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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旨在基于中国情境开发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量表，推进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理论研究，

同时指导新企业进行有效的资源获取，并最大化地利用资源． 通过对来自多个行业和地区的

中国 12 位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本文提炼出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各个阶段，即资源识别、
资源获取、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的维度和测量问项，其中资源识别由自我评价、细化需求和确

定来源三个维度构成，资源获取由资源获取种类和资源获取来源两个维度构成，资源整合由整

合方式和整合过程两个维度构成，资源利用则由能力发挥和能力提升两个维度构成． 基于北

京、广州和长春地区的 306 份有效样本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得到了较好

的验证，并且本研究开发出的资源开发过程量表更加符合新企业的特征和中国转型经济下的

创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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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由于创业在推动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等

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近年来创业问题引起了学

者的浓厚兴趣，推动创业实践发展也成为相关政

府部门高度关注的重要决策问题［1］． 新企业在创

建过程中，由于缺少绩效记录和高不确定性使其

具有明显的新生劣势［2］． 特别地，资源约束是新

企业创建和早期成长过程中的最突出问题，资源

的合理利用成为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战略，

这意味着新企业必须提高其资源开发的效率［3］．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情境下显得尤其关

键，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机制不完善，新企

业在中国通过要素市场获取资源的难度要远高于

处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下的企业． 不难想象，如

何有效地识别和获取外部资源、如何高效地利用

有限的资源是新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因此，无论是从新企业特征角度还是从新企

业所面临的环境角度来看，资源开发过程的效率

对于中国情境下的新企业非常重要． 但从现有文

献的梳理来看，对于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的研究

还处于 概 念 化 阶 段，其 中 代 表 性 的 研 究 包 括

Sirmon等［4］提出的企业资源管理过程概念模型，

但其主要以成熟企业为研究对象; Brush 等［5］的

研究对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进行了划分，并通过

若干新企业的案例分析来揭示资源开发过程及其

演化路径． 显然，关于资源开发过程目前尚无成

熟的、系统的测量方法，这限制了与资源开发过程

相关的研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基于资

源视角的创业研究的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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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从中国情境出发，通过结

合新企业创业实践，开发资源开发过程的测量量

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系统

的文献梳理，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转型

经济情境，形成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的访谈提纲．

接着，选择来自多个行业和区域的 12 位中国创业

者进行深入的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对访

谈内容进行编码和提炼，通过访谈反复验证，形成

资源开发过程的新量表． 通过预调研和大规模问

卷调查，对所开发的新量表进行检验，数据分析结

果表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通过了检验，并且所

得出的量表更加符合新企业特征和中国情境下的

创业实践的特点．

1 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

资源视角的创业研究已经日益受到重视，而

资源开发过程便是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研究的核

心问题． 特别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导致新企

业面临更严重的资源约束，这使得国内一些学者

开始关注资源以及资源开发过程的研究． 但从目

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主要借鉴国外相关领域

的研究成果．

目前关于资源开发过程划分主要有两项代表

性研究成果． 一是 Sirmon 等［4］对资源管理过程

的划分，他们以资源基础观、权变理论和组织学习

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基于环境的资源动态管理概

念模型，将企业资源管理过程分为资源结构构建

( structuring) 、资 源 整 合 ( bundling ) 和 资 源 利 用

( leveraging) 这三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是 Brush

等［5］对新创企业资源配置过程的划分，他们将创

业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归纳为

集中资源、吸引资源、整合资源和转化资源四个部

分． 这两项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Sirmon 等［4］针

对的是成熟企业，而 Brush 等［5］主要针对新企业．

相比之下，后者的研究更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因

此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资源开发过程，

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 因为在他们资源开发过

程的框架中，集中资源和吸引资源都属于资源获

取的范畴，而对于创业者如何分析创业资源需求、

评估现有资源、判断资源缺口和计划资源渠道等

问题还欠考虑，本文将这一过程界定为资源识别

过程，对创业者访谈表明资源识别是创业资源开

发过程的起点，对于整个开发过程的科学性具有

重要影响． 最终，本文从资源识别、获取、整合和

利用四个子过程来分析资源开发过程．
1) 资源识别． 新企业缺乏管理经验，没有忠

诚的顾客基础，不能通过声誉带来绩效，没有可以

被分享的经验，创业者对资源的决策判断只能基

于现有的信息． 而每一种资源的选择都会对企业

的生存与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果获取到不需

要的资源，不仅不能与机会相匹配，更有可能造成

资源浪费，从而为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5］． 因此，

企业需要识别哪些资源对于新企业创建和早期成

长是必要的、关键的资源，是企业进行资源开发的

基础． 本研究将资源识别定义为创业者为了实现

创业计划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识别资源需求和

确定资源潜在来源的过程．
2) 资源获取． 不断从外部获取资源是新企业

得以存活和发展的关键，这也是新企业面临的重

要挑战［6］．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资源获取的研

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获取资源的种类以及

获取资源的途径． 在资源获取类别方面，即将资

源加以划分，认为新企业可从外部获取资金、物质

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声誉资源等［7］． 一些

学者认为，知识和信息也是重要的资源，其对新企

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8］［9］． 在资源获取途径方

面，主要存在三种获取形式，即非正式途径，如与

家庭 /朋友等非正式渠道获取，与商业伙伴如供应

商、客户、竞争者交流或合作获取资源，以及从其

他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咨询机构获取［10］． 综

合以上观点，本研究认为资源获取是指新企业通

过外部网络———包括亲戚、朋友、供应商、雇员、顾
客、竞 争 者、投 资 者、政 府 机 构、咨 询 服 务 机 构

等———获取创业过程中所需的资金、物质、人力、

技术、信息、声誉等资源的过程．
3) 资源整合． Sirmon 等［4］所提出的关于资源

整合的概念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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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源整合是能力形成的过程，即将企业资源进

行配置以构建或者改变能力，包括稳定调整、丰富

细化和开拓创造三种方式． Finney 等［11］也提出

过资源整合概念，其认为资源整合涵盖一系列与

产品相关，包括改变所供应的产品、改变供应方

式、提升产品的不可模仿性以及顾客的购买方式

等行为． Vainio［12］认为资源整合反映的是一个经

济发展过程，即把人们所能得到的物质资源和能

力进行整合的生产手段．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来

看，他们更多地关注于大型或成熟企业，或者只关

注于某一行业，如制造业等．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

资源整合与组织内、外部关系的互动是分不开的．

较典型的是 Tsai 和 Ghoshal［13］的观点，其认为资

源整合即包括整合新资源，也包括对现有资源的

整合，并且往往与组织内部各部门的交流与沟通

相联系． Tolstoy［14］从知识资源角度分析资源的整

合，认为资源整合是指在商业关系中的一种知识

创造行为． 本文认为，该观点是对资源整合研究

的较好补充． 因为组织内、外部关系的互动本身

就伴随着资源的流动和重新组合，这也是现有研

究较易忽略的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资源整

合是对企业的资源进行配置以形成或者提升能力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组织内外部关系的

互动．
4) 资源利用． 现有研究对于资源利用的相关

研究较少，根据 Sirmon 和 Hitt［15］对于资源利用的

内涵分析，其认为资源利用是指管理者利用资源

束以制定战略，以利用机会并创造竞争优势的过

程． 此后，Sirmon 等［4］进一步对资源利用加以界

定，将资源利用看作为应用企业的能力为顾客创

造价值，并 为 所 有 者 创 造 财 富 的 过 程． 此 外，

Zahra 等［16］指出，新创企业通过构建独特能力以

利用资源获得竞争优势，“利用”的含义是企业以

创造性的和有效的方式利用企业现有资源． Wil-
son 和 Appiah-Kubi［7］认为资源利用是将企业的外

部资源与企业的内部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利用的

过程． 通过对上述学者有关资源利用内涵的梳

理，可以看出资源利用可分为两部分，其一资源利

用是发挥能力的过程，其二，能力与企业资源是分

不开的，能力的发挥过程需要资源的互动［17］． 因

此，本研究认为资源利用是指企业经过资源整合

过程形成独特的能力结构，并与资源进行有效的

组合和配置以形成战略，最终为顾客创造价值，为

创业者创造财富以取得竞争优势．
关于资源开发过程的研究绝大多数为质性分

析，包括大部分的概念分析和少量的案例分析，尚

缺乏对资源开发过程的定量研究． 究其原因，主

要是因为资源开发过程本身是目前创业领域较为

前沿的研究问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这一过程的

相关量表． 然而，从资源开发过程各个阶段独立

来看，资源获取部分是现有研究从定量角度关注

最多的，相关量表也较为成熟． 学者们主要从获

取各类资源的量的多少和获取资源的途径两个方

面加以测量． 另有极少关于资源整合的定量研

究，较有代表性的是 Wiklund 和 Shepherd［18］的研

究，他们探讨资源整合在资源获取的两种形式

( 即企业联盟和并购) 对企业绩效作用关系间存

在的权变作用． 同时，这二位学者也基于他们的

研究探索性地开发出六个题项的资源整合的量

表，所涉及的题项主要是在对资源整合这一概念

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从后续的影响来看，

关注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由于该研究对象为成

熟企业，并基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于本文的

借鉴意义也较为有限． 另外，关于资源识别和资

源利用，虽然也是资源开发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

节，却缺乏相关的定量分析，目前也尚未有学者提

出相关的测量量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研

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从前人的研究可以

看出，资源开发过程领域的研究缺乏能够真实反

映这一过程的测量体系． 对于基于中国转型经济

背景下的创业研究而言，目前也迫切需要开发符

合这一独特情境的测量量表，以推动该领域的进

一步发展．

2 量表开发的思路

本研究在量表开发过程中借鉴和利用了扎根

理论思想． Glaser 和 Strauss［19］在上世纪 60 年代

—38—第 10 期 单标安等: 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量表研究



提出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并被广泛地运用

于社会学及人类学领域的质性研究． 扎根理论的

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编码，一步步提

炼建立理论，包含一些系统而又灵活的准则，以搜

集和 分 析 质 性 数 据，并 扎 根 在 数 据 中 构 建

理论［20］［21］．
扎根理论较适用于新的研究问题和领域，特

别是当某些结构或者现象并没有得到很好理解，

而现有理论难以清晰解释时利用扎根理论更为合

适［22］． 资源管理理论在近年来才受到关注，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大多基于 Sirmon 等［4］以及

Sirmon 和 Hitt［15］提出的资源管理过程概念模型

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 也就是说，现有对于资

源管理的研究大多基于概念或理论层面，实证研

究较少． 主要原因是资源管理理论是一个新兴的

领域，并且现有对于资源管理过程的认识比较抽

象，难以进行量化．
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扎根理论以构建

新的理论，而是试图采用扎根理论的思想来提

炼资源开发过程各个阶段的维度和题项，以开

发相关测量量表． 利用扎根理论思想进行量表

开发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并且被证明是进行量

表开发的有效方法［23］． 本研究认为采用扎根理

论的思想，通过对创业者的访谈提炼出资源管

理过程的概念及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相

应量表，有助于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

来重新认识资源开发过程，并基于此量表的开

发为今后的相关实证研究打下基础，进一步完

善资源管理理论．
本文的思路如下，第一步: 初级编码． 在相关

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熟悉每次访谈的原始资料，依

据研究问题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 此时的编码是

比较原始和开放的，用一个词或者短语对有价值

的资料进行概括，并对该编码进行详细的解释．
初级编码是后续工作的基础，也是建立概念的过

程，要求严格遵循原始资料的意思，并考虑不同编

码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思考．
第二步: 对初级编码进行分类和总结，提炼聚焦编

码． 当访谈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对所有资料进行

编码，将其放在一起，根据每个编码的解释建立编

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行分类． 重点关注编码

提炼过程中的新内容，并在下一次访谈过程中进

行检验． 如此反复进行持续的访谈，直到不再出

现新内容为止( 即理论饱和) ． 第三步: 根据自身

的研究，关注与自身研究相关的核心类别，提炼变

量的维度，并进行命名． 此步骤还需要考虑各个

维度间的内在关联和区别，根据所涵盖的初始编

码，提出维度的概念和内涵，并概括所研究变量的

内涵． 第四步: 参考原始资料和编码，完善所研究

变量的内涵，据此提炼出用于度量各个维度的问

题，并反复斟酌量表中每个问项，从而更深刻反映

中国创业企业的实际．

3 基于创业者访谈内容编码的资源

开发过程量表

本研究对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进行

访谈前设计访谈提纲，并在访谈过程中进行灵活

的运用． 随后对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理论的思路进

行编码处理，即对每次访谈的资料进行录音，随后

整理成文本材料，根据扎根理论的思想对原始的

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通过提炼形成初步的测

量量表和维度，从而开发新的适合中国情境的资

源开发过程测量量表．
3． 1 访谈提纲的确定

在进行正式的访谈前，本研究系统地搜集了

国内外有关于资源管理和资源开发的研究文献，

通过分析和借鉴相关研究学者的观点，对本研究

中涉及到的资源开发过程各个阶段进行初步界

定，分析 其 内 涵 和 所 涵 盖 的 内 容，以 确 定 访 谈

提纲．
1) 资源识别． 由于目前对于资源识别的研究

比较少，不论是对资源开发过程概念的界定或是

实证检验都缺乏文献的支撑，因此本文首先根据

Brush 等［5］对资源识别的认识，从细化需求和确

定来源两个方面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即在

进行访谈时关注创业者创业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资

源需求分析和确定获取渠道的． 为此，本部分设

计了以下几个问题: a) 是否了解需要哪些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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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业; b) 为创业做了哪些资源准备; c) 是否

对需要的资源提出详细的计划; d) 计划中都包含

了哪些内容; e) 是否考虑资源获取的渠道; f) 这些

计划是否能够按照预期实现; g) 计划对今后的创

业行为有何影响．
2) 资源获取． 对于资源获取，本研究主要从

获取的资源类别以及获取资源的渠道两个方面加

以关注． 为此，本部分设计的问题如下: a) 创业过

程中能够从外部获取哪些关键资源; b) 通常从哪

些渠道获得资源; c) 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获得资

源; d) 企业从外部获取的资源是否能够满足资源

需求( 成本、质量、数量等) ．
3) 资源整合． 根据本研究对于资源整合的

理解，资源整合包含两部分，即资源整合过程以

及资源整合方式． 资源整合过程强调资源与资

源间的配置过程，而整合方式则关注组织内部、
组织与外部关系互动所带来的资源流动． 为此，

本部分设计如下问题: a) 企业是如何发挥这些

重要资源的作用的; b) 企业各个职能部门是如

何实现合作的; c) 如果现在有一个非常理想的

项目，您能否描述如何配置资源使得这个项目

运作起来．
4) 资源利用． 对于资源利用的研究多停留在

概念阶段，本研究认为资源利用包括两个方面，即

资源与能力的互动以及能力的发挥过程． 为此，

本研究设计如下问题: a) 企业当前拥有哪些能

力; b) 企业是如何利用自身的能力抓住市场机会

的; c) 企业在制定战略时考虑了自身哪些能力，

请举例说明．
3． 2 访谈、编码及初步量表开发

按照以上所设计的问题，本研究对相关创业

者进行访谈，在这个过程中会根据创业者所回答

的内容做适当的、必要的调整． 本研究选择 12 位

有代表性的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考虑到

了区域、行业及性别因素． 从区域分布来看，2 位

创业者来自北京、10 位来自长春; 从行业分布来

看，涉及到汽车、医药、软件、现代农业、电子、服

务、贸易、创意产业． 从性别分布来看，女性创业

者 3 位，男性创业者 9 位．
本研究对每次访谈进行录音，并根据录音反

复收听以整理成原始文本文档． 文本文档的整理

完全依据访谈录音，基本不做任何变动，以确保文

档材料完全遵循事实． 随后，根据文本材料进行

逐一编码分析，并与之前的编码进行对比，对新问

题或者有意义的观点加以重点关注． 原始材料的

编码过程如表 1 所示，对每位创业者的回答进行

文本分析和编码处理． 当进行到第 8 位创业者及

以后发现，通过访谈创业者所能提练的新编码越

来越少，到进行第 11 位时已经完全提炼不出新的

编码． 也就是说，到此时已经基本达到了“理论饱

和”，但为了确保本研究的可靠性，依然进行了第

12 位创业者的访谈． 访谈结果显示，此时已确实

没有新的内容需要提炼了，因此本研究认为此时

已经达到了“理论饱和”状态．
依据扎根理论的编码步骤，本研究对相关材

料进行初级编码和提炼． 初级编码的编制是比较

开放的，对那些描述资源开发过程的相关材料进

行总结，通过某些短语将其予以较精确的概括

( 参见表 1 ) ． 随后，本研究对这些初级编码进行

归类，以形成相应的聚焦编码． 在聚焦编码的提

炼过程中会反复回到原始材料，仔细琢磨材料和

初级编码． 最终形成初步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通

过梳理，共形成与资源开发过程紧密相连的初级

编码 299 条，与之对应的聚焦编码 9 条． 具体地，

有关资源识别的初级编码 74 条，聚焦编码 3 条

( 分别为自我评价、细化需求和确定来源) ; 有关

资源获取的初级编码 82 条，聚焦编码 2 条( 分别

为资源获取种类和资源获取来源) ; 资源整合部

分共形成初级编码 85 条，聚焦编码 2 条( 分别为

整合方式和整合过程) ; 资源利用部分形成初级

编码 58 条，聚焦编码 2 条( 分别为能力发挥和能

力提升) ．
依据扎根理论的思想，本研究对初级编码进

行了分类和提炼，形成若干聚焦编码． 聚焦编码

对资源开发过程的每个阶段进行了较好的分类和

描述，在对聚焦编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相应

的维度． 随后，本研究依据这些维度，追溯相应的

初级编码和访谈材料，以提炼相关的度量问题，并

借鉴相关文献的测量量表，形成了初步的测量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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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始访谈材料编码举例

Table 1 The example of the coding process of interview data

初级编码 解释 问题 思考

掌握内部

资源状况

管理者只有熟悉企业内部资源状况，掌握哪

些是关键资源、哪些是企业较充裕的资源，

才能根据不同的资源状况和企业的需求来

更有效率地调动资源． 在这里，创业者提出

企业最大的成本是人力，而资金则较为充

裕，并且对于如何能调动人力资源非常熟

悉，如注重运用优厚的待遇、不同类型的培

训等激励措施．

积累关键资源

关键资源是企业持续发展，获得竞争优势的

保证． 企业对内部关键的人力资源给予极

大的重视，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学习来不断

积累人 力 资 源，以 充 分 发 挥 关 键 资 源 的

价值．

结合不同资源

单一的资源所拥有的价值极其有限，不同资

源间的有效组合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潜

在价值． 在这里，企业通过给予较为优越的

工资和福利等待遇来激励各阶层员工，使他

们在同行业中获得优越感以更好地为企业

发展出力，从而实现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的

高效结合．

问: 企业重要资源如何配置以发

挥最大价值? 以人力资源和财

务资源为例说明．

答: 你想问的其实就是企业人才

和资金在什么比例能达到最优

化． 我直接根据我的企业来回

答这个问题． 我尽可能地让员

工至少在吉林省同行业内的收

入是最高的． 我 ( 企业) 最大的

成本是人，资金相对较为宽裕．

我的企业与其他企业不太一样，

比如一部分企业，最大的成本是

资金． 资金周转得越快，使用效

率越高，成本就越低． 而我的企

业主要 在 人 力 成 本 上，包 括 工

资、差旅和福利，我要做的是让

他们 在 同 行 业 中 有 优 越 感．

……我们也有培训，对于干得好

的员工，我们花费一定的资金进

行内部培训或去外面学习，进行

重点培养……

作为创业者或者管理者，

掌握内部资源状况是企

业配置资源的第一步，需

要了解企业哪些是有优

势的资源、哪些资源需要

不断改进或者补充等等．

对于那些有优势的资源，

需要充分给予极大关注，

不断地积累以保持这种

优势． 同时，管理者还需

要考虑将企业拥有的较

为充裕的资源来补充或

替代那些不足的资源，特

别是企业渴望得到补充

的优势资源，从而通过不

同资源间的有效组合来

实 现 各 种 资 源 的 潜 在

价值．

表 2 访谈材料编码过程

Table 2 The encoding process of interview data

开发阶段 聚焦编码 描述 初级编码

资源识别

自我评价

创业者通过对自己拥有的机会、初始资本、人际关系等多

方面的评估，对自己拥有的初始资源与创业需要的资源之

间做一个比较．

了解市场前景、产品性能; 审视

自己的 能 力; 参 考 自 身 经 济 条

件; 评估创业机会．

细化需求

对资源需求进行细化包括创业者要判断企业需要资源的

数量、获取资源采取的方式和渠道等过程，对很多创业者

来讲，这个过程并不是特别清晰和详细的，有时可能只是

创业者的潜意识活动．

对企业的产品、服务定位; 判断

所需资源的数量; 判断所需资源

的种类; 资源需求变化．

确定来源

创业者对资源可能来源的判断并不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

的过程，他们通常会选择从评估周围的社会联系开始，考

虑资源获取的时效性、获取的容易程度、资源提供者的可

靠性等，并通过对可能的资源提供者的评估，来确定自己

能够通过什么渠道获取所需的资源．

有详细的计划; 评价需求资源来

源; 评价社会关系; 评价来源的

时间性．

资源获取

资源获取种类

获取不同种类的资源与新企业的特征及本身所面临的环境是

息息相关的． 一般地，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及财务资源是企业

的基础性资源，新企业还需要信息资源、市场资源等．

获取人力资源; 获取资金; 获取

信息; 获取合同．

资源获取来源

如何去获取所需资源是新企业要关注的重点，这也是其面临

的重要挑战． 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亲戚、朋友等不同类型的

关系等非正式渠道是新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具体来源

包括从亲戚朋友、中介机构等，也可通过企业内部沟通获取．

亲戚、朋 友; 中 介 机 构; 内 部 协

调; 非正式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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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开发阶段 聚焦编码 描述 初级编码

资源整合

整合过程

资源整合过程涉及到对资源进行补充、积累、调动的 过

程，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关注重要的资源 ( 如人力 ) ; 拥

有核心资源; 结合异质资源; 积

累资源; 更新核心技术、设备等;

拓展市场资源; 获取、培育合适

的人才; 合理分配人力资源．

整合方式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整合方式，包括制

定完备的实施计划，进行组织内、外部沟通与合作，实时进

行经验总结等方面．

对资源进行精心规划; 关系的构

建和治理; 集思广益; 总结和学

习; 企业内部积极沟通; 通过例会

总结经验; 通过关系积累资源．

资源利用

能力发挥

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制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和计划，使自身的

能力得到发挥．
掌握企业自身的能力; 发挥优势

能力; 充分利用能力; 依照能力

制定和实施战略; 根据能力制定

计划．

能力提升

新企业的很多能力存在不足，因此在利用能力的过程中需

要通过员工培训、内外部合作等方式提升这些欠缺的能

力，也可通过补充资源来弥补一些不足的能力，从而更好

地为顾客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以培训提升能力; 部门合作调动

能力; 加入资源提升能力; 与外

部合作提升能力; 通过培训和学

习提升 能 力; 管 理 者 参 与 提 升

能力．

4 实证检验

在进行正式的大样本调研前，本研究对初步

的测量量表进行了预调研，即向学校的 MBA 学员

发放约 50 份问卷，收回 34 份． 在进行预调研的

过程中，也对一些学员进行了较深入的访谈，让其

对相关问题和量表提供一些建议． 在这次预调研

的基础上，本研究加以完善后在长春、北京及广州

三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 通过对所获得

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形成如下表 4

至表 7 的测量量表，其中资源识别分为自我评价、

细化需求和确定来源三个维度，共 11 个题项; 资

源获取分为资源获取来源和资源获取种类两个维

度，共 14 个题项; 资源整合分为资源配置过程和

资源配置方式两个维度，共 8 个题项; 资源利用分

为能力发挥过程和短板能力提升方式两个维度，

共 11 个题项．
4． 1 调研设计

在进行数据收集之前，本研究进行了样本框

设计，考虑了新企业所处的阶段、行业以及区域等

因素，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

可推 广 性． 在 新 企 业 所 处 的 阶 段 方 面，参 考

Shrader 和 Simon［24］等学者的研究，将年龄为 8 年

以内的企业看作为新企业，借鉴了 Leung 等［2］的

观点，将新企业进一步划分为创建期和早期成长

两个阶段，并以新企业成立后的 3 年为划分标准;

在行业方面，将新企业分为科技型和非科技型; 在

区域方面，以 GEM 2007 年中国报告为准，考虑到

创业活动在不同区域的活跃程度的差异性，选择

北京、广 东 以 及 吉 林 三 个 地 区 为 样 本 来 源

区域［25］．
具体的样本设计情况如下: 样本总体为 240

个，按行业分为科技型企业和非科技型企业样本

各 120 个，按阶段分为处于创建阶段和早期成长

阶段的企业样本各 120 个，按地区分为北京地区、
长春地区和广州地区企业样本各 80 个． 具体地，

北京地区处于初创阶段和早期成长阶段的科技型

企业样本各 20 个、处于初创阶段和早期成长阶段

的非科技型企业样本各 20 个，长春地区处于初创

阶段和早期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样本各 20 个、
处于初创阶段和早期成长阶段的非科技型企业样

本各 20 个，广州地区处于初创阶段和早期成长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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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科技型企业样本各 20 个、处于初创阶段和早

期成长阶段的非科技型企业样本各 20 个．
4． 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 调查样本来

自于吉林、广东和北京三地，主要通过随机登门拜访

企业的形式获取． 最终，本研究共收回近400 余份问

卷，有效问卷为 306 份，其中长春 121 份、广州 90
份、北京 95 份，都达到了样本框设计的要求，并高

于样本框的问卷数量要求． 所获得样本特征如

表 3所示．
表 3 样本特征

Table 3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被访者职务 比例 创业者创业时学历 比例

董事长 16． 0% 初中及以下 2． 3%

总经理 16． 0% 高中 5． 6%

高层管理人员 8． 8% 大学专科 23． 9%

中层管理人员 24． 2% 本科 37． 3%

其他人员 23． 5% 硕士及以上 23． 2%

缺失值 11． 4% 缺失值 7． 8%

行业分布 比例 员工人数 比例

制造业 25． 1% ≤20 51． 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0． 8% 21 － 50 25． 8%

批发和零售 11． 1% 51 － 200 15． 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 2% 201 － 500 2． 3%

建筑业和房地产 2． 9% 501 － 1 000 0． 3%

其它行业 13． 3% ＞1 000 1． 3%

缺失值 1． 6% 缺失值 2． 9%

4． 3 量表检验

随后，本研究采用 SPSS 16． 0 统计软件对获

取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以验

证本研究所开发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1) 资源识别过程的量表检验( 如表 4 所示) ．

从表 4 可以看出，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资源识别

的测量题项共可析出三个因子，分别为自我评估、
细化需求和确定来源三个维度，因子载荷值基本

都达到了 0． 7 以上，只有个别为 0． 6 － 0． 7 之间，

一致性系数均超过了 0． 7，累积的方差贡献率大

于 60% ． 因此，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资源识别的

量表符合要求，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得到了很好

的检验．
2) 资源获取过程的量表检验( 如表 5 所示) ．

从表 5 可以看出，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排除不理

想的题项后，资源获取可聚合为资源获取种类和

资源获取来源两个因子． 除了“通过和业内朋友

聚餐等非正式渠道收集资源信息”这个题项的因

子载荷略低外 ( 0． 458 ) ，其他各个题项的因子载

荷值都超过 0． 5，对应因子的一致性系数均超过

了 0． 7，符合基本要求，检验效果良好． 但从方差

贡献率来看，两个公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为

40%左右，低于理想值 50%，但处于可以接受的

范围．
3) 资源整合的量表检验( 如表 6 所示) ． 从表

6 可以看出，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资源整合可聚

合为资源配置过程和资源配置方式两个因子，因

子载荷值均在 0． 6 以上，一致性系数均超过了

0. 7，累积的方差贡献率大于 50% ． 因此，资源整

合的测量量表完全符合要求，检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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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资源识别量表检验结果

Table 4 The test results of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测量问题 细化需求 确定来源 自我评估

1) 创业者设想过创办企业需要的具体资源种类 0． 773 0． 126 0． 401

2) 创业者根据对企业产品 /服务的定位来确定所需要的资源 0． 819 0． 202 0． 230

3) 创业者考虑过创办企业所需资源的数量 0． 627 0． 365 0． 235

4) 创业者会根据拥有的资源来调整企业规模 0． 711 0． 345 0． 127

5) 随着企业的发展，对所需资源的认识逐渐清晰 0． 782 0． 279 0． 033

一致性 α系数 0． 873

公因子贡献率 28． 704%

6) 创业者有详细的资源获取计划 0． 246 0． 734 0． 213

7) 创业者考虑过多种资源获取渠道 0． 376 0． 744 0． 141

8) 创业者对可以获得的资源有事先的估计 0． 247 0． 717 0． 315

一致性 α系数 0． 800

公因子贡献率 20． 098%

9) 创办企业前，创业者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初始资源( 资金、人力等) 0． 241 0． 089 0． 835

10) 创业者拥有的初始资源支撑了企业的创办 0． 108 0． 255 0． 800

11) 创业者衡量了初始资源与所需资源的差距 0． 216 0． 381 0． 612

一致性 α系数 0． 757

公因子贡献率 19． 644%

注: 黑体数字表示该因子值大于 0． 6．

表 5 资源获取过程量表检验结果

Table 5 The test results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测量问题 资源获取来源 资源获取种类

1) 企业维护外部长远关系以获取资源 0． 666 0． 121

2) 为资源获取做企业各部门间沟通 0． 669 0． 200

3) 高管投入大量精力获取外部资源 0． 693 0． 109

4) 企业不断谋划和努力获取企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新资源 0． 767 － 0． 016

5) 企业内存在一个有组织、有效的资源获取过程 0． 627 0． 196

6) 通过和业内朋友聚餐等非正式渠道收集资源信息 0． 458 0． 215

7) 通过与供应商、客户、竞争者交流或合作获取资源 0． 566 0． 153

8) 通过与政府机构交流或合作获取资源 0． 523 0． 284

一致性 α系数 0． 809

公因子贡献率 24． 232%

以下资源中，企业从外部获取的比例( 低———高)

9) 人力 0． 312 0． 567

10) 资金 0． 043 0． 717

11) 物质 0． 084 0． 720

12) 信息 0． 287 0． 514

13) 技术 0． 110 0． 601

14) 销售合同 0． 186 0． 640

一致性 α系数 0． 709

公因子贡献率 18． 883%

注: 黑体数字表示该因子值大于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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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资源整合量表检验结果

Table 6 The test results of resource combination

测量问题 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过程

1) 企业会制定完备的实施计划以更好地完成项目或订单 0． 822 0． 162

2) 企业经常进行组织内部交流与合作以促进资源的流通 0． 826 0． 175

3) 企业经常就某些项目或订单与外部企业或个体进行交流与合 作，以吸收外部资源 0． 605 0． 363

4) 项目或订单完成后企业经常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研讨和总结，以备下一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 0． 806 0． 265

一致性 α系数 0． 816

公因子贡献率 33． 856%

5) 企业为了完成项目或订单充分调动内部资源 0． 245 0． 791

6) 企业为了完成项目或订单不断补充新资源 0． 296 0． 669

7) 内部资源不足时，企业考虑将项目或订单的一部分外包 0． 052 0． 677

8) 企业不断积累和完善核心资源促进项目或订单的获取 0． 431 0． 657

一致性 α系数 0． 704

公因子贡献率 27． 776%

注: 黑体数字表示该因子值大于 0． 6．

4 ) 资 源 利 用 的 量 表 检 验 ( 如 表 7 所 示 ) ．
从表 7可以看出，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资源利

用可 聚 合 为 能 力 发 挥 和 能 力 提 升 两 个 因 子．
结果显 示，所 有 测 量 题 项 的 因 子 载 荷 值 均 达

到了0． 7 以 上，一 致 性 系 数 都 大 于 0． 8，结 果

完全符合信度和效度的要求． 累积的方差贡献

率大于 60% ，因 此 该 测 量 量 表 得 到 了 较 好 的

检验．
表 7 资源利用量表检验结果

Table 7 The test result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测量问题 能力提升 能力发挥

1) 企业通过外部学习提升能力 0． 789 0． 308

2) 企业通过外部合作提升能力 0． 762 0． 287

3) 企业通过内部培训提升能力 0． 754 0． 318

4) 企业通过内部交流提升能力 0． 734 0． 383

5) 企业通过替换原有资源提升能力 0． 753 0． 244

6) 企业通过有效使用其它的能力来弥补短板能力 0． 727 0． 292

一致性 α系数 0． 897

公因子贡献率 35． 089%

7) 企业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能力的作用 0． 327 0． 753

8) 企业根据现有能力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 0． 295 0． 761

9) 企业能够充分发挥管理层的作用调动各种能力 0． 287 0． 736

10) 企业能够将能力进行有效的组合 0． 245 0． 790

11) 企业认识到阻碍自身发展的能力 0． 344 0． 666

一致性 α系数 0． 862

公因子贡献率 30． 241%

注: 黑体数字表示该因子值大于 0． 6．

总体而言，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本研究所设

计的量表信度和效度较好，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和检验． 从资源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的测量问卷

来看，资源识别、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的效果都较

—09—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3 年 10 月



好; 资源获取的测量题项中“通过和业内朋友聚

餐等非正式渠道收集资源信息”这个题项的因子

载荷略低，并且两个公因子累积的方差贡献率也

相对较低，还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5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对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基于扎

根理论思想开发出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的新量

表，以推进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理论研究，同时满

足新企业创建的现实需求． 通过对吉林、北京及

广州的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资源获取的

一个题项“通过与会计所、律师所等中介机构交

流或合作获取资源”没有通过检验外，本研究开

发的新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所开发的资

源开发过程量表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对于未通过

的题项，本研究认为这与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经

济环境密不可分． 虽然新企业会借助于这些中介

机构，但大多数情况并不是以获取资源为目的，而

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如为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

的要求以扫除发展障碍．

总体而言，本研究开发的资源开发过程的新

测量量表弥补了现有研究缺乏相关测量的不足，

开发出符合中国转型经济背景的创业资源开发过

程测量体系，丰富了创业理论研究． 现有研究更

多地关注于资源开发的某一阶段( 识别、获取、整
合及利用) ，并且绝大多数停留在定性研究上，缺

乏深度的定量分析，特别是从实践角度的探索性

研究匮乏． 究其原因，缺乏相应的测量体系是阻

碍创业资源开发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

因． 本文通过对创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重点从

转型经济背景角度开发适用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创

业资源开发测量体系．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理论

贡献在于将资源开发过程的测量体系化，不仅仅

只考虑了资源开发过程各个阶段的有效测量，还

考虑到各个阶段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为今后

相关的定量研究奠定基础． 特别是针对资源识

别、整合及利用这三个部分探索性地开发测量量

表，为今后进一步揭示创业资源开发过程提供较

为完善的测量依据．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该测

量体系也较为符合新企业特征和转型经济背景．
1) 所开发的量表符合新企业特征． 对于新企

业而言，先天性的资源不足以及“新和小”的缺陷

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2］［26］． 在这一形势下，新企

业的资源开发过程特别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

考虑．

其一，高效地利用组织内部有限的资源． 对

于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先期的研究已有所关注，

如 Wiklund 和 Shepherd［18］等的研究中都有体现．

本研究所开发的新量表中更加强调了这一点，特

别体现在资源整合以及资源利用两部分． 资源整

合部分强调了资源间的合理搭配与调动的重要

性，并积极开发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更为重要的是

需要加强组织内部各部门的协作． 因为组织内部

协作加快了资源的流动性，并有利于把资源配置

到最合适的位置，从而形成更大的价值． 资源利

用的研究多为概念层面，本研究则开发出新的测

量量表，从而实现了今后对资源利用变量的量化

描述． 该部分强调了在通过资源的整合形成能力

后，对能力进行配置和调动，使其与企业战略、目
标市场相联系． 另外，资源利用部分考虑了能力

与资源的互动，通过不断加入某些资源来提升企

业的短板能力，这是现有研究被忽略的方面．

其二，尽可能多地利用外部可支配的资源．

内部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从外部获取资源才是新

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 从 Tolstoy［14］、Finney

等［11］的研究中都能看出，新企业在存活和成长过

程中需要利用外部网络中的可用资源，但这些研

究只是针对某一行业或者特定创业情境提出的观

点，并没有对其加以深化． 本研究在对创业者进

行访谈的基础上，从创业实践的角度关注了新企

业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对于外部资源的把握，这在

资源开发各个阶段的测量量表中都有体现． 资源

识别方面考虑到了创业者需要对社会关系加以评

估，以分析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可能性; 资源获取方

面则将外部关系作为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 资源

整合则强调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与外部关系进行合

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资源利用则考虑到了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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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系学习知识以提升能力．
2) 所开发的量表符合转型经济情境． 本研究所

开发的资源开发过程的测量量表也充分体现了中国

转型经济这一独特背景． 在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环

境动态性高，资源匮乏的情况更加严重［27］． 由于市

场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像西方经济体制那样通

过市场获取所需要的资源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绝大

部分的新企业都需要通过与外部组织或个体建立起

非正式关系来摆脱这种资源困境．
不难想象，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交流与合作是

新企业进行资源开发的重要特征． 即在进行资源

开发过程中突出与外部关系的合作，并强调组织

内部的协作． 尽管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交流与合作

的重要性，但在中国，构建和维护好网络关系几乎

是所有企业都非常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新企

业来说，非常关键． 在很多情况下，没有网络关系

就没有新企业的发展． 在组织内部，员工通过各

种形式的沟通，加快资源的内部流动和积累并分

享经验，极大地提升资源的开发效率; 在组织外

部，除了与顾客、供应商的必要沟通外，与亲戚、朋
友、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及工商管理部门的及时沟

通都有助于对嵌入这些关系中的资源的积累和调

动，弥补组织内部资源的局限性．

6 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开

发的新企业资源开发过程量表虽然与中国创业实

践相联系，并且通过了数据的较好验证，但依然难

免存在一些局限性，这有待于未来研究加以关注．
首先，本研究在选择创业者时虽然考虑比较周全，

关注了创业者所处行业、性别等因素，但创业者其

他个人因素，如风险承担性、自我效能感、是否有

创业经验等方面都可能会影响到资源开发过程，

这有待于未来研究通过更加严格的设计，控制这

些因素来进一步修正相关量表． 其次，本研究对

于创业者的访谈，主要是让创业者去回忆其与资

源开发过程相关的情境． 创业者难免会加以修

饰，而与真实情境存在一定的偏差． 未来学者可

以结合跟踪分析或者采用其他二手资料来获取更

加丰富的数据，以再现创业者的行为，从而来验证

及修订本量表．
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研究越来越受学者关

注，尤其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新企业的资源获

取存在一定的独特性，因此基于资源视角的研究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创业实践，而资源开

发过程分析便是基础． 然而，为了更好地揭示中

国创业问题，仅仅分析资源开发过程是远远不够

的，未来学者需要以资源开发过程为基础，探讨与

资源开发过程相关联的其他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例如，未来学者可以分析创业者特质对资源开发

过程各个阶段的影响，探究创业学习在资源开发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探讨新企业在不同战略导向

下资源开发过程的差异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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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new ventures’resource development process

SHAN Biao-an1，CAI Li1，FEI Yu-peng2，LIU Zha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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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ntrepreneurship Ｒesearch Center，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5，China;

3． School of Philosophy Societ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measurement of Chinese new ventures’resourc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propel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ship． Meanwhile，this can guide new ventures to acquire re-
source effectively． After interviewing 12 entrepreneur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dustries，we develop the
measurement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cess，including resource identification，resource acquisition，re-
source combin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Ｒesource identification contains self-evaluation，refine require-
ments and source determination; resource acquisition constitutes types of resources and sources of resources;
resource combination constitutes combined approach and combined proc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contains
capabilities util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promotion． The results of 306 samples from Beijing，Guanzhou and Jilin
show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 also find that the new measurement of resource devel-
opment proces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ventures and the conditions of transitional econo-
mies．
Key words: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cess; measurement; new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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