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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社会网络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为视角，通过调查 597 名创业者，探究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学习对创

业绩效的作用，进而构建出社会网络视角下创业者知识学习对创业绩效的驱动机制。结果发现，创业学习、创业

者社会网络正向预测了创业绩效，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创业者社会网

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对创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建议匹配化创业学习，差异化建构创业者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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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最强音。创业企业不断涌现，创业绩

效不断积累，不仅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国

家与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路径。因此，探索创

业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一直是国内外

创业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绩效作为企业成长的结果导向，前置影响因素

很多，现有研究依据相关理论对创业绩效和新创企

业的成长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和分析。如创业

学习理论强调企业获取知识路径[1]，系统资源理论

强调企业内部资源整合[2]，创业过程理论强调企业

各种要素(企业、创业者、资源等)协调发展过程[3]，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绩效利益相关者关系满意度

的作用[4]。这些研究多聚焦于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

体，相对忽视创业者这一最具主动性的因素。显然，

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对企业创业

绩效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创业企业成长理论

提出了“创业资源—创业能力—创业成长”的分析

范式，认为创业绩效的影响有两种途径即创业者的

资源导向和创业者的能力导向[5]。这一理论不仅强

调了创业者对创业绩效的关键作用，而且指出了创

业企业研究的基本框架。 

新创企业面临巨大的差异化竞争与绩效压力，

创业者作为创业企业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创业企

业成长的关键因素。依据创业企业成长理论的“创

业资源—创业能力—创业成长”的分析范式，创业

知识信息日渐丰富，社会网络趋向复杂，不断地考

验着创业者的能力。创业者要通过其网络关系寻找

资源和发现机会，通过创业学习不断获取有效知识

和提升创业能力，从而促进创业企业的成长。一方

面，创业者通过其社会关系构建信息准确、联系密

切、知识丰富的社会网络，链接创业企业所需的各

种有形与无形的资源和机会[6]。社会网络理论认为

创业者社会网络影响创业企业成长，社会网络本身

就是一种动态的知识资源[7]，因其无法被其他组织

模仿，对企业成长尤为重要。创业者通过其社会网

络组织有效的创业资源[8]，规模大的社会网络，资

源的获取范围宽广，异质性高的社会网络，资源获

取的系统性也就更强[9]。创业者社会网络特征差异

化，创业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助力就存在差异。另一

方面，创业者学习在创业者动态能力成长发展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组织规模相对较大的创业企

业，可以通过内部经验学习，继承企业内部优秀成

员的创业能力特征。而组织内部形成知识异质网络

的创业企业，可以通过系统共享来识别自己不了解

的创业信息，提升自己不擅长的创业能力[10]。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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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不同学习方式可以提升不同的创业能力，对

企业创业绩效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1]。 

综上，本研究聚焦于创业者的关键作用，将创

业者社会网络视为创业企业的重要资源，将创业学

习作为创业者创业能力发展的有效途径，从创业者

的社会网络特征和创业学习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来

细致分析和探讨企业创业绩效的形成机制。 

二、研究假设 

(一)创业者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者社会网络作为创业企业的重要资源，对

于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创

业企业通过创业者社会网络重新配置使创业知识

流动并得到一定的学习，知识资源得以在创业者社

会网络中匹配、优化、组织共享[8]，更好地促进创

业学习，从而增强企业内在发展活性，促进绩效，

而不同的社会网络特征条件产生不同的驱动作用。

基于社会网络的关系维度与结构维度，从网络强

度、网络中心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四个维度

度量社会网络，可以较好地反应知识驱动型创业企

业的发展。研究发现，创业组织的社会网络规模、

异质性远高于其他组织社会网络维度[12]，本研究中

创业者社会网络重点探讨这两个维度。网络规模是

指创业者创业中建立联系的个体和企业数量，反映

创业者社会网络的最直观属性，巨大的创业网络规

模聚集了系统化的创业资源与多样性的机遇。这些

在创业活动中转变成利于创业企业成长的信息资

源，可以提高创业知识利用率[13]，形成创业优势。

网络异质性主要指网络中充当中间桥梁作用的非

多余关系，能同时带来控制性信息与利益，团队内

部收纳较多具有异质性特性的创业成员，往往更容

易知识互补，更具有战略优势[14]。社会网络规模与

社会网络异质性共同影响着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

资源走向、学习走向。 

从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规模看，网络规模越大，

资源越丰富，但丰富不意味着可利用或有价值，需

要创业者对资源有充分交换，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

利用。企业成长理论认为，创业资源并不是孤立的，

资源之间可以相互学习转换并形成企业能力[15]。原

有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大多是在创业原生网络基础

上遵循固有模式通过缩减或者扩张形成，这导致创

业资源学习路径依赖，偏向于学习创业企业内外成

功或者失败的创业教训，失去了大量学习网络关系

链上其他资源的机会。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社

会网络通过为创业者创造机会而激发创业行为[16]，

创业者机会和知识资源嵌在具有网络规模与异质

性特征的社会网络中。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网络

异质性是一个动态变量，创业者根据企业发展阶段

与创业学习能力而灵活选取。综上，提出假设 1：

创业者社会网络正向预测创业绩效：社会网络规模

正向预测创业绩效，社会网络异质性正向预测创业

绩效。 

(二)创业者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社会网络的创业学习逐渐被认为是创业

者学习的重要平台[17]，是提升创业绩效的重要方

式。创业者要积极主动理解社会网络，深化与网络

节点的关系，不断从社会网络中持续获取有效资

源。创业企业成长，一方面来自社会网络自身资源，

一方面来自创业者能力，创业学习作为优化创业资

源、整合创业过程的持续能力，推动着创业绩效。

创业学习根据知识来源可以归结为两类，企业发展

经营经验知识的内部经验学习和外部教育系统培

训知识的教育系统学习[18]。创业者的先前经验与创

业绩效存在相关关系[19]，内部经验学习通过转化先

前积累的直接经验来创造和积累创业资源[20]。这些

内部经验一方面是企业成长过程获取的资源，另一

方面是只有该企业能够掌握并消化的资源。创业效

能感与创业意向是提升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创业

教育学习对创业效能感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21]，同时

针对创业者的系统培训可以促进创业者行为转化

和创业意向实施[22]。创业学习方式并不是与企业固

定并存的，而是要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与创业资源

变化灵活掌握。综上，提出假设 2：创业者创业学

习正向预测创业绩效：内部经验学习正向预测创业

绩效，教育系统学习正向预测创业绩效。 

(三)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方式的交互

作用 

一是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创业学习两维度

的交互作用。不同的创业学习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网

络特征下，学习结果存在不同的表现。吴晓波在研

究社会网络与创业的关系时发现，社会网络规模越

大，创业效能感越强，越能进行长期的教育系统学

习，同时随企业成长而提升的创业效能感在社会网

络与创业意向的因果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3]。

这是因为高规模性的社会网络聚集着生存性资源

和成长性资源，生存性资源可以在日常工作与企业

文化建设中进行内部经验交流学习，而成长性资源

由于其具有稀缺性，需要与公司的战略部署一致进

行系统学习设置。另外，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演进中

的系统学习与共享行为是打破信息不对称、学习积

累经验、避免创业风险、行使有效决策的必经途径[24]。

网络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创业能力对创业资

源的利用效率[25]，创业企业需要大量有效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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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资源投入，资源的广泛获取依赖于创业者社会

网络规模，而企业内部的经验学习交流能够减少企

业知识更新的成本，创业者学习培训能够减少创业

者长远投资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率[26]。综上，提出假

设 3：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

绩效具有交互作用；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内部经

验学习对创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 

二是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创业学习两维

度的交互作用。对于创业企业，原有的创业经历和

行业经验是创业者内部经验学习的主要来源，因此

具有这些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可以形成知识型团队

互补，容易达成团队协作[27]。尤其在初创阶段，异

质性的创业者社会网络凝聚的团队合力对创业绩

效有着决定作用[28]。如果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面临

经验不足、投资者忽视和市场不健全等威胁，新创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将举步维艰，需要加强内部交流

共享，互相学习创业技能优势，才能保证企业存  

活[29]。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内部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异质性成员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的学

习计划设置，在参加阶段性总结和参与企业外学习

的同时，对内部新一代成员进行系统培训学习。可

见，通过不同学习方式，创业者可以获取不同网络

资源和创业经验，从而提升创业绩效[30]。综上，提

出假设 4：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

对创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

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具有交互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模型(见 

图 1)。 

 

 

图 1  研究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 研究过程 

依托杭州市大学生创业联盟和浙江省杭商研

究中心，我们选取近五年有一定代表性的创业者在

线发放问卷，每一个创业者分属不同的创业企业。

共发放 700 份问卷，人口学指标性别、员工人数和

创业阶段作为控制变量，回收率 85%，有效问卷 597

份，有效率 100%。统一时间在线发送问卷统一施

测，所属行业与地区平衡处理，对共同方法造成的

误差进行控制，结果分析采用 SPSS17.0 和 AMOS

统计软件。 

(二)研究工具 

一是社会网络量表。本研究参考 Estradareyes[30]

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和张敏、张一力[31]关于社会网

络的研究自编而成，共计 2 个维度 7 个条目，分别

为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两个维度的一致性系数

分别为 0.90 和 0.87，表明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

性程度较高，并且理论效度良好。得分越高，代表

这种社会网络关系程度越高。 

二是创业学习量表。本研究中的创业学习主要

侧重学习方式，测量量表主要参考 Aguilera- 

Caracuel 研究的量表[32]，并结合个案访谈和研究团

队讨论而开发，共 2 个维度 12 个项目，分别为内

部经验学习、教育系统学习，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8

和 0.86，信度效度良好。得分越高，代表越有可能

采取这种方式。 

三是创业绩效量表。本研究中的创业绩效主要

侧重于创新能力带来的结果，并结合个案访谈和研

究团队讨论而开发，单维共 12 个项目，一致性系

数为 0.85，信度效度良好，得分越高，代表企业创

业绩效越高。采用单因素检验探究其效度指标，三

个量表的 RMSEA 均低于 0.08，χ2与自由度的比值

均小于 5，GFI，NFI，NNFI，IFI 和 CFI 都达到或

高于 0.90，即社会网络两维度、创业学习两维度、

创业绩效单维度都具有良好的独立性，区分效度较

好。所有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计分，从完全

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给予 1−5 分。我们在调查

中发现，创业者性别大部分为男性，创业人数规模

从几人到几百不等，创业阶段处于初创、创业升级

或者转换阶段等不同时期，本研究主要考虑创业网

络资源维度与认知学习维度，根据以往研究[20]将创

业者性别、企业规模(人数)、创业阶段作为控制   

变量。 

(三)数据处理结果 

1. 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的相

关分析 

为了解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首先采用皮

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学习方

式和创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描述统计与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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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创业者社会网络两个维度即网络规

模和网络异质性，创业学习的两个维度即内部经验

学习和教育系统学习，与创业绩效在统计学意义均

显著相关(r=0.472−0.725，p<0.01)。 

 

表 1  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学习与创业绩效的皮尔逊相关

系数 

 M SD 1 2 3 4 

网络规模 3.529 0.971     

网络异质性 3.350 0.962 0.665**    

内部经验学习 14.279 3.217 0.508** 0.594**   

教育系统学习 13.222 3.605 0.472** 0.572** 0.725**  

创业绩效 40.083 10.871 0.523** 0.630** 0.701** 0.676** 

注：*代表p <0.05, **代表p<0.01, ***代表p<0.001(下同) 

 

2. 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回

归分析 

以创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创业者社会

网络的两个维度(Model 2)与创业学习(Model 3)的

两个维度为解释变量，我们采用回归分析，分析创

业者社会网络和创业学习方式对企业创业绩效的

作用。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将创业者性别、企业规

模(人数)、创业阶段作为控制变量(Model 1)，结果

见表 2。 

 

表 2  社会网络、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回归系数 

创业绩效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性别 −0.1180(0.084) −0.028(0.741) −0.013(0.849) 

人数 0.072(0.574) 0.021(0.392) 0.042(0.443) 

创业阶段 0.035(0.323) 0.032(0.319) 0.034(0.650) 

网络规模  0.073(0.398)**  

网络异质性  0.229(0.440)**  

内部经验学习   0.335(0.136)** 

教育系统学习   0.265(0.119)** 

F  106.531 182.708 

R2  0.021* 0.552** 

ΔR2  0.018** 0.549** 

注：( )外为标准化回归系数β，( )内为标准误SE，*号为T或F检验的显著

性水平，下同 

 

结果表明，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正向预测创业

绩效(β=0.073，SE=0.398，p<0.01)，社会网络异质

性正向预测创业绩效(β=0.229，SE=0.440，p<0.01)，

说明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有

着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 1 得到验证。同

时，结果表明内部经验学习正向预测创业绩效

(β=0.335，SE=0.136，p<0.01)，教育系统学习正向

预测创业绩效(β=0.265，SE=0.119，p<0.01)，说明

内部经验学习、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有着十分

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 

3. 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

交互作用分析 

我们分别以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的两

个维度的乘积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以创业绩效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社会

网络与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交互效用(Model 5)。

通过共线性检验，共线统计量 VIF 指标均<5，同时

发现交互项平方值增加的 5%不是因为两因素的重

合，而是因为对创业绩效的解释率提升，说明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回归过程中将创业者性别、人数、

创业阶段以及创业者社会网络特征的两个维度和

创业学习方式的两个维度一同作为控制变量(Model 

4)，结果见表 3。 

 

表 3  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交互作用分析 

创业绩效 

 Model 4 Model 5 

性别 −0.003(0.707) −0.010(0.708) 

人数 0.021(0.372) 0.021(0.371) 

创业阶段 0.030(0.638) 0.028(0.532) 

网络规模 0.073(0.398)** 0.425(1.781) 

网络异质性 0.229(0.440)** 0.143(0.938) 

内部经验学习 0.335(0.136)** 0.527(0.428) 

教育系统学习 0.265(0.119)** 0.298(0.404) 

网络规模*内部经验学习  0.510(0.162) 

网络规模*教育系统学习  0.054(0.135)** 

网络异质性*内部经验学习  0.133(0.172)** 

网络异质性*教育系统学习  0.002(0.150) 

F 146.714 89.558 

R2 0.599** 0.604** 

ΔR2 0.594** 0.599 * 

 

结果表明，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

习对创业绩效存在交互作用(β=0.054，SE=0.162，

p<0.001)，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

对创业绩效存在交互作用(β=0.133，SE=0.172，

p<0.001)，其他不存在交互作用，网络规模与内部

经验学习、网络异质性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

不存在交互作用，假设 3、假设 4 部分成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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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加入交互项和不加入交互项的多重相关系数

的平方，当加入交互项时平方值增加了 5%，说明

交互项提供了创业绩效 5%的解释率。这一研究表

明，创业学习与社会网络规模的充分结合，更能提

升创业绩效，尤其是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习、网

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创

业绩效提供资源与能力基础。为进一步分析交互作

用的影响机制，我们对创业者社会网络特征的两个

维度和创业学习方式的两个维度进行高低分组，进

行交互作用校验，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习的

交互作用见图 2，网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的交

互作用见图 3。 

 

 
图2  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交互作用 

 

 
图 3  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对创业绩效的交互

作用 

 

结果表明，相比低分组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

高分组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低分组教育系统学

习的交互作用产生更高创业绩效，相比低分组教育

系统学习，高分组教育系统学习与低分组社会网络

规模的交互作用产生更高创业绩效；相比低分组创

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高分组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

性与高分组内部经验学习的交互作用产生更高创

业绩效，相比高分组内部经验学习，低分组内部经

验学习与低分组社会网络异质性的交互作用产生

更高创业绩效。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四、分析与启示 

(一)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

预测 

创业学习正向预测创业绩效。本研究中采用组

间设计考察了社会网络视角下不同类型的创业学

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

设：创业学习正向预测创业绩效，社会网络下创业

知识可以驱动企业成长，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

果一致[33]。创业学习代表的是一种显性的学习动作

与学习方式，不同的网络关系构成不同的创业信

息，创业者可根据与社会网络关系的特征，差异化

选择匹配的学习方式来获取丰富的创业资源，推动

创业活动的开展，促进创业绩效的提高。创业者提

取创业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就是实现创业学习与创

业资源的匹配过程[5]。匹配性体现在社会网络的学

习中具有差异性，通过内部经验学习更能提升创业

绩效的市场成长，教育系统学习更能提升创业绩效

的员工成长。同时已有研究发现，通过内部经验传

承扩展创业产品市场方面的社会网络学习，加强员

工自我成长与自我探索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可提

升创业学习满意度，作用于创业绩效不同侧面。创

业绩效提升依赖于创业学习资源和能力，社会网络

恰恰能满足创业学习的资源互补性，创业学习满意

度与其创业企业的绩效高低正相关[34]。 

创业者社会网络正向预测创业绩效。统计结果

表明内部经验学习直接正向预测创业绩效。在创业

过程中，成员一起成长起来的创业团队形成统一的

企业文化与企业使命，打造成了强有力的凝聚性团

队，每个成员都是为了达成统一的目标，所以优秀

的技术技巧通过核心关键人的开放态度来传递，而

后继成员也愿意不断继承这种技术。这样既节省了

学习成本，也形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技能的延续，

保证了创业企业利用已有成果内生成长的源动力[4]。

教育系统学习正向预测创业绩效，体系与系统化的

创业学习虽然实战性相对较弱，但对于创业企业的

长期发展来说，无疑期初具有系统性与战略性思维

的创业者能更有效把控企业命运。另外，阶段性的

更新创业知识，参加创业论坛或者相关技能培训，

也能使创业者紧跟时代步伐，保证企业具有成长 

活力[27]。 

(二)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

的交互作用 

社会网络规模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具

有交互作用。相比低分组的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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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组的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低分组教育系统

学习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更高创业绩效，这一结果具

有创新性[35]。网络规模体现创业者与网络节点(组

织或成员)的社会属性联系范围大小。对创新创业知

识驱动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大规模有助于综合

性知识、复杂性知识、系统性知识的存储，其重在

复制而非创意，而低教育系统学习有利于专业知识

转移，进行小范围创新创造，其重在创新而非继  

承[27]，低分组的教育系统学习更能加强专业技能与

核心创新力的打造，提高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同

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能连接到更广阔的创业

资源，越能激发不同领域的小众的创业教育学习热

情。如现在的高校“双创”活动，激发了一批又一

批创业学院、创业空间、创业特色合作，虽规模扩

大，但系统化方案并未设计完成，却在拓展着社会

青年的创业能力[10]。相比低分组教育系统学习，高

分组教育系统学习与低分组社会网络规模的交互

作用会产生更高创业绩效。这就不难理解创业者在

面对创业资源紧缺与创业学习缺乏时，更要保证持

续的教育培训学习[16]，目标坚定，减少社会关系成

本，几个核心成员将精力放在潜心打造产品上，才

能保证企业生存。 

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内部经验学习对创业绩效

具有交互作用，与之前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23]。相

比低分组创业者社会网络异质性，社会网络异质性

越高，越能多拥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排他性资源，

越能具有整体竞争力而各个部分合作的内创型团

队，可以加强创业学习的持续动力。社会网络异质

性会不断强化创业学习的效能，网络异质性主要体

现创业者个人获取资源时其他企业无法模仿的强

嫁接关系。当创业者在企业中包含更多强嫁接关系

时，越能使内部优秀经验内隐共享，越来越拥有高

竞争力。Rahman 发现，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中具有

竞争力领导或团队时，内部交流学习碰撞更丰富，

会产生高绩效[36]。Bloodgood 基于创业绩效视角发

现，创业团队通过有效决策，整合外部异质性的网

络资源，可以实现内部常规知识的转化与绩效的提

升[37]。相比高分组内部经验学习，低分组内部经验

学习与低分组社会网络异质性交互作用会产生更

高创业绩效，在面对低分组的内部经验学习时，高

异质性创业者网络资源存在破坏性，会打破原来组

织内部低速却稳定的内隐协调动力[12]。 

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与内部经验学习、社会网

络异质性与教育系统学习对创业绩效不存在交互

作用。社会网络规模与内部经验学习本身具有一定

的创业资源重复性，因为创业绩效都依靠网络规模

的扩展和内部经验的不断积累，而规模性与经验性

都体现了企业发展的时间长效性，只有在一定规

模、一定时期的创业企业中，才会发现它们的交互

作用对绩效的贡献率。社会网络异质性在提升创业

绩效的员工成长、市场成长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教育系统的学习依靠创业企业资源获取与网络

平台建设。而如今创业公司获取资源的权力距离相

差不大，各创业企业均身处这样的创业网络中，当

仅仅把这两种因素作为控制因素进行其他交互变

量的显著性检验时，确实没有发现回归系数的显著

变化(ΔR2=0.232，p=0.08)。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发展

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创业过程中的试错行为

只有被规模学习或者差异化形成竞争力之后，才能

形成创业知识。社会网络规模、异质性更是创业企

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途径，尤其在知识学

习具有市场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时，可使新创企业

发挥竞争优势[38]，表 1−3、图 2、图 3 的相关数据

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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