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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理论及其架构分析

林　强　姜彦福　张　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创业研究中心 　100084)

　　内容提要 :以往的创业研究虽然涉及范围很广 ,但是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

本文从界定创业的术语表述出发 ,全面回顾和评析了以前的研究成果 ,并针对创业的形

式、创业者的风险、创业者的天赋和创业研究的“身份”这四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作出了自己

的解释。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分析了创业研究的目的和所涉及的领域 ,给出了创业的定

义 ,并提出了基于创新、风险和企业管理三个维度的创业理论的概念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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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中国乃至全世界 ,创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强劲推动力。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

术界 ,对于创业现象都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与关注。虽然有众多的作者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宣

传创业现象、介绍创业活动和分析创业过程 ,然而 ,专门对于创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从国

外的文献来看 ,对于创业现象的分析开始于 18 世纪中期 ,经过两个世纪之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

到迅速发展 ,直到今天呈现出越来越热烈的局面。但是如今的创业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名词 ,对创

业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自各个领域 ,如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商

业伦理学、公共政策学 ,以及城市规划学等等。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创业的研究大多还是集中于介绍

和描述创业的现象和行为 ,进行创业理论研究的还不多见。而且 ,尽管当前研究显得纷繁复杂 ,但

是创业究竟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领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无论对于国内还是国外 ,

对创业理论的系统性研究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界定了创业的术语表述 ,然后介绍了创业理论的各个学派并评析了当

前的主要争论焦点 ,最后提出了创业理论的架构设计。

一、创业的术语表述及其含义

创业一词在英文中有多种表述方式。例如 ,表示创业企业的有 venture 和 start2up ,表示创业者

的有 entrepreneur ,表示创业行为、创业活动的有 venturing 和 entrepreneurship。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风险投资的英文原文是 venture capital ,其中的 venture 虽然是由风险转义而来 ,却不是风险

的意思 ,而是指创业企业。因此 venture capital 的正确译法应该是创业投资 ,即专门为创办企业进行

的投资。新创企业也可以用 business venture 或 new business venture 来表示。

英文的 entrepreneur 有两个基本的意思 :第一个含义是企业家 ,我们通常理解为在一个已经成

型的企业中负责经营和决策的领导人 ,entrepreneur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创办人 ,我们通常理

解为即将创办新企业或者是刚刚创办新企业的领导人。需要强调的是 ,创办人本质上是创业者 ,而

企业家在本质上也是创业者 ,企业家应该是那些在现有企业中具有创业心态和创业行为的领袖型

人物。我们所说的创业者 ,无论是创办人还是企业家 ,都不是指企业中执行日常管理功能的普通经

理人员 ,二者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在一个企业组织中 ,可能不存在大量的企业家 ,但却可以有大

量的经理人员。

虽然大多数企业者是白手起家的 ,但我们不能把创业者狭隘地全部理解为白手起家的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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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人。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 ,创业可以在现有的组织内部进行 (Amit , Glosten 和 Mueller ,1993 ;Cas2
son ,1982) 。也有学者提出“狭义”创业概念是指“从零开始创建新企业”,“广义”创业概念“也包括

从一个有问题的企业开始创建出一个重焕生机的企业”(张东升 ,刘健钧 ,2000) 。本文以广义的概

念来理解和论述创业。

企业创业的活动可以称为 business venturing (其中 business 是指企业的意思) 、corporate venturing

或者是 entrepreneurship。此外 ,entrpreneurship 还有表示身份、能力与精神等含义 ,我国的学者以前通

常把 entrepreneurship 翻译成企业家精神 ,但企业家精神的含义比较模糊 ,所以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译

法是创业精神。

作为专业研究术语的“创业”一词 ,则普遍采用 entrepreneurship 来表示 ,这一点在国外的学术界

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形容词性的 entrepreneurial 则用来表示“创业的”或者“创业研究的”。目前

国外大部分商学院都已经设立了创业研究专业或者设有创业研究中心 ,一般称为 Entrepreneurial

Research Center (如 Wharton 商学院)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Studies (如 Stanford 商学院) 或者 Entre2
preneurship center (如 Sloan 管理学院) 。

二、创业理论的几大学派

尽管创业是经济和商业活动中的重要现象 ,但以往的学者大多都不是为了专门研究创业理论

而研究创业。他们提出某些关于创业和创业者的见解 ,主要是为了进行研究和构建他自己理论体

系的需要。因此 ,如今的创业变成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名词 ,对创业现象和创业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

来自各个领域 ,如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商业伦理学、公共政策学 ,

以及城市规划学等等。

纵观这些不同角度的创业理论 ,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分成八大学派。

11“风险”学派

早在 1755 年 ,法国经济学家 Cantillon 就把 entrepreneur (创业者 ,企业家)一词作为术语引入经济

学。他认为创业者要承担以固定价格买入商品并以不确定的价格将其卖出的风险。创业者的报酬

就是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如果创业者准确地洞察、把握了市场机会 ,则赚取利润 ,反之则承担了

风险 (黄群慧 ,2000) 。奈特 (1921) 赋予了创业者 (企业家) 不确定性决策者的角色 ,他认为“有更好

管理才能 (远见力和统治他人的能力)的人具有控制权 ,而其他人在他们的指挥下工作”。对自己的

判断有自信心和在行动中能“坚持这一判断”的人专业于承担风险。在企业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创

业者 (企业家)阶层负责指导企业的经济活动 ,创业者向那些提供生产服务的人保证一份固定的收

入。“自信和敢于冒险的人通过保证多疑和胆小的人有一确定的收入以换取对实际结果的拥有而

承担风险或对后者保险”。

21“领导”学派

“领导”学派从创业者在企业组织中的领导职能来研究创业活动和创业者的行为。法国经济学

家 Jean Baptiste Say 认为 ,创业就是要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 ,把它们带到一起 ,创业者就是生产过程

的协调者和领导者。他指出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必须要有判断力、毅力和包括商贸在内的有关这个

世界的广博的知识以及非凡的管理艺术 ,把所有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 ,将其所利用的全部资本、支

付的工资价值、租金和利息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的重新组合都体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英国经济

学大师马歇尔赋予创业者 (企业家)在企业中担任多重领导职能 ,如管理协调、中间商、创新者和承

担不确定性等。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能力 ,一方面他必须对自己经营的事

业了如指掌 ,有预测生产和消费趋势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必须有领导他人、驾驭局势的能力 ,善于选

择自己的助手并信赖他们。(Ronstadt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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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创新”学派

熊彼特的创业理论具有最鲜明的特色。熊彼特赋予创业者以“创新者”的形象 ,认为创业者的

职能就是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 (熊彼特 ,1934) 。创业是实现创新的过程 ,而创新是创业的本质和

手段。熊彼特把创新比喻成为“革命”,创业者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 ,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

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 ,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来生产老商品 ;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开

辟产品的新销路 ;和通过改组工业结构等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熊彼特强调创业和发

明不是一个概念 ,创业最终需要创新成果在市场上实现。创业者的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种东西

或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 ,而是在于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熊彼特 ,1942) 。他进一步

认为 ,经济体系发展的根源在于创业活动。“创业是经济过程本身的主要推动力”,“这类活动就是

能使经济肌体革命化的多次发生的‘繁荣’和由于新产品和新方法造成干扰平衡的冲击而经常出现

的‘衰退’(指暂时性的失业等现象)的主要原因”。

41“认知”学派

“认知”学派强调从创业者的心理特性 ,特别是认知特性角度来研究创业 ,并强调创业者的认

知、想象力等主观因素。Casson (1982)认为“创业者是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作出明智决断

的人。”Shackle 认为创业者在作出决策时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柯斯纳 ( Kirzner)的理论试图将经济学

与心理学连接起来 ,他提出了一个描述创业者心理认知特征的术语 ———“敏感”(alertness) 。Kirzner

(1973)认为 ,创业者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得机会的“敏感”。也只有具备

这种敏感的人才能被称为创业者。这种敏感使得创业者能够以高于进价的售价销售商品 ,“他所需

要的就是发现哪里的购买者的买价高 ,哪里的销售者的售价低 ,然后以比其售价略高的价格买进 ,

以比其买价略低的价格卖出。发现未被利用的机会需要敏感 ,计算能力无济于事 ,节俭和追求最大

产出也不是创业者所需具备的知识”(黄群慧 ,2000) 。Kirzner 的理论引发了很多心理学学者对于创

业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创业者的心理特性的研究。除了认知特性以外 ,还有对创业者的人品特征、

成就感动机、冒险倾向等方面的研究。

51“社会”学派

“社会”学派不认为创业是个性或个人背景的产物 ,相反 ,它强调从外部社会来研究创业现象和

创业问题。有些学者探讨了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对于企业创业的影响。Saxenian (1999) 认

为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 ,能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地学习和灵活地调整一

系列相关的技术。该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人才市场弘扬了不断试验探索和开拓进取的创

业精神。此外 ,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对当地的创业活动有巨大的影响 ,“硅谷地区的文化鼓励冒

险 ,也接受失败”,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最终“会带动整个硅谷繁荣起来”。另外一些学者从微观角

度研究了创业者个人的社会网络问题。Woodward (1988)认为社会网络在帮助创业者建立和发展企

业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例如个人的社会网络特性可以提高他去实际开办一家企业的概率。而成

功的创业者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帮助新创企业的成长。当创业者能够

通过社会网络得到充足而及时的资源时 ,他就容易取得成功。

61“管理”学派

“管理”学派反对从主观主义角度研究创业的方法 ,反对给创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不认为创

业是一种天赋、灵感或智慧的闪念。当代管理大师德鲁克 (1985)认为 ,“任何敢于面对决策的人 ,都

可能通过学习成为一个创业者并具有创业精神。创业是一种行为 ,而不是个人性格特征。”创业是

一种“可以组织、并且是需要组织的系统性的工作”,甚至可以成为“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成

功的创业者不是去坐等灵感的降临 ,而是要实际工作”。德鲁克也十分强调创新在创业中的重要作

用 ,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并能创造价值的活动才是创业。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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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说 ,将创业看成是管理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许多发明家虽然是创新者 ,但恰恰是因为

不善于管理才成为不了将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创业者。Stevenson ,Roberts 和 Grousbeck (1994) 认为创

业是一种管理方法 ,是“在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限制下的对于机会的捕捉和利用”,可以从 6 个方

面对这种管理手段进行描述 :战略导向 ,把握机会 ,获取资源 ,控制资源 ,管理结构 ,报酬政策。

71“战略”学派

战略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 ,因此 ,严格来说创业理论的“战略”学派应属于“管理”学

派的一个分支。但是 ,最近几年来一些战略管理方面的学者广泛采用战略管理的方法研究创业活

动 ,把创业过程视为初创企业或者现有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战略管理过程。这使得“战略”学派十分

引人注目。Bhide (1994)认为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制度和战略发展经历 ,并据此提出了以企业战略

为线索的研究框架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澄清创业者当前的目标 ;第二 ,评估目标实施战略 ;第三 ,

评估自己实施战略的能力。Hitt ,Ireland ,Camp 和 Sexton (2001)认为创造企业财富是创业和战略管理

共同的核心问题。创业和战略管理可以在以下 6 种手段上进行融合 :创新 ,网络 ,国际化 ,组织学

习 ,高层管理团队及其治理 ,企业增长。Zahra 和 Dess (2001) 认为不应该严格区分创业研究与战略

管理 ,相反 ,却存在着很多整合战略管理研究和创业研究的机会。

81“机会”学派

最近诞生的“机会”学派强调从“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和“存在有进取心的个人”这两者相结合

的角度去研究创业。Shane 和 Venkataraman (2000)认为不能将“机会”与“个人”对于创业的影响混淆

起来 ,并指出“不同人所识别的创业机会在质量上是有变化的”,“不能忽视对于创业机会的测量”。

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创业研究应该以“机会”为线索展开 ,包括三类问题 : (1) 为什么会存在可以创造

商品和服务的机会 ,在什么时间存在 ,是如何存在的 ; (2)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发现和利用这些机会 ,

什么时间发现和利用 ,如何发现和利用 ; (3)为什么会采用不同的行动模式来利用创业机会 ,什么时

间采用 ,如何采用。此外 ,他们还探讨了利用机会的两种模式 ,即创建新的企业 (或科层) ,和把这些

机会销售给现存的企业 (或市场) 。Singh (2001) 认为以往的创业研究缺乏清晰的边界和独特的变

量。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可以是支撑创业这一独特领域的概念 ,而且应该成为该领域研究

的核心问题。以往创业研究中的经典问题“谁是创业者”现在可能被替换成“什么是创业机会”。

三、创业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及其评析

创业理论学派众多 ,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和前提假设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争论。其中比较重要

的争论有四个 ,即创业的形式 ,创业者的风险 ,创业者的天赋 ,和创业研究的“身份”。我们试图评析

这些争论并给出自己的观点。

11 创业是否需要建立新的组织

很多人认为创业就是开办一家新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 ,或者认为创业就是新创企业由小做到

大的过程。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创业者。Singh (2001) 认为创业需要建立

一个新的企业 ,并认为追求创业机会的主体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寻求利润的、潜在的新创企业”。

微软公司的董事长 Bill Gates 认为创业者的真正定义是“创办新企业的人”(Willax ,2000) 。然而 ,大

多数学者认为创业不仅仅局限于创办新企业的活动 ,即使在现有企业中也存在着创业行为。创业

者既可以指新创企业的创办人 ,也包括现有企业中的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首先 ,基于熊彼特的观点 ,我们认为创业的本质在于创新 ,创业者的功

能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的范围比较广泛 ,可以包括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生产工

艺创新和业务流程创新 ,市场端的创新 ,供应端的创新 ,还可以包括企业组织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 ,

产权创新等等方面。创新的程度和手段也可以有所差别 ,包括根本性的创新和渐进性的创新 ,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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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模仿创新 (傅家骥 ,1998) 。至于创业的外在表现形式 ,我们认为既可以是创立新企业也可以

在现有企业内部进行 ,既可以设立新的组织 ,也可以不设立新的组织。

我们进一步认为 ,没有任何创新的企业活动并不是企业。根据德鲁克的观点 ,仅仅是开张一家

“既没有创造出新的令人满意的服务 ,也没有创造出新的顾客需求”的熟食店 ,这不是创业。而像麦

当劳那样的 ,运用管理概念和管理技术 ,使产品标准化 ,设计出生产流程和加工工具 ,制定了各阶段

的工作标准 ,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开拓了新的市场 ,招徕了新的顾客 ,才算得上创业和

具有创业精神。(德鲁克 ,1985)

其次 ,我们把创业看成是企业管理的一种手段和指导思想。在不同企业的管理和发展的过程

中 ,甚至在同一个企业中 ,可以采用多种思维方式来指导企业的行动。例如 ,战略管理是一种管理

思想 ,它以培养、增强和利用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导向 ,这些优势涉及到产品的正确定位 ,企业资源

与能力的有效利用 ,与其他企业的竞争合作关系 ,等等。类似的 ,创业也是一种管理思想 ,它强调通

过创新、变化 ,把握机会和承担风险而创造价值。我们认为创业是一种无论是新创企业还是现有企

业都可以采用的管理思想。

此外 ,从实际情况来看 ,现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更需要弘扬创业精神才能赢得更多的利润和企

业长久的发展。在创立初期 ,企业一般都比较强调变革与创新 ,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壮大 ,企业将

逐渐染上“大企业病”,表现为机构臃肿、部门林立、等级森严、程序复杂、官僚主义严重、反应迟钝、

效率低下。100 年前入选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的第一批美国最重要的 30 家大企业 ,如今只有通

用电气公司一家仍留在其中。又“大”又“老”的通用电器公司之所以能够保持充沛的活力 ,其根本

原因在于它独特的创业式管理。1981 年上任至今的通用电器公司第八任总裁韦尔奇 (Jack Welch)

把通用电器公司治理成“精力旺盛、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使企业爆发出强大的活力。中国的企业

也正在探索着创业式的管理 ,例如很多企业提出了“二次”创业、“三次”创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联

想集团则提出了“我们永远不变的是变化”的理念 ,并“不断地”准备打一场艰苦的创业战。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创业既包括新企业创业又包括现有企业创业 ,但最近大量的创业研

究是基于新创业的。尽管如此 ,基于新创企业研究所得出的方法 ,特别是所得出的管理思想还是可

以应用到现有企业的创业管理之中。

21 创业者是否承担风险

创业者的风险问题是学术界较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风险”学派十分强调创业的风险问题 ,认

为它是创业者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而创业利润正是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者的补偿。但是

熊彼特 (1934)明显反对创业者承担风险的观点 ,他认为应该将“创业者”和“资本家”区分开来 ,而且

“创业者从来不是风险的承担者”。即使创业者在企业中投入了一定的资金 ,“那他也只是以资本家

或者商品拥有者的身份 ,而不是以创业者的身份 ,来承担风险。”

我们认为创业是有风险的 ,创业者承担风险而且是比较高的风险。

首先 ,对于创业企业和创业活动本身来说 ,无论是新创企业还是现有企业的创业活动都承担着

巨大的风险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 ,认识风险和化解风险已经成为创业活动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 ,即使是在比较成熟的大企业创业活动中也不例外。很多公司都在积极倡导“危机意识”:例如

微软公司提出 ,“微软离破产只有 18 个月 ,微软总有一天会被取代 ,我们的任务就是推迟这个日

子”;联想集团提出 ,“联想要长远地发展下去 ,每个联想人都必须要树立自己的危机意识 ,居安思

危 ,放下从前的成就 ,培养我们白手起家、从头再来的本领”。

其次 ,无论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是否投入了物质资本 ,他都是要承担创业风险的。根据现代企

业理论 ,我们可以把企业中的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或称为非人力资本)两大类 ,而企业可

以看成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周其仁 ,1996) 。物质资本投入者索取物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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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回报 ,人力资本的投入者索取人力资本的回报。创业者是企业中从事高智力活动的典型的人

力资本所有者 ,因此 ,即使创业者不承担物质资本风险 ,但还是承担着人力资本的风险。尽管有些

学者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使得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性 ,因此人力资本往往会采用“偷懒”的

方式“虐待”非人力资本 (张维迎 ,1996) 。但是 ,我们认为 ,当存在比较发达的高级劳动力市场时 ,人

力资本由于具有相当大的机会成本和信用成本 ,因此也具有相当大的抵押性 ,从而使人力资本“不

容易”虐待非人力资本。其一 ,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任何人做事情

时都会面临机会成本 ,人们只有在当前收益大于机会成本时 ,才可能选择从事现有的工作。越是高

级的人力资本 ,他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他必须努力工作以便使得他的收益不至于低于他的机会成

本。从这个意义上说 ,人力资本是以其机会成本作为“抵押”的。其二 ,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

本有着巨大的信用成本。在当今时代 ,信用对于高级人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某种程度上 ,

信用本身就代表着价值。我们知道 ,人力资本的价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高级人才只有做出优秀的

业绩才能使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保值升值。如果人力资本采用“偷懒”方式“虐待”非人力资本的

话 ,在短期内可能使个人受益 ,但在长期上必然导致个人信用的降低 ,因而会导致自己的高级劳动

力市场上的价值降低。“偷懒”行为虽然在表面上“虐待”了非人力资本 ,但最终还是“虐待”了人力

资本自身。熊彼特的观点有着历史的局限性 ,主要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企

业理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31 成功的创业者是否一定需要具有天赋

这个争论主要存在于“认知”学派和“管理”学派之间。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 ,“认知”学派认

为创业者在心理特性上与普通人有所不同 ,而“管理”学派认为创业是一种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学会

的管理方法。

我们认为创业者需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知识 ,同时需要具有较高的认知特性 ,特别是具有较强的

心理素质。但我们认为心理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可以而且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从大量的创业

案例中可以看到很多失败是由于创业者的管理不善造成的 ,因此系统地总结、研究和学习关于创业

的管理知识有助于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有很多的案例表明创业者的心理特性 ,特别是心理

素质的欠缺而导致了在关键时刻决策失误或者把握不住机会。所以还应该通过后天的训练使创业

者的认知特性和心理素质得到不断改善 ,以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从宏观上看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科技经济已经明显呈现出创业型经济的特征 ,创业已经渐

渐成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 ,而不再仅仅是少数“天才式”人物的事情 ,创业型经济呼唤着更多创业者

的出现。从微观上看 ,无论是创业者还是投资者都需要关注创业者的管理技能和心理特性。一般

来说 ,创业者更关心自身的管理技能 ,而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很强调创业者的综合素质 ,也包括

一些很难量化的“心理天赋”。我们反对“神化”创业者的倾向 ,这种倾向往往会打击潜在的创业者

的创业信心 ,也会使取得初步成功的创业者头脑发热 ,还可能妨碍投资者正确识别影响创业成功的

其他因素 ,继而失去潜在的优秀创业者。我们认为创业者不需要很强的天赋 ,但需要具备一定的心

理素质 ,更需要学习创业管理的知识并不断培养创业素质和创业精神。

41 创业研究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这个话题是近来争论的热点 ,特别表现在“战略”学派与“机会”学派的争论之中。“战略”学派

基于整合创业与战略管理的考虑 ,认为创业研究不应成为一个单独的学术研究方向。而“机会”学

派提出了将创业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设想。

第一 ,创业研究需要一个理论框架。Shane 和 Venkataraman (2000) 认为如今用来构建创业研究

的仅仅是一些特征 ,如小企业或新创企业 ,而没有一个独特的概念框架。但是 ,对于一个有效的社

会科学领域 ,必须有一个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概念框架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一系列的实证现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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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就很难确认相关学者在该领域内的独特贡献 ,而且还会影响对于许多重

要现象的理解。甚至这个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会仅仅作为一种“研究的设定”或“教学的应用”而被

排斥在学术之外。目前创业研究领域还没有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

第二 ,创业研究不应该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一部分。Shane 和 Venkataraman (2001) 认为 ,将创业

整合到战略管理之中会妨碍创业领域的学者广泛借鉴利用其他研究领域的能力。而且 ,这种整合

也会迫使创业研究的学者不得不面对战略管理的中心问题 (如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等等) ,而不是

创业的中心问题 (如创业机会和创新等等) 。此外 ,创业也不应该整合到其他研究领域 ,如经济学、

社会学、心理学、金融学、技术管理、组织行为等 ,等等。其他研究领域的理论框架对于创业现象的

解释是远远不充分的。

我们基本上同意“机会”学派的上述观点 ,创业研究应该发展成一个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我

们再补充一点 ,创业研究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下一节中 ,我们将详细论述创业研究应该综合

借鉴创新理论、风险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 ,对于创业研究的定义、内容和理论架构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创业

研究之所以拥有众多的学派 ,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所在的研究领域不同 ,即使相同领域的学者 ,由于

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尽相同 ,他们强调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试图给出一个基于经济管理领

域的创业研究的理论架构。

四、创业理论的架构设计

我们所提出的架构 ,包括创业研究的目的和所涉及的领域 ,创业的定义 ,创业者的定义 ,以及创

业理论架构的维度等问题。

11 研究创业的目的

回答这个问题是进行创业研究的基础。创业是特定阶段的短暂行为呢 ,还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经济行为 ? 为什么在以前的研究中创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而在当今时代却成为热点 ?

我们认为创业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 ,不仅如此 ,创业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现实

中的经济总是在“不均衡的状态”下运行 ,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其他类型的变化就会不断地提

供新的信息 ,这些信息将影响到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 (熊彼特 ,1934) 。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实现了

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 ,并且把资源和要素 ,包括人的创造性的劳

动 ,转化成具有更高价值的形式增进了社会财富。同时 ,“经济中时间和空间上缺乏效率的现象被

发现和减轻”( Kirzner ,1997) 。

之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创业研究的位置 ,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经济”为假

设的前提。在这种均衡的经济中 ,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函数 ,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只是价格的竞争 ,

当然也就没有以创新为本质特征的创业活动的地位了。然而 ,“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

织形式的竞争 , ⋯⋯这种竞争比其他竞争有大得多的效率 ,犹如炮轰和徒手攻击的比较”(熊彼特 ,

1942) 。当今的经济已经被冠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高科技经济、新经济等一系列的名称 ,其本质

上是一种以高智力劳动为特征的经济 ,与从前的以低智力劳动为特征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

现实的发展日益印证了熊彼特的观点 ,“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创业将在这

种结构性的变化中发挥出核心的作用。

此外 ,当今经济中人自身的发展和人力资本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 ,创业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关

注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Zahra ,Dess ,2001)

21 创业的定义

任何一项研究的系统性展开 ,都是从对它的定义开始的。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 ,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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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给创业下了大量的定义 ,然而其中有些定义并不是基于系统性地研究创业理论而作出的 ,因

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局限性。

我们认为 ,创业是企业管理过程中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对这个定义我们给出五点说明。

首先 ,这个定义将创业研究界定于经济管理领域 ,因为我们所关注的创业现象主要发生在赢利

性的企业中。尽管在其他领域 ,如德鲁克 (1985) 所说的教育、医院 ,甚至是科学研究、政治军事领

域 ,也可以发扬创业精神 ,但它们不在我们研究架构的讨论之列。

第二 ,创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活动。本文已经多次论述了这个观点 ,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 ,创业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作为对前文中观点的补充 ,我们认为虽然市场有效性在逐渐

提高 ,信息可得性也在逐渐提高 ,然而创新的不确定性却增大了 ,创业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当

今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化 ,随着跨国公司的商业触角伸向了全球各个市场和各国贸易壁

垒的逐渐打破 ,全球市场的有效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一方面使创业者失去了很多以往的创业

机会 ,同时也给创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增大了创业的风险。计算机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

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创业者获得信息更为方便和迅速。信息的丰富虽然可能会降低创业的风

险 ,但不同创业者之间所了解到的社会信息的差别将变得越来越小 ,这会逐渐消除个别创业者凭借

社会信息的优势进行创业的可能 ,在总体上会加剧创业的难度和竞争的风险。当前的创业大多发

生在高科技产业 ,如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等 ,更多是凭借创业者的高智力劳动进行的 ,高智

力劳动使得创新过程更难以把握 ,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更大 ,这也会加剧创业的风险。

在这里我们给出创业者的定义 ,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创业者的“狭义”定义是指参与创

业活动的“核心”人员。这个定义避免采用“领导者”或“组织者”的概念 ,因为在当今的创业活动中

“技术”的含量越来越大 ,离开了核心的技术专家很多创业是无法进行的 ,核心的技术专家理应成为

创业者。事实上 ,很多创业活动最早都是由拥有某项特定成果的技术专家发起的。创业者的“广

义”定义是指参与创业活动的全部人员。“广义”创业者的理念更多地体现在企业对于员工的号召

上 ,企业号召员工发扬创业精神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之中 ,为企业做出更多创造性的贡献。需要指

出的是 ,在创业的过程中“狭义”的创业者将比“广义”的创业者承担更多的风险 ,当然 ,也会获得更

多的收益。

第四 ,创业活动是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实现的 ,我们把这里的企业管理过程广义地理解为机会寻

找及其后的管理过程 ,包括“预想企业阶段”和“实际企业阶段”。“预想企业阶段”指设计商业计划

和组织创业资源的阶段 ,“实际企业阶段”指创业机构正式运行后的阶段。对于新创的创业过程来

说 ,“实际企业阶段”包括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对于现有企业创业来说 ,“实际企业阶段”包括初

始期、发展期和成熟期。我们把“预想企业阶段”纳入企业管理过程的目的是想强调创业活动的实

干性和实现性 ,是想将“发明”或“梦想”与真正的创业区分开来。我们认为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即使

在做商业计划和组织创业资源之时 ,便已经开始了企业管理的活动。然而 ,“发明家”会停留在完成

发明之时 ,而“梦想家”只会停留在梦幻之中。

第五 ,这个定义指出了创业利润的三个来源 :即对于创新的回报、对于风险的补偿和对于企业

高效管理和运作的回报。对于创业利润的本质来源 ,各个学派有不同的见解。然而我们认为 ,创业

利润不能单独地归因于某一因素 ,而恰恰是对这三者的综合。

31 创业理论架构的维度

我们认为创业研究的理论基础应该由三部分构成 ,即创新理论、风险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创

业研究的体系包括创新、风险和管理三个维度 ,其研究内容应该沿着这三个维度独立和交互展开。

创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 ,可以以“创新”学派为基础 ,广泛吸收“机会”学派 ,“认知”学派和

“社会”学派的研究成果 ,以达到更高层次上的统一。例如 ,创业活动中的创新可以是以创业机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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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展开的。而“发现”机会和“利用”机会 ,甚至是“创造”机会 ,又是与创业者的知识素质、心理特

性以及他们与外界所结成的社会网络分不开的。

风险的维度。以往的“风险”理论对于新创企业的创业者研究不足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 ,信息经

济学等领域对于现有企业中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 ,可以借鉴这些相关的成果。近来随

着风险投资研究的深入展开 ,已经提出了一些从投资者角度对于创业企业的风险治理理论 (青木昌

彦 ,2000) 。但是从创业者角度出发的风险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比较少 ,因此还要加强从这一角度研

究 ,并与从投资者角度研究的理论相结合。

管理的维度。在这一维度中 ,可以综合“管理”学派 ,“领导”学派和“战略”学派的研究成果 ,使

创业跳出“神秘”和“不可捉摸”的观念而纳入企业管理过程 ,并使其成为企业管理中比较独特的管

理思想 ,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

创新、风险和管理三个维度的交互作用。这可以涉及到任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问题 ,例如 ,在不同的条件下或环境中 ,创新与风险二者的关系问题 ;创新与管理的冲突与融合 ;创

业风险防范、创业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 ,等等。还可以研究结合任何两者与第三者的相互作用 ,以

及三者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此外 ,对于创业管理的研究还可以从企业层次的微观创业研究、行业层次的中观创业研究和国

家社会层次的宏观创业研究等多角度多层次展开。

五、结论

本文在全面评析以往创业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并初步构建了创业理论的概念性框架体系 ,但还

留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阐明。这就是 ,什么是创业精神 ? 基于本文的创业理论 ,我们认为创业精

神就是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综合。我们推崇创新精神是因为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根本推动力 ;我们鼓励冒险精神是为了激励人们开拓进取不畏失败 ,同时也提醒人们时刻保持

着清醒的危机意识和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 ;我们强调科学精神是为了反对对创业活动的“神秘主

义”理解和提倡创业者科学实干的作风。以上对创业精神的定义及其内涵虽然是从经济管理领域

的创业理论所总结出来的 ,但其抽象的含义也可以移植到其他领域。当然 ,对于其他领域内的创业

理论 ,如果需要的话 ,还应另外作专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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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y Right and Industrial Orientation

Yang Canming

The scholars have assumed that there is an uniform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in their former studies. However ,in

fac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s in social economy. One is public property right ,

and the other is private property right . They apply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rivate proper2
ty right structure applies to those competitive and profit industries ,and the public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ap2
plies to those non2competitive and non2profit industries.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Chi2
nese state2owned enterprises are mainly faced with both some disorder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s and some disor2
der industry structures rather than unclear property right . In other word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ose competi2
tive and profit industries ,to which property right should have adapted inappropriately taken the structures of

public property right . So ,the key problem facing the Chinese state2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s that the industry

orientation has to be kept identical with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s.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an

Analysis of Its Conceptual Frame work

Lin Qiang ,Jiang Yanfu & Zhang Jia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involved many fields ,however ,no distinctive theoretic system had

even been formed.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terminology of entrepreneurship ,reviews eight schools of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analyzes four focal issues ,namely ,styles of entrepreneurship ,risk2taking of entrepreneur ,endow2
ments of entrepreneur ,and the“identity”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aper dis2
cusses the purpose of entrepreneurship study ,specifie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defines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innovative activities with high risk during th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n the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ree dimensions : innovation ,risk ,and business administr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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