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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启迪之星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考察了启迪之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孵化内层网络如何动态影响孵化平台资源

行动，进而作用于入孵技术创业企业的成长。研究发现：①孵化平台会根据内层网络发展状况不断优化自身的资源行动选择，

表现出“资源构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资源重构”的动态升级过程；②孵化平台通过采取相应的资源行动，帮助技术创业

企业完善资源发展基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技术创业企业成长，即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促进技术创业企业成长

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并揭示了孵化内层网

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内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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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孵化平台开始通过营造网络环境、布局网络结点等方式构建广泛而密集的孵化网

络，以更好地满足在孵企业的异质性需求（Eveleens et al，2017）。孵化网络能够使创业企业以较低成本快速

获取不同成长阶段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而助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Bruneel et al，2012；Giudici et al，2018；
Blanka和 Traunmüller，2020）。孵化网络包括外层和内层网络两种。孵化内层网络是以特定孵化平台为主

体，包含孵化平台与孵化企业及孵化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Soetanto和 Jack，2013）。相比于外层网络，内层网

络是孵化平台精准洞察在孵企业发展需求，提供高效孵化服务，进而实现孵育增值目标的重要保障（王国红

等，2015）。因此，在孵化网络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打开孵化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影响的

“黑箱”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现有关于孵化内层网络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内层网络是创业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载体和依托，

对企业初期成长和后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Branstad和 Saetre，2016）。一些研究也考察了孵化平台如何促进

孵化企业的内部合作从而实现价值提升（Bøllingtoft，2012；Nijssen和 van der Borgh，2017）。不过，这些研究并

未关注孵化器内层网络的动态演化，以及孵化平台如何根据当前内层网络帮助技术创业企业有效获取与利

用资源进而实现成长。因此，有必要基于资源行动视角，深入解析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动态提升

过程，从而填补“网络‐绩效”研究领域下缺乏细致理论机理构建的研究局限。

围绕孵化平台如何在内层网络中开展适当的资源行动进而促进技术创业企业成长这一研究问题，本文

以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之星”）为案例分析对象，依托内层网络情境，遵循“网络‐行
动‐绩效”的理论逻辑，详尽剖析孵化内层网络发展促使平台开展相应资源行动以提高技术创业企业资源的

获取与利用效率，进而揭示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以及孵化内层网络对技术

创业企业成长的内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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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孵化平台内层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随着孵化服务行业的日渐发展与成熟，孵化平台逐步将运营重点由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到商业咨询与建

议服务进而转移至布局广泛且密集的孵化网络上（Bruneel et al，2012）。作为孵化场域的关键构成，内层网

络是孵化平台增强哺育能力、创业企业实现飞速发展的重要依托。学者们对内层网络与创业企业成长的关

系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从信息及知识共享的角度，Zhao et al（2017）研究发现，内层网络中创业企业之间

的知识流动和共享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而且还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加

速企业新产品的开发进程。Branstad和 Saetre（2016）研究表明，创业企业由于资源约束、能力不足及合法性

缺失等而面临诸多发展障碍，内层网络能够为同一孵化平台内的孵化企业提供良好的信任基础，企业能够通

过交流互动、知识共享、商业合作等获得更高的创新和成长绩效。Wu et al（2020）研究显示，创业企业在内层

网络中的紧密联系能够促进网络成员共同价值观及规则的形成，从而有利于高质量信息和复杂知识的相互

传递。而从合作共赢的角度，Ferri et al（2009）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发现创业企业在内层网络中形成的相互依

赖关系能够鼓励企业在技术研发和生产试验方面保持长久的合作，从而通过联合价值创造促进创业企业成

长。张力和刘新梅（2012）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剖析孵化内层网络的构建及扩张机制，结果显示内层网络中孵

化平台和孵化企业及孵化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是促进企业成长与毕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提高孵化

内层网络的运行效率已经成为孵化平台在复杂的产业发展环境下发挥孵育优势、实现赋能目标的关键问题。

但现有研究聚焦于“网络‐绩效”的因果关系，忽略了孵化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影响的内在机理，而

破解孵化内层网络提升技术创业企业绩效背后的理论逻辑才能为孵化平台优化自身行为提供更富洞见的

认识。

（二）资源行动相关研究

孵化平台能够通过开展多样化的网络活动获取并积累培育创业企业所需的多种资源，从而提高孵育效

率（Scillitoe和 Chakrabarti，2010）。据此，孵化平台内层网络将塑造自身的资源行动，从而帮助企业直接获取

成长所需的能力和资源（Breivik‐Meyer et al，2020），促进其成长。资源管理理论认为，资源本身并不能为企

业自动赋予竞争优势，只有通过对资源开展相应的行动，才能创造价值，从而使企业获取独特竞争优势

（Sirmon et al，2011）。因此，作为推动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孵化平台也会聚焦内外部资源采取相应行

动，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孵育增值功能。现有关于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

面，从资源供给的角度，Yusubova et al（2019）发现技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资源缺口是不同的，孵

化平台应该根据企业发展阶段为其提供相匹配的资源支持。Ayatse et al（2017）认为作为创业加速增长的赋

能机构，孵化平台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资源是其发挥增值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从资源配置的角度，

Barbero et al（2014）指出在不同孵化模式中资源配置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孵化绩效也存在较大

差别。周文辉和何奇松（2021）从机制设计视角构建孵化平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模型，发现通过结构、

资源、数据赋能机制能够激发资源配置意愿、创造资源配置条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了平台资源的

优化配置。但以往文献主要集中在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绩效影响及优化提升等方面，鲜有学者能够对孵化

平台资源行动形成的主要因素及作用结果予以深入探究。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孵化平台资源行

动定义为：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孵化需求、提高孵化效率，平台针对所处的资源情境、围绕平台资源而开展的

一系列组织行为。以此探寻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成因及其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

（三）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肯定了孵化内层网络对于创业企业生存及发展的重要影响，但仍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对于孵

化内层网络影响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关注不足；第二，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中的发展逻辑

与演进过程缺乏详尽阐述，通过孵化平台采取相应资源行动提高资源获取与利用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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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长的作用机理也缺乏系统探讨。因此，本文将基于孵化平台资源行动视角，深入剖析孵化内层网络影响

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进而构建“孵化平台内层网络‐平台资源行动‐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理论

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如下：①本文旨在回答孵化内层网络“如何”促进技术创业企业成

长，属于回答“如何”的问题范畴，适宜采用案例研究方法（Eisenhardt，1989）；②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发展过

程中对企业成长影响的过程缺乏深入研究，案例研究能够帮助通过对实践中尚未探讨的现象进行深入挖掘，

从而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和理论逻辑；③本文旨在系统探究在孵化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平台如何通过开展

相应的资源行动推动技术创业企业成长，单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对孵化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和主

要事件进行梳理，从而深入剖析孵化内层网络促进技术创业企业成长这一过程的微观机理。

（二）案例选择与描述

本文选择启迪之星为案例研究对象，原因如下：①启迪之星是我国孵化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始建于

1999年，是科技部认定的首批国家级孵化器，现已拥有较为成熟的孵化模式和完备的孵化体系，并致力成为

创新生态的引领者。孵化企业已累计孵化超过 1万家，其中有 41家已成功上市；②启迪之星自 2014年以来，

一直坚持布局全球孵化网络集群体系，现已建成覆盖 80余个城市的 160多个孵化基地，运营面积达 40万平

方米，这一相互交织的孵化载体能够为本文挖掘孵化内层网络促进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提供完善适当的研

究情境；③启迪之星孵化的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过程，与内层网络发展及孵化平台资源行动选择紧密相关，

探究启迪之星如何基于内层网络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资源行动选择，有助于我们剖析孵化平台资源行动演

进过程中企业成长的形成机理。

纵观启迪之星孵化网络的发展历程（图 1），发现其经历了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优
势凸显与网络形成”的不同阶段。具体来说：①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阶段，由于单点做园区对企业的帮助相

对有限，启迪之星开始调整到纯轻资产运营，通过推出创业营活动，以期打造没有围墙的清华科技园。2014
年启迪之星设立第一个外地孵化基地——启迪之星潍坊基地，随后发布了互联网+孵化网络战略，并在国内

外 30余个城市建立近 50个孵化基地；②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阶段，为了发挥网络的最大价值，启迪之星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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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启迪之星网络发展历程及关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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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计划，以促进优势政策、产业、信息在网络内的共享，通过互动充分利用网络内的多样化资源。2017年
启迪之星发布新品牌战略，开启了“创新高铁时代”，从而在提高网络内信息流、资源流、服务流运转效率的同

时使孵化企业不管入驻哪个基地，均能享受启迪之星孵化网络内的创新资源；③优势凸显与网络形成阶段，

在孵化网络规模不断扩展、网络质量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启迪之星进一步完善网络化发展模式，先后搭建了

全国服务平台，成立产业赋能中心，并致力于打造互联网镜像集群创新体系，积极布局数字化创新生态发展

战略，从而实现由“线下网络”向“线上+线下”的生态孵化转型。

（三）数据收集

为提高本文的信度与效度，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来源如下：①半结构化访谈，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9月先后多次到启迪之星总部、代表性孵化基地及被孵企业进行调研，围绕“启迪之星孵化网络发展

历程及运行效果”“启迪之星孵化模式及重点环节”“孵化平台提高资源配置整合效率的主要行动”等问题，对

启迪之星管理团队、基地负责人及被孵企业 CEO等在内的 15余人进行了深度访谈；②现场观察，研究团队多

次参加启迪之星举办的加速营、创业论坛、CEO俱乐部等活动，通过现场走访了解启迪之星的孵化日常，熟

悉孵化流程及主要赋能环节，考察启迪之星如何基于联动的孵化网络为被孵企业成长提供更为全面和完善

的孵化服务；③二手资料，包括从启迪之星内部获取的总结报告、对被孵企业的调研资料、宣传资料及从外部

获取的权威媒体报道、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学术论文和书籍等。数据收集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数据收集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

半结构化访谈
（A1）

现场观察（A2）
二手资料

（B）

数据信息统计

访谈对象

总经理（1）、副总经理（2）
创投总经理（1）、创新孵化总监（1）、企业发展部经理（2）、CEO俱乐部秘书长（1）

基地执行经理（3）、被孵企业 CEO（5）
参加启迪之星加速营、创业论坛、CEO俱乐部等活动 4次，实地考察孵化基地 3次

官网信息、年度报告（B1）；启迪之星内部总结报告、对被孵企业的调研资料、宣传资料等（B2）；
外部权威媒体报道、公开网站资料等（B3）

访谈时间

2019.10
2020.04—2020.05
2020.07—2020.09

访谈时长

212分钟

395分钟

490分钟

文稿

3.21万字

6.98万字

8.01万字

注：括号内数字代表访谈人数。

（四）数据分析

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程序，对案例资料进行归纳。首先，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将案例资

料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概念化，并将同一现象的概念进行归纳，从而在 216个概念基础上形成 98个初始范畴；其

次，在主轴编码阶段，分析初始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二次编码将 98个初始范畴归纳为 32个副范畴并

进一步整合为 8个主范畴；最后，通过对 8个主范畴性质与内涵的分析，进而提炼出 3个核心范畴（表 2）。具体

编码结果如图 2所示。

表 2 数据编码及频次

核心范畴

内层网络

资源行动

企业成长

主范畴

网络发展

网络资源

资源构筑

资源编排

资源协奏

资源重构

创新绩效

成长绩效

副范畴

网络规模（18）、网络密度（14）、网络异质性（8）、网络效应（27）
融资支持（25）、研发资源（43）、市场渠道（45）、政策信息（32）
全网搜索（12）、多方探寻（22）、主动对接（19）、精准匹配（25）
全球视野（8）、合理部署（32）、束集效应（11）、相互耦合（24）
调和配置（36）、物尽其用（21）、协同共生（18）、优势互补（39）
深化应用（23）、延伸价值（16）、突破路径（22）、拓展边界（26）
开发新品（25）、专利申请（20）、技术突破（16）、技术转化（13）
营收增加（15）、人员增长（18）、规模扩大（9）、订单增加（6）

注：括号内数字代表编码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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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编码结果列示

四、案例分析

（一）网络初建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

在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阶段（2014—2015年），由于单点孵化在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需求时

存在较大局限，启迪之星开始转变发展理念，发布了互联网+孵化网络战略，并在国内外 30余个城市建立近

50个孵化基地。此阶段，一方面内层网络发展规模相对较小，网络结点相对有限，从而使得网络发展水平较

低，网络联动发展效应尚未显现；另一方面内层网络中聚集的资源也相对较少，从而使得资源种类、质量及异

质性等方面均不甚理想。因此，在网络发展与网络资源积聚的初级阶段，孵化平台主要利用网络帮助企业获

取发展所需资源。首先，平台通过开展资源构筑行为，提供资源共享途径，帮助企业搜寻成长过程中的必要

资源，进而助力技术创业企业克服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短缺而对自身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正如副总经理

提到的：“孵化网络最初的作用是资源链接，包括技术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等，只要企业来给我们提诉

求，我们都能利用网络帮他们链接到需要的资源。”而对于技术创业企业而言，获得多样化的异质资源，是其

成长的必要条件。正如被孵企业 CEO提到的：“启迪帮我们对接了很多资源，包括政府单位、高校、科研机

构，进行了一些产学研合作，还帮我们产品做示范、试验推广等，从而对我们产品后期销售的快速增长有了一

个很好的铺垫。”其次，在网络联动效应较弱及网络资源有限的情境下，平台立足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开展适

当的资源编排行为，通过对网络资源进行合理部署，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驱动企业获得更高的创

新绩效和成长绩效（表 3）。正如创投总经理提到的：“早期在地方设立基地，一定是和当地的资源禀赋是相

关联的，在北京更关注智能硬件、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在乌鲁木齐则更关注应急系统、反恐、农业等，希望

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把我们的网络价值发挥到极致。”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

长的影响机理如图 3所示。

表 3 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阶段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典型例证援引

内层网络发展阶段

理念转变与网络初
建阶段

资源行动

资源构筑

资源编排

典型例证援引

我们现在是线下，需要做一个平台化的软件，然后线上辅助线下，转为线上和线下结合，所以就请启迪帮助我
对接网络内做 APP开发的技术团队（A1）

孵化网络作用更多的是信息共享，资源共享，通过网络的力量去寻找对接的话，就能翻倍或呈指数倍地满足企
业的需求（A1、B1）

对于每个基地来讲，他们肯定是想项目能够到我们这里来，但每个地区资源、政策都有所差异，我们会考虑地
方特色，发挥孵化专长（A1、B3）

我们会根据各地重点发展的产业来为他们进行匹配，比如生物医药的推荐它去天津，新材料的推荐它去山东，
大数据的推荐它去贵州等（A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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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二）网络扩张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在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阶段（2016—2017年），启迪之星进一步推进网络化发展战略以挖掘更大的网络

价值，通过制定联动计划，开启创新高铁时代。截至 2017年底，启迪之星孵化网络已建成孵化基地百余个，

覆盖国内外 60余个城市。此阶段，一方面内层网络规模和网络结点加速扩展，网络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网络

联动效应也日渐凸显；另一方面内层网络中汇聚的资源不断增加，资源质量和异质性等均有较大提升。因

此，在内层网络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网络资源不断丰裕的扩张阶段，孵化平台开始重视网络资源

的协调发展。首先，通过各基地的积极响应，帮助企业多方探寻优质资源。其次，强化矩阵发展理念，促使资

源在叠加碰撞的过程中实现耦合发展。最后，充分利用日益完善的孵化网络，促进多样化、多层次的资源间

的优势互补，力求使资源“物尽其用”，从而在开展资源构筑和资源编排行为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协奏实现了

资源在网络中的有序集聚与合理流动，进而帮助技术创业企业合理利用自身资源，激发网络资源的聚合效

应，助推企业迅速成长（表 4）。同时，在这一阶段，网络资源的整体配置与整合效率也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正如企业发展部经理提到的：“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效应也逐渐显现，我们有企业是做激光雷达的，有企业

是下游做无人叉车的，需要用到激光雷达，它们就形成了一个强互补关系，从而能够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垂

直类合作。”在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阶段，启迪之星在实现不同内容与结构资源协调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提升

了资源的整体价值效益。正如被孵企业 CEO提到的：“我们想做降解材料的研发，有一个做纳米材料的企业

也想加入其他的技术成为一个新的产品，使我们能共同在企业后期研发上进行一个提升。”战略实施与网络

扩张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如图 4所示。

表 4 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阶段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典型例证援引

内层网络发展阶段

战略实施与网络扩
张阶段

资源行动

资源构筑

资源编排

资源协奏

典型例证援引

基地间的联系更多是项目对接，比如湖北这边有项目，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做市场扩张或有其他地方的
落地需求，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对接（A1）

我们会发布企业的需求，各个基地的小伙伴看到我们的需求，他们就会推荐合适的合作伙伴或中介机构（A1、
A2）

在市场方面，在武汉、咸宁、成都，通过基地同事帮企业联系，企业直接过去做一些推广或示范，利用启迪这个
矩阵更好地打开市场（A1、B1）

这次邀请了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和环境学院的专家分享与本地陶瓷、环境产业高度契合的技术成果，企业如果
觉得能够产生技术合作，就可以去对接（A1）

三四线城市创新氛围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多是承接落地生产业务，而一线城市则更多进行研发，从而形成
了良好的协作（A1、A2、B3）

我们经常会组织长三角的基地互访，在走访各地政府、高校、企业的过程中，增进互动，让大家相互了解，推动
信息对接和资源整合（A1、B2）

74



李梦雅等：孵化内层网络、平台资源与技术创业企业成长

55
��,��

55C$����

g�����
����C$
g�


�
	�
�

C$�1

���K

��5�

�K5�

g�	.L

�*�
g���C$-
�6


55��
L!��

FEC$�
1�C$5
��C$	
��)C$
6�

FEC$�
1�C$5
��C$	
��Q��
C$,9

��+�)

C$5�

g��C$
�(��+�
g��F55
C$���>

C$	���55

�+5�44>���3

图 4 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三）网络形成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在优势凸显与网络形成阶段（2018—2020年），为了发挥孵化网络的更大优势，启迪之星不断深化网络

化发展战略，搭建全国服务平台，成立产业赋能中心。截至 2020年底，启迪之星孵化网络已遍布国内外 80余
个城市，孵化基地达 160余个。此阶段，一方面在内层网络规模和网络结点扩张的基础上，相对完善的多层

次、多中心的孵化网络已基本形成，网络效应更加凸显，网络优势不断放大；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效应愈加显

现，网络资源的种类、质量及异质性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因此，在网络优势凸显的形成阶段，孵化平台希望在

帮助企业获取利用资源的基础上，挖掘资源更大的内在价值。首先，为技术创业企业提供精准资源匹配服

务，完善企业的资源基础。其次，依托全球视野，提高网络资源的部署效率。再次，坚持优势互补，促进网络

资源的协同共生。最后，通过搭建产业集团与技术创业企业的桥梁，打破传统行业发展壁垒，利用新兴技术

赋能传统企业更新升级，从而实现技术创业企业资源内在价值的延伸。同时，通过与头部企业共同举办加速

营，将网络内同一产业链条内的企业聚集起来，为技术创业企业提供进入大型企业发展生态的机会，以此不

断拓展企业资源的应用边界。正如企业发展部经理提到的：“孵化企业有很多技术和专利，大的产业公司也

会比较上心，通过从技术项目库中筛选相关企业做路演和对接，大的产业公司每年都能收获一些技术，这是

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在这一阶段，孵化平台的资源行动主要有资源构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和资源重

构（表 5）。通过资源重构，技术创业企业不仅能够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而且还能发掘更多的资源创新机

会，从而实现企业发展质的飞跃。正如被孵企业 CEO提到的：“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认识了一些大的公司，比

如华为，看到我们产品的应用场景觉得很有意思，也会找我们合作，做一些定制化的东西。”网络价值凸显阶

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如图 5所示。

表 5 优势凸显与网络形成阶段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典型例证援引

内层网络发展阶段

优势凸显与网络形
成阶段

资源行动

资源构筑

资源编排

资源协奏

资源重构

典型例证援引

通过走访我们会得知企业有哪些需求，如果满足不了，我们会把这些需求发在足迹系统里，其他基地看到信
息，如果有合适的就会去对接（A1、A2）

如果在孵企业在某些技术上很难突破，或者有技术难题，我们会找网络中相应的、能匹配上的专家和老师为在
孵企业提供科研帮助（A1、B1）

现在创业企业的视野在这个网络里是全球化视野，从北京外流，或者从三四线到北京，根据需求进行互动和交
流（A1、B3）

我们主要做水下机器人和无人船等，青岛海洋产业发展比较好，我们就通过启迪在青岛的基地，在青岛也成立
了子公司，现在也有很多合作（A1）

如果企业想来天津发展，我们就会带企业来天津考察，一些天津的企业希望去河北沧州落厂房，我们也会把它
介绍给沧州的同事（A1、B2）

疫情期间，有个企业是生产熔喷布的原材料，北京有个企业正好是它的下游企业，做熔喷布，当时熔喷布还是
很稀缺的，我们就帮他们对接上了（A1）

传统大型企业有一些需求，比如公交集团、煤矿集团等，它们在现实之中是有很多痛点的，需要一些新兴技术
手段帮它们进行产业升级（A1、B3）

我们和大企业的合作，比如中集、华为、BP等，一些创业企业的产品可以应用到这些大企业里面，大企业可以为
它们提供一些应用场景（A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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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价值凸显阶段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四）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孵化平台资源行动演化过程
现有研究探讨了企业自身创业网络对其成长的影响（Hite，2005；王国红等，2020），但鲜有学者关注孵化

内层网络对于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本文则聚焦孵化内层网络情境，试图挖掘内层网络促进企业

成长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采取相应的资源行动进而促进技术

创业企业成长。具体来说，在理念转变与网络初建阶段，受限于网络发展水平较低、网络资源相对有限，孵化

平台通过开展旨在帮助企业获取资源、促进网络资源合理部署的资源构筑和资源编排行为，完善企业资源基

础、提高资源耦合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业企业成长。在战略实施与网络扩张阶段，随着网络发展水平、网络

资源种类及质量的大幅提升，孵化平台在开展资源构筑和资源编排行为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网络资源的优势

互补与协调发展，通过开展资源协奏行为实现企业资源高效流动、提高资源整合效率进而推动技术创业企业

成长。在优势凸显与网络形成阶段，网络发展基本完善、网络资源异质多元，孵化平台在网络联动效应和网

络优势愈发凸显的情境下，除了开展资源构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行为以外，开始注重挖掘资源的内在价

值，通过开展资源重构行为延长资源生命周期、提高资源开发应用能力进而助力技术创业企业成长。因此，

相互交织、联系紧密的内层网络是孵化平台开展相应资源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孵化平台通过在内层网络中开

展一系列资源行动对网络中的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不断完善技术创业企业成长所需的资源基础，提高了

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了资源的价值效益，进而驱动技术创业企业不断成长。与现有文献集中在探讨创

业企业资源行动对其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路径不同（Symeonidou和 Nicolaou，2017；陈万明等，2019；黄昊

等，2020），本文通过剖析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发展各阶段开展的主要资源行动，构建了“孵化平台内层网

络‐平台资源行动‐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理论模型。这有助于我们增进对孵化内层网络促进技术创业企业

成长这一过程的认识，进一步从资源行动的视角拓展了孵化平台对创业企业价值增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的资源行动呈现较大差异。内层网络发

展和网络资源的质量是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目标及模式选择的主要考量。随着内层网络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发

展及网络资源质量的不断提升，启迪之星的资源行动目标由优化网络资源部署到推进网络资源协同再到实

现网络资源重构的转变，资源行动的特征也经历了对相对有限资源的布局组合到对不断丰富资源的调配整

合最终实现对异质多元资源的深化拓展，从而促使启迪之星的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资源

构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资源重构”的动态升级过程（图 6）。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了创业企业资源行动

在其创新发展和能力提升中的作用（Senyard et al，2014；张璐等，2020），虽有学者提出企业资源行动会根据

其面临的资源情境而不断变化（苏敬勤等，2017），但对于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中资源行动的演化过程仍缺乏

深入研究。本文从启迪之星孵化网络的发展历程出发，提炼出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资源行动的

演化路径，这不仅扩展了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了资源管理理论，而且还有益于启发后

续研究建构更为完善的“孵化网络‐创业绩效”理论框架，从而挖掘孵化网络赋能作用的内在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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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孵化平台资源行动演化过程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孵化服务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启迪之星为案例分析对象，基于孵化平台资源行动视角，探

究了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的演化进阶过程，进而揭示了内层网络对于技术创业企业成

长的动态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内层网络是孵化平台资源行动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内层网络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孵化平台资

源配置模式、重点及目标也在不断调整，进而不断优化自身的资源行动选择，呈现出“资源构筑→资源编排→
资源协奏→资源重构”的动态升级过程。

第二，在内层网络发展过程中，孵化平台通过采取相应的资源行动，帮助技术创业企业完善资源发展基

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了企业成长。具体地，在网络价值探索阶段，启迪之星通过资源构筑、编排，

帮助企业改善资源基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企业成长；在网络价值挖掘阶段，启迪之星在资源构筑、

编排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协奏促进企业资源的优势互补、相互协调进而助力企业成长；在网络价值凸显阶段，

启迪之星在资源构筑、编排、协奏的基础上，通过资源重构推动企业资源内在价值的延伸及应用边界的拓展

进而驱动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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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贡献与启示
本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贡献与启示：

第一，很多学者考察了内层孵化网络对创业绩效的影响（Cooper et al，2012；Hayter，2013；Rasmussen
et al，2015），但其中的作用机理还并不十分清楚（Amezcua et al，2013）。本文从孵化平台资源行动视角探析

了内层网络对技术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强调孵化平台应根据网络发展和网络资源的具体状况，采取合理的

资源行为以更好地推动技术创业企业持续发展。这丰富了孵化内层网络发挥孵育增值功能的解释。

第二，虽然已有研究肯定了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对被孵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作用（Bridoux et al，2013；范
黎波和林琪，2020），但忽略了孵化平台资源行动的动态演化。本文考察了孵化平台在内层网络发展不同阶

段所采取的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构建初期，网络质量和网络资源发展均不理想，平台可以将运营重点放在

提升网络搜寻和布局能力方面，而随着网络发展和网络资源质量的改善，平台需要逐步培育自身的网络整合

能力和网络拓展能力，从而有效激发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在内层网络中的积极效用。这填补了已有文献对于

孵化平台资源行动动态性的忽视所形成的理论缺口。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从孵化平台资源行动视角探究孵化内层网络促进技术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但尚未考虑技术

创业企业的自身发展基础和能力对这一过程影响，未来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技术创业企业内部因素在内层网

络促进企业成长过程中重要作用。同时，本文是对内层网络赋能作用的探索性研究，未来可通过实证检验的

方法开展定量研究，探究影响孵化内层网络对于企业成长促进作用的主要因素，对已有研究进行修正与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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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ubation Inner Networks，，Platform Resources and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 Start‐ups

Li Mengya1，Hu Xiao2，Yang Delin1，Zhang Jinshe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 School of Financ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3. Beijing Tus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or Co.，Ltd.，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aking TusStar as the case study object，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 incubation inner network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usStar dynamically affects the resource actions of the incubation platform，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growth of
incubating technology start‐up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incubation platform will continuously optimize its resource action
s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nner network，presents a dynamic upgrading process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resource arrangement→resource concertation→resource reconstruction". Incubation platform helps technology start‐ups improve
resourc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by taking corresponding resource actions， thus promoting
enterprise growth. Incubation platform resource action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ner network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 start‐up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incubation
platform resource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network，and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cubation inner network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 start‐ups.
Keywords：incubation inner network；platform resources；enterprise growth；technology star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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