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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效度是衡量实证研究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一直倍受研究者的关注。然而 ,在关于企业家领域

的研究中 ,研究历史演进的复杂进程和近年来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导致后续研究者在研究效度上遭遇一系

列困境。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元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就可能影响企业家研

究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相关因素进行逐一剖析 ,提出了解决相应问题的建议以供研究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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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 年来 ,关于企业家领域的研究一直是研

究者们关注的一个话题。然而 ,由于企业家研究演

进的复杂性和研究范式 ( research paradigm) 的多元

化 ,后续研究者在基于企业家研究整体框架实证中

的概念选择和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 难度加

大 ,并进一步影响了研究效度 ( research validity) 。

研究效度的提高作为实证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

作 ,却又常常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忽视 ,在研究报告中

对此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应有的交待。为此 ,笔者就

企业家领域实证研究的效度问题进行探讨。

1 　早期企业家研究演进的复杂进程

关于企业家的研究虽然是近年才成为科学研究

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企业家这一概念

却由来已久[ 1 ] 。“ent rep reneur”这一术语最早源于

12 世纪的法语 ,主要见于军事领域 ,其原意指当时

领导军事远征的人。进入中世纪后 ,这一术语开始

被用于描述管理生产项目的人[2 ] 。18 世纪后 ,随着

欧洲大陆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该术

语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1755 年 ,银行家

Richard Cantillon 在其著作《商业概览》中将“en2
t rep reneur”首次引入经济研究中 ,并赋予了与今天

的企业家相近的内涵。他认为每一位从事经济活动

的人都是企业家 ,这些人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并承

担价格风险 ,因而不能按固定价格买卖商品。Can2

tillon 对企业家概念的界定主要聚焦在自我就业上 ,

这是经济学文献中揭示企业家作为“风险承担的创

业者”特征的第一次界定 ,并将企业家作为影响经济

发展的一个角色来进行描述[3 ] 。然而 ,这一概念的

界定太过宽泛 ,以致 Long 认为这一时期关于企业

家的定义不仅可体现在传统的商人、贸易者和工匠

的身上 ,而且还与强盗和乞讨者的概念相似[4 ] 。

其后 ,以 Adam Smit h 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并

未对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予以应有的重视。

Smit h 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一书中指出 ,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仅

为劳动人口比例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 ] 。而

后来的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也只是把劳动、土地、资本

列为影响增长的三大因素。直到 1803 年 , J ean2
Baptiste Say 赋予“企业家”概念以“判断力”、“坚持

力”和“有监督管理才能”等特征 ,关于企业家的理论

研究才被进一步推动。其后 ,Marshall 从市场均衡

的角度出发 ,认为企业家凭借其创新力、洞察力和统

御力发现并消除市场的不均衡。他强调企业家是组

织、管理工商企业并承担风险的人。进入 20 世纪

后 ,随着企业家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主要力量 ,其推

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彰显 , Frank Knight 在其著

作《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中系统地阐述了风险和

不确定性的区别 ,并认为不确定性是独特的和不可

予以保险的 ,而企业家则是不确定性的决策者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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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技能存在于对不确定性的处理中[6 ] 。

1912 年 ,Jo sep h Schumpeter 在其代表作《经济

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关于企业家概念的全新认识。

他把生产手段的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其职

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7 ] 。他认为理

想的企业家是一个创新者 ,即那些创造性开拓市场

的人。他强调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 ,引入新组合 ,

将创新引入市场体系中以打破原有的均衡 ,建立新

的均衡 ,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他认为企业家

并不是风险的承担者 ,也不同于 Marshall 的界定 ,

强调企业家与管理者以及资本家都是有区别的 ,企

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 ,一般来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

状况 ,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

阶级。他认为企业家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国王 ,正是

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并通过不断

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

Schumpeter 的观点得到了他的追随者和那些

对企业家提出了选择性解释的经济学家们 (如以

Von Hayek 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们以及后

来的 Kirzner) 的传承和发扬。Kirzner 秉承了奥地

利学派的传统 (尤其是 Hayek 关于知识的分散性和

信息的不完全性思想) ,把企业家行为与职能置于市

场过程之中 ,认为企业家趋向均衡的调整职能和促

使信息交流的功能推动了新发现 ,并根据企业家在

市场中的表现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企业家要素”[8 ] 。

尽管在这样的背景下 ,企业家领域研究在基于

强均衡范式的经济科学研究中还是被相当大程度地

忽视 ,同时也一直远离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David

McClelland 是第一位基于行为科学理论对企业家

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 ,在其著作《实现社会》中 ,

McClelland 讨论了“为什么确定型社会比其他社会

更具动态”[ 9 ] , 他认为任何给定社会中那些流行的

规范和价值观念 ,特别是关于成就的需要 ,对社会的

发展非常重要。在大量基于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

中 ,McClelland 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成就需要和它的

经济发展相联系。他认为 ,企业家是一种促进社会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企业家具有高成就需要、强烈自

信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技能 ,他们更喜欢那种以适度

风险为特征并承担个体责任的情境。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后 ,一些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从经济学

科以外的领域显示了对企业家的研究兴趣[10 ] ,他们

纷纷加入到关于企业家现象的科学探讨中 ,使得关

于企业家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而丰富多彩。至此 ,

实证研究成为企业家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手段。

2 　近年来研究范式与企业家概念的多
元化

　　根据 Cornelius、Landst rÊm 和 Persson 在“社会

科学引用索引”( Soci al S ciences Ci t at ion I ndex )

对包含有“ent re2”一词从 1986 年到 2005 年的学术

性论文进行检索 ,一共搜索到 151560 篇文献 ,其中

期刊出版物类的文献 65565 篇 ,这充分反映了企业

家研究领域在近 20 多年来的兴盛程度。由于大量

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涌入企业家的研究领

域 ,形成了在该领域多范式研究的结构 ,但对于形成

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则渐行渐远 ,从而阻碍了进一

步的研究发展。Cornelius 等人对这些文献进行了

整理 ,并对 20 年来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方向做了归

纳 ,具体见表 1[11 ] 。

表 1 　1986 —2004 年企业家理论研究动态

1986 —1990 1993 —1997 2000 —2004

种族创业精神 种族创业精神 种族创业精神

经济学和创业精神

经济学和创业精神

地区开发

创新

风险资本

创新和地区开发

创业精神的过程观点 创业精神的政策研究

就业和地区开发 自我就业

社会学和资本主义

公司创业精神
公司创业精神和资源

管理

折衷主义群体 折衷主义群体 折衷主义群体

　　由表 1 可知 ,企业家领域的研究已由原先只在

经济学研究范式下进行 ,转而进入到多个学科、在多

种研究范式下进行。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 ,主要研

究流派从 5 个发展为 8 个 ,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

化趋势。在这些流派中 ,彼此的传承关系较为明显

的 ,在表 1 中处于同一行 ;而与之前研究的传承关系

不太明显的一些流派 ,将其单设为一行 ,如“社会学和

资本主义”和“公司创业精神”这两个流派。这表明企

业家领域的研究不但在原有的流派中得到了不断丰

富 ,而且还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衍生出新的流派。

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 ,我们还能发现 ,这

些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主要从个体特征和环

境影响两大维度对企业家现象进行探讨 ,而在这两

个维度内不同的研究者又分别从企业家的心理特

质、统计特征、社会网络、地域特征、文化和制度的视

角对企业家领域进行探讨 ,具体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 ,企业家领域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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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企业家领域的研究步入了一个“丛林时代”。

这些身处“丛林”的研究者都从自己对企业家的理解

去定义企业家 ,试图对企业家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

解释。

表 2 　关于企业家领域不同维度的研究情况

研究思路 研究维度 代表研究者

企业家个体

环 境

统计特征
Cooper 等 [12 ] ;Bates [13 ] ; Carr [14 ] ; Delmar 和 Davidsson [15 ] ; Alsos 和 Kolvereid [16 ] ; Rosa [17 ] ; West head 和

Wright 等 [18 ]

心理特质
McClelland [19 ] ;Bird [20 ,21 ] ;Bird 和 Jelinek [22 ] ; Krueger 和 Carsrud [23 ] ;Boyd 和 Vozikis [24 ] ; Carter 等 [25 ] ;

Delmar 和 Davidsson

社会网络 Birley [26 ] ;Aldrich、Rosen 和 Woodward ;Johannisson [27 ] ;Larson 和 Starr 等

地域特征
Shapero 和 Sokol [28 ] ; Bull 和 Willard [29 ] ; Reynolds 等 [30 ] ; Bruno 和 Tyebjee [31 ] ; Bygrave 和 Hofer [32 ] ;

Dana、Davidsson [33 ] ; Hawkins [34 ] ; Pennings [35 ] ; Phillips [36 ] ; Young 和 Welsh [37 ] ;Zahra 等 [38 ]

文化
Hof stede [39 ] ; El2Namaki [40 ] ; Huisiman [41 ] ; Husiman 和 de Ridder [42 ] ; Mc Grat h、MacMillan 和 Schein2
berg [43 ] ; Peterson [44 ]

制度 Anderson 等 [45 ] ;Malik [46 ] ;Roy 等 ; Tan [47 ] ; Friedman [48 ] ; Hadden2Cave [49 ] ;Chen 等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近年来 ,一些研究者尝试从多维的角度去构建

企业家研究的整体框架 ,以发现一条走出“丛林”的

途径 ,然而传统研究中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充满

矛盾和歧义 ,让人难觅其踪。Robert D1 Hisrich 曾

对企业家术语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在具有代表性

的研究中 ,仅关于企业家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就达

13 条之多。我们在 Robert D1 Hisrich 的分析基础

上 ,综合以往的文献 ,对关于企业家术语的主要定义

进行了总结 ,如表 3 所示。

表 3 　企业家术语内涵的发展和变化

时 间 研究者 定 义

12 世纪 领导军事远征的人。

中世纪 负责管理生产项目的人。

17 世纪早期 承担收益风险和与政府的固定价格合同损失的人。

1755 年 Cantillon 面对不确定市场并承担风险的自我就业者。

1797 年 Beaudeau 承担风险、计划、监控、组织和所有权的人。

1803 年 Say 企业家的收益与资本收益的人不同。

1876 年 Walker 与那些提供资本并收取利润的人和那些依靠管理能力获得收益的人相区别的人。

1890 年 Marshall 组织、管理工商企业并承担风险的人。

1907 年 Myers 兴趣只在剥削劳动力和消耗资源上的强盗男爵。

1912 年 Schumpeter 打破旧的市场均衡、创造性地开创市场的创新者。

1921 年 Knight 不确定性的决策者。

1937 年 Ely 为了个人收益运作企业的人。

1961 年 McClelland 具有高成就需要的适度风险承担者。

1964 年 Drucker 最大化机会的人 [50 ] 。

1970 年 Collins
不情愿和不会向任何权威屈服并与之一道工作的人 ,他们不会与他们的家庭和同事和睦相处 ,是不值

得欢迎的人。

1973 年 Mintzberg 通过改变开始去寻求改善组织的人 [51 ] 。

1975 年 Shapero 承担启动和组织一些社会和经济机制 ,并接受失败的风险。

1976 年 Michael 狡猾的、秘密的、带着一种强烈的剥削、自我陶醉和残酷成性的独裁主义倾向的丛林战斗者。

1977 年 Vries 被拒绝或边缘化的人。

1980 年 Vesper 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商人和政治家所看到的企业家的不同。

1983 年 Pinchot 内企业家是已经建立的组织内部的企业家。

1982 年 Vesper 协调资源去创造利益的人 [52 ] 。

1985 年 Hisrich
在必要时候献身的价值观和努力 ,承担伴随的金融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风险 ,并接受货币和满足感的

结果回报去创造不同的东西的人。

1987 年 Rumelt 利用新奇的元素创造新企业的人 [53 ] 。

　　资料来源 :笔者在 Robert D1 Hisrich 分析的基础上 ,综合以往的文献 ,对主要的企业家术语定义的观点进行归纳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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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 可以看出 ,传统学者关于企业家的界定

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

的。不同研究者对企业家概念的界定各具特色 ,除

了多数对企业家的肯定性界定外 ,也有一些负面的

界定。如 Myers 认为 ,企业家是兴趣只在剥削劳动

力和消耗资源上的“强盗男爵”。心理学家 Michael

Maccoby 则将企业家描述为“丛林战斗者”,其以“狡

猾的、秘密的、带着一种强烈的剥削、自我陶醉和残

酷成性的独裁主义倾向”为特征。当然在企业家研

究中的这些负面的形象主要聚焦在企业家的特征化

上 ,而不是聚焦在企业家的经济功能上的。但是 ,在

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却又大多是根据其经济

功能从宏观层面进行界定的 ,缺乏对微观层面企业

家研究的指导性建议。

同时 ,即便在微观研究领域 ,对于企业家概念的

界定也不一致。心理学家主要从心理特质上对企业

家进行界定 ,而管理学者则强调企业家在现实社会

中拥有的身份。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 ,企业家主

要是指拥有企业家能力并进行企业运营的人 ,而

Hisrich 则坚持认为企业家除此以外还应该是企业

的创建者。Pinchot 将企业家的概念引入到组织内

部 ,进一步提出内企业家的概念 ,认为组织内部从事

创新活动的人都是企业家。Drucker 则强调今后的

世界应该是一个人人都是企业家的创业型社会。这

些界定使得企业家这一概念充满模糊性 ,常让后续

研究者在实证研究中的概念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感到

迷茫。

3 　企业家领域实证研究的效度弱化问
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原因 ,在企业家的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

首先遭遇的通常是研究中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2
tion)和操作化问题。概念化是指在研究中通过赋

予某个特定术语一定内涵的过程 ,即将研究者通过

在现实世界中的观察和感受所得的心像图景用一个

特定的术语表达出来的过程。由于传统关于企业家

的研究涵盖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范式 ,研究者要想得

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内涵往往十分困难 ,而概

念界定不清楚 ,要在实证中实现有效的操作化就更

难。与概念化的过程相反 ,操作化则指的是如何将

概念的内涵在真实世界中通过特定的研究规程展开

的演绎过程。操作化具体包括定义概念的变异范

围、精确化变异情况、界定测量的尺寸规格和定义变

量特性等阶段。由于传统关于企业家的研究大多是

在经济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进行的 ,对企业家概念

的特质表述较多 ,却缺乏对概念的操作化提供有价

值的尝试 ,因而实证研究中 ,对企业家概念化成了研

究者又一个必须涉及的新问题。在当前国内研究文

献中 ,多数作者对此通常一笔带过或含糊其辞 ,不做

更多交待。

如果概念化和操作化的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

决 ,其结果是研究的效度 (validity) 和信度 ( reliabili2
ty)必然受到影响 ,从而使得整个研究的意义受到质

疑。研究效度 (research validity)是指研究的有效性

和真实程度 ,通俗地说就是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

普遍性。科学研究中最怕的就是失去效度 ,尤其是

在实证研究中。基于前述原因 ,研究者在企业家领

域进行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在内部效度 (internal va2
lidity)还是在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上 ,都面

临着极大的考验。

在大多数研究中 ,研究者喜欢采用 Schumpeter

关于企业家概念的界定 ,即 :企业家是打破旧的市场

均衡、创造性开创市场的创新者。其原因是这一界

定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然而 ,Schumpeter 是从经济

学的范式对企业家进行界定的 ,这一概念以创新为

作为企业家的判断标准 ,其内容太过宽泛 ,且缺乏操

作化的说明 ,从而使得这一界定在实证研究中缺乏

具体的衡量标准。那么 ,实证研究中的企业家样本

特征应该如何界定 ? 换句话说 ,到底哪些人才算是

企业家 ? 是不是每一个新企业的创业者都是企业

家 ? 这是研究者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David

B1 Audret sch[54 ]通过对美国小企业的研究认为 ,在

所有的新企业中大约有稍多于 3/ 4 的企业能够在 2

年以后继续存活下来 ,仅有少于一半的企业能生存

超过 6 年 ,仅有 1/ 3 的企业能在 10 年后继续生存。

Ronstadt 则认为 ,在所有新企业中仅有 25 %的企业

能生存超过 7 年或更长时间。Hudson[55 ] 的研究则

表明 ,公司破产率在 3～5 年内将经历一个峰值 ,然

后逐渐下降。David S1 Evans [56 ]的研究表明 ,企业

存活的可能性一般随着其年限的增加而递增。他坚

持认为 ,企业家的理想样本点应该是成功运作一个

企业达 7 年或更长时间的人 ,他在企业内拥有 50 %

或更多的权利 ,并是组织管理中的一个活跃的角色。

为此 ,我们建议选择在企业运作中从事 7 年以上的

民营企业创建者作为企业家研究的样本候选者。而

那些创建新企业尚不到 7 年的人则作为潜在企业家

较为合适。

除此之外 ,在研究效度方面 ,由于企业家领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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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仍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威胁 ,我们将这些问题的成

因分析和对策建议一并表述如下。

311 　内部效度方面

内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可靠性 ,

即研究结果是否完全归因于自变量的操纵 ,是否真

实地反映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内在效度与无

关变量的控制有关 ,一个研究能有效地控制研究条

件 ,能清楚地解释研究结果 ,能合理地推论因果关

系 ,这个研究的内在效度就高 ;反之 ,一个研究不能

有效地控制研究条件 ,不能合理地推论因果关系 ,这

个研究的内在效度就低。一般来说 ,除了研究变量

以外 ,所有的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都是对内在

效度的威胁[57 ] 。

1)变量的清晰界定。研究中最忌讳的是变量的

混淆 ,各种因素互相干扰、互相作用 ,以至于无法确

切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家领

域研究一直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不同研究范式下的

研究方法差异极大 ,加之不同维度的研究方法对研

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相差较大 ,因而自变量

和因变量的界定清晰程度和方法选择都具有相当的

难度 ,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构效度 (con2
st ruction validity) 。为此 ,我们建议 ,研究者最好首

先在一种研究范式中展开研究 ,借鉴同一范式中前

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

问题。

2)样本的成熟度。成熟度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被

试自身成熟程度的情况。企业家研究中的对象主要

是企业家 ,企业家研究中往往需要对企业家的绩效

进行客观测评 ,企业绩效通常是测评的一个重要指

标。而现有企业的绩效情况与前几任企业经营者经

营的状况以及行业的景气程度相关性极高 ,如果研

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忽略对这一问题的考虑 ,则其内

部效度将受到极大影响。如前所述 ,我们认为如果

一位企业家在某一企业中作为主要运营者达 7 年或

更长时间 ,应视其为企业家研究样本的选择点 ,可结

合行业的景气情况和企业绩效对该企业家的绩效进

行评价 ,否则 ,必须在企业绩效中考虑企业自身的成

熟度的影响。

3)测量工具。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测量 ,这是企

业家实证研究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前在国内

的企业家研究中 ,无论是采用试验和准试验研究 ,还

是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进行研究 ,都会遇到两个

问题 :一是企业家们大多都很繁忙 ,很难有时间去配

合研究者 ;二是当前我国企业家的整体文化程度都

不高 ,多数企业家是高中以下学历 ,这样一来 ,研究中

那些原本就复杂的研究环节和概念往往难以得到企

业家们的恰当理解。因而 ,研究设计中语言的通俗易

懂是研究者不得不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 ,在问

卷设计中 ,我们认为研究者应该接受 Berdie 的建议 ,

尽可能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 ,而不宜采用选项太多的

量表 ,以免企业家们难以有足够的辨别能力。

4)选择性偏差。影响企业家成长的有不同维度

因素太多 ,另外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较

大 ,国内的企业家分布和发展状况极不均衡。这样 ,

在对企业家现象的研究中 ,当只涉及较少维度的因

素时 ,其他维度的因素就有可能导致测量的偏差 ,从

而混淆研究的效果。通常 ,一些研究者喜欢采用比

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思考。在这样的研究中 ,如果选

择的样本在几个维度上都存在差异 ,而研究的又是

少数或单一维度的影响因素 ,就可能出现一些外源

变量无法控制、组别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的情况。

要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者一定要尽可能做到对比组

别之间在其他各种条件上的均等或相似。

5)因果方向不明。在科学研究中 ,自变量是研

究焦点与核心变量 ,而因变量则是研究效标与评价

标准。分不清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研究不多见 ,但由

于企业家领域的复杂性 ,常导致研究设计的不确切 ,

致使在两个变量之间很难确定谁是因、谁是果 ,这种

现象在相关性研究中尤为普遍。一旦因果关系不明 ,

对研究结论的解释就会受到挑战。这样就需要做进

一步的因果研究设计来探讨其中的方向关系 ,通常采

用时间序列的分析办法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思路。

312 　外部效度方面

外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一般化和普遍化的程

度。具体说来 ,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类

似情景中的程度。如果能在实际研究以外的更大范

围获得相似的结果 ,研究的外在效度就高 ,研究结果

的解释与推论范围越广 ,研究的外在效度越高 ;如果

一个研究在相似的情景中难以重复 ,研究结果不能

推广运用到现实世界 ,那么这个研究的外在效度就

低。在关于企业家的研究中 ,外部效度面临的挑战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研究变量与情景难以叙述清楚。由于在现实

情境中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因素很多 ,而且不同因素

之间的干扰也较大 ,因而有效地界定研究变量往往

难以实现 ,研究情景也不易交代清楚 ;加之研究方法

众多 ,他人常难以知晓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也无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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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适用范围 ,研究的推广解释

就受到限制。因此 ,在研究设计过程中 ,必须界定研

究变量 ,认真下好操作性定义 ,规定研究的情景和条

件。

2)取样的偏差。由于研究者的能力和社会关系

的限制 ,要想获得众多的企业家样本往往很有难度 ,

于是研究者常根据自己取样的方便性去获取样本。

这样得来的样本往往缺乏代表性 ,也无法将研究结

果类推到样本以外的人群 ,从而影响研究的外在效

度。同时 ,样本必须要有一定的量才会有足够的代

表性 ,如在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企业家进行研究时 ,

大多数模型需要至少 100～200 个样本点[58 ] ,这对

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来说是很有难度的。为此 ,从一

些 EMBA 和 MBA 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或借助

一些政府部门和商会的帮助 ,也不失为一种经济有

效的办法。

3)特殊事件的影响。正如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

似的一样 ,每位企业家的经历、时空条件更是千差万

别 ,有些差异的来源我们可以分析 ,有些我们根本就

没有认识到。在调研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

事 ,这些事是事先无法估计到但是却会影响研究结

果的。如果将这样的研究结果去推论解释一般情况

下无类似特殊事件时 ,则类推结果就会受到一定的

限制 ,因为我们无法证明会发生同样的特殊事件。

因而 ,在研究设计时 ,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研究条件

的相似性和可重复性 ,尽可能缩短实验的周期 ,减少

特殊事件可能的干扰。

4)被试与研究设计的交互作用。在关于企业家

的实证研究中 ,研究对象主要是企业家 ,然而他们之

间的个别差异往往很大 ,每个人的特质、经历都不

同 ,对于访谈和问卷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研究结果可

能只适用于解释某一种特征的人 ,而不适用于总体

中的全部成员。因此 ,研究者要尽可能做到在研究

设计中关注总体中各层次的差异 ,考虑研究结果能

否解释总体中的各个层次。

5)因变量的测量。因变量的测量是研究结果的

依据 ,因此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和测量工具成了决

定研究结果的关键因素。在对企业家的研究中 ,研

究者通常都会以多种指标来界定因变量 ,并且在各

种相关的测量工具中选择合适的进行测量。然而 ,

这些指标及测量工具在非研究的一般情景中未必都

能被了解或采纳 ,因此 ,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就受到限

制。另外 ,不同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反映了看问题的

不同角度 ,同时也影响到数据所反映的现象的不同

方面 ,对形成的研究结果也会有影响。

客观而言 ,任何一个实证研究都存在研究效度

的问题 ,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我们之所以针对

企业家研究领域提出这一问题 ,主要是鉴于当前企

业家研究整体图景所特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为

此 ,我们特别将此问题提出 ,以期引起关注 ,并希望

我们所提出的建议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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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Validity of Empirical Study in Research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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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Research validity is a major indicator in empirical study1 However ,due to t he complex process of t 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various re2
search paradigms in recent years ,t he successor researchers are faced wit h a series of t roubles in research validity1 Based on t he literature review ,

t his paper analyzes all relative factors impac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lidities of ent repreneurship research by meta2analyses met hod ,and put 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solving relativ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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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Consumption in China’s

Poverty2stricken Areas

Wang Yuxiong ,Xiao Haifeng ,Zhang J 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 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 of national poverty counties in 2005 ,t 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 he in2
fluence of factors including incom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t 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 s in China’s poverty2st ricken areas1 The result shows t hat ,const ructing highways helps to increase rural resident s’consumption expend2
it ure ;expanding family scale may lead to t he decrease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f any family members works in urban area , t h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rural resident s are influenced by t hose family members working in urban area ,which can impact t he fami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

t he consumption level of Han nationality in China’s poverty2st ricken areas is higher t han t hat of minority et hnic group ;family st ructure has sig2
nificant effect s on rural resident s’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s well1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 s’con2
sumption in China’s poverty2st ricken areas ,such as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 s’incomes , accelerating t he inf rast ructure const ruction in rural are2
a ,changing t h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rural resident s as well as providing more support s for t h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et 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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