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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研究聚焦个体特征、行为和情境等多因素的互动规律，受研究方法的限制，过往研究大

多检验单一因素对创业结果的影响。以 QCA 为代表的组态研究方法，可以检验多种因素同时作用以

及不同因素组合导致相同结果等复杂因果关系，学者们已将其作为验证和探索创业理论的新范式。利

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对国外 QCA 方法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将检索到的 24 篇创业文献从研究主

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类型进行分类，发现对个体的创业意向，新创企业的生存、成长和绩效，以及国

家创业活动等三个主题的研究较多，指出未来研究可以从创业情境、创业失败结果、跨层次研究和发

展理论等四个方面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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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定性比较分析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QCA)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

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是一种适用于小样本

和中等样本的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1]。QCA 早

期主要应用于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分析工业化

国家的民主、政治革命以及社会运动等宏观主

题。2007 年，Fiss 在管理学顶级期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发文，表明 QCA 适用于要素

互动的组态研究，标志着 QCA 正式进入管理学

的研究领域[2]。国内对于 QCA 原理和应用领域

有所探讨，学者臧雷振[3]、夏鑫[4]、张驰[5]、杜

运周和贾良定[6]等分析了 QCA 在社会科学、经

济管理、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现有研究和应用

前景，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学习和应用 QCA 的  

热潮。 

    QCA 将案例看成条件的组合，借助于集合论

和布尔代数原理，不仅可以探索案例内部复杂的

条件关系，而且可以比较案例间的不同因果模 

型[7]。QCA 为创业领域的部分研究问题提供了更

精确、更细化的解决方案。从变量角度来看，QCA

能够准确揭示新创企业绩效的原因组合，深化对

现有理论应用条件的理解。例如，Sandberg 和

Hofer 指出新创企业绩效受到创业者、企业战略

和行业结构三个因素的影响[8]。单个因素对于企

业的成功或失败常常导致矛盾的结论[9]。创业研

究中大多采用回归分析、交互(interaction)，只能

检验单个因素的净效应或三个以内因素的调节

作用，现实中新创企业的绩效可能受到技术、管

理者、市场、战略联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将前

因条件限定为三个因素缺少合理性。QCA 可以同

时考察 4—7 个因素的组合对结果的影响，能更

好地解释实现新创企业绩效的多重路径。此外，

创业研究通常分析创业者个体决策受到宏观层

面国家制度、文化的影响[10]，QCA 通过对不同层

面因素的组合分析，可以展示不同特征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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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制度和文化情境下的创业决策差异，全面

展示创业决策的因果复杂性。 

    从案例的数量上看，QCA 可以帮助研究者解

决抽样和小样本的研究困境。例如，于晓宇指出

创业失败的研究难以从公开数据库获得创业失

败者分布信息，给抽样调查创业失败带来一定阻

碍[11]。QCA 以理论为基础进行抽样，案例选择的

标准为全部案例结果的同质性和案例间最大程

度的异质性，即同时选择“积极”和“消极”结

果的案例。这一方法更好地解决了失败研究无法

随机抽样的问题。在样本量上，林嵩认为创业失

败相关的数据较为匮乏，阻碍失败研究进展[12]。

QCA 最初被视为一种小样本的研究方法，通常

10 到 40 个样本量可以满足研究需要。因此，QCA

对于创业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纷纷呼吁研究范式的转化。

学者 Woodside[13−14]发表系列论文提倡 fsQCA 方

法在管理学科中的应用，强调管理决策的研究范

式应由传统实证主义的矩阵代数向布尔代数逻

辑转换。2015 年全球创新和知识学会的年会

(GIKA)为学者提供了交流研究范式转换的平台，

大会收录 46 篇采用 QCA 方法探索创业、组织战

略和绩效问题的论文[15]。部分论文发表在 2016

年的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特辑上，很好地

推动了 QCA 方法在管理学科中的应用。 

    然而，QCA 方法在创业领域的应用仍处于发

展初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发表 QCA 方法在

经济管理研究中的文献综述，较少探索创业领 

域[3−5, 16]。尽管学者 Kraus[17]等梳理了 2005—2016

年 fsQCA 方法在创业和创新领域的应用，但论文

的内容是 fsQCA 方法的介绍和论文发表期刊、发

表时间以及主题的统计描述，缺少对研究内容的

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相对于国外 QCA 方法在

创业领域中的兴起，国内创业领域对 QCA 方法

的应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研究针对国外 SSCI

期刊上的创业领域 QCA 研究进行梳理，从个体、

企业和国家三个层次对QCA研究成果(截至 2019

年)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并探讨未来的研究

方向，为国内学者应用 QCA 方法研究创业问题

提供参考。 

    二、QCA 方法应用在创业研究的文献分析 

    (一) 文献概括 

    创业是探讨机会的识别、评估和利用的过   

程 [18]，QCA 研究涉及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法

(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法(mvQCA)、模糊集

定性比较法(fsQCA)等三种方法的相关文献。通

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及整理，国外文献主要

来自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

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QCA”和

“entrepreneurship”为检索主题词，年限设定为

1987—2019 年，文献检索类型设定为期刊论文，

人工阅读了每篇文章的摘要，排除只提到创业概

念，但内容不符合创业领域的研究文献，得到 18

条英文文献。有 2 篇论文是学术年会 QCA 的综

述论文，两个年会分别是 2015 年国际创新和知

识学院的年会、2015 年全球创业和创新的管理年

会，会议论文中的一部分推荐到期刊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上发表，成为定性比较方法的

特辑，本文将特辑中的 6 篇创业相关论文纳入综

述范围，文献合计 24 篇。 

    从文献发表数量来看，QCA 方法还处于发展

初期，正逐步得到管理学界的认可。学者们从战

略和管理等不同学科视角提出QCA方法的应用。

所搜索的文献分布于 2015—2019 年，时间跨度

为 4 年(见图 1)。可以看出，从 2015 年起，发表

文献的数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图 1  创业领域应用 QCA 方法的文献 

 

    (二) 主题分类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比较其研究成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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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女性创业、社会

创业、学术创业、商业模式、新创企业的生存与

绩效、创业意向和国家创业活跃指数 (tot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TEA)等。研究对象可进

一步细分为个体、企业和国家三个层次。 

    1. 个体创业研究 

    创业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创业者对于机会的

识别、评估和利用，过往研究指出创业者的主观

感知对于机会利用过程有重要影响[19]。针对个体

的研究主要关注四个方面，即创业意向、创业阻

碍、信心和成功。 

    首先，关于创业意向的研究。Huertas 等使用

fsQCA 方法研究西班牙运动科学专业毕业生的

工作经历、性别和行业控制等 5 个因素对创业意

向的影响[20]。其次，创业阻碍的研究聚集创业的

性别差异[21]。过往研究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

创业者对财务目标关注少，更加在意社会目标。

研究结果表明，机构资金支持、家有子女和缺少

企业扩张愿望造成青年女性创业受阻，而自有资

金、机构资金支持、家有子女和有企业扩张的愿

望是年长女性的创业阻碍[22]。再次，创业信心的

研究分析了社会创业者。研究发现，当地政府的

影响力是社会创业者信心的核心条件，但这一条

件需要与当地网络支持、当地投资和财务建议等

补充性制度因素进行组合，共同提高社会创业者

的机会开发信心[23]。最后，创业成功研究发现了

一个有趣的结论。旅行是创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与学习愿望、失败经验、创业导师和逆商指数形

成 5 个组合共同促进创业成功[24]。 

    2. 新创企业的研究 

    新创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少于 8 年的企   

业[25]，受到新进入缺陷的影响，企业存活率较低。

本次综述的文献对于新创企业创立、生存、成长

和绩效的研究较多。首先，新创企业的创立研究

表明，对于大学衍生企业，高校内部学术创业的

支持活动、规范框架和基础设施(商业孵化器和科

学公园)以及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家的技术能力影

响其创立[26]。 

    其次，关于新创企业生存的研究文献有 5 篇，

所占比例最大。这些研究分析个体决策逻辑、创

业动机、商业计划书质量、企业资源、内外部的

创业建议对于新创企业生存的影响。①个体决策

逻辑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表明，相对于非学术创业

者而言，学术创业者的计划更多，应对变化的灵

活性更差，而创业经验对两类创业者都有显著影

响[27]。②女性的创业动机对企业生存的研究表

明，风险倾向和工作—家庭平衡对女性创业成功

的影响最大，追求工作—家庭平衡、有风险倾向、

高收入需求和缺少就业需要的女性创业者所建

立的企业在存活企业中所占比例最高[28]。③商业

计划书质量对企业生存的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

个人特征是企业生存的核心要素。商业计划书在

新创企业(成立 3 年以下)生存中处于次要位置，

当创业者具有相关经验和教育并具备初始资金

时，新创企业可能生存[29]。④企业人力资本和经

济投入会影响新创企业的生存。研究发现创业教

育和创业家庭背景对新创企业生存均有积极影

响，小企业和自我雇佣的创业者对新创企业进行

经济投入和使用媒体可以促进新创企业生存[30]。

⑤创业咨询服务、公司创新程度和创业者个体特

征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失败有 4 种

不同类型，例如高学历创业者接受家人的创业建

议并且企业缺少创新情况下[31]，企业会失败。 

    再次，关于新创企业成长的研究证实，个体

创业意向、公司资源和外部环境等单一条件无法

解释企业成长。此外，还针对新创企业的商业模

式、国际化、商业化等内容进行了研究。①新创

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指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价值传

递和价值获取的设计系统。Munoz 和 Cohen 分析

了共享经济下企业的商业模式，企业采用最多的

商业模式是利用技术、双边互动的条件组合，这

一模式有很大可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获得风险

投资[32]。Kulins 等研究高市场价值企业的商业模

式，发现与过往文献研究不同的两种条件组合：

商业模式的新颖性和锁定(成本转换给顾客)，效

率(降低交易成本)、锁定和互补(产品和服务协同

效应)，这样形成的商业模式可以创造同样高的市

场价值[33]。②新创企业国际化市场的选择，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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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产业附加价值链中的业务位置、创业者背

景、市场选择均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研究发现

墨西哥信息技术产业(ICT)小型创业企业聚集在

微笑曲线的附加价值链高处，呈现出非地理位置

上的集群[34]。③新创企业商业化是指企业产品或

服务成功商业化，研究从制度合法性和战略差异

化的理论视角，分析战略(差异化框架、合作)和

情境(重大技术、在位者依赖、国际化市场)、创

业者特征(相关经验)对于企业商业化的影响，发

现合法性与差异化的战略平衡很重要，当新创企

业跨越合法性门槛后，战略平衡问题就解决了，

这时差异化才是商业化成功的关键[35]。 

    最后，新创企业绩效的研究包括企业规模和

企业绩效两个方面。①企业规模的研究发现，有

经验和政府资金支持的社会企业规模相对大，创

造就业岗位更多[36]。②酒店绩效的形成路径分

析，企业的盈利指标入住率和高利润有不同的条

件组合，提醒酒店管理者应该首先选定绩效指

标，再依据不同绩效指标的条件组合采用针对性

措施[37]。 

    3. 国家创业活动和市场创新的研究 

    创业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的重要途径。国家层面的创业研究关注了创业活

动的跨国差异和市场创新活动。 

    首先，国家的创业活动用创业活跃指数(TEA)

表示，其中 2 篇文献分析创业者自我感知与社会

价值观、创业意向对 TEA 的影响。研究发现机

会感知和没有失败恐惧等 3个组合可以解释TEA

存在，而媒体报告成功创业者事迹和创业并不是

好职业等 5 个组合可以解释 TEA 存在[38]，没有

能力、没有创业意向等 4 个组合可以解释创业驱

动国家的 TEA 不存在[39]。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创业

活跃度存在，与创业活跃度不存在的前因条件组

合是不对称的。1 篇文献研究创业自由度对 TEA

的影响。创业自由度是政府通过法律规范干预创

业的程度，结果表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

家，创业自由度的条件组合对 TEA 影响有着显

著差异[40]。另有 1 篇文献分析领导风格(魅力型和

自我关注型)和国家文化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

义和不确定性回避)对 44 个国家的创业意向和

TEA 的影响，发现魅力型领导和文化维度的结合

可以促进创业，而领导和文化的单一条件都不足

以解释创业意向高和 TEA 高[41]。 

    其次，市场创新是指企业拥有的新市场概念

或战略，显著不同于原有市场方式并从未使用

过。通过对比 26 个欧盟国家的创业者动机、创

业意向、机会感知和失败恐惧，发现有市场创新

的国家，创业者感知到机会并且有创业意向，或

是有失败恐惧并且没有创业意向。结论是失败恐

惧不会阻碍市场创新，而是会激励企业避免失败

而努力创新[42]。 

    本文按照年代顺序，从研究问题、研究主题、

使用 QCA 类型和样本量、研究类型等梳理上述

成果。其中，研究问题是指文章明确提出研究的

问题或关注的因变量，QCA 类型是指采用 QCA

方法属于 csQCA\mvQCA\fsQCA 中的哪类，研究

主题对因变量进行归类，样本量是文献使用的样

本数量，研究类型是从知识产生角度评估文献，

分为验证现有理论或发展新理论。当文中明确指

出与过往研究不一致的新观点，视为发展新理

论；当文中指出是利用现有理论或分析框架，视

为验证现有理论。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三、研究述评与研究展望 

    (一) 应用 QCA 方法的研究问题更加细化，

适合探索创业要素间的互动规律 

    从研究问题上看，既有研究依据过往理论或

文献选择可能的前因条件，应用 QCA 方法分析

了前因条件的组合对创业结果变量的影响，进一

步细化了前因条件间的互动规律。未来研究可以

借助 QCA 方法深化对于影响同一结果的创业要

素组合规律的分析。例如，创业情境是个体创业

的重要影响因素；处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情

境中的个体的创业行为和决策有很大的差别。从

研究文献的样本国家来看，上述研究主要抽取欧

盟、美国、西班牙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样本检验

创业理论，参照世界银行分类标准，这些国家为

创新驱动型国家和要素驱动型国家，缺少效率驱

动型国家。中国是效率驱动型国家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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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业领域 QCA 方法的检索文献 

作者 年份 研究问题 研究主题 
QCA 
类型 

样本

量(个)
研究

类型

Berbegal-Mirabent
等 

2015 
分析技术转移办公室和大学对大学衍生企业创立的

形成机制 
新创企业成立 fsQCA 63 

验证

理论

Mas-Tur 等 2015 
分析创业者特征和萨尔瓦多共和国(拉丁美洲)创业

服务特征对新创企业失败的前因条件组合 
新创企业生存 csQCA 198

验证

理论

Rey-Marti 等 2015 分析女性动机对创业成功的前因条件组合 女性创业动机 csQCA 35 
验证

理论

Gieure 和

Buendia-Martinez 
2016 分析西班牙企业生存和创业者成功的前因条件组合 新创企业生存 fsQCA 46 

验证

理论

Overall 和 Wise 2016 
基于创业学习理论分析旅行、学习愿望和逆商指数

等 5 个因素对创业成功的前因条件组合 
个体创业成功 fsQCA 14 

发展

理论

Rey-Marti 等 2016 
从权变视角分析培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财务

支持等因素对社会企业规模的前因条件组合 
社会企业 fsQCA 51 

发展

理论

Coduras 等 2016 一个国家创业活跃率高的前因条件组合 国家创业活动 fsQCA 29 
验证

理论

Kuckertz 等 2016 经济学家如何设计经济自由度鼓励创业活动 国家创业活动 fsQCA 63 
验证

理论

Beynon 等 2016 对比不同国家创业态度对 TEA 的前因条件组合 国家创业活动 fsQCA 54 
验证

理论

Simó-Moya 和

Revuelto-Taboada 
2016 商业计划书对新创企业生存的形成机制 新创企业生存 fsQCA 2 851

验证

理论

Kulins 等 2016 分析商业模式对市场价值的形成机制 企业商业模式 fsQCA 41 
验证

理论

Muñoz 和 Kibler 2016 分析地方制度对社会创业者信心的形成机制 社会创业者信心 fsQCA 407
验证

理论

Rey-Marti 等 2017 
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变因素对酒店生存和

成功的前因条件组合 
新创企业生存 fsQCA 78 

验证

理论

Cruz-ros 等 2017 分析创业能力和动机对市场创新的形成机制 市场创新 fsQCA 28 
验证

理论

Munoz 和 Cohen 2017 共享经济企业不同商业模式的形成机制 企业商业模式 fsQCA 36 
验证

理论

Tur-Porcar 和
Mas-Tur 

2017 
从内部(年龄、婚姻地位)和外部(企业扩张和资金)，

分析女性创业阻碍的前因条件组合 
女性创业阻碍 fsQCA 155

验证

理论

Huertas 等 2018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人口统计学分析学生创业

意向的前因条件组合 
学生创业意向 fsQCA 121

验证

理论

Ibrahim 和

AI-Ajlouni 
2018 

检验创业导向、企业资源和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前因

条件组合 
新创企业成长 fsQCA 369

验证

理论

Hernandez 2018 
识别处于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附加值链的墨西哥

中小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前因条件组合 
新创企业国际化 csQCA 26 

发展

理论

McKnight 和
Zietsma 

2018 
探索最佳区分性理论下加拿大清洁技术企业商业化

形成机制 
新创企业商业化 csQCA 30 

发展

理论

Villani 等 2018 
从决策逻辑视角分析学术型创业企业成功的前因条

件组合 
新创企业创立 fsQCA 86 

验证

理论

Torres 和 Augusto 2019 
分析国家文化和领导风格对创业意向及 TEA 的前

因条件组合 
创业意向 fsQCA 44 

验证

理论

注：作者依据综述文献整理(不含 2 篇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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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处于制度转型期，创业需要面对制度转型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创业行为与情境具有复杂因果

关系[43]。学者蔡莉也强调本土创业现象是独特的

制度、市场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

果[44]。中国情境创业研究关键在于考察多种因素

的作用路径，回归分析等方法很难全面揭示和区

分因素组合，而 QCA 方法可以实现此目的。过

往 QCA 研究鲜有探讨中国情境下的创业问题。

后续学者可以探讨中国情境中多因素并发的创

业现象，为创业研究提供效率驱动型国家的经验

证据，丰富和完善西方情境下的创业理论。 

    (二) 应用 QCA 方法的研究主题关注积极结

果，适合探索创业的非对称性规律 

    从研究主题上看，既有研究分析创业者成

功、新创企业成功(创立、生存、成长和国际化等)

和国家创业活跃度高等内容，对于创业者失败、

新创企业失败和国家创业活跃度低等消极的创

业结果探索较少。这一发现与过往相关研究一

致，学者 Kan[16]对 2005—2015 年间 QCA 在管理

中应用的论文进行综述，发现既有研究大多关注

企业成功，而忽略企业失败。失败是大概率事件，

为创业者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引发悲痛等负面

情绪，严重影响个人的就业及再创业决策。忽略

创业失败的消极结果，将不能揭示创业过程的全

貌。过往研究围绕失败成本、失败学习和失败归

因等相关主题展开研究，发现失败与成功情境下

的创业结果存在非对称性。例如，创业者可以从

成功经验中学习，而从失败经验中学习需要克服

负面情绪或对失败结果的内部归因[45]。因此，为

了科学地应用 QCA 理论，只有依据创业失败相

关理论，选择导致失败结果出现的前因条件才能

合理地解释创业失败现象，准确地揭示创业结果

的非对称性规律。 

    (三) 应用 QCA 方法的研究层次侧重于微

观，适合补充跨层次的创业因素 

    从研究层次上看，既有研究大多探讨创业者

个人因素对于创业结果的影响。例如，新创企业

创立和成长研究侧重于分析创业者人口统计学

特征(性别、年龄)，人力资本(教育、创业经验)

和社会资本(家族创业背景、网络关系)三者组合

的影响。对于创业团队、创业战略、创业资源等

同样影响企业绩效的中观层面因素分析较少。中

国新创企业面临较大的资源约束和制度不确定

性，创业者可能会利用效果推理的战略决策和创

业拼凑的资源利用方式。Kraus[17]等的研究也发

现，过往 fsQCA 的创业研究过于关注创业者个人

因素的影响，这一状况在 2017—2019 年 QCA 创

业研究中未得到改善。因此，后续学者可以结合

创业者和创业团队等微观层次、创业资源和创业

战略的中观层次、创业环境的宏观层次，应用

QCA 方法探讨新创企业绩效的可能的多层次创

业因素组合。 

    (四) 应用 QCA 方法的研究类型聚焦理论验

证，适合探索理论发展 

    从研究类型上看，既有研究应用 QCA 大多

是检验创业相关理论而不是发展新的创业理论，

表现为前因条件的选择是基于现有理论或文献

实证结果，缺少对于冲突的理论视角、现有研究

结论不一致等问题的探索。此外，既有研究使用

QCA 方法与偏最小二乘法、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

对比，强调 QCA 方法对于解释复杂因果关系的

优势，而没有借助案例结果与现有理论对话，补

充新的理论知识。最后，QCA 方法对于样本数量

要求较低，通常 5 至 50 个样本就可以开展案例

分析[13]。后续 QCA 的创业研究可以结合访谈、

扎根等质性方法探索理论，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创

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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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behaviors and 

context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methods, most previous studies examined the impact of a single 

factor on entrepreneurship outcomes. The configuration methods represented by QCA can test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 same results caused by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factors, which has been viewed as a new paradigm to verify and explo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combs relevant researches made by QCA methods in foreign countries with the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and classifies the 24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from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ypes. It then finds out that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ree topics, 

includ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individual, the survival, growth and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and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t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be supplemented from four 

aspects: entrepreneurial context,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outcomes, cross-level research and theory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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