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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创业

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关系 ,就它们对机会识别、新企业创建和成长的不同阶段的影响进行了

评述和研究 ,总结了其中的机制 ,并指出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互相影响 ,不断形

成资本的积累和增值 ,进而促进或抑制新企业的成长绩效。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的创业过程整体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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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企业家和创业者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 ent repreneur ,本文所提及的企业家特指创业企业家。

　　创业者在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那么 ,创业者在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中到

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 创业者的哪些因素影响着

新企业创建的成功与否和其成长绩效 ? 它们是通过

什么样的机制发挥影响作用的 ? 这些一直是创业研

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

最初 ,创业研究大多关心的是个体创业者身上

的特质 (如创业动机、冒险精神、创新能力、自信心

等)及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研

究创业的学者们 ,他们强调创业者的认知、想像力等

主观因素。后来 ,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创业者的认知水

平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1 ] 。不过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

明 ,创业者的个体特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者们发现 ,现实经济中高潜力、高增长率的企业

大多是由创业团队而非个人建立的。随着知识经济

的兴起 ,高科技普遍发展 ,人们发现单 ,靠个人力量越

来越难以成功创业 ,创业团队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

此 ,学者们的关注焦点逐渐从单个创业者的特质转向

创业团队的人力资本特质 (包括异质性、多样性) ,再

进一步延伸到创业团队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创业活动的本质是 ,创业者围绕潜在机会来调

动和整合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源来创造商业价值的过

程 ,这些资源包括创业者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以及不容忽视的社会资本。现有的创业研究大多仅

关注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或仅研究其社会资本 ,而对

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较少 ,从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两方面来系统探讨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

作用的研究十分缺乏。

本文将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 ,在现有

国内外研究文献和笔者调研的基础上 ,分别对创业

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进行归纳总结 ,就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

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的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进行分

析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创业者的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创业过程分析框架。

1 　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构成
及其关系
　　创业者是新创企业的核心 ,对新创企业的创建

和后续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创业者的人力资

本可分为两种 :一般人力资本 (包括正规教育、工作

经历的深度、广度) ;特殊人力资本 (主要指创业者以

前的相关知识 ,特别是对消费者的了解、对市场的认

识、机会识别能力等) 。国内外有不少探讨企业家或

创业者①人力资本的文章 ,这里不再重复。

与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相对应 ,学者们也研究了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Bourdieu[2 ] 认为 ,“社会资本是

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 ,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

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

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Coleman[3 ] 的研究指出 ,社

会资本是一系列不同的实体 ,这些实体都具有社会

结构的某些特征 , 且能够促使结构内部的参与

者 ———不管是私人参与者还是组织中的参与者 ———

行使某种行为。Put nam[4 ]发现 ,社会资本是诸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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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家庭网络这类社会组织以及有关的规范和价值

观 ,它们具有能够给整个社会创造外部性的特征。

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与创业行为的研究主要是

从组织内和组织间这两个层次来进行的。边燕杰

等[5 ] 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认为企业通过纵

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是一种社会资本 ,它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

有直接的提升作用。他们还分析了企业的社会资本

及其功效 ,认为企业社会资本量受经济结构和企业

家能动性两大要素影响 ,对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

直接的提升作用。

虽然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有着独立的

发展和形成路径 ,但它们在创业研究领域中存在交

叉[6 ] 。Coleman 指出 ,社会资本产生于人们的相互

关系中 ,家庭内的社会资本 (亲代和子代间的关系) 、

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诸如社区、邻里因素) 和作为公

共物品的社会资本 (地缘环境、人与人的信任度) 都

会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所以 ,从这个

角度说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深刻影响着其未来人力

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 , Mosey 和

Wright [7 ]发现 ,创建大学衍生企业 ( spin2off ) 的学术

型创业者 (academic ent rep reneur) 之间的社会资本

的差别取决于他们先前是否拥有工作经验、是否参

与过创业以及是否在创业过程中拥有股权 ,而前者

实际上是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有过相关从业经

验的创业者一般拥有更广的社会网络 ,能够获取更

多的社会资本。另外 ,社会资本的多少与创业者所

在行业和学科关系密切。

我们可以把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

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总用图 1 表示。影响创业者人

力资本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教育经历、产业工作经

历和相关的创业经历 ;影响创业者社会资本的直接

因素主要包括创业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的地缘环境、

拥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创业团队所具有的其他特征

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些直接影响因素之间

会相互影响 ,成为另一种资本的间接影响因素 ,如创

业者生活的地缘环境会影响其接受的教育水平 ,而

教育经历又会对其拥有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产生

积极影响 ,创业者的创业经验也会导致其拥有更多

的社会网络等。

2 　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
不同阶段的影响

①　Granovetter 并没有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 ,但他所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

　　创业过程可分为机会识别、新企业创建 (核心内

容是资源整合和团队组建) 和新企业成长管理三个

阶段。下面 ,我们将对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在上述不同阶段的作用进行评述分析。

211 　对机会识别的影响

机会研究是创业研究的中心问题 ,创业过程就

是创业者围绕机会的识别和开发的一系列过

程[8 - 9 ] 。机会识别包括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10 ] 。

在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问

题上 ,Shane[11 ] 坚持 Hayek 的观点 ,即把机会识别

看做是一个关于信息在社会上分布状况的函数。他

通过对 MIT 的一个新发明 ———三维打印处理机的

案例研究发现 ,创业者先前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 (即

人力资本) 决定了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

Ardichvili 等[ 12 ]建立了一个基于创业者能力的识别

模型 ,认为创业者的警觉性 (alert ness) 越高 ,其识别

创业机会的成功率就越高 ,而创业者警觉性的高低

则与创业者个人特质 (如创造力和乐观等) 相关 ,成

功的创业机会识别有赖于社会网络的运用 ,创业者

的特殊爱好以及市场知识是成功识别创业机会的关

键。总体上说 ,创业者所具有的乐观态度和创造力

这两类特质都属于早期人力资本研究的范畴。创造

力常常被认为是创业者成功把握机会的最大原因之

一。Hills 等表明 ,90 %的被调查者认为创造力对于

识别机会十分重要。但是 , Shaver 和 Scot t [ 13 ] 的研

究没能发现创业者存在哪些与其他群体相差甚远的

特质使得他们更易识别创业机会。

在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方

面 , Granovet ter ①[14 ]引入关系强度的概念 ,描述了

个体成员组成关系网络的紧密和疏远程度。他以互

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 4 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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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系分为强关系 ( st rong ties) 和弱关系 ( weak

ties) ,认为弱关系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创业者发现更

多的创业机会 ,因为人们拥有更多的弱关系。Hills

等进一步验证了 Granovet ter 的观点 ,认为拥有更

加开放关系的创业者更容易识别机会。

可见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其识别创业机会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创业者

的社会资本在获得相关信息方面的作用。

212 　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

Timmons 认为 ,成功的创业活动需要将创业机

会、创业团队和创业资源三者进行适当匹配。其创

业模型的核心思想是 ,创业过程是一个高度的动态

过程 ,创业领导人需要使这 3 个核心要素在不同阶

段能相互匹配地组合在一起。Sahlman[15 ] 认为 ,创

业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握 4 个关键要素 ,即人和

资源、机会、交易①和外部环境 ,并强调了这些要素

之间的匹配性 ,指出了如何进行整合和协调是创业

过程的关键。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决定了其获取新

企业创建所需资源的能力。Kim 和 Aldrich[16 ] 通过

研究发现 :虽然个人的财务资源与其是否成为创业

者没有显著关系 ,但是从创业者个体来看 ,其获取资

源的能力决定了创业活动能否成功启动 ;创业者常

常通过社会网络获取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而那些拥

有丰富社会资本的创业者往往可借此得到较难获取

的资源 , 或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取得。Starr

等[17 ]认为 ,借助社会资本可以用低于市场价格的价

格来获取物质资源。Francis 和 Sandberg[18 ] 发现 ,

创业团队中存在的密切的朋友关系 (即社会资本) ,

会使创业者在开始创业时投入更多的个人财产。

Packalen[19 ]研究了创业团队的特征 (在行业中地位、

相关人员特征以及社会资本) 对团队获取资源能力

的影响。其所指的创业团队特征实际上是团队的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他认为创业团队的特征决定团

队的正统地位 ,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团队获取资源的

能力。Zimmerman 和 Zeitz[20 ]认为 ,组织正统性 (le2
gitimacy) ②是新企业获取其他资源的基础性资源 ,

这与 Packalen 的观点相似。组织正统性是一种关

于认可、互惠和渴望的社会评价 ,它们使企业更易获

取成长所需的资源 ,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名正言

顺”。这种创业企业更容易被客户和社会所认可 ,而

企业也更可能生存和发展。

资金是创业过程中要获取的最重要的资源之

一 ,也是创业资源及配置研究的焦点[21 ] 。信息不对

称问题是造成创业者外部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

一。为了解决创业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学者

们提出了创业投资合约理论 ,证明通过证券设计、控

制权分配、分阶段提供资本等手段 ,能够引导创业者

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方式做出非机会主义的自我选

择③。但是 ,合同设计难以完全消除创业者与外部

投资者潜在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创业者的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获取创业投资的过程中会发

挥着很大的作用。一方面 ,实证研究表明 ,创业者所

受的教育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团队获取风险资本 ,特

别是在高技术产业更是如此[ 22 ] ;而创业者的受教育

程度与他们所获取的资金规模正相关[ 23 - 24 ] 。Kap2
lan 和 St rÊmberg[25 ]进一步证明 ,先前的创业经验使

得新企业更容易通过个人渠道获取创业投资。在他

们所调查的创业投资机构中 ,60 %的机构都把成功

的创业经历作为他们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相应的

企业估值也会更高 ;而新企业估值的提高 ,则进一步

增加了创业者的人力资本[26 ] ④。另一方面 ,尽管创

业者的人力资本对于新企业融资有积极作用 ,但是

社会资本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的余地常常更大。

《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2007 年) 的研究结果充

分反映了这一点 ,即在创业者实际获取的外部资金

来源中 ,朋友或邻居是仅次于家庭的主要资金来

源[27 ] 。Shane 和 St uart 发现 ,与创业投资家有着直

接或间接沟通渠道的创业者在初始阶段更容易获得

创业投资。Steier 和 Greenwood[28 ] 的研究也表明 ,

如果创业企业是由他人推荐给投资者的 ,则企业无

论是从正式的创业投资机构还是从私人投资者那里

获得资金的几率都会大大提高。事实上 ,许多创业

投资交易都是通过网络关系中的其他人推荐而获得

成功的。除了与创业投资家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外 ,

创业者所在地缘环境中的社会联系也对创业资本的

获得有着重要影响[ 29 ] ,如基于社区的创业俱乐部和

媒体是创业者间交流及其与潜在投资者建立联系的

重要途径。此外 ,对于初次创业的创业者来说 ,他们

需要向创业投资家“发送”有关他们创业能力和质量

的信号。由于缺乏相关的创业“履历”,创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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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指交易的结构、制度安排和其他相关行为 (笔者补注) 。

国内一些研究创业的学者错误理解国外文献中的 legacy (合法性) 和 legitimacy (正统性) 这两个概念 ,把它们混为一谈 ,都称为“合法

性”,这是需要纠正的。

关于创业投资合约及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综述请参考曾勇等的研究。

上述结果同时也表明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形成的确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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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会倾向于相信这些能力和质量的信号的代理

变量 ,如创业者的战略合作伙伴或他们与创业高管

团队的密切联系。对于已创建并处于成长阶段的创

业企业 ,如果他们拥有出色的顾问管理团队和优秀

的天使投资者 ,那么这些都可以提供关于创业团队

实力的正面信息 ,从而为创业企业吸引更多的创业

投资[ 30 ] 。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团队创办的企业在存活

率和成长性两方面都显著高于个人创办的企

业[31 - 32 ] 。这是因为团队拥有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多

样化的技能和竞争力基础 ,可以形成更广阔的社会

和企业网络 ,有利于获取额外的资源。创业投资家

也经常把新企业创业团队的素质作为其投资与否的

最重要的决策依据之一。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对创业团队的组建也有重要作用。一方面 ,优

秀的创业领导人更有可能吸引优秀的人才来共同创

业 ;另一方面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创业团队的组建

和持续性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 ,Francis 和

Sandberg 发现 ,创业者之间存在朋友关系会有利于

创业团队的及时组成 ,同时密切的朋友关系会提高

成员对决策的参与度 ,使决策的过程更有效、决策质

量更高 ,并有利于减少决策过程中的情感冲突 ,减少

创业后团队分裂的可能性。

213 　对新企业成长管理的影响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企业成长和

绩效有重要影响。创业者拥有的人力资本作为新企

业的关键性资源 ,会对新企业成长过程的战略决策

能力和执行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影响其绩效 ;而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则对新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

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影响其绩效。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新企业成长和绩效产生正

向影响 ,这在现有研究中已得到证实。Bates 通过

研究 1976 —1982 年自我雇佣的男性创业者的创业

情况发现 ,高学历的创业者更容易创建存活期更长

的小企业 (到 1986 年仍存活的企业) ,因为教育经历

决定了企业财务资本的内生来源 ,而在初创阶段财

务实力较强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存活者行列。不过 ,

Gimeno 等[33 ]认为 ,组织生存能力不仅仅是经济活

动的函数 ,还取决于企业的起点状态 ,而后者则是由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特征所决定的。Hit t 等[34 ] 对服

务企业的研究也表明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是新企业

的重要资源 ,它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 ,进一步作用

于企业绩效。Colombo 和 Grilli 通过对意大利 506

家技术创业企业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创业者的教育

和先前在同行业的从业经历对企业的成长绩效有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Shrader 和 Siegel 利用 198 家技

术创业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评估了人力资本在企业

成长中所起的作用 ,该实证研究表明 ,创业团队的经

验有利于企业做出合适的战略选择 ,进而促进新企

业长期的成长绩效。

关于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新企业成长和绩效的

作用 ,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一些差异 ,但多数学

者支持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新企业的经营绩效。较多

学者证实了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

正相关关系[35 - 36 ] ,但也有学者[37 ] 认为 ,企业家的社

会资本与企业的市场绩效正相关 ,但不一定对财务

绩效有积极意义 ,因为维持这些关系、资源的费用可

能抵消了净利润的增长。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企业

绩效的作用大小也因企业的规模、所有权类型、所在

行业增长速度的不同会有不同 ,不同类型的社会资

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不同。一个互补的创业团队

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通常要远远大于成员

彼此相似的创业团队。杨俊和张玉利对社会资本、

创业机会与创业初期绩效三者的作用关系进行了探

讨 ,认为创业机会对社会资本与创业初期绩效关系

起调节作用[38 ]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创业者通过融资与创业投

资家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也正向影响新企业的经营

绩效。创业者可以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吸引合适的创业投资家进行融资 ,但是这种融资对

新企业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资金本身这方面 ,因为创

业者与创业投资家合作后会形成新的社会资本 ,便

于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获取进一步的资源[39 ] ,对创

业企业后续融资和成长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 ,优

秀的创业投资家也是创业企业非常好的“教练”,他

们会设法减少自己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 - 代理利益

冲突 ,并对企业的成长发展进程进行监控 ,包括事前

的风险控制、复杂的合约订立、事后监控和为企业提

供咨询服务等。Hellmann 和 Puri 进一步通过对硅

谷地区 170 家高科技创业企业跟踪研究发现 ,创业

投资在促进创业企业的人力资本开发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获得创业投资的创业企业比其他样本企业

更快地实现了由外部管理团队管理企业的转型[40 ] 。

Baker 和 Gompers[41 ]还发现创业投资家对创业企业

的治理结构也具有明显作用。可见 ,对于新企业而

言 ,创业投资家不仅仅是融资渠道 ,而且还是创业企

业发展的促进者 ,而创业投资家和新企业之间的这

种关系常常得益于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214 　小结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过程不同

阶段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 :在机会识别和早期开发

阶段 ,创始人的人力资本发挥着更为明显的作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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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所需资源 (包括物质、人力和财务资源等) 和组

建团队来创建新企业时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具有更

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新企业成长阶段 ,人力资本和

社会资本则扮演着几乎同等重要的角色。

3 　基于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创业过程研究框架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常常是创业者拥有的最重

要的资本 ,但目前缺乏从这两个方面来系统探讨创

业者在创业过程作用的研究框架。为此 ,基于本文

上述研究 ,我们总结并提出了基于创业者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创业过程分析框架 (见图 2) ,即 :创业

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参与创业过程的各个

阶段对创业机会识别、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产生影

响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互

相影响 ,不断发生资本的积累和增值 ,进一步促进或

抑制新企业的创建成功与否和成长绩效。我们可在

此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 ,进行问卷设计

和后续的实证研究。

图 2 　基于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创业过程研究框架

随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自身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 ,创业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创业者所具有

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过程和绩效的影响。

但是 ,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研究非常复杂 :

首先 ,创业者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创业团队内外

部社会资本的概念如何界定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这两种资本又如何与新企业的

其他资本实现互动和相互影响等 ,这些理论上的问

题都需要解释 ;其次 ,在实证研究中 ,创业者的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测量 ,怎样考察这些资本在新

企业成长的动态过程中的作用原理 ,特别是这些资

本和其他因素间的交叉作用等 ,这些问题也需要考

虑 ;此外 ,创业理论中自身存在的问题 ,如创业者的

异质性问题、创业的初始条件对创业过程和成功的

影响等 ,这些也都会影响理论和实证中研究方法的

选取。所以 ,在今后的研究中 ,我们既应该关注某个

特定创业阶段中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

的不同形式和其作用机制 ,也应该考虑不同阶段作

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相互关系 ,研究其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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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e w Ventures

Zhang Wei1 ,Chen Linchun2

(1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21Depart 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CA 92092 ,USA)

Abstract : The ent repreneur’ 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 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ven2
t ures1 This paper discusses t he composition of t he ent 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t he relations between t hem1 And it investi2
gates and reviews t he effect s of t hese two kinds of capital on new ventures during t heir establishment stage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and

summarizes t he effecting mechanism1 The conclusion is t hat ,t he ent 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teract wit h each ot her ,and re2
sult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roliferation ,which can improve or rest rain t 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1 From t his ,it develops a research

f ramework for venture creation process based on t he ent 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1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1
Key words : ent repreneur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new 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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