此做进一步努力． 
一 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来源于其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方法论特征和研究框架．为此，本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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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必要对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1 创业研究的对象 

这个问题可进一步展开为：(J)创业研究的对象 

唯一吗?(2)如果不唯一，那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 

系?(3)是否可以用一个更加具有概括力的概念进 

行整合?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较少见，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David,~son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探 

讨，他认为创业研究的对象应该定义为“新企业(New 

Venture)”本身，当前的创业研究涉及的创业者、创业 

机 明0、创业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的 

获得与整合、创业(文化)环境、创业项目策划与(风 

险)评价、创业企业管理、创业教育与培训等内容都 

围绕“新企业”的成长过程展开．本文认为这一观点 

是有价值的，但需要进一步提升． 

1．2 创业研究的目的 
一 个研究领域应该具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目 

的，它能够包容属于这一领域所有研究活动的具 

体目标，具有区别于其他研究领域的指向性，并具 

有长期的指导意义．正如已经多次强调的，当前创 

业研究的每项具体成果或多或少受到研究者所在 

的母体领域的影响而服务于该领域的研究目的， 

总体上的共同目标和指向性并不清晰，对其加以 

概括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3 创业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是什么? 

方法服从于对象和目的．如果创业研究的对 

象和目的具有特异性，那么其分析方法也将具有 

特点．Gr6goire等选取了6个管理学主要杂志中 

1985--2001年的 104篇实证研究的文章，并对这 

些文章的研究角度、分析层次、分析方法、数据获 

取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l6 J．其结论能够说明创 

业研究方法的走向，但其研究并未突出创业领域 

研究方法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特点以及造成研究方 

法走向的内在原因． 

1．4 创业研究的框架 

这个问题包含如下子问题：(1)可以归类为创 

业研究的已有成果之间是什么关系?(2)创业研 

究框架如何在维持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保持 

最大限度的包容性与扩展性?Aldrich介绍了各 

国创业研究的侧重点 ；Gr6goim等通过对 FER 

上 l98l—l999年发表的 752篇文章所引用的 

13 593篇参考文献的研究分析研究者观点之间的 

相互关系l8 ；Cooper等对创业研究领域的时问演 

化进行了研究ll ；林强等对创业研究的术语使用、 

学术流派、当前争论的焦点问题以及创业研究的 

理论基础进行了较详细的归纳和总结l_9 J．他们的 

研究有助于本文理解上述问题 ． 

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全而回答在现阶段是困难 

的．本文仅限于对其中一个分支，即创业研究框架 

构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为此，本文选 

取了FER中 1995--2002年的 1 042篇文章和中国 

期刊网上1994--2004年的400篇有关创业研究的 

学术文章进行研究，主要根据每篇文章的作者、时 

间、标题、主要观点等信息进行归纳．选择 FER作 

为国外创业研究代表性样本的主要依据有四个方 

面：第一，百森创业研究中心国际会议被从事创业 

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视为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耍论 

坛，有较强的权威性【“ ；第二，白 森创业研究中心 

国际会议所收录的创业研究论文的研究成果能够 

较好地代表其它学术期刊中相关论文的创业研究 

成果I10 ；第三，与单个学l术期刊相比，百森创业研 

究中心所涉及到的创业研究领域更全面、更具有 

全球性 ；第四，百森创业研究中心多年来收录的 

相关研究成果详细地记录和审视r各种创业研究 

主流的变化 J．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 

内容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国内外创业研究 

的主题大体上可以分为 6类 ：(1)企业生成过程及 

规律的研究；(2)创业者研究；(3)资源及配置研 

究；(4)创业企业管理研究；(5)创业环境研究(6) 

其它．这种分类呵以涵盖当前绝大多数创业研究 

成果．但我们也发现，上述每一类研究主题内部不 

同成果之间在研究的侧重点、数据来源、 ‘法等方 

面差别很大．根据目前对创业的深入研究，本文认 

为其原因在于创业活动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之 

间前后接续，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对象在创业活动 

的不同阶段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 

关注的创业活动阶段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 

论．参考前面提到的 Davidsson把创业分为发现 

(Discovery)和开发(Exploitation)两个流程的观点， 

借鉴企业寿命周期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本文认 

为应该把创业活动作为一个广义的流程来看待． 

这个流程开始于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此后 

创业企业将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死亡 

期．上述观点只是着眼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从创业 

研究的角度看并不能构成创业活动广义流程的全 

部，在一个创业企业出现之后，在一定的条件下， 

通过角色模型和相关知识经验的扩散，在其周围 

会引发模仿性创业活动．此时领先型创业企业可 

能已经趋于成熟，由此而引发的群体性创业模仿 

行为将会造就一个蓬勃发展的企业集群，甚至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一 88 一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06年2月 

个新兴产业．这样才能体现创业活动的社会价值． 构建．即将整个创业流程分为创立前、仞创期、成 

按照上述观点分析，不论创业活动多么复杂，郜可 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死亡期、创业企业的模仿与 

以归结到创业流程之中，总能够在创、I 过程的时 扩散阶段，其中创立前、初创期、成 期、成熟期、 

间维度上找到相应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给当前已 衰退期、死亡=期等属于整个创业流程的微观层面， 

经形成的创业研究成果一个新的分析维度，以便 而创业 业的模仿与扩散阶段属于创业流程的宏 

深入认识这些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 观层面．然后按照研究主题找到已有研究成果与 

上构建更加完备的创业研究框架．为此本文对国 各个流程阶段的对应关系，并对创业研究的未来 

内外创业研究成果按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并用 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基于流程视角的创业研究框 

广义流程的思路进行整理，尝试创业研究框架的 架如表 l所示． 
表 1 基于流程视角的创业研究框架 

Table I Research frame of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prv．~2ess 

2 创业研究的回顾 

2．1 国外创业研究的回顾 

根据对FER中1 042篇学术会议论文的统计 

分析，国外创业研究的6类研究主题的分布如下： 

资源及配置研究的比例最高，占31％，其中大部 

分是对风险投资及金融资本的研究；其次是创业 

企业管理研究，占25％；创业者研究占l5％；创业 

环境研究占 l4％，企业生成过程及规律研究占 

l0％；其它研究占5％． 

本文将每个研究主题分解出若干子标题(如 

表2所示)并总结其代表人物及代表观点．为此我 

们研究了每个子标题中所有论文的参考文献，根 

据参考文献中被引用的作者所出现的频次的排 

序，确定该研究主题的代表人物及代表观点． 

表 2 FER中研究主题的分布 

T曲k 2 Distribution of m~areh topics in FER 

研究 
企业牛成过程及 比例 创业者研究 比例 资源及配 比例 创业企业 创业环境 
规律研究 置研究 管理研究 比例 研究 比例 其它 

主题 (％) (153篇) (％) (％) f％) (％) (54篇) (
109篇) (313篇) (265篇) (148篇) 

企业生成过程 24 个人特质 21 资金 72 新创企业绩效 21 文化 21 

机会识别 29 创业行为 23 技术 21 新创企、【 成长 22 政策 21 

食业内创业 47 创业动机 l7 人，J资源 4 企业战略 41 社会网络 20 

资源 获得 与 子 别 
l7 3 企业生命周期 3 创业教育 l3 

标 使用 

题 经验
、 背景刘 企 业 生 存 与 

12 5 孵化器 7 创业的影响 消亡 

种族对创业的 
10 家族企业 8 非盈利组织 18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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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单一研 究主题的回顾 

(1)有关企业生成过程及规律的研究共有 

109篇文章，其子类包括对企业生成过程，机会识 

别及企业内创业三方面的研究． 

企业生成过程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Reynolds& Miller，katz& Garter，Van de Ven和 

Bhave等，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Reynolds& 

Miller研究企业生成过程中四个关键事件的发生 

次序，结果发现并没有固定的次序 ；Katz& 

Garter提出企业生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有意 

识的收集组织建立的信息；2)努力建立组织边界 

使创业企业突显出来，如：形成法人组织、建立管 

理条例、购置办公场所和设施等；3)获取组织运作 

的资金；4)与供应商、顾客进行交换，建立最初的商 

品或劳务供给_l2_12．机会识别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Kirzner，Bhave，Christensen，Madsen& Pete~on，Shane， 

Hills&Shrader等，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Kirzner 

提出机会的发现是创业的核心问题．根据 kirzner 

的观点，创业者利用经济波动，靠其对事物的了解 

和识别能力(他人不具备的)发现并开发机会，而 

且大多数机会是偶然发现的[13 ．企业内创业 

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MacMillan，Venkataraman& 

McGrath，Burgelman，Hall及 Bettis等，其中有代表 

性的观点~WMacMillan认为企业不断壮大的社会资 

本和经营关系可能会减少对数额庞大的启动资金 

的需求，企业内创业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彻 

底改造已经成熟的组织机构并使其更有活力[t6 3． 

McGrath认为新概念的产生在企业之内被怀疑甚 

至被抵制，所以一种新的“冒险想法”就要求有一 

个或一群强大的行动者 I7_． 

(2)有关创业者研究的文章共有 153篇，其子 

类包括对个人特质与创业行为；创业意图、动机与 

决策；创业者的经验、背景、性别及种族对创业的 

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个人特质与创业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Bird，Goxtner，McClelland，Markman& Baron，Westhead& 

Wright，Gartner，Shaver＆Gatewood等，其中有代表性 

的观点如 Bird与Gatewood&Gartner提出对创业 

者的研究重点应该是行为研究而不是静态的特征 

研究_l 8． J．创业意图、动机与决策研究的代表人 

物主要有 McClelland，Scheinberg，Birley及 Davidsson 

等，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MeClelland研究指出 
一 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创业的活跃，可以通过提 

高国民的成就动机来实现．这一结论源于他在 

1961年所做的研究，当时的研究指出创业者动机 

是与人的个性紧密相连的，并以对成就的高度渴 

求体现出来[2o 3．Scheinberg从 33种创业动机中归 

纳出6类创业动机[21]．创业者的经验、背景对创 

业影响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Gartner，Davidsson， 

Begley，Shoko&Takeru等，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Gartner，Davidsson和Begley提出丰富的工作经验 

和以往的创业经验与创业的成功强相关[恐 ． 

性 别 对 创 业 影 响研 究 的 主 要 代 表 人物 有 

Gatewood，Shmle，Buttner，Brush与 Fabowale等，其中 

有代表性的观点如Gatewood等研究发现男性和女 

性在创立企业时有不同的原因，女性创业的主要 

原因是充实自我或者以某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目 

标，而且这 种 目标往往 基 于家庭 的因素【25 J． 

Buttner和 Rosen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女性 

创业时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受到性别歧视[26j．种 

族对创业的影响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Portes& 

Bach，Bonacich&Modell，Butler&Greene等．其中 

有代表性的观点如：Portes&Bach，Bonacich& 

Modell，Greene&Butler等几位学者都指出移民人 

口中的创业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l凹 驯． 

Portes&Bach，Bonacich&Modell指出在美国少数 

民族建立他们 自己的企业能够得到更高的收 
入[27， 

．  

(3)有关资源及配置研究的文章有313篇． 

资源及配置研究的焦点是对创业资金的研 

究，其子类包括创业企业融资、银企关系及风险投 

资等方面． 

创业企业融资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Myers， 

Tiffins，MacMillan，Weinberg&Aug等，其中有代表 

性的观点如Myers研究了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发现 

了企业融资优序理论，即企业的经营者融资方式选 

择的优选次序为：内部融资选择优先于外部融资，债 

务融资优先于外部权益融资_30j．Ti．rnons认为不同 

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其资金的需求是不同的，小的 

成长型企业可以寻找内部资金，如自己的积蓄、亲友 

的资金等，但是在企业成长起来的过程中，企业会有 
一 个从内部融资到外部融资的转折点，即需要从银 

行、公共债券或权益市场融资 31．银企关系研究的代 

表人物主要有 Jensen&Meckling，Riding&Haines& 

Thomas等，其中有代表眭的观点如Jensen＆Meckling 

从委托代理角度研究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现 

创业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银行把监管和 

订立契约的成本强加于创业企业L32J．Riding＆Haines 

&Thomas对加拿大的银行和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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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贷款的降低是和市场或金融方面的困难 

强相关的【33]．风险投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我们已有另文进行专题综述，这罩不冉对代表人物 

及观点进行归纳． 

(4)有关创业企业管理研究的文章有 265篇． 

其子类包括新创企业绩效研究和企业成长研究等 

方面． 

新创企业绩效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Covin 

&Slevi Lumpkin&Gregory，Wiklund l及Gart~ler等， 

其巾有代表性的观点如Covin＆Slevil1研究了创 

业倾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把创业倾向分成三个 

维度：创新性、预应性、风险承担性，认为创业倾向 

与— 业绩效正相关l ．Lmnpkin&Gregory用 5个 

维度来界定创业倾向：自治权 、创新性、风险承担 

性、预应性和竞争性，研究每个维度与创业企业绩 

效的关系l3 ．企业成长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Cooper，Greene&Brown，MacMillan及 Donald等，其 

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 Cooper认为技术密集型企 

业中，个人资金和贷款是企业应付紧急情况时最 

主要的两种方法；成功的新创企业往往是由团队 

创办的而不是由个人创办的；企业人／(』资本 与企 

业绩效有微弱的相关关系Ls6 ． 

(5)有关创业环境研究的文章有 148篇．其子 

类包括创业文化、社会网络等方面． 

创业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Davidsson， 

Reynolds，Adler等，其 中有代表 性 的观点 如 

Davidsson&wik1und对创业精神和文化之间的联 

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不例地区人们的价值 

观和信仰不同与企业的出牛率有一定关系l ． 

Reynolds等认为区域之间创业率的高低在一定程 

度上町以用区域间社会人 口的不同特点来解 

释l40J．社会 网络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Burr， 

Aldrich，Bifley，Granovetter，Nahapiet ＆ Ghoshal， 

Johannisson等，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Butt在社会 

网络的界定及其作用方面作了深人的研究，他认 

为社会网络中包含多样化的参与者能够节省获得 

信息所需投人的时间和金钱，有利于机会的识别， 

同时社 会 网络增加 了人与人 之 问的合作 精 

神l4ll ．Aldrich认为多样化的网络能够提供多样 

化的信息来源[43 J． 

2．1．2 主题 交叉研 究的回顾 

在对单一主题研究情况进行总结的同时，我 

们也对主题之间的交叉研究情况进行统计．需要 

指出的是，尽管出现了儿类研究主题之间的交叉 

研究成果，但在本文的研究主题统计中仍按论义 

的 I1． 研究￡题将其划分在相应的类别上． 

(1)两类研究主题之间的交叉 

创业者与其它研究主题的交叉(30篇)，包括 

创 l 者与企、 创牛过程的交叉(4篇)，主要涉及 

创业者经验、工作经历对机会识别及企业创生过 

程的影响．创业者与创业资源的交义(3篇)，主要 

涉及小企业创业者进行人 J与社会资本投资的价 

值评估；创业者创业动机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等．创 

业者与创业环境的交义(7篇)，主要涉及创业者 

动机与环境在新企业形成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 

创业者在区域创新网络形成中的作用；文化对创 

业观念的影响；外部环境支撑冈素对年青人创业 

的影响；文化与创业行为的关系；政治与经济因素 

刈。引发创业兴趣的影响．创业者与新创企业绩效 

的交叉(9篇)，主要涉及创业团队稳定性对创业 

企业绩效的影响；团队的背景特征及组建过程对 

绩效的影响；创业团队对高速增长企业绩效的影 

响；创业者经验对新创业 业绩效的影响；创业者 

创业动OLX,~企业绩效的影响；创业导向与企业绩 

效的关系；创业者性别对绩效的影响等．创业者与 

创业企业成长的交叉(7篇)，主要涉及女性创业 

者与企业成长模式的关系；创、I 经验与企业成长 

的关系；管理团队结构的合理性与企业成长的关 

系；动机、性别、经验与小企业成长的关系；创业者 

特征、创业导向与 业成K的关系；创业者背景与 

创业获得成功的关系；创业者网络多样性与企业 

成长的关系． 

创业资源与其它研究主题的交叉(14篇)，包 

括创业资源与企业创牛过程的交叉(4篇)，主要 

涉及金融与人力资本对企业创生的影响；团队资 

源对企业创立的影响；资源获取对企业创立的影 

响；创业企业融资对企业创立的影响．创业资源与 

创、【 环境的交叉(1篇)，丰耍涉及产业环境对企 

业早期融资的影响．创业资源与创业企业绩效交 

叉(3篇)，主要涉及人力资源战略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创业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创业者个人投 

资对企业初始融资及后续绩效的影响等．创业资 

源与企业成长的交叉(6篇)，主要涉及技术采用 

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人力资源战略对小型企业成 

功经营的影响；信息技术集成对市场营销及中小 

企业竞争战略形成的影响等． 

创业环境与其它研究主题的交叉(13篇)，主 

要包括创业环境与企业创生的交叉(4篇)，主要 

涉及公共政策 与个人创业能动性对企业孵化的影 

响；社会网络对企业创生的影响；社会网络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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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的影响；文化因素对创业者成功创 的影响． 

创业环境与企 绩效的交叉(3篇)，主要涉及社 

会网络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政府政策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等．创业环境与企业成长的交叉(6篇)，主 

要涉及环境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政府结构变 

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在不利的公共政策与经济 

环境下实现高成长的企业的战略；环境的敌对性 

与不确定性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公共政策对高成 

长企业的支持作用；公共政策对企业扩张的影响． 

对两类研究主题之间交叉情况的统计发现， 

主要是创业者、创业资源、创业环境三类主题之问 

的两两交叉，及这j类主题与企业绩效和企业成 

长之间的交叉． 

(2)三类研究主题之间的交叉 

共有 12篇文章涉及三类研究主题之间的交 

叉，它们分别是创业导向、环境与企业绩效的关 

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创业团队特 、 

环境与绩效的关系；资本结构、产业环境与企业成 

长的关系；资源紧缺、环境宽松性与企业短期收入 

增长的关系；环境、组织特性与产品绩效的关系； 

创业管理的连续性、企业成长与绩效的关系；创业 

资源的可获得性、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企 

业高层管理团队和董事会对企业绩效、企业成长 

的作用 ；创业者能力 、特征、动机、企 战略对企业 

成长的影响等． 

2．2 国内创业研究回顾 

本文搜索中国期刊网 1994--2002年的文章． 

关于创业领域的学术性文章共有40O篇．本文按6 

类研究主题将这些文章进行归类，其分布如下：资 

源及配置研究的比例最高，占60％，其中大部分 

是对风险投资及金融资本的研究；其次是创、I 环 

境和企业生成过程及规律研究，各占 15％；创业 

系；创业导向、个人网络与新~：JJ：lk企业绩效的关 者研究和创业企业管理研究各占3％．国内创业 

系；创业导向、外部环境与绩效的关系；竞争战略、 研究主题的分布见表3． 
表3 国内创业研究主题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re．arch topics in domestic 

研究 企业生成 比例 创业者 比例 资源及 比例 创业企业 比例 创业环境 比例 其他 

过程及规律 配置 管理 主题 (
％) l3篇 (％) (％) (％) 61篇 (％) 16篇 

59篇 241篇 1O篇 

企业内创业 84 创业动机 37 创业投资 76 企业生命周期 30 创业教育 52 创业模式 

创业企业 区域创业 创业和就业 
8 个人特质 27 资金来源 I6 40 创、啦文化 I5 价值评估 能力评价 

子 关于创业者 企业可持续 

标 企业生成过程 8 36 创业资本市场 6 30 创业政策 7 其它 其他方面 发展能力评价 

题 

人力资源 2 创业服务 5 

创业环境 18 

创业园区 3 

国内创业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需要进一步 

深化，因此本文不打算对400篇论文像对国外创 

业研究回顾一样做主题分类分析．国内较有代表 

性的研究如清华大学创业研究中心的林强、姜彦 

福、张健研究了创业理论及构架_9 J，张健、姜彦福、 

雷家骑介绍了美国的创业学术研究情况 --．复_日l 

大学创业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的司春林、王善造 

研究了创业投资的国际经验及创业投资过程的风 

险控制[45 J．浙江大学的马庆国进行了高技术产业 

及民营企业创业的研究l舶J．中山大学中国家族创 

业研究中心侧重研究家族企业创业问题，具体包 

括：家族企业的性质、特征和形态；家族企业的治 

理结构及其改造；家族企业的领导人与继任问题； 

比较家族企业制度；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引入外 

部经理人的程序与风险防范；家族企业的融资、上 

市与资本经营；家族管理的心理分析与咨询；家族 

企业的管理文化与改造等方面．北京大学创业投 

资研究中心的刘健均研究了创业投资的体制建设 

及操作实务l4 ．南开大学的张玉利主要进行创业 

管理领域的研究[ ．吉林大学创业研究中心的蔡 

莉研究了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演进、效率 及 

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区域聚类l 。．武汉大学的郑 

君君使用委托一代理博弈理论，建立了创业投资 

运作过程中的最优股权激励模型l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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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创业流程研究框架设计的国 

内外创业研究比较 

创业流程是本文为了深入分析创业研究框架 

而提出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本文认为创业流 

程可以分为创业前、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 

期和死亡期，以及创业企业的模仿与扩散七个阶 

段．这意味着创业研究的对象包含企业成立之前 

的时期，贯穿于企业全部寿命周期并延伸到由独 

立创业活动引发的模仿性行为．这个结论不同于 
一 般意义上对创业研究仅仅关注企业成立之前和 

成立之初的认识．表4表达了当前国内外研究的 

各个主题及其子类与创业流程各个阶段之间的关 

系．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把国内研究各个主题子类 

按照与国外各子类的相似性在名称上进行了 

调整． 

综合分析表 2、表3和表 4，并基于创业流程 

的研究框架设计，可以对国内外创业研究做如下 

比较： 

(1)从研究主题分布的比例来看，国内对资源 

及配置的研究占6()％，居于统治地位，企业生成 

过程及规律和创业环境的研究各占l5％；国外对 

资源及配置的研究占31％，其次是对创业企业管 

理和创业者的研究．说明国内创业研究各主题分 

布还不够协调，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宏观层次和抽象理论探讨性的研究，而国 

外重在微观和实用性的研究，我国研究创业实践 

及规律的文章还较少，因此国内对创业的研究主 

题还急需扩展和深入． 

表4 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创业研究主题与创业流程的关系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s On the relationsif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t0 c and process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创业企业的模仿 研究主题及其子类 创立前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死亡期 

与扩散效应 

企业生成过 企业生成过程 24加 4／6 l／0 ()／0 O／0 0／0 0加 

程及规律 机会识别 40／0 I)／o O／0 0加 0／0 0／0 0加 

研究 企业内创业 ll／0 14／0 15／1 34／1 17／0 O／0 3／【1 

个人特质 8／0 8／l 4／0 O／0 O加 ()／0 0／0 

创业行为 9／0 15／3 l1／0 O／0 o／O 0／0 0／O 

创业者 意图、动机、决策 ／̈ l1／5 3／O l／0 0／o 0／0 O／0 

研究 性别 3／0 l／0 1／0 1／0 0／0 ， 0／0 

经验、背景 3／0 1／0 2加 0／0 0／0 0加 O／0 

种旅对创业的影响 5加 6／O 5／0 l加 0／0 O／O 0／0 

资金 0／_0 0／13 39／0 0／25 0／0 0／0 1／0 

资源及 技术 25／O 2l／0 5加 0／0 0／0 ()／0 5／0 

配置研究 人力资源 1／1 5／0 8／0 l／0 O／0 0／0 O／0 

资源获得 与使用 5／0 5／O 2／0 I／0 1加 ()／O O／O 

新创企业绩效 O／0 O／0 3O／0 3／0 l／0 ， ， 

创业 新创 、№成长 0／_lJ 23／3 24／0 8加 0／(】 O／0 o／Q 

企业 企业战略 ()／0 l3／0 5／_(】 7／O 0／0 O／0 2／O 

管于咀 企业生命周期 0加 4／2 4／I 2／2 O／0 1／0 1／0 

家族企业 2／0 3／0 I2／0 0／0 ()／0 0／() O／0 
研究 创业企业价值评估 0／1 0／l (1／1 0／0 0／0 O／0 O／O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0／2 0／2 0／2 0／0 O／O 0／0 0加 

文化 6／0 2／0 I加 0／0 0／0 0加 0／0 

政策 4／0 2加 7／0 0／0 ()／0 ／o O／0 

创业环 社会网络 3／0 10／() ’，(1 1／l】 O／0 0／o 3加 

境研究 创业教育 17／0 5／4 1／O 0／0 ()／0 0／(】 0／0 

孵化器 6／0 4／0 0／0 0／0 【1／o 0／0 O／() 

非盈利组织 lO／0 I3加 0／0 0／0 0加 ()／0 2加 

注：①表中数据为国外某一流程阶段于项论文占被统汁论文总数的比例／周内某⋯·流稗阶段子项论文占被统计论文总数的比例 

②主题交叉的文章集中干图中阴影区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蔡 莉等：基于流程视角的创业研究框架构建 93 一 

(2)从研究主题的分类比较看，在企业生成过 

程及规律方面，国外对机会识别的研究比较多，创 

业者研究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点；国内在这两个 

分支上还相当粗浅．对创业资源及配置的研究方 

面，国内外有一些共性，即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比例 

均占首位，另外国内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焦点都 

是对创业资金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风险投资与 

创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对资源及配置这一 

主题的研究之所以高达60％，原因是国内对风险 

投资的研究要先于对创业的研究，而且对风险投 

资的研究比对创业研究深入．在创业环境研究方 

面，国内外涵盖的主要内容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关 

注文化、政策、网络、创业教育等方面，但国内相对 

来说微观研究较少．与其它主题相比，国内外对创 

业环境的系统研究还相对较少，无论从数量上还 

是深度上均需要加强． 

(3)从创业流程角度看，除了个别研究主题 

外，当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创业前期 

以及初创期和成长期．这种现象有符合规律的一 

面，但也反映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例如，对于死亡 

期企业的问题人们普遍不予关注．但大多数新创 

企业成活率极低，这对于创业者已经成了一种理 

性预期，社会如何对待并处理死亡企业在创业初 

期就会影响创业者的决策和行为．还有成熟期和 

衰退期创业问题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企业内创业和 

家族企业等有限的几个方面，事实上各个研究主 

题都有向这两个阶段扩展的必要． 

(4)从研究主题交叉与流程的对应角度来看， 

涉及主题交叉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创立前、初创期 

及成长期，对其它阶段涉及得非常少． 

4 创业研究的展望 

根据当前国内外创业研究的发展情况，从基 

于流程的创业研究框架的角度，本文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创业研究． 

(1)对中国创业者的研究．第一，国外对于创 

业者的创业动机和个人特征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但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阶 

段使中国创业者的特征和创业动机具有特殊性， 

研究这种特殊性是制定我国创业政策、开展创业 

教育的基础，第二，我国是生存型创业为主的国 

家，而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对经济增长及就 

业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应该加强不同类型创业 

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女性创业已成为中国创 

业活动的重要力量，但是国内对于女性创业的相 

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应该加强对中国女 

性创业活动的研究．第四，建议在创业企业的成熟 

期 、衰退期、死亡期及创业企业模仿和扩散阶段也 

要研究创业者的动机和行为等问题． 

(2)企业创生过程及规律的研究．尽管国外已 

有企业创生过程及规律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企 

业整个创生过程要经历哪些活动还没有形成一致 

性意见．而国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偏少．因此我 

们要根据国内企业创业实践，加强对企业创生过 

程及规律的研究，尤其关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 

的再生问题及企业内创业等方面的研究， 

(3)处于不同流程阶段的中国创业企业管理 

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创业企业的成长规律及创业 

企业的消亡问题． 

创业企业成长规律的研究：创业企业的成长 

遵循寿命周期规律已经成为共识．但处于不同寿 

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发展规律不同，对社会支撑体 

系和政策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对 

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企业消亡问题的研究：首先，实践证明多 

数创业企业会在3—5 a内走向消亡，这种结论会 

成为创业活动参与者的理性预期．如果政府和社 

会不能在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做出适当的“善 

后”安排，必然会恶化创业环境、提高创业门槛．其 

次，即将消亡的企业仍控制着许多有价值的经济 

资源，如何消亡决定了这些资源是被无效耗散，还 

是被有效回收以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有必要关注 

创业企业的消亡问题． 

(4)资源及配置研究．目前国内外对各种创业资 

源的研究体现出较高的不平衡性，即国内外对这一 

主题的研究焦点都集中在创业资金方面，而对技术 

及人力资源等其它创业资源的研究较少．因此，今后 

应该加强对技术及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 

(5)基于创业流程的创业环境系统研究，即研 

究创业环境各主要支撑要素在创业流程不同阶段 

的作用规律． 

(6)符合WID规则和行政许可法要求的政府 

支撑手段研究．支持并鼓励创业已经成为各级政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一 94 一 管 婵 科 学 学 报 2006年 2月 

府的共识．但我们的许多支持手段仍然深受计划 

经济时代政府包办思维的影响，动辄挂牌、拨款、 

下指标．这既不治本，也不公平，吏不符合 )规 

则和行政许可法的精神．如何在新的游戏规则下 

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7)对支持“草根”创业的研究．当前国内外的 

创业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创办并经营 个“公 

司”．但也应看到在我们身边不起眼的角落中，在 

社会“草根”的层次上也有许多创业行为．为了社 

会的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而 仅仅 

是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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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of the frame of entrepreneurship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CAI Li ，FEI Yu-peng2，ZHU Xiu．mei2 

1．Management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5，China； 、 

2．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enter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 30025，China 

Abstract：Entrepreneurship mseamh is interesting topic both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acadenfie rcsearch，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ti)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developmen!of non··state—·own ed economy in 

China．But there 'always disagreements in the flame of entreprcneurship research．Through mlalyzing the 1 042 

papers in FER(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of Babson College and 4O0 papers in CNKI(China Nation— 

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the pap reviewed the status quo of entrc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established the 

frame of entrcpreneurship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 busines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Through establish— 

ing this fram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we c'all find the shortage of current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point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 words：entrepreneurship reseamh；fram e；life—cycle；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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