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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还是“入情”? 创业者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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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新创企业的资源匮乏和制度不完善，如何利用创业者政治技能来开发人际关系中

所隐藏的潜在资源能力，逐渐受到当前创业理论研究的关注． 在中国情境下，创业者政治技能

对资源获取过程起到关键作用，通过“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创业者运用政治技

能不仅在日常创业实践中获取有价值性的关键资源，还依靠关系交往的情感连接调用潜在的

组织能力． 采用混合研究方法( mixed methods research) ，先在关系结构层面以定量数据建立理

论模型，再从日常行为层面以定性方法进一步解释与拓展模型． 研究发现，作为社会能力的组

成部分，创业者政治技能在关系情境下，通过“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作用于资源

获取过程; 其中，在角色关系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在弱连接状态中通过“以理服人”获取现有资

源，在强连接关系中通过“以情动人”能获得潜在资源; 而在人情关系下，通过“以情动人”，创

业者政治技能有利于调用私交关系并获得潜在资源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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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新创企业往往面对资源匮乏和制度不完善的

困境，如何利用创业者政治技能开发关系网络中

所隐藏的潜在资源和组织能力，越来越受到当前

创业理论研究的关注［1，2］． 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

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表现形式，政治技能( political
skills) 是指在关系情境中采用适应性行为和策略

来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3］． 近年来，学者将政治

技能的概念引入到创业理论中，研究认为，创业者

利用政治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获取创业性资

源［4］，从而以非正式组织活动，弥补创业初期资

源匮乏和制度缺失． 因此，在不确定的创业环境

下，创业者在关系情境中如何发挥政治技能以成

功影响他人投入资源，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

点问题［2］．

在日常交往的创业实践中，创业者常常在一

定的关系情境下，通过具体的行为策略来获取资

源［5，6］，因而，创业者政治技能是通过关系情境中

的具体行为来展现问题处理能力［7］． 作为一种人

际能力［8］，政治技能体现在角色关系或人情关系

的日常交往中，并通过具体的行为策略影响他人

遵从具体的关系规则，进而提供相应的资源［9］．
所以，在中国情境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可能通过

“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不仅在日常

创业实践中获取有价值性的关键资源，还依靠关

系交往的情感连接调用潜在的组织能力． 一方面，

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行为策略以满足资源

拥有者的需求侧( demand-side) 为依据，关注其关

系情境下的利益诉求或情感需要［10］． 现有研究发

现，资源拥有者不完全基于理性价值判断投入资

源，互动中情感诉求也是重要的投入依据［11］．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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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源获取活动的主要行动者，创业者通过不同

行为策略来展现政治技能，即通过“以理服人”满

足资源拥有者理性需求，用“以情动人”激发资源

拥有者的合作性动力［12］．
另一方面，创业者施展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

行为过程还受到具体关系情境约束［13］． 在日常创

业实践中，创业者与资源拥有者的关系情境成混

合状态( hybrid) ［14］，不仅包括基于角色任务的社

会连接( social ties) ［2］，而且还蕴藏着以人情关系

为主导的遵从人情法则的情感交流［13］． 研究发

现，在角色关系情境中，创业者和资源拥有者遵从

价值规则开展日常组织活动［15］，其中，社会连接

的强弱成为创业者展现政治技能以及行为策略选

择的依据［1，2］． 同时，研究也指出，在人情关系主

导情境下，与任务和制度下的交换规则不同，创业

的日常行为注重人情法则的互助性规则［16］． 因

此，关系情境不同，相应地交往规则也会存在差

异［17］，这可能造成创业者行为策略在网络利用时

“强调利益追逐”和关系交往中“注重情感维护”
的情境差异． 创业者政治技能如何在具体的关系

情境下，采取“以理服人”或“以情动人”的行为策

略获取创业资源?

本文研究目标在于揭示关系情境下创业者运

用政治技能获取创业资源的内在行为机理． 在人

情交往的关系情境中，资源获取的日常交往并不

完全遵循角色关系下的价值逻辑［13，17］，依赖于行

为结果的价值分析很难回答其因果模糊关系［18］，

所以，采用定性分析可以探查人情交往的内在行

为过程［14］． 本研究进行先定量后定性的两阶段设

计［19，20］: 首先采用定量分析法，初步探究特定关

系情境下创业者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的影响机

制; 在此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法，进一步区分不

同关系情境下的行为策略在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

资源过程中的差异性． 接下来，本研究将回顾已有

文献; 然后，提出混合研究法的研究设计; 再次，

分别给出两阶段研究结果并加以分析; 最后，从

总体上讨论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管理寓意．

1 理论基础

对创业企业来说，不仅资源禀赋匮乏，而且制

度不够完善，因而，创业者政治技能在获取资源上

具有十分重要作用［5，6］． 显然，在与他人合作的日

常交往中，创业者常常先区分不同的关系情境，如

角色关系或人情关系; 然后在具体的关系交往中

采取一定的行为策略，如“以理服人”或“以情动

人”的互动方式来调用现有和潜在资源． 因而，在

日常关系交往中，为施展政治技能，创业者通常以

遵从角色关系或人情关系的交往规则为依据调整

相应的行为策略，在满足他人利益诉求或情感需

求中获得资源［11］． 一方面，创业者通过政治技能

获取资源的关系情境［9］，依赖于具体的行为策略

选择，也就是对资源拥有者的价值需求或情感需

求［21］． 例如，在具体情境下，当感知到资源拥有者

注重价值需求时，创业者往往增加理性信息分析

和说服［22］; 而当感知对方在乎情感交流时，创业

者 会 弱 化 目 标 价 值 分 析 而 转 向 满 足 其 情 感 诉

求［21］． 所以，在日常创业实践中，创业者一般会采

用满足资源拥有者的理性需求，即以理服人的行

为策略，或通过通情达理的手段，让对方积极地投

入创业活动中，即采取以情动人的行为策略获取

创业性资源．
另一方面，创业者在日常交往中展现政治技

能以获取资源，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行为策略选择，

而且还受到创业者与资源拥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具

体关系情境约束［13］． 当双方之前有交情的情形

下，关系情境便由人情关系主导，无论创业者还是

资源拥有者都会遵从人情交往的关系规则［23］;

相比较而言，当双方没有私交关系的情形下，关系

情境主要由遵从价值规则的社会连接所构成［15］，

如角色关系． 此时，创业者会根据强弱的社会连

接关系来采取行为策略展现政治技能［1，2］． 在日

常交往中，不同的关系情境，常常遵从不同的交

往规则［24］，也形成了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过

程; 也就是，在不同的关系情境中，创业者以不同

的行为策略来展现政治技能，并潜在地塑造了创

业性资源获取的日常行为机理．
然而，不同于社会连接，当关系情境由人情关

系主导，日常行为主要服从于人情交往，创业者和

资源提供者都会遵从情感交流． 于是，资源获取活

动并不遵循价值逻辑［24］． 因此，人情关系更注重

维持关系的一种互助性规则［16］，而不是以获取价

值为主要目标． 鉴于价值标准难以测量由人情关

系主导的情感交流，倘若以一定价值标准度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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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情交往而获得的创业性资源，就必然有悖于

人情法则的日常创业实践［16］． 正在这个意义上，

本研究分两阶段进行理论回顾，以探究创业者政

治技能获取资源的内在原理． 也就是，先从行为结

果的价值层面，初步探究特定关系情境下创业者

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的影响机制; 在此基础上，

从日常行为层面，进一步区分不同关系情境下的

行为策略，在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过程中的

差异性．
1． 1 创业者政治技能与创业资源获取

在不确定的创业情境下，创业者资源获取是

在关系情境中对资源拥有者施加影响的交往过

程． 作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人际能力［8］，政治技能

使个体成功的获取资源以确保工作有效性［23］． 现

有研究发现，创业者政治技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和人际权力［25］，有助于成功施加影响并获取有价

值的重要资源． 首先，高水平的政治技能使创业者

表现出敏锐的社会感知和良好的社交能力［3］，因

此能在复杂网络环境中识别出关键资源拥有者，

并与其建立联系，为获取创业资源打下基础． 其

次，在资源获取中，具备政治技能的创业者成为有

效率的协商者［26］，与资源拥有者进行有效讨论，

并在沟通中理解其意图，进而选择易于对方接受

的方式实施影响行为． 最后，创业者政治技能还体

现在具体情境中行为灵活性和对情境变化的反应

上［9］． 具备高政治技能的创业者能够基于当时环

境变化做出相应反应，并根据情境线索及时调整

处理策略［27］，以确保成功获取资源．
除借助社会影响能力直接施加影响，创业者

政治技能还可能开发社会网络获取创业资源［1］．
研究发现，创业者发挥政治技能更能给人留下良

好印象［28］，通过提升互动质量，建立起广泛和高

质量的社会网络［3］，进而绕开正式结构限制从非

正式网络中获利［2］． 例如，Tocher 等［4］研究表明，

政治技能发展和维持认知和关系性社会资本，

进而有助于获得资金，收集和传播重要知识，提

升新创企业绩效． 在新企业创建阶段，创业者难

以预先计划创业行动，往往利用自身影响力建

立起网络资源池，通过不断获取和交换有价值

的信息，识别创业机会［29］; 在新企业创建后，创

业者依靠敏锐的社会感知和社交能力，利用、保

护和维持网络资源池，获取关键的创业资源，如

信息、推荐、建议、技术等［30］． 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创业者政治技能对创业资源获取具

有正向影响作用，即高政治技能的创业者更能获

取创业资源．
作为一项个体能力，政治技能依赖个体所采

取的行为策略发挥功能性，进而影响其他个体和

组织行为［9］． 行为策略是指个体为了改变他人的

想法或观念采取的行为方式，如决断、迎合、理性

说服、惩处、利益交换、求助上层和联盟等［31］． 在

创业情境下，创业者具有理性和情感行为倾向，通

常采取以“理”和“情”为主导的行为策略［12］． 如

以说服和利益交换等理性方式为主的“以理服

人”，以及以建立情感连接和唤起情感支持为主

的“以情动人”．
在创业过程中，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

对称放大了资源投入风险［22］，因而投入资源所

得的工 具 性 价 值 是 资 源 拥 有 者 做 出 判 断 的 依

据［21］． 当创业者采取“以理服人”行动时( 例如，

展示自身或企业实力，提供信息、证据或数据，

运用逻辑和事实说服等) 时，在资源拥有者脑中

形成基于创业者能力或企业实力的主观感知，

同时产生基于投入风险和收益的价值性评价，

构建起双方的认知信任，进而可能影响其资源

投入意愿和投入程度［32］． 例如，易 朝 辉 研 究 发

现［33］，创业者与资源拥有者的信任水平对新创

企业获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在创业阶段，创业

者通过与资源拥有者建立初始信任，促进创业

资源的快速流动．
创业资源获取还受到创业者情感因素的影

响［34］． 特别地，在资源获取活动频繁发生时，资源

拥有者可能希望与创业者建立长期稳定的互惠合

作，维持和发展双方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旨在维

系情感的“以情动人”可能成为创业者主导行为．
创业者采取迎合对方，照顾对方感受和面子，表达

尊敬等交情行动，激活资源拥有者的情感性评价，

增强资源拥有者的感知认同感． 研究发现，建立情

感信任，增加资源拥有者分享、交换、整合信息和

资源的可能性［35］． 实证研究已经论证创业者采取

的一些行为策略对资源获取的影响． 例如，B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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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ang 的研究表明［12］，创业者以“理”为主的自

我推销和以“情”为主的迎合行为，有利于从风险

投资者和其他资源拥有者手中获取财物资源，建

立最初的客户基础． 因此，本研究推测，创业者实

施的“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行为策略可能

影响创业资源获取的结果．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假设 2a 创业者“以理服人”的行为策略对

创业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 2b 创业者“以情动人”的行为策略对

创业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从政治技能内涵来看，政治技能是“既反映

个体特质又反映情境变化”的个体能力［9］，其功

能作用发挥需要依赖个体所采取的行为策略． 因

此，政治技能虽与影响过程中实施的行为策略密

切相关，但也具有一定区分度． 作为社会影响研究

的两个重要内容，政治技能体现影响者的个体特

征，解释影响过程中“谁来实施影响( Who) ”的问

题，而行为策略指出社会影响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反映“如 何 实 施 影 响 ( How /What ) ”的 问 题［36］．
Ferris 等［3］的研究论证，具备政治技能的个体可

能投入与情境相适应的行为，在具体情境中识别

和利用有效的策略． Wu 等［37］的研究从迎合行为

( ingratiation) 角度解释了政治技能与影响策略的

差异性． 他们指出，迎合行为是一种社会影响策

略，而政治技能是施展这种行为所拥有的能力． 一

些研究也进一步发现，个体的政治技能对其实施

理性和 情 感 的 行 为 策 略 存 在 一 定 影 响． 例 如，

Kolodinsky 等［38］采用 291 对主管下属配对样本，

检验政治技能和理性行为对主管感知和评价的人

力资源决策的影响，并且在研究中发现，下属政治

技能正 向 影 响 其 理 性 影 响 策 略 的 运 用． 又 如，

Treadway 等［39］从 2 家零售服务企业收集数据，发

现政治技能是迎合行为成败的关键因素，政治技

能使人更少产生操作迎合行为感知．
在创业情境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可能通过灵

活运用理性和情感为主的行为策略，提高其获取

创业资源的有效性． 一方面，创业者政治技能展现

出有效影响他人的能力和特质［8］． 这些属性使创

业者在不同情境中能感知理性和情感哪种行为更

能激起资源拥有者的投入意愿． 另一方面，政治技

能还反映个体行为灵活性以及情境变化［3，9］． 例

如，在创业过程中，高政治技能创业者在明确行为

倾向后，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实施，并根据情境

做出有效调整，寻求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 因此，

本研究推断，高政治技能创业者不仅能根据情境

变化采用合适的行为策略( “以理服人”或“以情

动人”) ，并且能够采取恰当的方式执行，获取创

业相关的信息、资金、技术等重要资源． 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a “以理服人”行为策略在创业者政

治技能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创业

者政治技能通过“以理服人”的行为策略获取创

业资源．
假设 3b “以情动人”行为策略在创业者政

治技能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创业

者政治技能通过“以情动人”的行为策略获取创

业资源．
1． 2 关系情境与创业资源获取

在日常组织的关系交往中，创业者与资源拥

有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情境［40］，如角色关系

和人情关系． 在角色关系方面，社会网络理论做了

大量研究，即关注与创业活动有关、以利益获取为

目标的关系网络价值性利用，强调创业者与潜在

资 源 拥 有 者 的 角 色 关 系 是 为 了 建 立 资 源 性 连

接［15］． 在这种角色关系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在日

常的合作中，通常以情境为中心，以资源的价值性

为依据，调整自身行为，满足资源拥有者合情合理

的心理需求［24］． 例如，翟学伟指出［24］，个体的谋

略行为要在关系结构中展现，具备短时效性、高选

择性的松散关系下，个体更多采用理性选择行为，

而在长时效、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下则较少采用

理性行为． 与此同时，Granovetter 等网络研究者进

一步论证了结构性的连接强度在获取资源中的重

要性． 例如，弱连接( weak ties) 传递新的、非重复

性和异质性的网络资源，而强连接( strong ties) 往

往能给个体带来实物与情感支持［15］．
中国文化背景下，关系情境内涵超出了社会

网络强调的角色性的价值功能［17］，还包含互动中

基于人情关系的情感连接和交往行为规范［41］，因

此，在这一意义上，创业者和资源拥有者的行为判

断可能不仅遵从价值性目标，还受到超出个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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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外的情感和关系规则的影响，特别是私交活

动中人情关系和情感的作用． 现有研究发现，在快

速变化的创业环境中，传统正式组织结构和控制

系统作用逐渐弱化，借由私人交往的情感性连接

为创业者提供了潜在组织能力和资源保障［10］． 在

人情关系下，创业者施展政治技能可能利用情感

关系，调整自身行为引导资源投入． 一方面，在人

情关系的礼尚往来中，等价交换和理性算计行为

通常都无法实施［24］． 无论创业者还是资源拥有者

都注重彼此间情感诉求，情感性评价一旦激活，工

具性价值的重要性就会减退［21］，进而可能影响创

业者和资源拥有者的具体行动和资源决策． 例如，

资源拥有者不肯轻易做出共享资源决策，却十分

愿意与友人分享资源［42］． 另一方面，创业者的人

情往来形成以人际情感为主导的互助性关系． 在

出现危机或面临困境时，创业者利用政治技能可

能通过适时求助获得潜在帮助和资源性支持［43］．
现有研究指出，创业者关系交往不仅能调用日常

运转所需基本任务性资源［44］，还能激发具有创新

性的情境性资源及具有应急性和无偿性的情感性

资源［45］．
因此，无论是注重价值目标的角色关系还是

关注情感的人情关系下，互动中关系情境是创业

者施展政治技能的行为背景，突显出创业者行为

选择和获取过程的差异，同时也可能塑造出创业

者政治技能获取创业资源的行为机理．

2 研究方法

为揭开创业者政治技能在具体的关系情境下

通过不同行为策略获取创业资源的行为机制，同

时考虑到人情关系与角色关系的行为逻辑差异．
一方面，人情交往的关系情境遵从人情规则，更多

在 行 为 层 面 上 注 重 情 感 交 流 和 在 一 起 感 受 状

态［24］，虽然通过事后结构化测量可以在价值层面

分析，这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有悖于人情法

则的日常创业活动实践［13，24］． 另一方面，人情关

系主导情境下，创业者日常行为注重人情法则下

的互助性规则，于是，采用定性分析不仅能收集到

结构性问卷难以发觉的互动关系情境信息( 如情

感交流等) ，还能通过探查互动中行为动机和交

往规范，探析创业者采取“以理服人”和“以情动

人”行为策略背后的内在机制［14］． 为此，本研究采

用定 量 与 定 性 相 结 合 的 混 合 研 究 方 法 ( mixed
methods research，MMＲ) : 第一阶段，以现有相关

文献为基础，利用定量分析探索创业者政治技能、
行为策略和创业资源结构性关系，为揭开创业者

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影响机制提供理论指引［46］;

第二阶段，观察创业者施展政治技能的日常交往

活动和资源获取过程，利用定性分析探查具体关

系情境下“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的

实施情况和差异，在验证和支撑理论模型同时进

一步诠释理论框架［46］． 两阶段研究以定量数据理

解研究对象，以定性方法论为逻辑支撑，因而从不

同层面系统地揭示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内

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研究的理论深度

和广度［47］．
研究一在特定关系情境下，采用定量分析法，

初步建立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理论模型，

验证“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的中介

作用; 研究二关注不同关系情境下的日常行为，

以一家创业企业为调研对象，对企业的核心创业

者和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通

过定性分析识别创业者政治技能特征和关系情境

类型，并区分具体关系情境下“以理服人”和“以

情动人”行为策略，进一步探究创业者政治技能

影响资源获取的行为机制．

3 研究结果

3． 1 研究 1 创业者政治技能对资源获取影响

研究

3． 1． 1 研究样本

根据 Biggadike［48］以及 Zahra 和 Ireland［49］等

学者的研究，创建时间少于 8 年的企业可称之为

新创企业． 因此，本研究以创建时间是否超过 8 年

作为新创企业的衡量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选取

新创企业样本． 其中，所有样本被试均为新创企业

内核心创业成员． 研究样本主要取自辽宁、安徽、
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创业园和孵化基地． 调研者

联系负责人，获取创业企业名录，然后联系企业发

放和回收问卷．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式收集数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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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发放． 被调研企业领导取得联系，介绍问

卷填写要求、注意事项等，现场发放和回收问卷．
二是，邮寄问卷． 由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填写完成后

寄回． 在数据收回后，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数据的整体偏差［50］，结果显示两种收集方式所获

取数据不存在明显差异． 在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5 月间，共回收 505 份调研问卷，删除问题问卷

( 未填写完全、所选题项前后矛盾以及存在明显

规律 等 ) 后，得 到 有 效 问 卷 319 份，有 效 率 为

63. 17% ． 数据样本分布情况如下: 45 岁以下创业

者占 75． 9%，68． 3%创业者负责市场和行政管理

工作． 在新创企业层面，企业性质中个人独资占

31. 1%，合伙制占 58． 6%，公司制占 10． 3% ; 创

立年限上，处于 0 ～ 3 年创建期的企业占 25． 7%，

处于 4 年 ～ 8 年新创成长期的企业占 74． 3% ; 企

业规模主要集中在 200 人以下，样本行业以生产、
零售和服务业为主 ( 如表 1 所示) ． 具备规模较

小、发展历史较短、成长速度较快的新创特征，符

合研究要求．
3． 1． 2 变量测量

1) 创业者政治技能

现有的政治技能研究大多采用 Ferris 等开发

的政治技能量表(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 ［3］． 考虑

到创业情境的特殊性，本研究在 Ferris 等开发的

政治技能量表基础上，根据创业活动对创业者能

力的具体要求，对该量表进行了一定调整，形成

12 条目的创业者政治技能测量量表． 题项如，“在

创业中，我能轻松有效地与人进行沟通交流”;

“创业过程中，我擅于与创业重要人物 ( 如客户、
供应商等) 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等．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 为 0． 837，

主成分分析四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为 67． 781%，

量表拟合效果较好( χ2=129． 663; df = 48; χ2 /df =
2． 701; CFI = 0． 934; GFI = 0． 935; NFI － 0. 900;

TLI = 0． 909; ＲMSEA =0． 073) ，符合研究要求． 该

量表效度检验详见附表 1．
表 1 样本特征( N =319)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 N = 319)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小于 30 岁 144 45． 2

30 岁 ～ 45 岁 98 30． 7

45 岁以上 77 24． 1

企业性质

个人独资 99 31． 1

合伙制 187 58． 6

公司制 33 10． 3

职务

企业规模

技术 34 10． 7

市场 117 36． 6

行政管理 101 31． 7

其他 67 21． 0

小于 50 人 104 32． 6

50 人 ～ 200 人 100 31． 3

200 人以上 115 36． 1

创立年限

所属行业

0 ～ 3 年 82 25． 7

4 年 ～ 8 年 237 74． 3

生产制造业 102 32． 0

批发零售业 49 15． 4

服务业 85 26． 6

高新技术业 31 9． 7

其他 52 16． 3

2) “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

为测量“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两种行为

策略，本研究参照 Kipnis 等［31］以及 Yukl 等［51］的

组织影响策略研究． 其中，“以理服人”是指以说

服和利益交换等理性方式为主的行为策略，参考

组织影响策略量表( POIS) 中的理性说服和利益

交换维度，得到 5 条测量题项，如“向资源拥有者

解释企业或企业的项目实用性和价值性，并说明

实现途径”等; “以情动人”是指以建立情感连接

和唤起情感支持为主的行为策略，借鉴影响行为

量表( IBQ) 中的迎合以及个人诉求维度进行设

计，形成 5 条测量题项，如“在获取资源或帮助

时，称赞对方”等． 本研究中，“以理服人”和“以情

动人”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 744 和 0． 803，主成分

分析二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为 53． 092%，量表拟

合效果较好( χ2 = 67. 297; df = 34; χ2 /df = 1. 979;

CFI = 0． 967; GFI = 0． 961; NFI = 0． 936; TLI =
0. 956; ＲMSEA =0． 055) ． 该量表效度检验详见附

表 2．
3) 资源获取

对于被调查者而言，询问详细的资源获取情

况，特别涉及资金数额的问题是敏感的，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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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借鉴 Zhang 等［5］的做法，以资源拥有者“积

极回应”、“实际获取”、“未来承诺”的逻辑设计测

量题项，形成 3 条目的资源获取测量量表． 题项如

“当我向资源拥有者表达资源需求时 ( 如财、物、
信息等) ，通常能够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当我

向资源拥有者表达资源需求时 ( 如财、物、信息

等) 时，通常能够获得他们未来支持和合作的有

效承诺”等． 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 745，主成分

分析单因子累积解释总方差为 70． 615% ．
4)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从创业者和新创企业两个层

面选取控制变量． 创业者层面变量包括被访者年

龄和被访者职务; 新创企业层面变量包括企业规

模、企业性质、创立年限和所属行业，其中企业规

模用企业员工人数来衡量; 创立年限借鉴以往学

者的观点［52］，成立 3 年以下作为创建期，成立 4
年 ～ 8 年作为成长期．

在本研究中，创业者政治技能变量采用 1 级 ～7
级 Likert 量表衡量同意程度． 其中，1 表示非常不

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 行为策略和资源获取变量

均采用 1 级 － 5 级 Likert 量表进行衡量，1 表示从

不，5 表示总是．
3． 1． 3 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利用 AMOS17． 0 对创业者政治技能、
行为策略(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以及资源获

取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
sis，CFA) ，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 本研究选取

χ2、χ2 /df、CFI、NFI、TFI、ＲEMSA 等拟合指标比较

变量构成的各种嵌套模型的拟合效果． 结果表明，

四因素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该模型的整体拟合效

果明显优于其他模型，测量变量区分效度良好

( 如表 2 所示) ．
采用过程和统计控制的方式减小同源偏差

( common source bias) 的影响［53］． 在问卷研究设计

与测量中，通过保护被试的匿名性、改变题项顺序

等方式进行控制; 在问卷回收后，采用 Harman 单

因素检验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即将所有题项共

同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未旋转的第一因子．
结果显示，未旋转第一因子占总载荷量的 22. 969%，

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表 2 变量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N =319)

Table 2 Ｒ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 N = 319)

模型 χ2 d f χ2 /d f Δ χ2 CFI NFI TLI ＲMSEA

四因素模型( PS; ＲS; ES; ＲA) 218． 799 113 1． 936 — 0． 949 0． 902 0． 939 0． 054

三因素模型( PS; ＲS + ES; ＲA) 359． 836 116 3． 102 141． 037 0． 883 0． 838 0． 863 0． 081

三因素模型( PS + ＲS; ES; ＲA) 395． 312 116 3． 408 176． 513 0． 866 0． 822 0． 843 0． 087

三因素模型( PS + ES; ＲS; ＲA) 430． 410 116 3． 710 211． 611 0． 850 0． 807 0． 824 0． 092

二因素模型( PS + ＲS + ES; ＲA) 552． 561 118 4． 683 333． 762 0． 792 0． 747 0． 760 0． 108

二因素模型( PS + ＲA; ＲS + ES) 625． 196 118 5． 298 406． 397 0． 757 0． 719 0． 720 0． 116

二因素模型( PS; ＲS + ES + ＲA) 1098． 794 118 9． 312 879． 995 0． 531 0． 506 0． 459 0． 162

一因素模型( PS + ＲS + ES + ＲA) 1286． 342 119 10． 810 1067． 543 0． 442 0． 422 0． 362 0． 176

注: PS 代表创业者政治技能; ＲS 代表“以理服人”; ES 代表:“以情动人”; ＲA 代表资源获取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Pearson 检验相关法检验变量间

的相关性． 变量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 创业者政治技能与“以理服人”( r = 0． 353，

ρ ＜ 0． 01) 、“以情动人”( r = 0． 306，ρ ＜ 0． 01) 以及

资源获取( r = 0． 218，ρ ＜ 0． 01 ) 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 同时，“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与资源获取

在 0． 01 水平下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 371
和 0． 317．

2) 假设检验

采用 层 级 回 归 方 法 (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HＲM) 对创业者政治技能、行为策略和

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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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N =319)

Table 3 Means，standard deviations，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N = 319)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年龄 1

2． 职务 － 0． 346＊＊ 1

3． 企业规模 － 0． 412＊＊ 0． 375＊＊ 1

4． 企业性质 0． 167＊＊ 0． 025 － 0． 191＊＊ 1

5． 创立年限 － 0． 047 0． 067 － 0． 001 0． 024 1

6． 所属行业 － 0． 065 0． 046 0． 040 － 0． 041 0． 038 1

7． 政治技能 － 0． 127* 0． 255＊＊ 0． 187＊＊ 0． 008 0． 024 0． 148* ( 0． 836)

8． 以理服人 0． 042 0． 095! 0． 011 0． 057 0． 065 0． 058 0． 353＊＊ ( 0． 744)

9． 以情动人 0． 026 0． 102! 0． 034 0． 079 0． 007 0． 036 0． 306＊＊ 0． 465＊＊ ( 0． 803)

10． 资源获取 0． 043 0． 093! 0． 105! 0． 107! 0． 113* － 0． 025 0． 218＊＊ 0． 371＊＊ 0． 317＊＊ ( 0． 745)

均值( M) 1． 79 2． 63 2． 03 1． 79 0． 74 2． 63 57． 76 18． 10 18． 28 10． 29

标准差( S． D． ) 0． 807 0． 932 0． 829 0． 610 0． 438 1． 432 9． 102 2． 775 3． 095 2． 416

注: 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系数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 其中，＊＊表示在 0 ．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 表示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

著相关; !表示在 0． 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 4 回归分析检验结果( N =319)

Table 4 Ｒ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 N = 319)

变量
资源获取 以理服人 以情动人 资源获取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控制变量

年龄 0． 112! 0． 114! 0． 082 0． 092 0． 084 0． 087 0． 068 0． 071 0． 086 0． 095

职务 0． 067 0． 024 0． 027 0． 034 0． 113! 0． 040 0． 109! 0． 047 0． 011 0． 012

企业规模 0． 149* 0． 127* 0． 145* 0． 138* 0． 009 － 0． 029 0． 034 0． 002 0． 136* 0． 126*

企业性质 0． 111! 0． 105! 0． 096! 0． 089 0． 043 0． 032 0． 073 0． 064 0． 095! 0． 088

创立年限 0． 112* 0． 111* 0． 091! 0． 112* 0． 058 0． 057 0． 001 － 0． 001 0． 093! 0． 111*

所属行业 － 0． 027 － 0． 054 － 0． 047 － 0． 038 0． 058 0． 010 0． 037 － 0． 003 － 0． 058 － 0． 054

自变量

政治技能 0． 207＊＊ 0． 356＊＊ 0． 303＊＊ 0． 091 0． 127*

中介变量

以理服人 0． 355＊＊ 0． 325＊＊

以情动人 0． 299＊＊ 0． 264＊＊

Ｒ2 0． 052 0． 091 0． 175 0． 140 0． 024 0． 139 0． 021 0． 104 0． 182 0． 138

Adjusted Ｒ2 0． 034 0． 070 0． 156 0． 120 0． 005 0． 119 0． 002 0． 084 0． 160 0． 122

ΔＲ2 － 0． 036 0． 122 0． 086 － 0． 115 － 0． 083 0． 130 0． 099

F 2． 841* 4． 427＊＊ 9． 419＊＊ 9． 023＊＊ 1． 272 7． 154＊＊ 1． 587 5． 178＊＊ 8． 597＊＊ 6． 996＊＊

注: ＊＊表示 ρ ＜ 0． 01; * 表示 ρ ＜ 0． 05; + 表示 ρ ＜ 0． 1; M1、M5、M7 为控制模型

表 5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N =319)

Table 5 Ｒ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s by bootstrap test ( N = 319)

中介变量
Bootstrap 重复

抽样次数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中介效应值

以理服人 5 000 0． 012 8 0． 040 4 0． 024 5

以情动人 5 000 0． 003 7 0． 026 2 0． 013 1

①创业者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 在纳入被访 者年龄职务以及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后( M1)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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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自 变 量 创 业 者 政 治 技 能 放 入 到 回 归 方 程 中

( M2) ，回归方程显著( F = 4． 427，Sig． ＜ 0． 01 ) ．

结果显示，创业者政治技能对资源获取具有显著

影响( β = 0． 207，ρ ＜ 0． 01) ，假设 1 得到验证．

②“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与资源获取． 回

归结果表明，创业者“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

行为策略显著影响资源获取过程( M3 和 M4) ，回

归系数分别为 0． 355 ( ρ ＜ 0． 01 ) 和 0． 299 ( ρ ＜
0. 01) ． 由此，假设 2a 和假设 2b 成立．

③“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中介作用检

验． 采 用 偏 差 校 正 Bootstrap 法 (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检验“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中介

效应．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54］提出的新中介效应

检验流程，由于 H1 已经得到验证，接下来需检验

创业者政治技能与“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之

间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加入创业者政治技能后，

“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对资源获取的影响，以

及 Bootstrap 直接检验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大

小． 结果表明，如 M6 和 M8 中( 表 4) ，创业者政治

技能对“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均有显著影响

( β = 0． 356，ρ ＜ 0． 01; β = 0． 303，ρ ＜ 0． 01 ) ． 如

M9 和 M10 中，加入自变量创业者政治技能后，

“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对资源获取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 ( β = 0． 325，ρ ＜ 0． 01; β = 0． 264，ρ ＜
0. 01) ． 偏差校正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 表 5) ，

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以理服人”和“以情动

人”的中介效应为 0． 024 5 和 0． 013 1，其置信区

间分别为( 0． 012 8，0． 040 4) 和( 0． 003 7，0． 026 2) ，

区间内均不包含 0． 这表明“以理服人”和“以情动

人”在创业者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之间起中介作

用，假设 3a 和假设 3b 成立． 此外，进一步比较两

者中介效应中发现，“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

中介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置信区间为( －0． 006 5，

0． 031 2) ，区间内包含 0．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在结构层面上

初步论证了创业者政治技能影响资源获取机制，

即创业者政治技能通过不同行为策略获取创业性

资源，其中“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中介效应

不存在明显差异． 在中国情境下，获取资源时创业

者与资源拥有者处于密切的关系情境中，这种关

系不仅仅是个体间的结构性连接，而更多体现在

个 体 交 往 互 动 中 情 感 状 态 和 交 往 规 范 的 变 化

上［13］． 为在具体情境下对比创业者“以理服人”

和“以情动人”的行为，揭开创业者政治技能的获

取创业资源行为机理，本研究在第二阶段加入了

对关系情境的探讨，以图进一步探究具体情境下

对创业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行为机制．
3． 2 研究 2 不同关系情境下创业者政治技能与

资源获取

3． 2． 1 研究设计与执行

本研究以一家家族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之

所以选取该企业主要是由于: 第一，该企业具有明

显创业性特征． 企业内部虽有制度章程但并不完

善，管理层级、权责划分不明确，企业中许多事项

需要创业者发挥自身能力来解决，有利于探查具

体创业情境中政治技能表现; 第二，该企业按照

经销商订单要求制定生产计划，由于订单( 外销、

内销) 订量波动大，企业常常面临不可预测的紧

急状况，而企业自身资源能力不足，因此创业者与

经销商、原料商以及其他资源拥有者接触频繁，利

于探查企业资源获取情况; 第三，作为一家以家

族成员为核心的合伙创业企业，团队成员个人的

社会关系是企业的资源渠道． 如一些主要岗位骨

干和管理人员也是经由团队成员推荐和引进的，

如他们的同学、朋友等． 创业团队成员与企业员工

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企业关系网，因而资源获取

中关系情境性表现得较为明显．

该企业下辖三家分公司: 主厂区厂房面积

18 000 m2，职工人数 200 余名． 经营木材建材制

造生产，主要产品为高级楼梯扶手出口，同时还生

产铁杉、SPF 集成材、扶手、大柱、小柱、间柱、赤杨

集成材扶手系列、铁杉集成材扶手系列等其他建

材产品． 根据业务需要，该企业在大连市内建立集

团办事处，负责企业对外综合沟通与联系，于长兴

岛建立下属工厂，负责木制品制造等业务． 创业核

心成员主要有 9 人，其中，厂长 ZH 统筹全厂管

理，副厂长 SSG、财务经理 CGZ、生产主任 SZB、行
政主任 CWB 分别负责木业公司质检、财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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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政管理; 企业扩张后，资金经理 XY、财务经

理 CY 以及下属工厂厂长 LLH、副厂长 WDH 加入

到创业队伍中，分别负责集团办事处财务以及下

属工厂的生产管理工作．
本研究通过收集公共媒体资料 ( 如，媒体报

道和企业官方网站等) 以及企业档案资料对企业

信息进行初步整理，拟定访谈提纲． 自 2014 年 11
月，研究者先后四次到企业进行现场观察和实地

访谈，其中访谈对象主要是创业核心成员以及其

他中高层管理者，同时对他们进行后续电话访谈

( 受访者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3) ． 在访谈中，研究者

询问被访者与资源拥有者的交往互动情况，并让

其描述具体的资源获取过程． 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的问题: ( 1) 在互动交往中，政治技能有何表现?

( 2) 政治技能如何通过行为策略获取资源? ( 3 )

不同关系情境下，创业者利用政治技能获取资源

的行为策略有何差异? 收集数据后，先根据不同

关系情境分类，再按照“政治技能表现—行为策

略运用—资源获取结果”分析和提炼数据． 为了

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我们对调研数据进行三

角验证，对文本资料、观察资料与访谈信息进行整

合与比较，比较分析不同个体对于特定社会情境

下的事件的视角和观点． 同时对一些矛盾的数据

和资料进行反复核实和比对，提高数据可信度． 例

如，针对同一事件询问多个被访者 ( 包括核心创

业成员和其他员工) ，使调研数据间相互验证，以

还原真实的互动情况．
3． 2． 2 数据分析

1) 识别创业者政治技能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技能，政治技能是个体

在社会交往中展现的能力，与个体所依存的社会

环境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可能

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 作为整体性研究设计，研究

二与研究一均参照 Ferris 的研究维度框架［3］，即

社交机敏性、人际影响能力、社交能力、外显真诚．
通过对案例访谈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概括创业团

队成员的交往互动中表现的政治技能行为( 见表

6) ． 在此基础上，识别和聚焦企业中创业者政治技

能运用和资源获取行动，并以此作为后续分析依据．
( 创业者政治技能特征代表性数据详见附表4)

表 6 创业者政治技能特征

Table 6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s’political skills

维度 特征

社交机敏性 善揣摩( 11) 、会调整( 13) 、有谋略( 4)

人际影响力 办事能力( 8) 、个人魅力( 3) 、群众基础( 7)

社交能力 留面子( 15) 、换位思考( 9) 、人脉广( 6)

外显真诚 表面和气( 6) 、以身作则( 4) 、乐于施助( 9)

2) 聚焦资源获取中的关系情境

在创业情境下，资源获取活动不仅存在于创

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深入到其私人交往之中．

因此，本研究根据资源获取中创业者与资源拥有

者关系身份状态区分两种关系情境［40］: ①与创业

活动相关的角色关系情境( 如创业者正式社会关

系网络) ． 其中，以强连接表示创业者与资源拥

有者交往频繁、关系持续时间长、亲密度高，如

与创业伙伴、核心员工等关系交往; 以弱连接表

示创业者与资源拥有者互动频率较低、关系持

续时间较短、亲密度相对较低，如创业者与经销

商、原料商、投资人等的互动关系［5］; ②与创业

者个人情感有关的人情关系情境 ( 如创业者的

私交关系) ，表示创业者与资源拥有者交往中注

重情感状态和交往规则，如创业者与亲属、朋友

之间的交往互动． 在确定关系情境后，关注创业

者与资源拥有者在具体获取过程中的行为和获

取结果．
3． 2． 3 研究发现

在中国情境下，创业资源获取实践依赖于创

业者正式社会网络以及私人交往活动［5，6］． 通过

关系交往，创业者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

制度不完善带来的创业风险，减少创业中的交易

成本． 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的行为往往不完全遵

循个体的意志、情感或需要，而是以情境中的人际

关系感知为主导［43］． 关系情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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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施展政治技能中的行为选择和获取过程．
为此，本研究从角色关系情境和人情关系情境两

方面分析不同关系情境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对资源

获取的影响．
1) 角色关系下政治技能与创业资源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与他人的合作互动是

创业资源的主要渠道． 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是与

创业活动或目标相关的资源性连接网，既包括与

创业者互动频繁、关系紧密的创业伙伴、企业核心

成员，又涵盖新创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5］，如

供货商、经销商等． 创业者与这些资源拥有者建立

起基于创业目标的角色关系情境，创业者往往利

用政治技能针对关系连接强弱调整行为策略，有

意识地引导资源拥有者投入资源． 表 7 中显示角

色关系情境下政治技能与创业资源获取的代表性

数据和分析．
在角色关系情境下，基于共同利益追求，创业

者与供货商、经销商等资源拥有者建立起资源性

弱连接． 这种关系建立之初，资源拥有者很难对创

业者和创业活动产生足够的认知和情感信任，因

而其往往保持着理性和谨慎的态度． 一方面，交往

互动的价值性目标大大提升资源拥有者对利益回

报的重视度，信用记录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进

一步提高了资源投入风险［22］，因而资源拥有者需

要创业者采取有效行动，提升彼此间认知信任． 另

一方面，在这种关系情境下，资源拥有者与创业者

间尚未形成良好的关系基础，因而难以产生深入

的情感信任，做出有利于创业者的决策． 在案例企

业中，创业者具有社会机敏性，他们能够感知关系

状态，揣摩对方想法，谋划适当方案、调整话语，从

对方感受出发，通过提供充分的信息、证据和数据

等理性手段，说服订货商、原料商等资源拥有者投

入资源支持创业活动( 实例 A1，A2 和 A3 ) ． 对资

源拥有者而言，创业者理性信息的输入，可能唤起

工具性价值判断，在情境中提升二者间认知信任，

进而有助于资源拥有者做出支持决策和行动． 例

如，进出口经理 PY 描述获得新订单的过程． 不管

从质量上还是从实力上，你这个东西怎么好，应该

能说服对方……，那老板他也会寻思，你讲这话是

否正确，因为交给你干，你要自己不行，那么干就

糟蹋了，就毁了……( 进出口经理 PY) ． 在资源获

取互动中，展现社交机敏性和社交能力，从资源拥

有者的角度思考，通过展示产品优势和企业实力

说服资源拥有者．
命题 1a 在角色关系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在

弱连接状态中通过“以理服人”行为能获取企业

现有资源．
创业性日常活动中，面对新生劣势，企业内部

资源能力是支持创业持续成长的基础［55］． 而创业

者与创业伙伴、核心员工的内部交流互动成为企

业内部有价值社会性资源的重要来源． 与供货商、
经销商等资源拥有者不同，创业伙伴、核心员工与

创业者除了共同的利益目标，还在频繁的互动交

往中逐步建立起关系亲密度和情感信任，形成创

业目标的强连接． 当创业者与这些资源拥有者互

动时，主要依赖于情感，而非片面的从理性认知出

发［56］． 情感激活和开发企业潜在的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等资源能力，使得企业事务性活动得以顺

利开展，甚至创造性完成．
高政治技能的创业者具有良好的沟通力，遵

从礼仪规则和互动规范，真诚待人提升组织成员

的情感信任，建立良好的关系基础的同时，进一步

扩大可调用资源范围． 在此基础上，敏锐的社会感

知力使其不会一味就事论事，而是会揣摩对方想

法，通过迎合和感染对方，拉近关系距离． 在这种

情形下，对资源拥有者而言，资源投入的情感性回

报促使其暂时调用自己可得资源，提供相应资源

的支持． 在案例企业中，创业者发挥社交能力作

用，真诚对待组织成员，在有需要时通过“动之以

情”能够调用网络资源． 确实是日久生情，这批货

在真正着急的情况下，这帮人能为你使上劲，是相

当关键． 这个怎么说，就是平时跟他们不能疏远，

关键时刻再动之以情，如果轻易跟他们不处的话，

哪天我这批货特别着急，这帮人不会 ( 帮忙) ( 车

间主任 SZB) ． 因此，创业者利用政治技能与创业

伙伴、核心员工的情感互动不仅在遇到困境时获

得资源性帮助和人力支持( 实例 B1 和 B2 ) ，还在

出现问题时触发企业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促进问

题创造性解决( 实例 B3) ．
命题 1b 在角色关系下，创业者政治技能在

强连接关系中通过“以情动人”行为能获得企业

内潜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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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角色关系下政治技能与创业资源获取代表性数据

Table 7 Ｒepresentative data of political skills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cquisition in the role-relationship

关系

情境
数据实例

发现

政治技能

表现

行为策略

运用

资源获取

结果

角色关系

—弱连接

厂长 ZH: 对于新订单，我会先分析可行性，会影响到谁，影响到哪个订

单，人员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能跟得上，把所有困难都想充分了再去谈，

当然要把我们能做成什么样跟人说清楚，毕竟保质保量的完成才是他们

( 客户) 最关心的( A1)

揣 摩 对 方 想

法; 真诚; 换

位思考

理性分析; 展

示能力; 实事

求 是; 合 理

解释

获得订单

资源

资金经理 PY: 有段时间厂里流动资金紧张，原料要向厂家赊货，那时和

原料厂合作时间还不长了，老板( ZH) 让我们跟人说清楚情况，带着订单

去，担保到期结款，这才周转开( A2)

沟通技巧; 真

诚; 换位思考

展示实力; 解

释原因，做出

保证

获得原材料，

解 决 资 金 周

转问题

行政主任 CWB: 这企业人员变动比较频繁，招人难，但老板非常强调招工

的报酬是怎么事就怎么事，能给多少就多少，不能掩盖事实，人家按照你

的要求去做了，你不遵守人家肯定有想法，薪资这块必须透明，透明了工

人才能来才能干得久( A3)

真诚，有个人

魅 力; 换 位

思考

实事求是; 合

理解释

取 得 工 人 信

任，获得劳动

资源

角色关系

—强连接

车间主任 SZB: 订单急的时候，靠命令不行，我会跟他们唠家常，关心他

们的工作、生活，掌握他们的心理，我好牵着他们的心理诱导着他们干

活，诱导他跟着我思路走． 前两天我下去，四个人干的设备，两个人搞定

了，我内心也十分感动． ( B1)

揣 摩 对 方 想

法; 有 谋 略;

沟通技巧

主动迎合; 拉

近心理距离;

表达关心

获 取 资 源 性

帮助

厂长 ZH: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个性也很强，如果一天我老脸拉着，呛着说

话，老是这个态度处着的话，就领好不了这个团队; 说白了就是要真诚，

要和他们交心，我关心他们，他们回头也会尽心帮助我的． ( B2)

揣 摩 对 方 想

法; 换 位 思

考; 留 情 面;

真诚

表达关心; 拉

近心理距离

巩固团队; 获

得人力支持

行政主任 CWB: 沟通要看情况，像有些工程师，有本事，跟他们沟通就是

要客气些，不然的话他们不会听我的，当时不说，但是活拿不出来，我干

着急没办法，我尊重他们，就是你敬人一尺，人家敬你一丈，有什么问题

想法他们能说出来( B3)

调 整 沟 通 方

式和语气; 沟

通能力

主动迎合; 尊

敬的话语

发 现 问 题 时

建言，获得信

息性资源

表 8 人情关系下政治技能与创业资源获取代表性数据

Table 8 Ｒepresentative data of political skills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cquisition in the renqing situation

关系

情境
数据实例

发现

政治技能

表现

行为策略

运用

资源获取

结果

人情关系

厂长 ZH: 像消防、环保、税务都是找朋友帮忙，这就算私交吧，我们平时

经常会有聚会，吃点饭啦，联络联络感情，关键时刻一开口( 求助) ，没有

不帮忙的，就消防一项就能省不少钱( C1)

人脉广; 社交

能 力 强; 有

谋略

情感交换; 真

诚求助

需要时，获得

资源帮助

财务经理 CY: 当时我还在生物制药公司做财务副总裁，后来认识张总成

了朋友，他是实实在在想干点儿事的人，特别真诚希望能来帮他，我当时

很感动，觉得能帮这么一个有才能有事业心的人，共同成就自己的事业，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 C2)

社交能力; 真

诚; 有才能

真诚求助; 投

入 情 感 感 动

对方

招揽人才，获

得人力支持

厂长 ZH: 那年经济形势不好，订单少的很，工人们放假了，那时心情特别

糟，跟我的一些同学啊，朋友啊喝酒，就是想找人倾诉倾诉，( 他们) 都在

开解我，劝我别放弃，…还帮我联系新厂商，后来缓了过来，订单上来了

( C3)

沟通技能; 社

交 能 力; 人

脉广;

情感宣泄
获得情感性

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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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情关系下政治技能与创业资源

创业环境难以预测性降低传统正式组织结构

和控制系统的功能性，创业者的私交关系成为创

业资源的另一重要来源．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除

了与供应商、经销商、创业伙伴等资源拥有者进行

创业互动外，还会与亲属、朋友等展开情感交流．
与关注创业目标的角色关系不同，创业者与亲朋

好友的私人交往产生的情感性连接建立起基于人

情法则的关系情境［41］． 在这种关系情境下，创业

者施展政治技能，调节情感状态，不仅能获取意料

之外的资源帮助，还能获得减轻创业压力的情感

性支持． 表 8 中显示人情关系情境下政治技能与

创业资源获取的代表性数据和分析．
创业活动面临很强的不确定性，当出现问题

时，依靠新创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可能无法解决

问题，创业者可能将日常活动中的私交关系作为

潜在的资源池，在需要时调用这部分潜在的资源

能力． 作为一家处于成长期的创业企业，该企业在

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方面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人

员流动现象普遍存在． 厂长 ZH 坦言，“就现在企

业的情况来说，人员就是本钱，有了人才有效益，

但是合适的人也很难找”． 在案例企业中，创业者

厂长 ZH 具备良好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

力，在日常私交活动中注重情感交流，增强信任

感，逐步积累“好人缘”． 当企业需要时，创业者真

诚地求助，提升互动中情感性评价的分量，提高资

源拥有者对其本人和企业的认可度，从非正式的

私交关系中获取创业性的人力资源支持． 如表 8
实例 C1 所示，企业内一些重要的成员就是被创

业者的真诚打动，从私下好友变成创业伙伴，解决

企业的人才困境．
此外，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很容易在巨大的压

力下产生不如意、不顺心的负面情绪，降低创业热

情和信心，阻碍其开展进一步的创业行动． 日常私

交活动就成为创业者主要的情感宣泄渠道． 在案

例企业中，由于订单、人员安排等资源劣势，创业

者经常承担巨大的创业压力，并且难以在正式社

会网络得到开解和宣泄． 正如厂长 ZH 所言，“订

单、人员，各种困难每天都要面对，怎么克服，我都

要想充分了，压力自然大，但我不会把这种压力交

给底下的人…”创业者通常会找准合适的时机在

私交网络中与亲朋好友进行情感互动，通过闲聊、
诉苦、抱怨等情感宣泄行为，将创业压力和创业面

临的困难信息传递出来． 而与创业者关系亲密的

资源拥有者在情感交流作用下中也会为创业者提

供情感性支持，甚至主动投入资源帮助创业者解

决创业难题，缓解压力． 如表 8 实例 C2 和 C3 所

示，厂长 ZH 向朋友倾诉创业困难和压力，在朋友

的帮助和支持下渡过难关．
命题 2 在人情关系下，通过“以情动人”行

为，创业者政治技能有利于调用私交关系并获得

潜在资源帮助．

4 结束语

在资源匮乏和制度不完善的情境下，创业者

如何利用政治技能开发人际网络中所隐藏的潜在

资源，越来越受到当前创业理论研究的关注． 在日

常创业实践中，创业者采用“以理服人”和“以情

动人”的不同行为策略［12］，在关系情境中施展政

治技能获取创业性资源; 同时，在日常的合作过

程中，不同的关系情境也会体现出创业者行为策

略差异，并塑造出创业者通过政治技能获取资源

的日常行为机理． 鉴于人情关系下行为所遵循的

交往规则不同于角色关系下的价值逻辑［24］，其因

果模糊关系难以单纯通过对行为结果的价值分析

来发觉［18］． 因此，本文首先在特定关系情境下，探

究“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不同行为策略影

响创业者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然后，

再考虑不同关系情境下的行为策略差异，揭示创

业者政治技能通过“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获

取创业资源组织内涵．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实证分

析发现，创业者政治技能通过不同行为策略获取

创业性资源，“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行为策

略在创业者利用政治技能获取资源过程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 接下来，定性分析发现，在角色关系情

境里，创业者政治技能在弱连接中通过“以理服

人”行为策略获取现有资源，在强连接中通过“以

情动人”行为策略能获得潜在资源，并在遵从人

情法则的关系实践中，通过“以情动人”的行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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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创业者政治技能有利于调用私交关系并获得

潜在资源及其组织能力． 因此，在运用政治技能的

人际交往中，创业者采取行为策略来展现政治技

能，从而影响创业性资源获取，进一步地，这两种

行为策略在不同关系情境中，展现出创业者政治

技能塑造不同的创业性资源获取机制．
4． 1 理论贡献

本研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第一，从创业者政

治技能的行为角度，即采用“以理服人”和“以情

动人”的行为策略，探究了具体关系情境下创业

者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影响机制，因而，从人际交

往中的“理”与“情”不同行为层面解释了创业者

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内在联系［12］． 这一研

究发现不仅从行为策略层面拓展了创业者政治技

能通过人际能力影响创业活动的理论内涵［1，2］，

而且在创业情境下，扩展和延伸了 Ferris 等［9］政

治技能展现的行为原理． 第二，本研究得出，在日

常创业实践中，创业者凭借政治技能不仅利用角

色性关系获取资源，还能从人情关系的情感交流

中获得资源; 同时，研究还发现，“在人情关系下，

通过‘以情动人’行为，创业者政治技能有利于调

用私交关系并获得潜在资源帮助”． 又因为不同

于社会网络理论所强调的社会连接［15］，当关系情

境由人情关系主导，日常行为主要服从于人情交

往，创业者和资源提供者都会遵从情感交流的互

助性原则［13］． 因此，本研究结论在日常创业实践

层面，提出了人情关系下创业政治技能获取资源

的内在机理，正在这个意义上，拓展了社会网络理

论注重资源连接强弱的价值性分析．
第三，本研究发现，创业者利用政治技能开发

人际网络中所隐藏的潜在资源和组织能力，来弥

补新创企业的资源匮乏和制度不完善，如在强连

接中通过“以情动人”行为策略能获得潜在资源，

并在遵从人情法则的关系实践中，通过“以情动

人”的行为策略，创业者政治技能有利于调用私

交关系并获得潜在资源及其组织能力． 因而，在强

连接和人情关系之下，潜在资源的调用与组织完

全不同于资源价值交换的情理逻辑 ( 如“合情合

理”) ，这一研究发现在理论上弥补了新创企业调

用制度约定外的潜在资源的内在机制［57］，也为不

确定性环境下的创业性资源获取提供新的研究

范式．
4． 2 管理寓意

本研究对于指导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具有一

定实践价值． 由于新创企业在制度和资源方面存

在新生劣势，创业者常常需要依靠施展政治技能

开发人际网络中的潜在资源和组织能力． 一方面，

在日常创业活动中，创业者并非“单打独斗”，创

业者利用政治技能采用“以理服人”和“以情动

人”的不同行为策略，从与他人的合作性互动中

获取资源． 因此，创业者不仅要重视自身政治技能

的培养，在与人交往中逐步提升政治技能水平，还

要考虑资源拥有者需求在交往互动中运用“情”
与“理”的行为策略． 另一方面，创业者还应留意

资源获取中的关系状态，在弱连接下向资源拥有

者提供信息数据、展示能力和企业实力，与之建立

认知信任; 在强连接和人情关系下恰当地运用人

际关系技巧和情面的作用，调用私交关系中的潜

在资源． 此外，在日常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还要加

强与资源拥有者的互动，将心比心，照顾彼此感

受，加深关系基础和情感联系，建立起彼此间的关

系信任，进而增强其对创业者和创业组织的认可

与信任，为调用潜在资源提供充足准备．
4． 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初步地分阶段从行为策略与关系情境

层面，探究了创业者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之间内

在机制，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本研究

将“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行为策略作为创

业者通过政治技能获取资源的切入点，虽然在行

为层面区分了两者之间内在联系，但并没有严格

界定两者之间在概念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排他性，

而在事实上情理交融也是存在的，所以，未来研究

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究②． 第二，本研究试探性

通过定性方法，探究了不同关系情境下的创业者

政治技能与资源获取，虽然引入了关系强度和人

情关系，但是并没有考虑关系身份地位和创业发

展阶段，特别地，政治技能更多地依靠权力或威望

来展现的，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如何影响创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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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获取? 不同创业阶段又是如何影响创业者政

治技能调用资源? 这些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

向． 第三，围绕中国情理文化背景，本研究在第一

阶段引入“以情动人”的行为策略，在第二阶段引

入“人情关系”的关系情境，然而，在中国情理逻

辑下，还没有清晰地区分出“以情动人”与“人情

关系”之间概念性联系，未来研究将引入中国传

统文化的阴阳逻辑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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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rationality or emotional? Entrepreneurs’political skills promote re-
source acquisition

XIAO Yu-jia，PAN An-che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 With a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perfect institutions，it is difficult for new ventures to obtain valua-
ble resource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study how entrepreneurs employ their political skills to develop po-
tential resources hidden in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In China，entrepreneurs’political skills ( EPS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the strategies of rationality or emotionality，the entrepre-
neurs with high political skills can not only obtain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but also can rely on affective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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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to invok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in daily practice． Using the mixed method research，this study first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with the quantitative method，and then further extends the model with the quali-
tative method in everyday workpla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PSs，which is the component of social compe-
tence，have effects on resource acquisition process through their strategies of rationality or emotionality． In the
rol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and resource owners，the existing resources are obtained through
the strategy of rationality when the relationship is weak，and the strategy of emotionality favors potential re-
sources when the relationship is strong． In the renqing situation，the strategy of emotionality facilitates the in-
vocation of personal network and potential resource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political skills; resource acquisition; relational context

附录
附表 1 创业者政治技能效度检验

Appendix table 1 Validity of entrepreneurs’political skills

变量维度 测量题项

因素载荷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解释

方差

累积

解释

总方差

社交机敏

人际影响力

网络能力

外显真诚

SA1: 在创业过程中，我非常擅长发觉他人做事的动机和

意图
0． 759

SA2: 我似乎本能地知道该说什么以及如何让他人帮助

创业
0． 727

SA3: 在与创业伙伴或其他人员沟通时，我非常注意观察

他们的面部表情
0． 741

II1: 在创业中，我能让人感觉与我交往舒适、放松 0． 792

II2: 在创业中，我能轻松有效地与人进行沟通交流 0． 767

II3: 在创业中，我能很轻松地与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0． 832

NA1: 在创业时，我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他人建立关

系网络
0． 761

NA2: 创业过程中，我擅于与重要人物( 如客户、供应商等)

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
0． 683

NA3: 我擅长运用我的关系和网络解决创业中遇到的问题 0． 744

AS1: 在与创业伙伴和其他人员沟通时，我尽可能在言语

和行为上表现得很真诚
0． 838

AS2: 在创业中，让人相信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是非常

重要的
0． 836

AS3: 我会尽力对创业伙伴以及其他人员表现出诚挚的

关心
0． 726

16． 775%

18． 087%

14． 812%

18． 108%

67．781%

拟合指标 χ2 = 129． 663; d f = 48; χ2 /df = 2． 701; ρ = 0． 000; CFI = 0． 934; GFI = 0． 935; NFI = 0． 900; TLI = 0． 909; ＲMSEA =0．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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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行为策略效度检验

Appendix table 2 Validity ofstrategies of rationality or emotionality

变量

维度
测量题项

因素载荷

因素 1 因素 2

解释

方差

累积解释

总方差

以理服人

以情动人

ＲS1: 用逻辑和事实来说服潜在的资源拥有者 0． 604

ＲS2: 向资源拥有者说明你需要资源的原因 0． 709

ＲS3: 向资源拥有者解释企业或企业的项目实用性和价值性，并说明实

现途径
0． 632

ＲS4: 向资源拥有者提供信息、证据或数据来证实所提要求 0． 684

ＲS5: 在获取资源之前先展示企业或自身的能力 0． 760

ES1: 向资源拥有者表示友好 0． 736

ES2: 在获取资源或帮助前，先为资源拥有者提供支持 0． 710

ES3: 在获取资源或帮助时，照顾对方感受表现委婉、恭敬 0． 725

ES4: 在获取资源或帮助时，称赞对方 0． 655

ES5: 用富有情感的语言向资源拥有者求助 0． 804

28． 375%

24． 717%

53． 092%

拟合指标 χ2 = 67． 297; d f = 34; χ2 /d f = 1． 979; ρ = 0． 001; CFI = 0． 967; GFI = 0． 961; NFI = 0． 936; TLI = 0． 956; ＲMSEA =0． 055

附表 3 受访者介绍

Appendix table 3 Profile of the respondents

受访者 所属部门 职务 主要职责

厂长 ZH 木业企业 厂长 全厂工作管理

副厂长 SSG 木业企业 副厂长 /质检 质量检查

经理 CGZ 木业企业 财务经理 日常财务管理

会计 Z 木业企业 现金会计 管理现金、汇款等 /物品、劳保、副食品采购等

车间主任 SZB 木业企业 生产车间主任 生产组织 /生产调度 /协助厂长管理

行政主任 CWB 木业企业 行政部主任 外协 /物业 /饮食等行政管理

班长 M 木业企业 加工部门班长 备料加工 /管理工人 /检查质量

班长 B 木业企业 加工班班长 倒料 /安排工作 /质量检查

资金经理 XY 集团办事处 资金部经理 资金调配与运作 /融资 /贷款

财务经理 CY 集团办事处 财务经理 现金、汇款等现金流管理

进出口经理 PY 集团办事处 进出口经理 原材料进口 /订单管理 /业务咨询 /采购管理

行政经理 SXP 集团办事处 行政经理 档案管理 /其他行政事务管理

厂长 LLH 下属工厂 下属工厂厂长 技术 /计划 /生产管理

副厂长 WDH 下属工厂 副厂长 /行政主管 新业务 /行政管理

主任 GZJ 下属工厂 内销车间主任 内销订单生产和加工

主任 LQ 下属工厂 外销车间主任 外销订单生产加工 /检查质量

主任 YH 下属工厂 油漆车间主任 质检 /油漆工作

主任 ZC 下属工厂 备料车间主任 备料 /调试设备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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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创业者政治技能特征代表性数据

Appendix table 4 Ｒepresentative data of entrepreneurs’political skills

维度 特征表现 实例

社交机敏性

善揣摩
( 跟人沟通时) 有时他( 副厂长 SSG) 会细细琢磨，讲这话对不对，暂时先不说，征求别人( 建

议) …( 行政主任 CWB)

会调整
他( 厂长 ZH) 开会时讲话和平常跟我们讲话，就有区别…开会时，考虑到有些东西要是不适

合在会上讲的，开完会，他会找我们谈…他总会根据场合调整说话语气( 副厂长 SSG)

有谋略

我会想办法让你顺从我，这是我的工作方式，不管是董事长也好还是老板也好，我觉得我会

想个办法，或者是挖个小陷阱，让他们掉进我的圈套里，让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他们想出来

的． ( 财务经理 CY)

人际影响力

办事能力
我挺欣赏 ZH，他的做事方法我很佩服． 他做事就是雷厉风行，他能把工人凝聚到一起，把我

们这些领导往一块儿划拉，凝聚到一起． ( 进出口经理 PY)

个人魅力
我认为现在 ZH 就是心力也好，还是魄力也好，包括我们工作这个钻研劲儿，和对事业的执

着劲儿，都让我特别欣赏( 厂长 LLH)

群众基础

出现问题后，不管谁的错，责任他( 厂长 ZH) 都会揽下来，由自己负责，有时甚至会罚款，他

也会自己拿． 他认为既然自己管质量，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就在于他． 我特别佩服他( 副厂长

SSG)

社交能力

留面子
得给人留面子，人越多，跟她讲，没理她也能变理，但是你要给她叫到办公室，给她讲，怎么

说呢，她有可能心里就接受了( 车间主任 SZB)

换位思考 她( 财务经理 CY) 愿意换位思考，能站在别人角度多想想，人缘很不错( 进出口经理 PY)

人脉广 一个问题，自己摆不平，( 厂长 ZH) 总能找到朋友或同学私下解决( 主任 LQ)

外显真诚

表面和气 认识她( 财务经理 CY) 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他跟谁红过脸的情况( 行政经理 SXP)

以身作则
平时上工厂他( 厂长 ZH) 都和工人一样穿着工作服下去干活，不是说我就是老板，我就是来

看看，和我们就是挺近的( 车间主任 SZB)

乐于施助

刚一进工厂肯定不适应啊，比方说被褥带的不全啊，餐具没带啦，还是怎么的，他( 车间主任

SZB) 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便利，像是盘碗提供给我们用，被褥没有，领着我们去买． ( 班长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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