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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创业成长抱负作为驱动创业者成功和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正受
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梳理了创业成长抱负的相关成果，结

论如下：创业成长抱负是介于非理性期望和理性期望之间的成长目标空间，融合成长愿

望、成长意图、成长预期的内涵；测量方法侧重采用自我报告方式从规模视角来评价创业

成长抱负是否拥有或水平程度；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本质上就是从成长愿望到成长意图

再到成长预期的投射过程，更是创业者在考虑自身特征、所创企业特征和宏观环境共同作

用下不断限定范围和妥协的结果；创业成长抱负虽然能够促进创业者成功、所创企业成长

和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并非越高越好，对创业者和所创企业均可能带来双刃剑效应。最

后，总结了现有研究的启示和不足之处，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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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投身创业活动，创业者从

“小众”群体发展为数量庞大的“大众”群体。创业在本质上就是着眼于未来，在建构未来世界的过

程中经常需要面对发展方向不确定、发展路径不连续的复杂环境。因此，成就动机、冒险倾向和创

新偏好成为区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三大经典标志（Ｊｒ等，２０１０）［１］。然而，相较于普遍存在的生
存型创业，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转型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创业，如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业和技术创业。

渴望将企业发展壮大的高质量创业者能够对就业岗位创造、经济持续成长和创业活动质量产生显

著的积极影响，且比普通创业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Ｈｅｒｍａｎｓ等，２０１５［２］；Ｌｅｃｕｎａ等，２０１６［３］；
Ｅｆｅｎｄｉｃ等，２０１５［４］）。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高质量创业者的三大代表性标志是创新性、出口导
向（即国际化）和高成长导向（Ｇｉ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等，２０１７）［５］。其中，在创业领域，成长作为衡量创业者创
业成功的重要尺度及世界各国创造财富、增加就业岗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通常被认为

是创业者或新创企业的良好发展目标（Ｂｒｕｓｈ等，２００９）［６］。因此，对待创业成长的态度（即成长导
向或期望成长绩效的高低）逐渐成为区别抱负型创业者和非抱负型创业者的重要指标之一（Ｂｏｓｍａ
和 Ｓｃｈｕｔｊｅｎｓ，２０１１［７］；Ｌｅｖｉｅ和 Ａｕｔｉｏ，２０１１［８］）。尽管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和所创企业的实际成长之间
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创业者的成长抱负的确是预测所创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 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１９８９）［９］提出创业成长意愿（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的概念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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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Ｇｕｎｄｒｙ和 Ｗｅｌｓｃｈ［１０］正式提出创业成长抱负这一主题。之后，国外有关创业成长抱负的研
究进展迅猛，已经显现研究“丛林”的初貌，但相关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缺乏系统的整合框架。由于

创业主题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国内对创业成长抱负的相关专题研究数量较少，尤其偏

重实证研究。因此，系统梳理和整合创业成长抱负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拓展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

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更清晰明了地展示创业成长抱负的研究图式，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遵循数据收集、数据

分析和数据集成的步骤。首先，厘清概念和边界。所探讨的创业成长抱负是仍处于创业过程中的成

长主观期望，并非新企业创建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实际成长。在此基础上，以“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为
主题词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和以“创业成长”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初步检索，发现创业
文献中常出现与创业成长有关的构念有：成长意图（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成长抱负（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ｂｉｔｉｏｎ）、成
长预期（ｇｒｏｗｔ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成长愿望（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或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这些概念被用来描述
类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的现象，在文献中经常被混用。因此，为了保证研究主题的完整性，本研究将创

业领域的成长意图、成长抱负、成长预期和成长愿望纳入“创业成长抱负”的梳理范围。其次，系统检

索文献。以“创业 ＋”和“成长意图”“成长抱负”“成长预期”或“成长愿望”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探
索性检索，获取７４６篇中文文献；以“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与“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或“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或
“ｇｒｏｗｔ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或“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为主题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ＳＣＯ、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Ｅｍｅｒａｌｄ、ＪＳＴＯＲ、
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ａｇｅ和Ｗｉｌｅｙ等英文数据库中开展检索，初步检索到１２２３篇英文文献；重点
检索国外创业研究的主流刊物（如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上涉及创业成长（如创业成长意图、创业成长抱负、创业成长预期

或创业成长愿望）的文献，并没有增加新的文献。然后，严格筛选文献。逐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按

照以下三条剔除标准筛选文献：与成长抱负无关的文献、关注成长抱负但与创业情境无关的文献、重

复文献。在剔除中文文献７４１篇和英文文献１１６６篇之后，共获得重要文献８３篇（英文文献７８篇，中
文文献５篇）。为规避遗漏风险，在谷歌学术中以“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与“ｇｒｏｗｔｈ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或“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或“ｇｒｏｗｔｈ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或“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为检索词，在百度学术中以“创业＆成长预期”
“创业 ＆成长意图”“创业 ＆成长抱负”“创业 ＆成长愿望”为检索词，分别独立检索证实了上述文献
检索的结果。最后，基于精选的 ８３篇文献，识别每篇文献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数据来源、调查对
象、理论基础等关键信息，并加以整合和分析。

总体而言，创业成长抱负是创业领域中处于成长期的研究主题之一，在研究问题的布局上却并

未呈现出清晰的时间脉络。因此，以创业成长抱负研究的核心命题———“内涵和测量—驱动前

因—结果效应”为线索全面梳理文献，以期提炼现有研究的启示、不足和展望未来研究主题。本文

旨在既为驱动创业成长抱负理论的本土化构建提供基础，也为以成长抱负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创

业者培育拓宽思路。

二、创业成长抱负的内涵与测量

１．创业成长抱负的内涵
“抱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被提及却不为人所熟知的概念，其定义能概括为被驱动、积极主

动、追求成功的同义词，强调个体不仅有目标而且知道如何实现它们。在此视角下，“抱负”是介于

人格特质（如责任心、外向性、神经质、进取心）和社会背景（如父母的职业声望）之间的动机，关注

个人在特定情境下对自身个性的表达方式，往往比抽象或去情境化的人格特质更能直接影响行为

（Ｊｕｄｇｅ和 ＫａｍｍｅｙｅｒＭｕｅｌｌｅｒ，２０１２）［１１］。这种“抱负”动机不仅在工作领域中存在，而且指向个体选
择的任何领域，如学习或创业（Ｈａｒｍａｎ和 Ｓｅａｌｙ，２０１７）［１２］。

２９１

陈建安　创业成长抱负：研究综述与展望



目前，学术界对创业成长抱负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对创

业者对待成长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理解，涌现了成长愿望、成长预期、成长意图等与创业成长抱负紧密

相关的概念。鉴于新创企业在本质上是创业者特征的延续，且创业者对待成长的态度和所创企业成

长是紧密相关的。因而，上述构念的内涵界定均围绕创业者对待新创企业成长的态度而展开。（１）成
长愿望：被界定为创业者追求创业成长的一种倾向性，只关注所创企业可能达成的成长结果或者对企

业未来发展设定的目标，不考虑创业者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可用机会或约束条件（Ｃａｓｓａｒ，２００７［１３］；

Ｃｌｉｆｆ，１９９８［１４］；Ｗｉｋｌｕｎｄ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１５］）。该构念蕴含着创业者对成长目标的非理性期望，强调
将成长作为优先事项，希望所创企业追求成长轨迹或理想目标（宋丽红等，２０１５［１６］；王秀峰等，

２０１６［１７］；张玉利等，２０１０［１８］）。尤其是 Ｇｕｎｄｒｙ和 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１）［１０］以实际企业成长率来区分创业者是
高成长导向还是低成长导向（安于现状的），并将高成长导向型创业者标榜为“拥有抱负的”创业者。

“拥有抱负的”创业者具有以下特点：强调市场增长和技术变革的战略意图，对企业成功的高承诺，为

企业做出牺牲的意愿，提前规划企业发展，采用以团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关注信誉和质量，资本充

足，领导力强，以及利用广泛资金来源来扩展企业。（２）成长意图：强调创业者在考虑尽力或打算努力
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有限理性目标（Ｅｄｅｌｍａｎ等，２０１０［１９］；Ｄｕｔｔａ和 Ｔｈｏｒｎｈｉｌｌ，２００８［２０］；施丽芳和廖飞，
２０１４［２１］），包括：创业者是否想要发展公司，以及创业者是否愿意努力实现公司的成长。（３）成长预
期：强调创业者在综合考虑个人能力及感知机会和限制（或感知的）的情况下希望努力达成的目标

（Ｈｅｒｍａｎｓ等，２０１５［１１］；闫丽平等，２０１２［２２］），考虑创业者想要的与创业者现有能力、可用机会和资源约
束结合的理性期望。综合上述构念的内涵（如表１所示），能够发现以下共同特征：①创业者对未来成
长有积极的态度；②创业者都有成长的目标期望；③创业者对成长目标有情感承诺，并且愿意积极投
入。但是，这些构念以企业成长为中心目标，并不等同于创业者个体的成长抱负。事实上，并非所有

的创业者都希望所创企业成长（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追求企业成长可以看作是一种慎重的个人决策。
因此，并不能由此判断：不希望所创企业成长的创业者就不拥有成长抱负或意味着成长抱负水平低。

表１ 创业成长抱负的相关构念区分

项目 创业成长愿望 创业成长意图 创业成长预期 创业成长抱负

概念
创业者希望实现的理

想目标

创业者在考虑尽力或

打算努力情况下希望

达成的目标

创业者在综合考虑自

身努力、可用机会和

资源 限 制 （或 感 知

的）的情况下希望达

成的目标

创业者对创业成长追求

的意愿、动机和效能

典型测量

（举例）

在五年内，您在理想

情况下将希望在这个

公司雇佣多少员工

在五年内，您努力打

算在这家公司雇用多

少员工

在五年内，您综合考

虑各因素的情况下预

期在这家公司雇佣多

少员工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去实

现创业目标

共同点

１．创业者对未来成长有积极的态度

２．创业者都有成长的目标

３．创业者对成长目标有承诺，并且积极投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关于创业成长抱负的概念界定，研究数量非常有限。Ｇｕｚｍａｎ和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０１）［２４］将抱负型创
业者概念化为过去三年经历过一些扩张但仍然期望在未来成长的创业者，并以实现创业成功的强

烈愿望来发现并利用机会，创造新产品、服务、流程和组织（Ｂａｒｏｕｄｉ等，２０１７）［２５］。遵循此思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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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长抱负是创业者对自己或所创企业行为结果的某种预期性认知，并以此作为动力持续追求。

该构念关注创业者的追求志向、理想，即未来继续进行创业活动及促进所创企业成长的意愿、动机

和效能（Ｈｅｒｍａｎｓ等，２０１５［１１］；Ｌｏｎｇ等，２０１６［２６］；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２０１１［２７］）。因此，创业成长抱负比较
抽象、宽泛，是融括更加操作化的成长愿望、成长意图和成长预期等微观内涵的综合性概念。这意

味着，在创业领域的成长愿望、成长意图和成长预期均只刻画了创业成长抱负的某一方面特征，难

以形成对创业成长抱负的整体理解。因此，后续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创业成长抱负的独特内涵。

２．创业成长抱负的测量
由于对成长愿望、成长意图、成长预期和成长抱负的概念混淆，学者们在对创业成长抱负相关

构念的测量中，尝试了衡量新创企业成长的不同指标。例如，资本投资、合作伙伴网络、地理覆盖

面、市场份额、收入增长、就业增长（如员工规模）、知识产权（如专利）、创新产品等（Ｎｅｉｌｌ等，
２０１７）［２８］。多样化的测量指标中，较为常见的是从规模的角度测量创业者不同的成长抱负。这与
数据的来源和测量形式密不可分。现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ＧＥＭ）、创业动
态跟踪研究项目（ＰＳＥＤ）和研究者开展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其中，全球创业观察研究项目以成长预
期、创新和出口衡量创业者或新创企业的成长抱负；创业动态跟踪研究项目旨在跟踪新创企业的孕

育、生成和成长过程，从规模的角度来测量成长抱负；第一手数据中规模对应的指标是可以以数字

呈现的，较为常见和容易被理解。

测量创业成长抱负时，最常见的规模评价指标是财务指标和员工人数。具体测量如下：（１）员
工人数。人力资本是新创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并且雇员数量主要与企业为社会创造的工作岗

位相关，体现了创业活动对公共福利的经济贡献，故从雇员数量规模或增长来衡量创业成长抱负水

平是适宜的。其中，部分学者采用哑变量的形式来评价创业者是否拥有创业成长抱负，询问创业者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否有人员扩张的打算———如果创业者在三年或五年内有扩张人员数量的打

算，则为１，否则为０（Ｓｔａｍ和Ｗｅｎ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９［２９］；Ｂｕｌａｎｏｖａ等，２０１６［３０］；Ｋｒａｓｎｉｑｉ和 Ｍｕｓｔａｆａ，２０１６［３１］；
Ｌａｊｑｉ和 Ｋｒａｓｎｉｑｉ，２０１７［３２］；Ｗｉｋｌｕｎｄ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１５］）；部分学者则要求被调查者指出他们期望
在未来五年内有多少员工（Ａｕｔｉｏ和 Ｗｅｎ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３［３３］；Ｂａｇｅｒ和 Ｓｃｈｔｔ，２００４［３４］；Ｂｅｒｇｍａｎｎ和
ＢａｌｔｒｕｓａｉｔｙｔｅＡｘｅｌｓｏｎ，２０１０［３５］）来评价创业者的成长抱负水平，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两个部分：我是
否想要成长，并且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并且有机会做到这一点。（２）销售额或利润。销售额或利润
是营业指标中常用的测量指标，集中体现了创业者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期望。并且，相比于员工人数

的增长，销售额与市场变化联系紧密，能够更好地解释与来自企业收益（如收入和利润）相关联的

机会成本（Ｄｅｌｍａｒ和 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５［３６］；Ｓａｄｅｑ和 Ｓｅｔｔｉ，２０１３［３７］）。对未来公司营业规模的预期度
量是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获得的：您希望第五年的总销售额、收入或费用是多少（Ｃａｓｓａｒ，
２００６［３８］；Ｌｉａｏ和 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３［３９］）。但是，利润可能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衡量标准。因为在新创企业
的头三年，初始（沉没）成本往往比较高，此时以利润作为衡量成长抱负水平可能存在误导。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在衡量创业成长抱负时并没有使用具体的规模指标，而是着重考察创业者

对于企业未来发展规模的笼统看法，其中规模的大小可由创业者自己赋予。他们询问受访者哪种

说法最适合他／她：“我希望我的公司尽可能大”和“我想要一个我可以自己管理或与关键员工一起
管理的规模”，以这两个选项来捕捉创业者是否拥有成长抱负。其中，第一个答案代表拥有成长抱

负，编码为“１”；第二个答案反映了没有成长抱负，被编码为“０””（Ｃａｓｓａｒ，２００７［１３］；Ｃｌｉｆｆ，１９９８［１４］；
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２０１１［２７］；张玉利等，２０１０［１８］）。甚至，有学者让受访者从“抓住机
遇，快速发展；稳中求进；维持现有规模；暂时停业，等待机会；打算出售企业；其他”６个选项中（宋
丽红等，２０１５）［１６］，或者从“扩张”“缩小或关闭”或“希望公司保持相同规模”３个选项中（Ｌａｕ和
Ｂｕｓｅｎｉｔｚ，２００１）［４０］选择出最符合其对企业经营方面的打算，来衡量创业者的成长抱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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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采用自我报告方式从规模视角来主观测量创业成长抱负是否拥有或水平程度，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创业成长抱负量表的缺失，推动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进展。但是，目前创业成长抱

负测量尚不完善，例如缺乏维度划分，过于强调测量创业者对新创企业未来规模或其变化单一指标

的主观期待。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研究对创业成长抱负的模糊界定及对相关构念的混淆，将创业

者的创业成长等同于创业企业的成长，导致创业者的成长抱负等同于对所创企业的成长期待的误

解。从长远来说，这种将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完全置于所创企业成长的理论框架之中的做法，也必将

限制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三、创业成长抱负形成的驱动前因

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缩小目标范围的主动且理性的选择过程。在此发展过程中，

创业者逐渐淘汰并放弃那些不能实现的成长目标，并根据自我认知，构建一个既可以接受又能够实

现的成长目标空间。因此，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在本质上是创业者因创业发展逐渐成熟后不断改

变成长预期的过程（Ｏｚｃａｍ和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２０１２）［４１］，涉及范围限定和妥协。相关决定因素从微观到
宏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创业者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内在动机、积极情绪、获取资源的

网络；第二，所创企业属性，如规模、资源；第三，宏观环境，如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经济、文化和资源

禀赋。根据相关文献识别这些前因在创业成长抱负形成中发挥作用的时间节点，并由此梳理出创

业成长抱负的影响因素系统图（如图１所示）。

图 １　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绘制

１．成长愿望形成的驱动前因
实际上，成长抱负的形成是深思熟虑的选择结果，需要创业者谨慎权衡并做出的决定。在创业成

长抱负的启动阶段，创业者成长愿望的形成关键在于找出尽可能多的可以接受选择，即尽可能大的成

长目标空间。因此，成长愿望形成意味着创业者需要回答“我是谁”和“我希望我将来是谁”的问题。

现有研究主要从计划行为理论或自我决定理论角度出发，诠释个体对创业行为的态度或动机、主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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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创业者自我效能共同决定创业者追求企业成长的愿望。其中，主观规范主要由外部宏观环境对

个体行为所影响，成长态度或动机则主要由创业者的人口特征和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所决定。

（１）与创业者成长愿望关联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①性别。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着手，试图解释创业者的性别对其成长愿望是否有影响及有何影

响，相关结论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种观点为性别差异论，该观点认为女性创业者的成长

愿望普遍低于男性创业者（Ｈｅｃｈａｖａｒｒｉａ等，２００９［４２］；Ｒｅｉｃｈｂｏｒｎｋｊｅｎｎｅｒｕｄ和 Ｓｖａｒｅ，２０１４［４３］；Ｗｉｋｌｕｎｄ
和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１０［４４］）。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影响成长愿望的不是生物学性别，而是性别认同。性
别认同有两个独立维度：男性气质（如支配地位、独立性和野心）和女性气质（如对他人需求的敏感

性、同情心）。与女性气质相比，男性气质与创业者的成长愿望更为密切相关（Ｃｏｓｔｉｎ，２０１２）［４５］。
正是由于男女性气质的显著差异，女性创业者成长愿望的决定因素与男性创业者存在不同，其中男

性创业者希望所创企业成长旨在获得财务成功，女性创业者则把财务成功仅仅视为驱动所创企业

成长的原因之一（Ｍａｎｏｌｏｖａ等，２０１２）［４６］。然而，女性创业者并非天生就具有比男性创业者更低的
雄心壮志，差异往往来源于社会背景和不同的工作经历，例如女性创业者必须平衡工作角色和家庭

角色，使得她们的成长愿望在创建企业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弱。第二种观点为情境依

赖论，该观点认为：性别对创业者成长愿望的影响依赖情景而定。部分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者

的成长愿望与性别无显著相关（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Ｆａｔｏｋｉ，２０１３［４７］），但是，这种不相关是在一定条
件下实现的。当分析中包含控制因素时（如时间投资、员工数量、创新、出口、部门等），成长愿望的

性别效应就消失了（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２０１１）［２７］。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成长愿望的性别效应可能与国
家背景有关，仅在性别不平等的国家才出现（Ａｒｒｏｙｏ等，２０１６）［４８］；或者，受企业发展阶段所影响，在
企业启动、建立和转型阶段女性创业者的成长愿望并不比男性创业者显著低（Ｄａｖｉｓ和 Ｓｈａｖｅｒ，
２０１２）［４９］，仅在创业企业处于初创期的时候成长愿望的性别差异效应才显著（Ｏｚｃａｍ和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
２０１２）［４１］。总体来说，创业者的性别对其成长愿望的影响在危机时期或状态下是更强的，意味着抱
负型女性创业者在危机时刻需要克服比男性创业者更多的艰难。

②年龄。创业者的年龄与其成长愿望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面性。第一种观点认为，年龄与初次
创业者的成长愿望是负相关的（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２０１１）［２７］，特别是那些３５岁以下的创业者或者创业
低于两年的创业者更有可能拥有较高的成长愿望（Ｍｏｃｈｒｉｅ等，２００６）［５０］。负相关论的主要原因可
能在于：创业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从而成长愿望也更加谨慎和理性。第二种

观点则认为，创业者的年龄对于所创企业未来的成长导向有积极影响（Ｐｉｉｓｐａｎｅｎ等，２０１８）［５１］。正
相关论的可能原因在于：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其所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也增多，从而创业者对创业

成长的期望比较高。由于年龄对创业成长愿望可能带来双重影响，甚至有学者发现年龄与创业者

成长愿望之间的关系整体来说并不显著（Ｆａｔｏｋｉ，２０１３）［４７］。
③内在动机。对于创业内在动机和成长愿望之间的关系，相关结论存在正负相关之争。第一种

观点是正相关论。创业成长的挑战性和高物质回报能够为个体带来心理满足感和物质满足感，从而

成就动机和增加财富动机能够促进创业者的成长愿望。部分研究表明，创业者的成就动机与成长愿

望存在正相关关系（Ｂｕｌａｎｏｖａ等，２０１６［３０］；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例如，由于柯兹纳式创业者注重生存
和赢利，熊彼特式创业者（创新导向）更加关注创新和成长，所以熊彼特式创业者的成长意愿普遍高于

柯兹纳式创业者的成长愿望（?ｎｅｒ和 Ｋｕｎｄａｙ，２０１５）［５２］。此外，部分研究发现，增加财富动机与成长
愿望也是正相关的（Ｈｅｓｓｅｌｓ等，２００８［５３］；Ｍｏｒｒｉｓ等，２０１０［５４］），尤其是希望新企业成为未来自己主要收
入来源的创业者更加具有成长愿望（Ｄｅｌｍａｒ和 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５）［３６］。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１９８９）［９］甚至认为，创
业者的成就动机与成长愿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取决于对成长带来的财务收益的期望，即在没有金钱

奖励的情况下，成就动机并不能增强创业者的成长愿望。第二种观点是负相关论。研究同样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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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的独立动机与高成长愿望和高成长偏好负相关（Ｃａｓｓａｒ，２００７［１３］；Ｈｅｓｓｅｌｓ等，２００８［５３］；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
１９９２［２３］）。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发展新创企业需要不断获取资源，而获取资源的过程需要创业
者付出时间、人力资本等个人资源，如果创业过程中出现危机需要创业者立即做出应答，则与创业者

最初的独立动机相背离，从而使得具有独立动机的创业者们更倾向于追求所创企业的低速发展。

④进取心。进取心是一种人格特质，包括主动性、坚韧性和创新性，能够促进个体采取积极和
自我启动的方式来达成目标或任务。对于创业领域来说，进取心是创业者保持创业激情的根源，通

过驱使创业者积极追求创业的成长目标，促进创业成功和新创企业的成长（Ｆｒｅｓｅ，２００９［５５］；
Ｓａｍｂａｓｉｖａｎ等，２０１０［５６］）。但是，在创业领域，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创业者的进取心对创业意图和所
创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涉及进取心和创业成长愿望之间的联系。

（２）与创业者成长愿望关联的宏观环境。任何创业者均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开展创业
活动，其成长愿望的形成必然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根据创业事件模型，为了使

创业成长成为可信的选择，创业者需要认为该选择既可取又可行。其中，感知的可取性（即对待成长

的态度）涉及由家庭、同龄人、同事、导师和文化等社会和文化因素形成的价值体系，被认为与计划行

为理论中的主观规范一脉相承，能够决定创业者的成长愿望（Ｂｕｌａｎｏｖａ等，２０１６）［３０］。社会和文化因
素形成的价值体系属于非正式制度环境，因此，与此相关的创业者嵌入社会网络中的各种决定因

素———信任、网络和民族多元化等非正式制度环境均会对创业者成长愿望产生影响。其中，社会层面

的制度集体主义被证明与个体层面的创业者成长愿望正相关（Ａｕｔｉｏ和 Ｗｅｎ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３）［３３］。并且，创
业者成长愿望与更高的市场条件约束正相关，且受商业协会会员之间的联系和创业者对商业伙伴的

信任的正面影响（Ｌａｊｑｉ和Ｋｒａｓｎｉｑｉ，２０１７）［３２］。对于创业活动高度认可的文化会增强教育程度高的创业
者感知实现企业成长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的成长愿望（Ｃａｐｅｌｌｅｒａｓ等，２０１８［５７］；Ｔｏｍｉｎｃ和 Ｒｅｂｅｒｎｉｋ，
２００７［５８］）。此外，创业者所在地的民族多元化通过竞争压力影响创业成长愿望（Ｅｆｅｎｄｉｃ等，２０１５）［４］。
Ａｓｈｏｕｒｉｚａｄｅｈ（２０１７）［５９］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证实了伊朗的移民者和原居民的创业成长愿望是不同的，散
居国外的伊朗创业者比伊朗本地的创业者更期望扩大业务，其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和制裁之后的伊朗在一

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绝，国内处于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难以为创业提供成长的沃土。

２．从成长愿望到成长意图的驱动前因
与成长愿望形成不同的是，从成长愿望到成长意图的投射是拒绝即使经过努力也难以实现的

目标空间的过程，意味着从理想目标到努力目标的选择空间缩小。基于资源基础观，创业活动是创

业者在资源高度约束的情况下开展的，因而创业者对自己所拥有或获取能力和资源的感知可以促

进从成长愿望到成长意图的投射率。创业者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所创企业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影响

创业者对能力和资源感知的关键因素。

（１）创业者拥有的资源禀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创业者基于教育和经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并且这些知

识和技能被创业者投入了创业活动。以往学者多用教育、经验等指标测量人力资本水平，探讨人力

资本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但相关结论却是众说纷纭。其中，教育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存在三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与创业成长意图积极相关。一些学者从效用最大化视角、能力视

角、人力资本理论视角得出结论：教育程度越高，创业者越希望所创企业成长（Ａｕｔｉｏ和 Ａｃｓ，
２０１０［６０］；Ｃａｐｅｌｌｅｒａｓ等，２０１８［６１］；Ｍｏｒｒｉｓ等，２０１０［５４］；Ｐｉｉｓｐａｎｅｎ等，２０１８［５１］），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危机
时期比非危机时期更强（Ｇｉ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等，２０１７）［５］。在培训领域得到类似的结论：个人的成长意图
受创业培训的正面影响（Ｌａｊｑｉ和 Ｋｒａｓｎｉｑｉ，２０１７）［３２］，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出现下降趋势时，那些接受
过创业培训的创业者并不会减弱自己的成长意图（Ｃａｐｅｌｌｅｒａｓ等，２０１６）［６１］。正相关论的主要原因
在于：受到良好教育或接受培训的个体付出了时间、金钱等资源，那么他们在选择创业之前就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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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从创业活动中获得足够多的回报，在正式创业后也会通过实现高的企业成长来证明选择创业的

合理性。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与创业成长意图呈反向关系。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已创办企业的

创业者会降低成长意图（Ｏｚｃａｍ和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２０１２）［４１］。该结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接受教育
水平的提高，创业者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更多，从而在决策方面更加理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与

成长意图无关论。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教育与创业成长意图之间的联系（Ｌｉａｏ和
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３［３９］；Ｌａｊｑｉ和 Ｋｒａｓｎｉｑｉ，２０１７［３２］）。他们认为，与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对创业者来说
更重要，且社会资本不但能够促进创业成长意图，而且增强人力资本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

此外，经验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同样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消极论。ＭａｒｔｉｎＳａｎｃｈｅｚ等
（２０１８）［６２］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拥有先前创业经验的人会表现更低的成长意
图。可能原因在于：那些在生活中或业务上有更多经验的创业者可能反而在成长意图方面持更现

实的态度（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２０１１［２７］；Ｐｉｉｓｐａｎｅｎ等，２０１８［５１］）。二是积极论。认为管理经验、相关经验
是创业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是成长意图的重要预测因素。此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证实，之前有创

业经验的创业者（施丽芳和廖飞，２０１４［２１］；Ｗａｌｌｉｎ等，２０１５［６３］）或具有较高管理经验的创业者
（Ｃａｓｓａｒ，２００６［３８］；Ｆａｔｏｋｉ，２０１３［４７］）均拥有更高的成长意图。三是无关论。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验
对创业成长意图并无显著影响（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Ｌａｊｑｉ和 Ｋｒａｓｎｉｑｉ，２０１７［３２］；Ｌｉａｏ和 Ｗｅｌｓｃｈ，
２００３［３９］；Ｔｏｍｉｎｃ和 Ｒｅｂｅｒｎｉｋ，２００７［５８］）。

②积极情绪。依据情绪一致性理论，创业者对创业的积极情感或高自我效能，意味着更大的创
业强度（即创业者愿意为所创企业的成功发挥最大动力和努力），从而成长意图水平也比较高。具

体来说，创业者的积极情感将与实现广泛而雄心勃勃的目标正相关，负面情感与实现狭隘和不那么

雄心勃勃的目标正相关 （ＤｅｌｇａｄｏＧａｒｃíａ，２０１２［６４］；?ｎｅｒ和 Ｋｕｎｄａｙ，２０１５［５２］；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
２０１１［２７］）。虽然有学者认为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者的成长意图正相关（Ｌｅｃｕｎａ等，２０１６）［３］，但是，不
同情境的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不尽相同。例如，Ｂｕｌａｎｏｖａ等（２０１６）［３０］根据创业事件
模型的研究表明：就从投资者获取资金的自我效能感而言，感知成长的可行性与女性创业者的成长

意图正相关。然而，Ｖｅｒｈｅｕｌ和 Ｍｉｌ（２０１１）［２７］的研究却表明，拥有创业技能和知识方面自我效能感
的创业者并没有更大的成长意图。

③家庭收入。少数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家庭收入对创业者成长意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
究，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基于机会成本理论，拥有较高家庭收入的创业者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从而受到较高机会成本的影响，在五年内具有较高的企业规模期望（Ｃａｓｓａｒ，２００６）［３８］。基于资源
保存理论视角，高家庭收入水平增强了创业者的财务状况，进而促进了他们的成长意图（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
和 Ｏｚｃａｍ，２０１０）［６５］。但是，Ｏｚｃａｍ和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２０１２）［４１］认为，家庭收入似乎只对初次创业者和成
熟企业创业者的成长意图很重要。

④社会资本。创业需要个体嵌入社会网络，并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因而创业者的社会网络
在从成长愿望到成长意图的投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Ｇｉ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０１７［５］；Ｌｉａｏ和 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３［３９］）。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对技术创业者和非技术创业
者的成长意图有不同的影响，其中，结构资本（即广泛的社会关系）对技术型创业者的成长意图没

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非技术型创业者的成长意图，其主要原因在于稀疏的社交网络实际上是技术

创业者的有利因素之一，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丰富的非冗余信息和知识，并且在维持少数关系时也可

以降低成本。然而，对于非技术型创业者来说，物质资源远比新信息和隐性知识对于企业成长更为

重要。社会关系重叠造成的信息冗余将促进有形资源的交换，因此，结构资本（即广泛的社会关

系）会增加非技术型创业者的成长意图。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可以促进创业者的成长意图提升，

其中关系维度对成长意图的影响在基于技术的初次创业者中更显著（Ｌｉａｏ和 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３）［３９］。

８９１

陈建安　创业成长抱负：研究综述与展望



（２）新创企业能提供的资源。创业者新创企业提供的资源作为一种外围资源影响着创业者的成
长意图。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创业者的成长意图会随着所创企业提供资源的增多而延续，并得以强

化。所创企业的初始规模越大，创业者对所创企业的成长意图越高（Ｄｅｌｍａｒ和 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２００５）［３６］。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和 Ｏｚｃａｍ（２０１０）［６５］也认同这一点，其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成长意图的年轻创业者基本
上都是拥有较大公司的创业者。但是，创业成长意图的这种规模效应仅在创业企业的婴儿期和成熟

期展现（Ｏｚｃａｍ和 Ｋａｒａｄｅｎｉｚ，２０１２）［４１］。当然，所创企业规模大小并不等于该企业所能提供的资源就
越丰富，例如以员工数量衡量的企业规模与创业者成长意图并不相关（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

３．从成长意图到成长预期的驱动前因
与从成长愿望到成长意图投射类似，从成长意图到成长预期的投射是拒绝受外部机会和约束

难以达成的目标空间，意味着从努力目标到预期可达目标的选择空间缩小。基于制度理论和前景

理论，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资源环境会影响创业者对成长机会和约束的感知，进而间接影响从成

长意图到成长预期的投射率。

（１）正式制度环境。鉴于创业是创业者主动嵌入利益相关者网络的过程，学者们从制度环境
视角探讨创业者成长预期的影响因素，认为产权保护是正式制度影响创业成长预期的关键因素。

一是财产产权制度。Ｅｓｔｒｉｎ等（２００９）［６６］指出，财产产权保护的缺失或不足将降低创业者的成长预
期，并提出不安全的财产产权保护通过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创业者的成长预期（Ｅｓｔｒｉｎ等，
２０１３）［６７］。依据前景理论，Ｅｓｔｒｉｎ等（２０１６）［６８］发现个人破产法和企业破产法均对创业者在不确定
环境的决策有影响，其中，个人破产法影响普通创业者的成长预期，企业破产法对抱负型创业者的

成长预期产生影响。二是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不同类型创业者的成长预期影响不

同，其对于想利用新技术进行市场扩张的创业者来说更为重要（Ｔｒｏｉｌｏ，２０１１）［６９］。当然，知识产权
制度对创业成长预期可能存在双重作用。例如，知识产权制度对创业者的教育程度和成长预期之

间的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及其对家庭收入和创业者成长预期之间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也得

到证实（Ａｕｔｉｏ和 Ａｃｓ，２０１０）［６０］。
相比于正式制度本身来说，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效（即正式制度环境质量）对于创业者成长预期

的形成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宋丽红等，２０１５）［１６］，诸如业务监管复杂程度、提供正规金融和非正规资
金的流行程度、法治程度、腐败程度、制度障碍等。如果没有接触外部融资者的途径，创业者会降低

他们在企业成长方面的雄心和期望。但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融资的规模对高成长意图创业者的

影响较小（Ｅｓｔｒｉｎ等，２００９）［６６］，以成长为导向的初次创业者倾向于更多依赖正式的外部融资者，特
别是银行。此外，较高的腐败程度和较大的政府监管活动范围显著限制了创业者的成长预期

（Ｅｓｔｒｉｎ等，２０１３）［６７］。虽然正式制度障碍对创业者成长期望的影响未得到证明，但是，创业者的成
长预期在正式制度障碍下受到企业规模的积极影响得到证实（Ｌａｊｑｉ和 Ｋｒａｓｎｉｑｉ，２０１７）［３２］。正式制
度环境质量对小微企业的创业者而言更为重要，因为小微企业的创业者获得资源较少，这使小微企

业的创业者难以应对正式制度安排的障碍。

综合不同的情境及创业者对正式制度的不同解读发现，正式制度环境对创业者成长预期的影

响具有差异性。例如，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商业友好环境与抱负型创业盛行正相关；然

而，在发达国家，对企业实践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宽松程度是抱负型创业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之

一（Ｋａｒａａｇａｃ，２０１４）［７０］。此外，有学者指出，创业者对于制度的解读才是影响其成长期望的重点，
如那些对企业所处领域制度安排了解不深入的早期创业者比那些更熟悉在该特定领域创造业务相

关的具体障碍和限制的创业者有更积极的成长预期（Ｗａｌｌｉｎ等，２０１５）［６３］。
（２）经济资源环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①创业资源禀赋。创业资源禀赋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创业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水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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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或区域的创业资源禀赋并不能促进创业者的成长期望，甚至会产生负相关的结

果。其中，Ｋａｒａａｇａｃ（２０１４）［７０］的研究发现：国家层面人力资本积累强度（公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
健康水平、寿命和平均收入）与抱负型创业的流行负相关，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该研究结论与之前

表明的较高的人力资本鼓励各国高潜在创业精神的研究结论（Ｌｅｖｉｅ和 Ａｕｔｉｏ，２００８）［７１］形成鲜明对
比。Ｒｙｐｅｓｔｏｌ等（２０１７）［７２］的研究也证实，尽管不同密集程度的区域创新系统下创业者的创新行为
有所差别，他们的成长期望却没有显著区别。

②经济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成长预期与创业者追求的企业地点、企业类型并不相关
（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Ｍｏｒｒｉｓ等，２０１０［５４］），机会感知才是创业者成长预期的关键驱动因素，尤其对那
些在恶劣经济条件下的抱负型创业者具有特殊意义。创业者在感知到竞争情况不同于初始期望时

会经历成长意图的较大转变，选择缩小成长目标空间（Ｂｅｒｇｍａｎｎ和 ＢａｌｔｒｕｓａｉｔｙｔｅＡｘｅｌｓｏｎ，２０１０）［３５］。
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发现创业者的成长预期与创业企业所属的行业相关，制造业的创业者成长预期
普遍高于其他行业创业者的成长预期，尤其是服务业的创业者最抵触企业成长。由于经济环境带

来的国家社会治安水平、失业率增加降低了创业者的成长预期（Ｈｅｓｓｅｌｓ等，２００８［５３］；Ｃａｐｅｌｌｅｒａｓ等，
２０１６［６１］）。此结论的可能原因在于：失业数据可能被创业者当作衡量该地区全球经济状况的信号，
就业水平越高的地区可能会提供比失业率上升的地区更大的市场潜力，导致失业率上升地区新创

企业的预期收益可能会降低。商业模式的选择对于创业者来说也很重要（Ｗａｌｌｉｎ等，２０１５）［６３］，但
是并不存在最优的普适商业模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商业模式的局限性会使创业者只拥

有有限的成长预期，出色的商业模式则激活创业者的成长预期。

四、创业成长抱负的多层结果效应

与创业成长抱负形成的前因研究较丰富相比，现有文献在其结果方面着墨较少。根据对以往创

业成长抱负相关研究的思考和整理，发现这些研究高度分散在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并且

三个层面的影响效应呈现从个人层面到企业层面再到社会层面的依次递进现象（如图２所示）。

图 ２　创业成长抱负的多层结果传递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绘制

１．创业成长抱负对创业者的影响
仅有少数学者对创业成长抱负在个体层面的影响效应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基于

计划行为理论、期望理论和目标理论，发现拥有不同成长抱负的创业者其行为表现存在差异。虽然从

创业成长预期到实现创业成长是一个艰苦的蜕变过程，并非所有的创业成长预期最终都能转变成实

际创业成长。但是，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意图或愿望被认为是实际行为的准确预测因子，创业者参与

行为的意图越强，越可能采取行动。创业成长预期不仅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Ｄｏｕｇｌａｓ，
２０１３）［７３］，而且对创业成长的态度产生影响（闫丽平等，２０１２）［２２］。创业者依据对成长态度的认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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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采取相应的机会开发行为，态度越积极或自我效能越高，越有利于行为的实施与开展。依据

期望理论，成长预期反映创业者期望的结果，能够促使创业者积极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例如，与适

当规模型创业者相比，成长导向型创业者具有更高的成长抱负，并采用偶然发现的机会识别方式，进

行更多的计划准备和资源整合活动（张玉利等，２０１０［１８］；Ｌｏｎｇ等，２０１６［２６］）。依据目标理论，目标追求
会驱使创业者在面对障碍、挫折和不确定时保持初心，坚持不懈。并且，成长预期越高，实现成长目标需

要的资源也越多，从而创业者会实施更多的资源获取行动和与利益相关者发生更多的网络行为（王秀峰

等，２０１６）［１７］。反之，有限的创业成长预期会使得创业者一开始就制定不是那么雄心勃勃的商业模式。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创业成长抱负对创业者行为的积极效应，几乎没有涉及其消极效应。在现有

研究中，仅有个别研究发现创业成长抱负对于创业者本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那些仍在创业过

程中的创业者，成长预期并没有对创业成功产生显著影响（Ｇａｒｔｎｅｒ和 Ｌｉａｏ，２０１２［７４］；张玉利等，
２０１０［１８］；闫丽平等，２０１２［２２］），甚至有高成长雄心的创业者似乎更倾向于回避风险，更容易放弃创业
（Ｇｅｌｄｅｒｅｎ等，２００５［７５］；Ｍｉｎｅｒ和 Ｒａｊｕ，２００４）［７６］。此类结论的可能原因在于：第一，与大多数人类似，创
业者厌恶市场风险，但是，他们非常欣赏自己的能力（即过度自信），过度自信弥补了对风险的厌恶

（Ｓａｌａｍｏｕｒｉｓ，２０１３）［７７］。但在“预期 －现实”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抱负型创业者可能因创业发展的现实
情况没有达到其的最初预期而感到失望，从而可能回避风险或放弃创业活动（Ｋｈｅｌｉｌ，２０１６）［７８］。第
二，创业者是理性人，同时存在趋利与避害两种心理。特别是对于那些目光长远的抱负创业者来说，

他们预期未来可能会经历创业的反复无常，所以拥有攻守兼备的信念，寻求稳健发展。

２．创业成长抱负对新创企业的影响
梳理现有文献，创业者成长抱负的实现被研究最多的结果变量是企业真正的成长和发展。抱

负型创业者始终对现有成就感到不满，更有动力去做任何努力来发展他们的企业，甚至作出必要的

牺牲来确保他们所创企业的成功。因此，高成长导向型创业者致力于创业的成长，会抛开一些个人

或家庭目标，做出牺牲，追求一种“延迟满足”的行为模式（Ｇｕｎｄｒｙ和 Ｗｅｌｓｃｈ，２００１）［１０］。并且，那些
追求成长的创业者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会更加倾向于考虑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并依此制定策略；

相反，那些抵触企业成长的创业者认为他们无法跨越这些障碍实现成长。因此，企业的后续成长与

创业者的成长预期正相关（Ｋｉｒｋｗｏｏｄ，２００９）［７９］。
创业成长抱负对企业成长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１）创办企业。新企业的创建是基于创业期望的努力—绩效—结果模型的过程（Ｍａｎｏｌｏｖａ等，
２０１２）［４６］。抱负型创业者具有较高的非战略风险倾向（所有创业者均面对的业务相关风险），却没
有较高的战略风险倾向（与新业务发展相关的特定风险）（Ｇａｒｔｎｅｒ和 Ｌｉａｏ，２０１２）［７４］，从而倾向于建
立拥有更多的顾客、众多竞争者和产品呈现多样化的企业（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１９９２）［２３］和有限责任形式的
企业（Ｅｓｔｒｉｎ等，２０１６）［６８］。（２）国际化。高度创新的创业者先前成长期望的被满足程度与其随后
的国际化行为呈 Ｕ型关系，即未达到或超过成长预期的创业者随后将比那些成长预期刚好能够得
到满足的创业者更加国际化。但是，对于低创新的创业者来说，这种关系是积极且几乎是线性的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和 Ｆｅｒｎｈａｂｅｒ，２０１８）［８０］。（３）企业规模。创业者对成长的偏好会影响企业未来的销售
额，且与创建公司以来增加的员工数量积极相关（Ｍｏｒｒｉｓ等，２０１０）［５４］。创业者的短期成长期望对
前两年的累计销售额和雇员人数产生强烈的影响，甚至会对１０年的销售额和雇员情况产生积极影
响（Ｋｏｌｖｅｒｅｉｄ和 Ｉｓａｋｓｅｎ，２０１７）［８１］。

当然，创业者成长抱负的实现并不一定对所创企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创业者可能对自己的

能力过于自信，或对机会过于乐观，由此可能导致企业实际成长受阻。例如，Ｂｒｕｓｈ等（２０１０）［８２］发
现对企业成长有更高期望的创业者实现首次销售的可能性甚至更低，即延迟产品的上市。还有学

者从创业动机视角提出，如果所创企业的资源足以允许抱负型创业者实现非经济预期（如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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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价值），那么他们可能在企业亏损或经营状况恶化时继续维持运营，并且利用企业资源来达成个

人的目标，而不是确保所创企业的成长（Ｋｈｅｌｉｌ，２０１６）［７８］。因此，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和企业实际成
长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复杂，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也表明，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和企业实际成长之

间存在一些可供挖掘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如创业者的教育水平和经验，以及所创企业经营环境

的活力。也就是说，教育、经验和环境活力放大了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对企业实现成长的影响。

３．创业成长抱负对社会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把创业成长抱负视为微观层面的主题，从而其对社会的影响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

关注。在宏观层面，创业企业的成长能够被理解为由创业活动产生的经济增长。尽管抱负型创业

是稀缺的，但其经济影响远远强于没有抱负的创业活动。并且，抱负型创业活动是推动经济增长和

创造就业的重要源泉（Ｓｔａｍ等，２００９）［８３］，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普通创业活动。这种贡
献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均得到证实，但是低收入国家中的贡献效应更大（Ｓｔａｍ等，
２００９）［８３］。然而，Ｖａｉｌｌｉｅｒｅ和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９）［８４］发现，在高收入国家，雄心勃勃的创业对宏观经济
确实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低收入国家中并没有发现这种效果。

五、启示与未来展望

１．现有研究的启示
（１）创业成长抱负水平的双刃剑效应意味着并非越高越好，从而对其实施干预是必要的。创

业成长抱负水平对创业者和所创企业来说均是一把双刃剑，源于创业者的成长抱负水平高意味着

过度自信。虽然过度自信使创业者乐观开心，越能尽快地把创业中的“关键事件”转化为自已成长

的重要资源，产生自我实现预言。但是，过度自信的创业者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进而

产生承诺升级，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组织可以开展干预训练，对于激活创业者的成长抱负

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创业成长抱负的动机观意味着其能够被引导和激发，从而对创业成长抱负实施干预是可
能的。创业成长抱负不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而是介于人格特质和创业情境之间的一种成

长动机。与人格特质（如进取心）不一样的是，创业成长抱负既包含对成长目标的认知成分，又包

含情感成分。并依据期望目标空间的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可将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划分为理性的

成长抱负和非理性的成长抱负。虽然这种成长动机的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段或某些特定情境下是

相对稳定的，但是可以由创业者的内在需要和外在诱因所激发。因此，创业成长抱负的暂时稳定性

是对创业者开展成长抱负干预的基础，说明干预是可能的。

（３）创业成长抱负的投射机制意味着创业者、所创企业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导致不断的范围限定和
妥协，从而围绕这些因素对成长抱负形成实施干预是可行的。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包括成长意愿的形

成、从成长意愿到成长意图、从成长意图到成长预期的投射，其中成长意愿是非理性预期，成长意图是有

限理性预期，成长预期是理性预期。从而，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意味着创业者需要不断限定范围和做出

妥协。因此，创业成长抱负水平不但是创业者个体、所创企业和宏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创业者实

施自我创造、自我确定和自我妥协的主动选择过程。围绕范围限定和妥协，从扩充创业者和所创企业的

资源优势，塑造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来采取干预措施，促进创业者成长抱负的形成和提升。

２．现有研究的不足
（１）相关构念较多导致创业成长抱负的内涵模糊。现有文献中与创业成长抱负相关且内涵重

叠的概念众多，学者们在表达创业者对所创企业成长的态度时所使用的标签未能统一，甚至出现同

一内涵下有多个不同标签的情况，为这一领域的发展带来阻碍。尤其是创业者的成长抱负最终落

脚点应该是创业者个体，现有研究中缺乏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来关注创业成长抱负的独特内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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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创业者的成长抱负虽与一般职业抱负存在相似之处———均以人为中心，但现有文献对于创业的

特殊情境（如高度不确定性，经常处于压力的高峰或低谷，创业者处于所创企业的最高职位）关注

不多，因此未能有效区别创业者成长抱负的独特之处。

（２）测量客体错位导致评价指标过于关注规模。①现有研究主要是以新创企业为中心测量创业
成长抱负及相关构念，但是对新创企业的成长期望并不完全等同于创业者的成长抱负。从而，以新创

企业为中心的成长抱负测量难以全面反映创业者的个体创业抱负水平。②现有测量主要侧重“量”的
客观评价，考察预期成长抱负的规模，没有涉及创业抱负的“质”，即不同创业者对成长追求是存在差

异的，这可能会限制创业成长抱负的研究视角。例如，进入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不断

涌现，员工、资产或收入规模并非轻资产轻管理模式下企业成长的重要体现；与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创

业者不同，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是社会创业者在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时的追求目标。

③现有文献视创业成长抱负为单维构念，以单一题项测量其水平程度，或以哑变量的形式来测量其存
在与否，其实创业成长抱负类似于职业抱负，是一个多维的连续构念，因此成熟的多维量表有待开发。

（３）前因变量众多，但缺乏系统性框架。①现有研究对创业成长抱负的相关前因虽然涉及创业者
特征、所创企业特征和宏观环境等不同层面，比较全面，但是仅关注单一因素分别对创业成长抱负的

影响。各前因对创业成长抱负的影响是否可能存在互补、抵消或替代效应，尚未被揭示。对前因之间

交互的效应研究可能对创业成长抱负培育和实现的管理实践提供更大的参考价值；此外，现有这些研

究是基于不同情境、不同国家开展的，从而将这些前因变量统括到一个整合的框架中可能难度较大。

②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横截面数据利用定量研究检验各因素对创业成长抱负的影响，难以科学解释创
业成长抱负从成长意愿到成长意图再到成长预期投射的动态性规律，即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机制。

（４）消极效应关注少，尤其缺乏边界条件的研究。对结果效应的关注局限体现在以下方面：①
结果效应集中在个体层面和企业层面，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效应涉及比较少。②现有研究基本把注
意力放在创业成长抱负的正面影响，消极效应关注比较少。③创业成长抱负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
极影响的边界条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匮乏，但是这样的研究结论往往对

管理实践具有更直观的指导意义。

３．研究的未来展望
（１）创业成长抱负的独特性内涵界定及测量工具开发。借鉴职业抱负的内涵，为创业成长抱

负给出一个更加符合创业情境化的准确定义，深入挖掘该构念的内容维度和特征。在此基础上，遵

循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从创业领域的成长动机、成长意愿和成长效能三个维度来开发创业成长抱负

水平量表，以加深对该概念的理解与把握，并拓宽实证研究的主题。

（２）创业成长抱负前因的权变条件揭示。许多因素的作用结果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诸如性
别对成长抱负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抑或是没有影响。这种实证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

存在共性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结论的不一致？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创业成长抱负的

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不断缩小选择的过程，与创业者、企业和社会的众多因素有关。因此，可以依据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采用逻辑推理的思路厘清创业成长抱负的触发机制和形成机制。尤其

是更多地关注创业者、企业、宏观环境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创业成长抱负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效应，

以便有效干预创业者成长抱负的形成和实现。

（３）创业成长抱负双刃剑效应的权变条件揭示。创业成长抱负对创业者的行为和所创企业的
成长存在时好时坏的双重效应，到底是“利之刃”还是“伤之刃”需要视情境而定。并且，创业成长

抱负与企业实际成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引入中介变量揭示这两种内在矛盾机

制对创业者、企业和社会的不同影响机制；引入调节变量，诠释创业成长抱负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

极影响的边界条件，揭示从创业成长抱负到企业实际成长的转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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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创业成长抱负形成的动态追踪研究。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自身以及企业的成长速度经常可
能会远超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甚至创业者可能处于一种一直被外在情境倒逼成长和蜕变的状态。

从而，创业者对企业成长的预期会随着企业建立及建立后逐渐发展的阶段发生变化。并且，当前的创

业成长抱负既取决于过去成长抱负的实现程度，也与现在的资源、能力、机会等相关。但是，现有研究

主要以横截面数据开展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检验了相关理论和假设，却难以揭示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

过程。因此，需要采用案例研究法，长期追踪企业创立过程中从成长意愿到成长意图再到成长期望最终

到成长实现的投射机制，以及创业者成长抱负变化的动态机制，以实现构建新理论和洞察机理的目标。

（５）创业者和创业团队在成长抱负的差异和关联。随着不确定环境对创业门槛的逐步提高，
团队创业成为重要的创业形式之一不断涌现。个人创业和团队创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

各自的独特性。由此推断，团队创业中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和个人创业中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可能存

在各自的独特性和形成规律，又相关关联。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个人创业的形式探索创业成长抱负

的形成以及前因后果，相关结论难以复制到团队创业的特殊情境之中。因此，需要探索团队创业情

形下创业者成长抱负的形成机制，比较团队创业中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和个人创业中创业者的成长

抱负之间的异同。并且，需要揭示创业团队成长抱负如何跨层影响创业者的成长抱负，创业者的个

体成长抱负如何聚合成创业团队的成长抱负。

（６）创业成长抱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部分学者开展了创业成长抱负的跨国或地区比较研
究，但是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经济水平、资源禀赋对创业成长抱负的影响。在

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国家或地区情境下，创业成长抱负偏向个人取向，旨在追求个人的目标和自我

价值实现；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情境下，创业成长抱负则偏向社会取向，旨在个人目标的实现和

期待得到他人的赞许。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创业成长抱负的形成机制可能存在差异，

从而基于西方数据得到的实证研究结论难以指导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实践。因此，这些需要开展跨

文化的比较研究，为中国情境下干预创业者成长抱负的形成提供更有价值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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