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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动态性与复杂性的加强 ,导致更多的企业采取创业导向战略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公司创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对

创业导向的维度进行探讨 ,然后对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其权变因素进行评述 ,最后对新兴的四种

研究情景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创业导向 ;企业绩效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8) 04 - 0035 - 05

收稿日期 :2008 - 01 - 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70233003)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劳

动成本与企业竞争力”

作者简介 :姚先国 (1953 —) ,男 ,湖南华容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与人力

资源管理、经济转型理论与经济改革 ;温伟祥 (1975 —) ,男 ,浙江玉环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

向 :创业管理、战略管理 ;任洲麒 (1972 —) ,男 ,贵州印江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企业家理

论、创业管理。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 ,企

业依赖现有业务获取未来的现金流变得越来越不确

定。企业若要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必须比竞争对手

更具创新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在识别商业机会、开发

新技术和新产品、成立新的组织进入新的市场等活

动中。这些活动总体上被称为公司创业活动 ,致力

于创业活动的企业被称为创业型企业[1 ] 。创业型企

业有什么本质特征 ? 如何有效激发企业的创业精

神 ? 公司创业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 这些是公司创业

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 ,已经逐渐形

成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公司创业研究[2 ] 。

公司创业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公司创业已经成为国际上主流管理

学期刊关注的热门话题 ,在《Journal of Manage2
ment》和《St 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时有专

辑讨论公司创业问题。本文旨在对有关创业导向

( Ent rep reneurial Orientation)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相

关文献进行评述。本文认为 ,在日趋动态复杂化的

环境中 ,公司创业研究不能仅仅把研究对象聚焦于

大型企业 ,几乎所有的企业均需要保持创业精神才

能实现持续成长。因此 ,本文最后对公司创业的四

种新的研究情景进行简单总结。

1 　创业导向的维度

创业导向是企业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实现组

织层面的创业活动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与承诺 ,反

映了企业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创业行为来实现不断增

长的决心与态势 ,是一个衡量保守型企业到创业型

企业的连续变量[3 ] 。创业导向通过两个层面来对公

司创业活动进行测量 ,一是创业导向的大小反映了

企业致力于公司创业活动的强度 ,二是创业导向的

维度反映了公司创业行为的特征。目前 ,学者们对

创业导向的维度界定仍存在分歧。

Miller [3 ]把创业导向分为创新性 ( innovative2
ness) 、风险承担性 ( risk2taking) 和先动性 (p roac2
tiveness)三个维度 ,认为一个企业在公司创业活动

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三个维度的特征。其中 ,创新性

是指企业支持创造性活动和试验的意愿 ,如企业引

进新产品/ 服务、开发新工艺、实施技术领先战略的

意愿[4 ] 。创新性一直被认为是公司创业的本质特征

而受到持续的关注。风险承担性原是用于区别创业

者和雇员的特征 ,被 Miller [3 ] 用于区别创业型企业

与保守型企业的差异 ,也被定义为企业把大量的资

源用于高风险活动的承诺与意愿[5 ] 。先动性指预测

并对未来的需求率先采取行动 ,比竞争者更早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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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战略性地削减进入衰退期的业务单元 ,树立

品牌 ,获取先发优势[5 ] 。

Miller [3 ]及其追随者认为三个维度是密不可分

的 ,如先动性高的企业必将同时表现出高风险承担

性 ,因为先动性高的企业在追求机会的过程中大胆

尝试 ,勇于承担风险[6 ] 。一个创新性企业如果缺乏

风险承担性或先动性 ,只能采取简单的模仿战略 ,则

不能算是创业型企业。因此 ,他们在实证研究中通

常对三个维度加总或求均值来测量创业导向。

L ump kin 与 Dess[5 ] 则认为创业导向并不局限

于以上三个维度 ,他们在 Miller [3 ] 的基础上增加了

两个维度 , 即自治性 ( autonomy) 和竞争侵略性

(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 。自治性是指个人或

团队提出创意并实施行动的独立性程度 ,表现为员

工在利用机会时的自我掌控能力 ,以及资源的可获

得性。自治性与创业过程高度相关 ,是创业型企业

区别于保守型企业的特征。竞争侵略性是指企业通

过挑战竞争者实现市场进入 ,以提高市场地位 ,反映

了企业超越业内竞争者的倾向。竞争侵略性的一个

特点是快速反应 ,如企业受到竞争者的进入威胁 ,能

够迅速采取降价措施以应对竞争者的挑战 ,甚至不

惜亏损来捍卫其市场地位[5 ] 。

L ump kin 与 Dess[5 ] 认为创业型企业不必同时

具备以上五个维度的特征 ,在一定情景下 ,这五个维

度是可以相互独立的 ,并对企业绩效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如他们认为竞争侵略性表示公司对环境威胁

的反映 ,其可能是主动性的 ,也可能是被动的 (如捍

卫市场地位) 。主动性表现在侵略性地进入竞争对

手的市场 ,也可以是对竞争对手的侵略性行为的反

应 ,如提前降低价格。先动性则是企业主动预测并

对未来的需求做出实际行动的过程。因此 ,先动性

和竞争侵略性是两个独立维度[5 ] 。

与创业导向相关的另一种公司创业过程测量方

法是从行为类型来界定的。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研究把公司创业作为一种战略态势 ,因而通常利用

对高层管理者的倾向测试来衡量创业导向。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 ,Covin 与 Slevin[6 ] 提出了公司创

业的行为模型 ,把公司创业看作是其企业行为 ;

Gut h 与 Ginsberg[7 ]把公司创业行为分为创新与内

部风险、战略更新 ; Covin 与 Miles[4 ] 区分了四种公

司创业行为 :持续更新 ( sustained regeneration) 、组

织更新 ( organizational rejuvenation ) 、战略更新

( st rategic renewal ) 和领域更新 ( domain redefini2
tion) 。持续更新是指企业持续开发新产品/ 服务或

进入新市场 ;组织更新是指组织通过改变组织过程、

结构或能力以提高战略执行能力和竞争态势 ,主要

关注过程与管理创新 ;战略更新是指重新定义企业

与市场及竞争者的关系 ,从根本上改变竞争模式 ,其

目的是调节“组织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利用当前

的竞争优势的同时 ,注重未来竞争优势的获得 ;领域

更新是指企业先动性地创造出一个新产品市场领

域 ,目的在于建立先发优势[4 ] 。

以上两种公司创业过程测量工具基于不同的视

角 : Miller [3 ] 以及 L ump kin 与 Dess [ 5 ]的创业导向

维度关注公司创业过程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先动

性、自治性和竞争性侵略特征 ;而 Covin 和 Miles[4 ]

以及 Guth 和 Ginsberg[7 ]则是从企业的创新或风险

行为、战略更新等活动来描述公司创业过程。我们

认为这两种视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公司创业的各

种行为表现出创业导向的特征 ,创业导向体现在公

司创业活动中。

2 　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11 　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对于公司创业研究而言 ,最关键的一个基本命

题是 :企业层面的创业活动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

针对这一命题 ,国外学者展开大量的实证研究。随

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大多数研究验证了创业导向和

企业绩效的正相关性[8 ,9 ] ,但也有小部分研究结论

并不支持 ,甚至认为公司创业战略导致低绩效[10 ] 。

对此 ,L ump kin 与 Dess[ 5 ]认为结论差异主要来自于

研究设计及方法的不同。Hughes 与 Morgan[11 ] 指

出 ,大部分研究是基于 Miller [ 3 ] 提出的三个维度的

研究 ,而非从 L ump kin 与 Dess[5 ]的五个维度进行研

究。由于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是独立的维

度 ,Miller [3 ]等人的方法会导致对独立维度影响的

忽视 ,如他们只发现先动性和创新性对企业绩效有

贡献 ,而风险承担性与企业绩效则是负相关 ,竞争侵

略性和自治性与企业绩效也没有相关性。不同环境

下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维度结构 ,创业导向需要采

用独立维度 ,使研究成果得以在相同的平台上讨论

与交流。

212 　企业绩效的测量

公司创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在知识

经济时代 ,公司创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维度上需

要进一步扩展 ,仅仅关注赢利性和成长性等传统的

财务绩效已不适应于体现新经济时代公司创业对企

业绩效的影响。如 Dess 等人[12 ] 强调公司创业对增

63

技术经济 　　　　　　　　　　　　　　　　　　　　　　　　　　　　　　　　　　　　　 　第 27 卷 　第 4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加企业智力资本的重要性 ;L ump kin 与 Dess[5 ] 强调

了公司创业对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影响。此外 ,创

业导向可能对不同维度的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如企

业研发活动的大量投资 ,有助于企业进入新的市场

领域 ,提高新产品绩效 ,但研发花费了大量资金 ,可

能导致整体绩效的下降。

公司创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还存在另一个关键

问题 ,即公司创业绩效的时滞性问题。由于公司创

业战略是资源消耗型战略 ,可能在短期内会降低绩

效 ,但长期来看有助于绩效的提高 ,因此开展时间序

列研究是非常必要的[13 ] 。如 Zahra 与 Covin[9 ] 对企

业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跟踪研究。此外 , Wiklund[ 8 ]

研究了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可持续性影响 ,发现

创业导向对于企业长期绩效的贡献大于短期绩效贡

献。但目前大部分研究仅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检

验 ,今后的研究需要对创业型企业长期跟踪测量 ,才

能获得公司创业产生的真实绩效。

213 　权变因素研究

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权

变影响 ,L ump kin 与 Dess[5 ]把这些因素分为组织因

素和环境因素。本文认为公司创业战略研究仍局限

于原子主义的思维 ,忽视了企业网络对公司创业战

略的重要意义 ,如企业集群和战略联盟被认为有助

于公司创业活动的实现。因此 ,我们认为创业导向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需要研究第三类因素的影响 ,即

网络因素。下文首先对环境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进

行简述。

产业环境是影响公司创业战略的主要变量之

一。对于产业环境的构念 ,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选

择 ,主要包括动态性、敌对性、异质性等。环境敌对

性和动态性通常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有正向的调

节作用。如 Zahra 与 Garvis[13 ] 在对 149 家制造业

企业的研究中发现 ,公司创业与资产回报率和收入

增长具有正相关性 ,产业内竞争越激烈 ,创业导向和

企业绩效的正相关性就更强。除了产业环境之外 ,

企业所在制度、文化和经济环境均对公司创业产生

重要影响。如 Dickson[14 ]把创业导向看成是对复杂

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因素的战略反应 ,他利用 7 个国

家的 1691 家中小企业的数据 ,观察不同的宏观经

济、法律和文化对创业导向的影响 ,认为创业导向与

制度环境强相关 ,是企业领导对环境的感知和对企

业资源可获得性的综合反应结果。

由于最初的公司创业研究是以大企业为研究对

象 ,主要从企业的内部视角 ,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价

值观和心理特征、组织资源与能力、组织战略、组织

文化和组织结构等因素对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关系

的权变影响 ,使之与创业导向进行有效匹配 ,以获得

最佳企业绩效[5 ] 。如 Miller [3 ]证实了有机式组织激

发企业的创业活动 ;Covin 与 Slevin[6 ]认为企业的创

业活动依赖于其资源和能力 ,资源和能力提供了所

有组织行为的基础 ,也影响了公司创业的战略选择。

如 Wilkund 与 Shep herd[15 ]发现基于知识的资源对

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影响[15 ] ,

Hayton[16 ]发现智力资本与公司创业活动具有正相

关性。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公司创业行为不仅根植于

企业的社会文化环境 ,还根植于企业网络中[17 ] 。企

业网络为公司创业活动获取资源与信息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18 ,19 ] ,利用外部网络获取资源被 J arillo [20 ] 认

为是创业的精髓所在。但是已有的研究忽视了企业

网络对公司创业的影响。企业的网络结构嵌入性、

关系嵌入性和认知嵌入性影响企业公司创业战略选

择[21 ] ,但目前创业研究主要关注网络对个人层面创

业活动的影响 ,鲜有涉及已建企业的公司创业研究。

3 　公司创业的研究情景拓展

早期的公司创业研究关注如何激活大型企业的

创业活动 ,使其富有创业精神。90 年代中后期开

始 ,公司创业研究向各种情景拓展 ,如中小企业[15 ] 、

国际企业[13 ] 、新创企业[22 ] 、联盟企业[ 1 ] 、家族企

业[23 ]等。

311 　从大型企业到中小企业

最初的公司创业研究是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出

现的“大企业病”展开的[3 ] ,如效率低下、官僚作风、

企业家精神衰退、能力刚性等。随着环境的动态性

和复杂性加强 ,中小企业也必须加强创业活动以适

应环境变化。近年来不断出现以小企业为研究对象

的实证研究。如 Wilkund 与 Shep herd[15 ] 研究了小

企业的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验证了基于知

识的资源对公司创业绩效的贡献。Wassim 与

Alain[24 ]认为创业导向是小企业有效的战略导向 ,

是其他战略导向 (市场导向、技术导向和股东导向)

的综合反映。相对于大企业 ,小企业缺乏资源、技术

和能力 ,市场地位低 ,竞争力弱 ,小企业和大企业在

公司创业方面的最大差异在于后者更多地通过外部

网络来获取资源和信息以实现公司创业活动。

312 　从已建企业到新建企业

根据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 ,当企业进入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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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衰退期时 ,企业逐渐丧失创业精神 ,变得不图进

取。因此 ,20 世纪的公司创业研究大多是基于已进

入成熟期的企业 ,通常在企业样本选取上均要求企

业成立时间要超过一定年限。知识经济的到来不仅

对已建企业提出要求 ,而且对新建企业也要求其保

持持续的创业精神。但对于新建企业而言 ,由于其

成立不久 ,声誉资源、组织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本

资源特别匮乏 ,实施公司创业活动需要通过企业网

络来获取资源和信息[22 ] 。因此 ,网络战略与公司创

业战略的匹配成为该领域新的话题。

313 　从原子企业到企业网络

过去的许多相关研究拘泥于基于原子主义思维

研究公司创业战略 ,难以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网

络的高创业能力。目前 ,已有学者对企业集群和战

略联盟内部的创业行为进行研究 ,把公司创业研究

引入企业网络领域[1 ] 。如 Simsek 等人[21 ] 利用嵌入

性理论来解释企业的网络嵌入性与公司创业战略选

择的关系 ,认为企业所处的网络结构、关系的强弱、

认知的异同影响网络企业的公司创业战略 ; Teng[ 1 ]

利用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了公司创业活动受益于战略

联盟的内在机制 ,认为战略联盟能够提供公司创业

所需的独特资源 ,从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314 　从国内环境到国际环境

企业国际化经营速度加快 ,使得公司创业学者

把创业环境从国内环境拓展到国际环境 ,国际创业

成为当前的最活跃的话题之一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

企业在国际化运作过程中的创业行为。如 Zahra 和

Garvis[13 ]发现 ,国际创业会提高企业的总体绩效 ,

在高敌对性的国外市场进行公司创业更会提高企业

绩效 ;Zahra 和 George [25 ]提出了国际创业的整合模

型 ,认为可以用国际化程度、速度和范围三个维度来

测量国际创业 ,包括组织因素对国际创业行为产生

的最直接影响、国际创业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受战略

因素与环境因素的权变影响。

4 　结语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全球化的加速、网络化的

加强 ,企业的外部环境日趋动态复杂化 ,各类企业迫

切需要实施创业导向战略 ,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公司创业研究应时而生 ,成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尽管国际上有大量的实证研究 ,但是该领域还有大

量的问题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 ,如创业导向概念与

维度、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 ,不同情景下创

业导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是一个富有前景的研究问

题。

然而大部分的公司创业研究以欧美企业为样

本 ,国内对公司创业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开始 ,基于中

国企业的相关实证研究非常缺乏。与欧美企业不同

的是 ,我国企业还面临着转型经济带来的种种机遇

与挑战 ,同时我国的特殊社会文化环境给公司创业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如何给大型国有企业

注入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民营企业的二次创业 ,成

为目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因此 ,对于我国企业的创

业导向特征、创业导向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等问题的

研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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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Review of Foreign Research

Yao Xianguo ,Wen Weixiang ,Ren Zhouq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 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 As environment 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dynamic ,more firms adopt ent 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st rategy for sus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1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 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has been t he key issue of t 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 he field of corporate ent repreneurship since 1980s1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 he dimensions of ent 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 hen reviews t he re2
lationship between ent 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nd it s contingency factors1 Finally , it concludes it s four emerging research

scenarios1

Key words : ent 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 firm performance ; research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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