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36782-+/+39.-: ;,<5-7<<=-5>7(<5?9!@+85./@857-87<A:5?5+-" B+/C$"DEF)!

:+5!#!)$GHGIJ)5<<-)#HK!L"MGN)!"#$)"!)""K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进展述评
!

张D翔#$!

$王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大学 商学院#合肥 !$"""#$

摘D要!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越来越成为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过去的

#" 年中有关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国际文献不断增加% 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对 !""" 年以

后发表的 @@1Y与AY核心期刊刊载的 $H 篇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力求深刻理解该命题研究中的

新进展&焦点问题&发展过程&重要期刊&主导方法&主题分布与未来方向等$以文献回顾的方式

归纳总结出近十年此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创业团队'团队企业家精神'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c!K!)G!D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HK!L"MGN"!"#$$"!L""%ML"N

DD

一%引言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是当今团队企业

家精神研究的主流方向&1++-79#!""M'

/#0

#随着

创业活动的日渐普及与创业管理研究的不断深

入#创业已由个体性的职业选择与能力的发挥逐

渐发展成为多人性的联合创业或者团队创业" 世

界各国都将创业作为提升经济实力与社会进步的

重要引擎#团队创业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潮流#其重

要性与优越性日益凸显" 团队创业在新资源获

取!风险抵御!冒险决策!认知共享以及社会网络

密度等多方面相对个体创业具有优势#成功的概

率也远高于后者&\+9#!"#"'

/!0

" 团队创业的发

展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密切相关#创业

团队企业精神是群体性创业的重要表征与核心内

涵& .̂2(.#!""!'

/$0

"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是团队

成员基于共同的利益或者相同的目标#以最大限

度获得内外部资源与发展机会为目的#通过集体

创新!分享认知!协作进取!风险共担的行为实现

企业创新性成长#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过

程&f.>5:<<+-#!""#'

/%0

" 从本质上讲#创业团队

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系统的决策模式#团队成员在

共同评估风险与识别机会后#最大努力地获得有

限资源与有益的合作伙伴#作出一系列例如资金

的投资!组织结构的建立!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内

部认知渠道的构建等行为的决策组合&1/.(9<<7#

!""%'

/M0

"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在不断完

善#内容也在充实#但是对于其领域的独立性与合

法性仍有争议#特别是其作为独立的企业家精神

研究层次是否合理有待商榷& .̂2(.#!""H'

/H0

" 本

文力求通过对创业团队企业精神研究的文献回顾

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创业团队企业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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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领域的合法性解释(&!'创业团队企业家精

神的最新研究进展(&$'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

究领域的学术期刊!主题分布以及研究方法等(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相关文献回顾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起源于团队理论

和企业家精神领域的建立与完善" 早在 #GKM 年#

*700(9&)6WW+-<提出创业团队是未来新企业成

长的重要形式#是国民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提高

的助推器#引起了学术界的对于创业团队的重

视/K0

" 随着企业家精神研究层次的多元化#由个

体企业家精神向群体与组织层次企业家精神研究

的转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

作为个体企业家精神转变为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

键环节#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f.>5:<<+-#

!""#'

/N0

" 以往的学者从管理学!经济学与心理

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其作了探讨#研究聚焦在不

确定风险环境背景下#创业团队成员的企业家特

质!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团队的能力组合以及组

织绩效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

成果&*)67./#!""#'

/G0

" 然而#现阶段的创业团队

企业家精神研究主要面临着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结

构界 定 与 领 域 合 法 性 两 个 问 题 & \.('7(#

!""N'

/#"0

"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与虚拟组织

的兴起#创业团队可能成为一个利益联盟而非某

种正式的组织#组织的边界被淡化#创业团队包括

一切有利于创业目标实现的成员与合作伙伴#团

队的组织结构与内部成员视需要而不断变化" 但

是企业或者组织的成长离不开特定的制度规范#

在此背景下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动机与作

用机制得到重视#同时因为现行制度的约束与环

境的不确定性#领域合法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占

有重要的地位&&/:(582#!"""'

/##0

"

新世纪#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合法性

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一个领域的合法性

来源于明确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合理的研究

框架!科学的方法论特征/#!0

"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

神研究的深入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加强它的合法

性#才能作为独立的研究命题不断纵向扩展#达到

新的高度/#$0

"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基础

正是创业团队#它是绝大多数新企业创建的重要

途径之一#具有高度的动态性#伴随着企业的成长

与规模化#创业团队逐渐发展成为较为稳健的高

层管理团队&12+R:2,(9#!""M'

/#%0

" 在这一过程

中团队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与组织自身战略的

调整#在权力与利益分配!认知分享与协作!内部

情感冲突与心理契约!团队成员组合等多个方面

发生变化#同时企业的成熟容易$消减%初创时期

的创新与拼搏精神#陷入所谓的$大企业病%困境

之中#研究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更容易指导新企

业的成长与创新精神的持续传承 &;+(827(?#

!""H'

/#M0

" 从研究框架来讲#传统创业精神的研

究并未充分重视社会结构因素对新企业成长的影

响#往往将初创企业发展的不顺利归结于管理运

营效率低!自然选择以及风险承担能力弱等外在

因素或者核心领导者的决策失误等内在原因#并

未清楚解释企业初创期死亡率高的内在机理" 创

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从$新进入缺陷%与$合法性门

槛%两个视角论述了新企业生存的基础和成长的

途径#有效解释了企业在初始阶段如何生存与创

新的学理基础& 5̂WW7(W.-#!""!'

/#H0

#同时从环

境外部变量!团队过程!团队外的组织因素!核心

驱动力&目标!价值观!动机'等多个维度系统构

建团队创业的一般模式#有利于理解企业成长的

动态过程&T+:R5-#!""H'

/#K0

" 在研究方法方面#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共同发展推动了该领域研

究体系的完善#@27'27(: 与 &-:(7R&!""$'通过问

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指出顾客对于新企业的产品与

组织管理信息有较高的兴趣#企业通过传递创业

团队组成的有利信息可以增强顾客的信任感#创

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对顾客的影响并被其理解和接

受很大程度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N0

" 一个命题

的价值在于对其的讨论可以推动社会与经济某一

方面或者事物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其影响的输出

结果#实证研究表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企业

绩效的增长!创新能力的提高!组织文化的和谐都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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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的正向关系/#G0

" 对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

神各维度的实证检验表明#例如创业团队的内部

结构!团队成员的构成!团队的社会网络密度等都

对整个组织绩效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5U7S#

!""K'

/!"0

"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中的案例讨

论!数量研究!实验室检验!访谈调查等多种研究

方法的运用#进一步加快了该领域的发展/!#0

"

对现阶段国际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的进

展+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动态性研究成为新的

发展方向" 在创业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团队成员知识的老化#年龄与精力的下降与部分

技能的缺失#内部懒散性的影响与企业战略惯性

的增强等#不同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初创

期团队的创新拼搏精神"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

中保持创业团队的先进性#在组织高层不断替换

与交接的过程中延续团队企业家精神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J.-#!""$'

/!!0

" 跨国比较创业团队企

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性成为研究重点#国际层次

比较甚至洲际之间对比可以深层次理解创业团队

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作用机制&b(5<#!""K'

/!$0

"

此外#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内部项目管理

的有机结合也成为学者探索的新问题&FS,:.-#

!""H'

/!%0

#诸如从心理契约!内部认知冲突!团

队内外网络集中度等视角展开研究也取得一定

的进展&[+,?7(#!""N'

/!M0

"

三%研究设计

相比会议综述!书籍!商业性文章与学位论文

等#学术论文的专业性更强#所以笔者选择期刊论

文的全文作为分析对象"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结构

化的定量分析方法#常被用于分析某一个领域的

总体研究情况#是一种比较适合文献综述的分析

方法" 笔者从 !"## 年度 @@1Y与 AY核心库收录

的期刊中选择管理学&#H" 种'!经济学&#!" 种'!

心理学&G" 种'一共 $K" 种核心期刊作为检索的

标准#利用A/<7>57(数据库与A;@1F数据库!谷歌

学术搜索等# 明确关键词为 $ A-?(7'(7-7,(5./

67.W%和$67.WA-?(7'(7-7,(<25'%或者$A-?(7'(7L

-7,(<25'% 和 $A-?(7'(7-7,(<25' +0A-?(7'(7-7,(5./

67.W%或者$67.W_.-.37W7-?%和$A-?(7'(7-7,(5./

<'5(5?%#限定时间范围为 !""" 年至今#对摘要!主

题词!作者并不限定进行检索#初步得到符合条件

的文献 %M 篇(对初步检索的文献进行全文阅读后

剔除 G 篇&与本文研究主题关联度较小'#最后得

到 $H 篇学术论文作为此次研究的样本文献" 笔

者主要依照陆园园与张红娟&!""G'的研究思路#

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结构化定量分

析#旨在明晰国际上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概况/!H0

"

"一$文章数量变化与期刊分布

通过分析#@@1Y与 AY收录的期刊中发表有

关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论文数呈 =形分布"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M 年前后发表的论文数最

多#以 !""H 年为界限#!""H 年以前发表 #H 篇论

文#!""H 年以后发表 !" 篇论文(其中管理学科

&!G 篇'!经济学&H 篇'!心理学科&# 篇'#从学科

角度来说#管理学领域研究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

的学者和文章最多#其他学科涉及该领域的不多"

关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 $H 篇样本文献

主要分布在 #$ 种期刊上#有一定的集中趋势" 从

表 ! 中得出#*;B&*+,(-./+0;,<5-7<<B7-?,(5-3'发

表的论文最多#占到总数的 $#P#其次是 ]̀ &]7L

<7.(82 +̀/589'和6782-+>.?5+-#三种期刊所发表的

论文数加起来超过样本文献总数的一半#达

到 H"P"

表 #D为样本文献各年份分布统计表

年份 !""" !""# !""! !""$ !""% !""M !""H !""K !""N !""G !"#" !"## !"#!

篇数 ! ! # # $ K H $ $ # #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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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为 样本文献期刊分布统计表

期D刊 篇数

*+,(-./+0;,<5-7<<B7-?,(5-3

]7<7.(82 +̀/589# 6782-+>.?5+-

\,W.- ]7<+,(87_.-.37W7-?]7>57R# *+,(-./+0?27&W7(58.- _7:58./Y-0+(W.?58<&<<+85.?5+-# A-?(7'(7-7,(L

<25' 627+(9.-: (̀.8?587# Y-?7(-.?5+-./;,<5-7<<]7>57R# Y-?7(-.?5+-./@W.//;,<5-7<<*+,(-./

;,<5-7<<\+(5U+-<# A,(+'7.- _.-.37W7-?*+,(-./# Y-0+(W.?5+- A8+-+W58<.-: +̀/589# 6782-+/+358./c+(78.<L

?5-3.-: @+85./12.-37# *+,(-./+0[+(/: ;,<5-7<<

##

M

!

#

DD"二$作者国家与所属机构分布

为了便于对比不同国家与性质的单位对创业

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贡献#本文对样本文献中

作者所属的国家&以第一作者计'与所属不同性

质的单位&以第一作者计'进行了统计#其中科研

单位指政府等公共部门设立的独立研究机构#如

表 $ 和表 %"

表 $D样本文献国家分布统计表

国家和地区 文献数量 占D比

美国 !# MNP

英国 % ##P

意大利 $ NP

比利时 ! MP

俄罗斯 # $P

香港&中国' # $P

挪威 # $P

加拿大 # $P

丹麦 # $P

以色列 # $P

通过表 $ 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在创业团队企业

家精神领域的贡献最大#占到作者总数比例的一

半以上#其次是英国" 美国与英国都是西方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创业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团队

创业的趋势较为明显#应本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学

者关注此领域的较多" 国家分布中基本都是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尚未对此领域有足够的重视"

通过表 % 的数据可以得出+高等院校是研究创业

团队企业家精神的主体#美国高校设立的企业家

理论研究中心或者学术创新团队关注得比较多(

政府设立的独立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数较少#而

企业部门仅有 $ 篇论文#说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

神现阶段主要处于理论研究的层面#实践应用与

推广不足"

表 %D样本文献作者机构分布统计表

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 企业机构

美国 #G # #

英国 $ #

意大利 ! #

比利时 # #

俄罗斯 #

香港&中国' #

挪威 #

加拿大 #

丹麦 #

以色列 #

在作者分布方面#$H 篇论文没有作者重复的

现象(单独发表的论文数为 ## 篇#联合发表的论

文数为 !M 篇#占到总数的 K"P#体现出合作研究

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跨国联合署名的论文数为

H 篇#M 篇是关于多个国家或者洲际间差异的比较

&例如亚洲与美洲等'研究#反映出现阶段研究已

经有了跨地区跨文化的多层次分析视角"

四%内容分析

"一$分类体系的构建

为了便于内容分析的归纳#笔者首先建立样

本文献的分类体系" 在主题分布问题上#虽然不

同学者对主题类别的划分各异#但都离不开具体

的分析对象" 本文综合既有分类方法与本文样本

对象的特征#将从研究层次!方法和主题三个要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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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构建分类体系进行内容分析"

研究层次可以依据地域的范围划分为国际!

国家!区域三个层次" 国际层次包括不同国家之

间的比较!不同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对比等(国家层

次主要指的是论文中的研究对象以整个国家作为

研究主体#讨论宏观范围的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

区域层次是指结合某个地方的具体实践或者数

据#分析特定地区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特征"

研究方法宏观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其

中理论研究一般可以分为概念研究!描述性研究

与概念应用三个维度&\7(W.- &3,5-5<#!""!'#相

对实证研究来说#理论研究更注重范式框架的构

建!概念模型的推导#注重的是思想启发而不是数

据的收集与处理结果/!K0

" 1+3/5<7(&!""%'在前人

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领域发展的三阶段模型#依

据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分为构念的引进与详述!评

价与扩展!统一与共识的三个阶段" 基于此#笔者

将部分带有数量模型#但是研究设计是为了推导

理论与概念模型的解释以及具有理论延伸发展的

文献划分为理论研究#并依据 1+3/5<7(的思想具

体分为构念的引进与详述!构念的描述与评价!构

念的应用与扩张(同时依据样本文献的特征将实

证研究的方法分为数理研究!案例研究!访谈调

查!其他研究方法四个维度"

本文研究主题类型的划分参照了 _.??27R

\.//的思路#划分为命题的建立!命题的验证!命

题的应用三个维度"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命题的

建立涉及一切概念或者定义的提出与阐述#命题

的验证是对命题的存在的合理性!外显特征与理

论假设的论证和探索#命题的应用是对具体领域

和其他外生变量的影响和分析"

"二$编码规则

由于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统计分析归类的

过程中可能由于作者的主观因素导致统计分析结

果的可信程度产生偏差" 因此本文采用两人编码

法#对样本中的 $H 篇文献进行编码" 编码工作由

两名具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员采用二值数据&是

或否'的编码规则在相应的编码学习后各自完

成" 本研究采用计算编码者编码一致性的方法来

度量统计分析的信度#在编码过程中严格遵循编

码的程序与规则#并对编码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

与预编码#提高了编码的效度水平"

表 MD研究方法的编码一致性水平!

类目指标 编码一致性水平

地域指标

#)国际层次

!)国家层次

$)区域层次

")G"

")G!

")N!

主题分布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验证

&存在!外在特征!性质'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建立

&内涵!作用机制!定义'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应用

&对具体领域和其他变量的影响和分析'

")GH

")NM

")G"

#

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D

构念的引进与详述

构念的描述与评价

构念的应用与扩张

!)定量方法D

案例研究

访谈调查

数理研究

其他方法

")G!

")G#

")NN

")G%

")GN

#

G%

第 ! 期DDDDDDDDDDDDD张D翔$王D?*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进展述评

!

一致性水平编码一致性计算公式*一致性水平j!JT!<

#

i<

!

"$J为完全一致编码数$<

#

与<

!

为各自编码数%



DD由表 M 可以看出所有 $ 个类目和 #! 个指标

的编码一致性水平全部达到 ")N 以上#显示编码

结果可以接受"

"三$分析结果

表 H 详细展示了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层

次!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的样本文献涉及频数" 由

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

研究层次主要是国家层次#跨地区!跨国家的对比

分析所占的文献比例也较大#接近 $"P#区域研

究层次的论文数比例最小" 从研究方法上看#样

本文献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达到所有文献

的 M%P#实证研究中的数理研究比重在所有研究

方法中涉及频数最多#理论研究中构念的描述与

评价比重其次#为所有文献比重的 !KP#说明现

阶段理论阐述的焦点是研究范式的构建与概念模

型的推导" 在研究主题分布方面#学者集中于讨

论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内在机理和作用机

制#即回答$\F[%与$[\a%的问题#相对 !" 世

纪 G" 年代研究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6%的

问题有了新的进展#更加注重探讨不确定性环境

下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作用机制(同时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应用研究的频数也较多#命

题的发展逐渐与其他具体领域相结合#多层次多

视角的研究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对于领域内各维

度要素的深入研究与具体实践更具现实意义"

表 HD研究样本的频数分布

类目指标 涉及频数 频率

地域指标

#)国际层次

!)国家层次

$)区域层次

#G

%"

#$

!KP

MHP

#KP

主题分布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验证

&存在!外在特征!性质'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建立

&内涵!作用机制!定义'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应用

&对具体领域和其他变量的影响和分析'

!#

$%

#K

!GP

%KP

!%P

研究方法

#)理论研究D

构念的引进与详述

构念的描述与评价

构念的应用与扩张

!)定量方法D案例研究

访谈调查

数理研究

其他方法

#!

#G

K

K

%

!#

!

#KP

!KP

#"P

#"P

MP

!GP

!P

DD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内容分析#得出以下的结

论+&#'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是一个多学科

交叉的领域#研究时间不长#最早的相关文献见于

!" 世纪 N" 年代末#!""" 年以后发表在国际权威

期刊的论文数不断增加"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

神虽然涉及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但是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管理学领域#现有发

表在较权威期刊上的论文也多属管理学科"

&$'目前该领域研究呈现一定的期刊集中趋势#

以*;B!]̀ !6782-+>.?5+-等为代表的国际期刊#发

表论文数分别超过 #" 篇与 M 篇(但是文献作者的

分布比较分散#没有一位作者涉及 ! 篇以上的相

关论文(研究过程中不国籍不同国家的合作研究

趋势较为明显#多层次跨地区跨国家的研究也比

较突出#有利于领域的横向与纵向延伸(其中美国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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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文献最多#这与其当今的创业形式密切相

关#而中国内地尚未有作者发表此领域高水平的

期刊论文#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对该命题重

视程度较高" &%'样本文献中作者所属单位多为

不同国家的高等院校#政府管理部门或者政策研

究单位以及相应的企业研究机构关注程度不够#

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难

以发挥效应" &M'现阶段的研究方法以概念理论

的描述与评价为主体#同时数理研究已经成为不

可忽视的主流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访谈调查的研

究方式也较为多见#此领域的研究方法比较多样"

&H'从宏观主题分类来看#释义性的文章比较多

见#而对于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与其他理论!具体

领域的结合仍显不够#难以具体指导领域内各维

度的实践与应用" &K'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动

态性成为目前研究的焦点" 通过构建一般团队创

业的系统决策模式#有利于研究个体企业家精神

转变为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过程#同时对初创

期团队创业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未来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可以更多地

向构念的扩展与应用方向发展#更多地从具体的

研究领域出发#发掘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机制与作用机理#诸如社会网络密度!内部情感与

认知冲突!团队交替与继任理论等对其的影响以

及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的增强途径!创业团队企

业家精神动态延续性的实证分析都值得探索/!N0

"

同时进一步加强创业团队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合法

性#讨论新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克服$新进入缺

陷%与$合法性门槛%#最大程度发挥团队资源整

合与机会识别的能力有较高的现实意义/!G#$"0

"

本文虽然利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相对定量的

文献归纳#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首先样本文献未覆盖所有文献类型#有些学位论

文或者书籍!会议综述有较大的价值#但因为需要

确保保证样本文献的一致性#没有将上述类型的

文献包括在内#导致样本文献的范围有限" 同时

因为研究目的是宏观归纳#未对具体的研究主题

进行详细讨论#在分类指标的构建上有些指标的

划分也不够具体#难以进行纵向深度的比较" 以

后会对上述的不足进行修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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