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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创业网络研究日趋成熟,并不断得到深化,但由于其跨越多个学科、多个层次而呈现出研究视

角多样化的格局。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影响因子较高的国际顶级创业期刊所刊载的创业网络研

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然后对基于资源、认知、关系和经济等四个视角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最

后根据现有研究并针对其所存在的不足构建了一个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以供后续相关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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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 � 创业网络(即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或新企业的组织关系网络)会对创业者决定自己创业和开展创业活

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创业网络研究也因此而成为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创业者需要借助自己的社会关系

网络来创建新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所需的信息和资源,另一方面能给予创业者

一定的情感支持。新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组织间弱关系网能为新企业提供支持性服务;同样,

新企业与商业伙伴缔结的战略联盟也有利于信息和知识共享,帮助新企业构建自己的竞争优势。

� � 学者们已经就网络关系作为外部因素对新企业的影响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现有的创业网络研究

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网络关系到底会对新企业产生哪些作用、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企业关系网

络的构建和演化、创业网络到底有哪些维度或特性、创业网络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等重大问题仍有待后

续研究去解决。因此,我们认为,认真总结学者们的相关研究, 根据现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针对现有

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构建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可以指导未来的创业网络研究。本文贯彻扎根理论提

倡从现有数据和资料入手来建构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理清创业网络研究的脉络,

结合前人所提出的未来研究方向构建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并分析预测未来创业网络研究需要重点

关注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搜集

� � 本文对六种比较关注创业研究的 SSCI 来源期刊� 在 2000~ 2009年期间刊发的创业网络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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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筛选。具体而言,我们首先以� social capital�、� netw o rk�、� t ies�等为关键词对这六种期刊的数据
库进行了初步搜索, 筛选出 150多篇有关创业网络研究的文献;然后对筛选出来的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

进行排查摸底, 最终选取了 128篇符合我们研究主题(创业网络)的文献。由于综述类和机理、机制类研

究往往内容过于宽泛,无法进行聚焦分析,也很难根据研究内容和方向进行编码处理,因此,我们主要选

取了实证类以及提出明确命题或者未来研究方向的创业网络研究文献,最终选定 63篇创业网络研究文

献进行编码处理。

� � (二) 数据编码与提炼

� � 根据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 ,我们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编码,并依据编码

抽象出相关理论框架,主要分初级编码和聚焦编码两个步骤。

� � 我们通过分析相关编码发现,现有创业网络研究文献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必须从多个视角进行系统

归纳(参见表 1)。

表 1 创业网络研究内容编码

研究视角 描 � 述 初级编码 聚焦编码 其他相关编码

资
源
视
角

资源是创建企业以及新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创业者及

企业的关系网络是获取资源的

重要途径,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

展和成功,也有利于企业构建竞

争优势和进行技术创新

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

度、网络多样性、结构资本
网络结构

社会网络、支持性网络、企业间网络 外部关系

联盟企业数量、联盟网络中心度 合作联盟

支持性服务、人力资本、显性知识、隐性知

识、财务资源、信息资源、资源共享、信息

共享

资源获取

创建期、存活期、成长期 企业阶段

成长性、财务绩效、盈利性、存活率 企业绩效

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机会识别、机会开发 创业活动

网络倾向、成员

声望、关 系强

度、创业强度、

信息吸收能力、

合作网络导向、

性别、技术创新

关
系
视
角

关系方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助

于形成历史沉淀,如特定关系方

之间形成的信任、承诺、友谊等,

这些关系特性是网络关系的重

要内容,会影响创业者认知偏向

及合作意愿,进而促进创业活动

的开展、技术创新及企业绩效的

提升

关系资本、信任、团队友谊、强关系、承诺 关系特性

过度自信、控制幻觉、片面性、风险倾向 认知偏向

成长性、财务绩效、盈利性、存活率 企业绩效

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机会识别、机会开发 创业活动

控制方式、个体

交流、信 息共

享、决策速度和

质量、合 作意

愿、技术创新、

绩效感知

认
知
视
角

经历不同的创业者或者管理者

如在认知上达成共识,则有利于

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形成 , 因

而有利于关系的延续并提升产

出

认知资本、共同语言和准则、一致性 认知特性

收益感知、支持感知
收益或

支持感知

过度自信、控制幻觉、片面性、风险倾向 认知偏向

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

成长性、财务绩效、盈利性、存活率 企业绩效

机会识别、机会开发 创业活动

关系持续、关系

选择、信任

经
济
视
角

创业网络的构建和维护需要花

费时间和成本,创业者或者企业

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构建合理的

关系网络,使相应的产出达到最

大化

联盟契约复杂性、网络关系持续时间、开

发网络关系的时间

网络构建

和维护

对网络的利用(作为融资手段) 网络利用

动机形成阶段、准备阶段、创建阶段 创业阶段

曾任职务、行业

经验、供 应成
本、价值 专有

性、合作者搜寻
成本、合作联盟

重要性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 通过初级编码, 我们总共获得了 75个不重复的变量, 然后根据这些变量的定义以及变量与变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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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类属关系对它们进行归类,以使变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层次感。例如, �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
络密度�、�网络中心度�等都是一些用来度量创业网络的指标,并且都能反映创业网络的结构特性, 因而

被归入�网络结构�这个聚焦编码; �信任�、�友谊�、�承诺�等,根据它们的定义,都是不同关系方之间通

过互动和交流而形成的,因而被归入�关系特性�这一聚焦编码; �成长性�、�盈利性�、�存活率�等变量都
能反映新创企业的产出,因而被归入�企业绩效�这个聚焦编码。

� � 在提炼聚焦编码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初级编码源自于研究文献中提出的假设或者

命题, 相关变量并不在同一层次上, 其中既有创业网络的前因变量又有结果变量,甚至还有权变变量,致

使我们无法把所有的初级编码放在一起进行归类处理。于是,我们不得不重点关注描述网络本身的相

关编码,如网络结构、信任、共同语言、构建与维护时间等。其他编码比较零散, 有些根本无法聚焦, 我们

对它们进行了有选择的提炼,最终形成了 16个不重复的聚焦编码, 它们分别是网络结构、关系特性、认

知特性、外部关系、合作联盟、企业阶段(这里是指新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创建期、存活期或成长期)、企

业绩效、竞争优势、创业活动、创业阶段、认知偏向、资源获取、收益或支持感知、组织承诺、网络构建和维

护、网络利用等,其中网络结构、关系特性、认知特性、外部关系、合作联盟、网络构建和维护、网络利用等

七个聚焦编码是直接关于网络本身研究内容的编码。

� � 为了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我们在充分考虑各变量原意的基础上,根据涉及网络本身研究内容的七

个编码、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其他编码,对现有创业网络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了

脉络梳理, 最终把现有创业网络研究的研究视角归纳为资源、关系、认知和经济四种。如表 1所示, 每种

研究视角包含一些聚焦编码和其他相关的初级编码。由于有些编码,如企业绩效、创业活动、竞争优势

等,在不同视角下都可以充当结果变量, 因此出现在了多个视角中。

� � 通过分析, 我们总共发现了 81个初级编码是关于创业网络研究未来方向的, 然后按照上述步骤加

以提炼,并将它们归纳为如表 2所示的八个聚焦编码(分别是样本的行业、区域等选择, 研究方法的选

择,网络的概念、特性、维度及其度量,网络构建和管理,网络动态性研究,网络影响因素,网络对其他变

量的影响以及机理性研究) ,并且根据这些聚焦编码把现有研究所指出的未来研究方向分为样本选择、

研究方法、对网络本身的研究以及网络与其他变量。

三、基于不同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脉络梳理

� � 如表 1所示,本研究根据网络本身研究的内容共提炼出外部关系、合作联盟、网络结构、关系特性、

认知特性、网络构建和维护、网络利用等七个聚焦编码。其中, 资源视角的研究涉及外部关系、合作联

盟、网络结构三个聚焦编码,关系视角的研究和认知视角的研究分别涉及关系特性和认知特性这两个聚

焦编码,而经济视角的研究则涉及网络构建和维护以及网络利用两个聚焦编码,但每种视角的研究都有

自己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权变变量。

� � (一)资源视角(管理学)

� �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独特、稀缺、难以模仿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 1]

,能够为企业创造源源

不断的价值。T immons在其构建的经典创业模型中也把资源视为创业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资

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任何一个创业者都不可能拥有其创业所需的全部资源。因此, 外部关系是创业者

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的重要途径,这些外部关系包括供应商、银行、政府机构、亲戚朋友等( Pr emar atne,

2001)。在梳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框架(参见图

1) ,从中不难发现各相关变量或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 � 几乎所有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把网络关系与资源获取联系在一起。人、财、

物是创业和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资源。Leung 等( 2006)研究指出,由于新创企业存在新进入缺陷和规模

过小的问题,因此,新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受到较严重的约束,而关系网络是新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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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基于资源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框架

道。Premaratne(2001)通过研究创业网络、

资源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网络能通

过提供支持性服务(如资金、信息和其他非

物质性支持)来提升创业绩效。Soh( 2003)

也研究发现,企业间联盟能够促进信息在结

盟企业之间的共享;结盟企业之间的关系越

密切, 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绩效就提升得越

快。
[ 2]
另外, 企业通过有效地嵌入本地网络,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本地市场,完善以顾客

为导向的服务体系,并且提升自己的创新水

平( Gellyncy 等, 2007)。这些研究都表明,

创业网络有助于创业者获取他们创业所需的资源,因而有助于创业者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即开展创业

活动)、提升新创企业的绩效。

� � 另外, 部分学者发现创业网络提升创业产出的作用要受到一些调节因素的影响。而且,调节因素越

强烈, 创业网络的产出效应就越明显。例如, Yiu和 Lau( 2008)研究发现, 创业强度正向调节创业网络

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创业强度越大, 网络的利用效率就越高, 企业绩效也越好。[ 3] Julien( 2004)通过

对比分析弱关系和强关系发现,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能够带来更多的游离信息, 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也更大;而且,企业的信息吸收能力越强,弱联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越大。Sorenson等( 2008)研

究指出,合作网络导向(与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合作的倾向)通过影响创业者或者管理者的合作行为来提

升创业或企业绩效,合作网络导向更能提升男性创业者的绩效。[ 4]这些学者的研究拓展了创业网络对创

业活动和企业的内在作用。

� � 以上研究主要从资源视角来关注创业网络对企业的内在作用,部分研究还考察了影响创业网络构

建和变化的因素。Schut jens和 Stam( 2003)研究指出, 企业从创建向成长阶段演化的过程伴随着网络

关系的变化,由初期极其重视网络活动到逐渐有选择地重点关注某些关系。BarN ir 和 Smith( 2002)通

过研究企业战略联盟发现,高管人员的网络倾向(即利用网络关系的倾向)、在关系网络中的声望以及关

系强度都有利于联盟的发展壮大。

� � (二)关系视角(社会学)

� � 关系各方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历史沉淀的形成[ 5] ,如特定关系方之间形成的信任、承诺、友谊

图 2 � 基于关系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框架

等(Liao和Welsch, 2005)。根据社会镶嵌理论, 企

业的经济行为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受到不

同主体彼此间历史沉淀的影响, 如信任的建立 [ 6]。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关系视

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框架(参见图 2) , 学者们主要围

绕信任、承诺、强关系、团队友谊等关系特性来开展

相关研究。

� � 信任问题最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里的信任

是指关系各方间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一种互惠状

态,信任的建立过程也是相互学习的过程( Nguyen

和 Rose, 2009)。不同关系背景下的信任内涵也不尽相同。Williamson ( 1993) [ 7] 就认为存在三种形式

的信任,即算计信任( calculat ive t rust )、个体信任( per sonal tr ust )及制度信任( inst itut ional t rust )。企

业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企业间的信息和知识共享,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信任具有多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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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首先, 一定的信任水平代表个体或组织的社会嵌入程度。Granovet ter( 1985)指出, 由于经济行为

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背叛的成本较高, 网络成员倾向于选择信任对方。[ 6]交换的顺利进行有赖于

信任, 信任程度越高,则交易成本就越低。例如, Wu 等( 2008)在考察了高技术企业创业者间的信任问

题以后指出,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与其他组织合作的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 信任是组

织间网络管理的重要手段, 组织间基于信任可通过协调交易行为来提升资源的流通质量( Hoang 和

A ntoncic, 2003) ,从而促进互惠。

� � 关系视角的研究拓展了学者们对创业网络的理解。除了信任以外,近年来, 网络成员间的强关系、

承诺和友谊等因素也逐渐受到关注。例如, Marie 等( 2006)
[ 8]
从认知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创业活动

的影响,并且指出创业网络成员间的信任和强关系通过影响创业者认知(过度自信、控制幻觉、承担风险

的倾向) ,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业行为。随后, M arie等( 2009) [ 9]通过实证验证了她们的观点。Francis和

Sandber g( 2000)对创业团队成员间的友谊进行了研究,发现创业团队内部成员间的友谊有助于创业决

策的做出和提升决策质量,并且对创业绩效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 � (三)认知视角(心理学)

� � 社会认知理论主要关注个体及关于个体行为认知的问题。[ 10]根据社会认知理论, 个体会对自身、他

人及所处环境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形成认知。在关系网络中,由于网络成员从周围环境摄取的信息

是不对称的,因此,他们的认知也各不相同,具体表现为成员间的认同度不同, 如共同语言、行为准则或

倾向不同。根据认知视角的现有创业网络研究,本文构建如表 3所示的研究框架,并且发现学者们主要

围绕共同语言和准则以及网络成员间的一致性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图 3 � 基于认知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框架

� � 不同企业的创业者或管理者在认知上形成的广
泛共识无疑有利于企业间共同语言、文化的产生。

Uzzi( 1996)的研究[ 11]表明, 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形成

共同语言。由于强关系的建立往往基于相似的背

景,因此更容易促成共同语言的产生,有助于企业获

取隐性知识和可靠的信息。共同语言和准则代表着

相互间的信任、信赖和支持。Uhlaner 等( 2007)
[ 12]

通过研究企业所有者(股东)相互间的关系发现,在

形成共同语言的基础上,构建组织间的共同行为准

则和目标有助于提升相关企业的绩效。Marie 等

( 2006)
[ 8]
也指出, 共同语言和准则能够导致创业者

过度自信,并产生控制幻觉,进而提升其承担风险的倾向,最终促进对创业机会的开发利用。

� � 共同语言和准则是组织间关系形成内在一致性的基础。例如,创业精神是新创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因素,创业者之间形成的内在一致性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创业者提升失败承受

力,并且能促进资源和信息交换( Liao和Welsch, 2005)。网络成员间的一致性反过来也能巩固他们之间已

有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关系的持续或永久化。Miller等( 2007) [ 13]通过研究小企业战略网络发现,战略网络

有利于各合作企业共同走向成功,合作企业间的价值观一致性越高,它们的商业收益和竞争优势感知就越

强烈,而且也越有利于网络关系的保持和发展。Brunetto和Wharton( 2007)通过考察澳大利亚中小企业网

络发现,信任是调节创业者或管理者收益感知与其相应决策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 � 从以上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关系主体之间的共同语言和准则以及内在一致性有利于产生良性的互动效

应,即有利于创业者或管理者产生收益感知,从而有利于关系的持续和发展,这反过来又能提高关系主体之间

的认同度。这种良性互动对于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当外部环境动荡不定时,商业关系一般都出于对

利益的考虑。如果有一方认为无利可图,那么,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而基于共同语言和准则及其内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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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关系往往比较稳定,关系各方往往着眼于长远考虑,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采取背叛行为。

� � (四)经济视角(经济学)

� � 以上基于资源视角、关系视角和认知视角的研究都表明,创业网络能对创业活动和新企业产生积极

的影响。但是, 创业网络的构建和维护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因此,近几年来,基于经济视角的创业网络

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通过订立契约或

图 4 � 基于经济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框架

以隐性契约的形式来规范交易行为。[ 14] 因此,

创业网络对商业行为的影响存在一个效率问

题。总体而言,基于经济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

可分为关系网络的构建和维护以及对网络关

系的利用(即网络利用)两个方面(参见图 4)。

� � 构建和维护关系网络的时间和成本是基

于经济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虽然关系网络具有正产出效应, 但新企业资源

有限, 因此,创业者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取最大的效益。时间对于创业者来说非常重

要
[ 15]

, Greve和 Salaf f( 2003)
[ 16]
根据创业动机形成、创业准备和企业创建三个阶段来探讨构建和维护关

系网络的时间分配问题。他们俩研究发现,创业者在以上三个阶段为构建和维护网络而花费的时间是

不同的。为了获取最大的效益,创业者必须合理分配有限的时间,以使产出最大化。

� � 订立契约是避免交换过程出现不确定性的重要保障。Reuer 等( 2006)
[ 17]
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

创业联盟契约的经济性问题,他们研究发现创业联盟所订立契约的复杂程度高越,后期发生不必要损失

的可能性就越小。此外,创业联盟的重要性、价值专有性和搜寻合作者的成本都趋向于提升, 并且会对

结盟企业的关系资本产生负面影响。可见,订立结盟契约有利有弊,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成

本因素和结盟所能带来的好处。

� � 新企业由于没有交易记录,技术和产品的不确定性较高, 较难通过银行借贷等市场手段来筹措资

金,因此,关系网络便成了它们的重要融资渠道( Baum 和 Silverman, 2004; Zhang 等, 2008)。Zhang 等

( 2008)发现,现有研究很少把市场手段与网络手段结合起来研究创业决策。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创

业者创业前所担任的职务和积累的行业经验正面影响他们利用既有关系网络的倾向,而创业者的市场

营销和管理经验则会减弱这种影响。[ 18] 他们的这项研究表明,如果创业者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营销和管

理经验,就会表现出通过市场手段争取帮助的倾向。

� � (五)小结

� � 综上所述, 以上不同视角的研究分别关注创业网络的不同方面。资源视角的研究着重阐释了不同

类别的外部关系对于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性,这对于资源极其匮乏的新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关系视

角的研究重点分析了关系特性对创业者的效益意识、认知偏向等的影响以及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认知视

角的研究关注网络关系各方间的认同度;而经济视角则考察了构建和维护网络的时间和成本以及网络

成员间的契约问题。

� � 以上四种视角的创业网络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创业网络特性及其对创业的重要影响。但总

的来说,现有创业网络研究缺乏核心理论作为支撑( Hoang 和 A ntoncic, 2003) , 不同的学者只是基于某

一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很多权变因素会影响创业网络及其产出,仅从某个视角来进行研究难

免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从而导致创业网络研究出现�不同视角割据�的局面,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因

此,本文认为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有必要对创业网络研究的不同视角进行整合, 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创

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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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构建

� � 本文从现有研究文献中归纳出了影响创业网络构建和演化的因素, 并总结了影响网络产出的内部

变量和外部变量。下面,通过剖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关注学者们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未来研究方向,来

构建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

� � 根据已有文献所指出的创业网络研究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八条聚焦

编码(参见表 2)。我们把这八条编码分为四类: 样本选择(相应的聚焦编码为样本的行业、区域等选

择)、研究方法(相应的聚焦编码是研究方法选择)、对网络本身的研究(相应的聚焦编码是网络的概念、

特性、维度及其度量,网络构建和管理,网络动态性研究)以及网络与其他变量(相应的聚焦编码是网络

影响因素、网络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和机理性研究)。样本选择(占 16� 05%)极大地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

性,但现有研究对样本选择不够重视,未来应当从行业、区域、文化、企业发展阶段等角度来选择样本,以

便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关于研究方法(占 12� 35%) ,学者们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通常各有利

弊。但在创业网络研究中,一般性实证研究居多, 而采用案例研究或跟踪研究方法进行的动态分析及适

用于分析个体认知或行为的实验研究较少。有关网络本身的研究(占 33� 33% )及网络与其他变量(占

38� 27%)则是学者们针对研究不足认为未来研究应该重点考虑的部分。

表 2 未来研究方向提炼

类 � 别 描 � 述 聚焦编码 初级编码(部分)

样本选择(初级编

码共 13 条)

为了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有

必要从行业、区域、文化、企业发展阶

段等角度来选择研究样本

样本的行业、区域等选

择( 13 条初级编码)

扩大样本的区域范围,扩大样本的行业

范围,样本应包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企业,等等

研究方法(初级编

码共 10 条)

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一般性实

证研究居多,动态分析可采用案例研

究或跟踪研究,涉及个人认知或行为

的可用实验研究

研究方法选择 ( 10 条

初级编码)

对实验研究的利用(有些变量难以测

量 ,可采用实验研究进行比较和分析)、

对案例研究的利用、对一般性实证研究

的利用、对纵向跟踪研究的利用, 等等

对网络本身的研

究 (初级编码共

27 条)

主要包括创业网络的概念、特性分

析、维度及维度间关系、网络的度量、

网络的构建与管理、网络动态性研究

等,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加以关注

网络的概念、特性、维

度及其度量 ( 15 条初

级编码)

网络关系的度量(未来可采用更多并且

更加细致的问题对小企业协会支持等

进行度量)、网络活动的区域特性、发展

中国家网络活动的特殊性、社会能力度

量、社会资本各个维度间的关系, 等等

网络构建和管理(三条

初级编码)

网络的利用和管理、构建和维护网络的

机会成本,等等

网络动态性研究(九条

初级编码)

网络动态性、团队友谊的动态变化, 等

等

网络与其他变量

(初级编码共 31

条)

现有研究对网络的前因变量以及网

络对其他变量的作用机理关注不够,

未来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网络作为影

响因素对于管理创新、机会开发等的

影响

网络影响因素(九条初

级编码)

网络倾向的前因变量(如个体特征、成

就归属感对网络倾向的影响 )、团队友

谊的前因变量,等等

网络对其他变量的影

响( 15 条初级编码)

社会资本对创业过程及管理创新的影

响、合作网络导向对发现商业机会、获

取和交换资源的影响,等等

机理性研究(七条初级

编码)

网络活动与绩效的因果关系、社会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等等

� � 注 :由于篇幅有限, 本表只列示部分初级编码。

� �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 � 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样本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多样化, 但从现有研究看, 这一点难以做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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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必要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选择合理的样本与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应该结合具体的研究问

题(如对网络本身的研究、对网络与其他变量的研究)来选择研究样本和方法。据此, 本文重点关注这两

部分以构建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

� � 根据现有研究内容以及学者们所指出的未来研究方向, 借鉴 Covin和 Slevin ( 1991)以及 Zahra

( 1993)所提出的创业导向概念模型 � , 本文构建如图 5所示的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框架。该整合框架综

合了创业网络研究的多个视角,运用多个中间变量来解释创业网络的产出效应, 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

来剖析影响创业网络构建和演化的因素,并且解释创业网络自身的作用机理。

图 5 � 创业网络研究整合模型

� � 根据图 5, 本文认为未来的创业网络研究应该

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 1� 创业网络的特性。现有研究对创业网络的特
性关注不够,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明晰创业网络的

内涵和外延。
[ 18]
根据 Nahapiet和 Ghoshal( 1998)以及

Liao 和Welsch( 2005)等的研究, 创业网络具有三

方面的特性, 即结构特性、关系特性和认知特性。

结构特性可用来描述网络成员间的直接或间接关

系( Hoang 和 Antoncic, 2003) ,如网络规模、关系强

度、结构洞等; 关系特性表现为关系各方之间通过

交流与沟通所形成的信任、友谊等 ( L iao 和

Welsch, 2005) ; 而认知特性则关注关系各方之间的

共同语言、准则等。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创业网络某

一方面的特性, Honig 等( 2006) [ 19]针对这种情况指出, 未来应当多视角分析网络关系, 以便更加深刻地

认识关系特性及其影响。现有研究已经证明创业网络不同特性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未来研究

应该关注不同特性间的转化问题( L iao 和Welsch, 2005)。

� � 2� 中间变量。创业网络的产出效应是多样化的,如影响企业创建、促进企业绩效、带来竞争优势、

推动技术创新, 等等。但创业网络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产生间接影响, 必须通过资源获取、认知偏向等变

量来产生作用。创业网络能帮助企业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 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绩效(如 Pre�
mar atne, 2001)。另外,创业网络也能影响创业者的认知, 如降低风险感知, 促进创业者开展创业活

动 [ 9]。因此, 把资源获取和认知偏向作为中间变量可加深有关创业网络对新创企业作用的认识。然而,

资源获取与认知偏向只是许许多多中间变量中的两个重要变量, 有关创业网络作用机理或其他中间变

量的研究比较滞后( Dodd等, 2002; Baron和 Mar kman, 2003等) , 还有待未来迎头赶上。

� � 3� 外部变量。外部变量主要是指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相关因素,包括制度环境、市场环境、行业

特征、文化因素、区域特征等。外部变量影响创业网络的构建和演化,而现有研究一直缺乏对创业网络

前因变量的梳理,如 Fr ancis和 Sandberg( 2000)、Schut jens和Stam( 2003)等都认为, 未来研究应该多关

注影响网络关系变化的因素。根据我们的文献统计, 截至 2009年,还没有出现关于创业网络影响因素

的研究,未来研究应该补上这一课。

� � 作为创业环境的两大要素,制度和市场分别通过相应的机制来影响创业者和新创企业的行为。例

如,如果制度环境不完善或者市场的调节作用有限,那么就有可能阻碍创业者和新创企业通过市场手段

来获取资源,但却会驱使他们动用网络关系等非市场手段。在不同的行业、文化和区域背景下, 创业网

络千差万别,未来研究应该关注不同行业、文化和区域背景下的创业网络问题( L it tunen, 2000; Dodd

等, 2002; Chet ty 和 Campbell�Hunt , 2003; Soh, 2003; Mcdade和 Spring , 2005)。此外,外部变量还会

在一定条件下调节创业网络与产出的关系。例如,在制度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环境动态性、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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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复杂性等都会极大地影响创业网络的产出。对这些外部变量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加深对相应环境下

网络关系的理解,从而得出信度更高的研究结论; 另一方面又可指导企业在特定的行业、文化和区域背

景下构建合理的网络关系。

� � 4� 内部变量。创业网络的内部变量主要是指企业内部或创业者自身的因素, 如高管团队、企业战

略(联盟和网络导向战略)、网络关系控制方式等。与外部变量相似,内部变量也会对网络的构建和演化

以及网络的产出产生影响。高管团队或创业者以往的工作经历和管理经验等都会影响其对网络关系的

利用
[ 18]
。BarN ir 和 Sm ith( 2002)指出,个体的成就或归属感需求也会促进其对关系网络的利用, 提升

网络的产出效率。Marie等( 2009) [ 9]研究发现,创业经验对于社会资本、认知和创业进程的影响仍有待

深入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如联盟和网络导向战略的实施会使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
[ 4]
,

把外部合作看作是提高效益的重要途径。另外,企业实施联盟和网络导向战略有助于对已有关系的利

用,从而会调节创业网络与产出的关系。社会控制和契约控制这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对网络关系产生

不同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社会控制更有利于关系各方之间的沟通和信任的建立。但已有研究表明,

在动态环境下, 社会控制存在一定的风险,借助于契约控制能降低这种风险。另外,企业的能力,如社会

能力、关系管理能力、吸收能力,也是重要的内部变量。

� � 从以上分析看, 创业网络特性以及创业网络与产出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探讨各外部变量和内部变

量对创业网络的构建、演化及产出效应的影响,以帮助创业者和新创企业意识到关系的重要性, 根据外

部环境来调整自己, 并通过有效管理使网络关系的作用最大化。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外, 对创业网

络本身的研究以及创业网络产出测量是创业网络研究的关键所在, 也需要未来研究加以重点关注。例

如,关于创业网络的测量, 目前,由于无法真实反映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研究者往往

只是从某个方面来考虑创业网络的测量问题, 未来可采用实验研究法来解决创业网络的测量问题

( Ravasi和 Marchisio, 2003) ,以使测量结果更加贴近实际[ 20]。另外,网络产出也是多样化的,现有测量

指标体系大多关注创业网络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 15] , 而诸如情感支持等非经济方面的因素却被忽略

了,这些问题都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

� � * 本研究得到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教授和张书军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李明芳教授,以及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葛宝山教授的指导,在此对以上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 � 注释:
� � � 这六种英文期刊是 Journal of Busin ess Venturing、Entrepren eur ship Th eory and Practice、Sm all Bus ines s E conomics、In ternat ion al

Smal l Bu siness J ou rnal、Journal of Sm all Business Man agemen t和 Entrepren 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 t。这六本期刊 2009年的影

响因子分别为 2� 260、1� 704、1� 380、1� 347、1�088和 1� 020。

� � � 关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可参见�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 12期的相关文章。

� � � Covin和 Slevin( 1991)从组织行为视角分析了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考察了一些权变因素(如外部环境、高管团

队、组织资源等)对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而 Zahra( 1993)等学者对这个模型进行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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