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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机会是被发现还是被创造的问题，从机会共创的视角解构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进而挖

掘机会共创过程中社会资本要素与内部能力要素交互作用于机会识别的机制。通过对以往创业者社会

资本、创业者能力及机会识别等相关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构建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与机会识

别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研究命题。研究结果对于促进机会共创视角下创业机会识别的

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创业机会；机会识别；机会共创 

[中图分类号]  F2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4−0030−07  

 

    一、引言 

    机会识别是创业领域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

为止尚没有解决的历史难题[1]。相关研究从探讨

机会如何被发现，到探讨机会如何被创造，再到

探讨机会如何被发现+创造，形成了“机会发   

现、机会创造、机会共创”三种观点。其一是以

Kirzner、Shane 等为代表的机会发现观认为，创

业机会是独立于创业者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

其源于市场的外生冲击、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

称[2−3]。其二是以 Alvarez 和 Barney 等为代表的

机会创造观认为，创业机会归根结底是创业者主

观能动性的结果，是创业者独立于客观环境主动

创造了机会[4]。其三是最近以 Suddaby 等为代表

的机会共创观提出，创业机会是创业者、客观环

境、机会本身等要素动态演化的过程，是各种创

业要素不断交互[5]、不断创造出新的“目标—手

段”关系的结果。与机会发现观、机会创造观二

元对立的结果不同，机会共创观试图整合二者之

间的优点，从而寻求突破现有机会识别研究方面

的困境。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机会共创研

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外部环境要素与创业者

内部要素互动的过程机理含糊不清，这严重阻碍

了机会共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此，本文选取创业者外部环境要素−社

会资本，创业者内部能力要素−关系能力与整合

能力来进行研究，探索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与

机会识别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机会共创过程中

外部社会资本要素与内部能力要素交互作用于

创业机会识别的机理，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

研究命题，从而为推动机会共创视角下机会识别

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概念探讨 

    (一) 创业者社会资本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对社会资本做出了清晰的界定，他认

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

总和。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基于分析对象和层

次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划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其

中，Brown 提出了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

三个层次，基于此观点，Adler 和 Kwon 又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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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出了内、外部社会资本。在这之后，社会资

本理论又被应用在创业领域以解释创业现象，为

此，学界又衍生出了创业者社会资本的概念。

Nahapiet和Ghoshal对创业者社会资本进行了清

晰的界定，他们认为，创业者所有外部社会网

络中的资源，包括社会关系、商业关系、网络

关系、组织关系等都属于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综

上所述，本文将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进行如下定

义：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是基于外部社会资本

观的创业者个体社会资本，其是创业者嵌入外

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圈子、人情”等资源

的总和。 

    (二) 创业者能力 

    “能力”一词最早由 Boyatzis 提出，他强调

知识、技能等都归属于能力因素，工作绩效的高

低也与上述的因素有极大的联系。有关创业者能

力内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

对其维度却进行了清晰的界定。Baum 等提出，

与专业技能以及知识相关的特别能力和与发现、

探索、识别以及协调相关的普通能力，共同组成

创业者能力。Man 等在其基础上将创业者能力的

构成进一步细化，他们认为创业者能力是创业者

在工作中应对危机事件的综合能力，具体包括：

关系相关能力、机会相关能力、概念相关能力、

战略相关能力、承诺相关能力和组织相关能力[6]。

基于 Man 等的观点，之后的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

的补充。Muzychenko 提出在机会识别与开发的

过程中，创业者的管理能力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

一种能力。Townsend 等也提出在建立企业的过程

中，创业者的期望能力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上可知，Man 等较为具体地对创业者能力的维

度进行了划分，因此，本文将基于 Man 的观点对

创业者能力进行相关研究。 

    (三) 创业机会识别 

    自 2000 年 Shane 和 Venkataraman 对创业机

会的内涵做出清晰的界定之后，创业机会的相关

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涌现出了基于实证主

义认识论的机会发现派和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

的机会创造派。机会发现学派认为创业机会的产

生与客观的外部环境相关，而机会创造学派则认

为创业机会归根结底源于创业者的主观创造。随

着学者们广泛关注创业认知领域，又出现了一股

新兴的基于设计主义认识论的机会流派  —— 机

会共创派。该流派认为环境位于稳定与可锻造之

间，创业机会兼具“发现”与“构建”的特征。

Suddaby 等基于机会发现与创造的观点，指出“印

记”与“众迹”的重要作用，即社会历史环境的

综合影响以及创业者对于社会的某种感知，可能

是产生创业机会的源泉。与 Suddaby 等研究类似，

Tan 等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家具产业集群分

析发现，处于网络边缘的企业不但遵从体制要求

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还会对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进

行模仿；处于集群中心的企业不仅能使用网络资

源来创新，而且可以改变制度环境。这说明，位

于网络中心的企业进行机会识别兼具发现与创

造的双重属性[7]。根据以上的论述，本文认为机

会共创视角下的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者外部因

素与内部因素的整合与交互。基于这一过程，创

业者在识别创业机会时，能否合理的利用自身外

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一个表述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

与创业机会识别三者间的作用关系模型，如图 1

所示。基于机会共创视角，创业机会识别是客观

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整合与交互。从客观角度来

讲，社会关系是网络的形式外化，并嵌入个体外

部社会资本网络中。迄今为止，通过国内外学者

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达成共识的创业者外部社

会资本划分维度为：网络规模、网络强度与网络

资源[8]。故而，本文基于这三个维度来探究创业

者社会资本与机会识别的关系。从主观角度来

讲，创业者自身能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

创业机会识别，相对于能力弱的创业者，能力强

的创业者往往更有可能识别出潜在的机会。本文

提取了影响创业机会识别并与创业者社会资本

联系紧密的两种关键能力：关系能力与整合能

力。这两种能力对于在交织的人际关系网中获得

重要的信息与资源，以及对信息与资源的整合具

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明确了机会共创视角

下机会识别的相关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之后，试

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资本要素与内部

能力要素如何作用于创业机会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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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三者间关系模型 

 

    (一) 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与创

业机会识别 

    1. 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 

    从机会发现观来看，外部客观因素会成为识

别创业机会的源头，由于受社会地位和职权等多

种因素影响，创业者初期获得的资源与其外部社

会资本息息相关[10]，创业者社会地位越高，其更

可能获取金字塔顶端优质的信息和资源，而这些

信息和资源经过创业者大脑的深度加工，成为创

业者头脑中的创意，这将提升创业者的创造性以

及其对机会相关知识的理解，从而最终提升机会

识别的概率[11]，因此，嵌入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

中的网络资源越多，其获取优质和异质资源的可

能性越大，越有利于创业者识别机会。同样，在

外部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所嵌入的社会资源越

多的情况下，资源搜寻和获取的成本被大大降

低，广泛的人际交往不仅提高了创业者获取信息

的异质性，更提高了创业者辨别机会的能力[12]，

庞大的网络规模带来的丰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信息和资源获取的速度和质量，而创

业过程本身就是资源不断整合和利用的过程，创

业者获取的信息和资源越多也就意味着创业者

更有可能识别越多的创业机会。因此，本文提出

以下命题 1：创业者社会资本(网络规模与网络资

源)与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虽然社会资本非常重要，但已有文献在对其

网络强度的探讨中却存在不同的观点。基于弱连

带结构洞理论，Granovetter 认为创业者通过弱关

系来进行信息的收集与扩散，这些弱关系形成的

社会网络因其内聚性较低的特性，较易形成网络

结构洞，这将为创业者带来大量异质信息，这些

异质信息将有利于创业者进行机会识别。但与上

述观点相悖的是，强连带优势理论则认为，一方

面，强关系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战略机会和资源，

创业者关系网中的强关系越多，其获取信息和资

源的方式越便捷，其捕获和初筛信息的效率越

高，越有利于创业者获取优质信息和资源，那么

创业者识别机会就越多。另一方面，强关系还有

助于形成信任和互惠[13]，这也有效确保了资源、

机会获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基于以上两种相悖

的观点，后续学者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中

国情境下，家人、亲戚、好朋友等强关系对创业

机会识别有重要作用，创业者所嵌入的网络密度

越大越有利于发现创业机会。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命题 2：在中国情境下，创业者社会资本(网络

强度)与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2. 创业者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就是创业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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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不同的技能和素质，常常会产生千差万别

的创业结果。机会创造派认为，创业者能力在创

业者从社会资本中识别创业机会发挥非常重要

的作用。它不仅能有效应对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

的动态性，处理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而且其是

内生机会产生的动力源泉。基于机会创造观，创

业机会得益于创业者凭借自身对机会感知能力

的主观建构，源于创业者内心世界的表达与诉

求，其是创业者改变世界能力的一个缩影。Shane

和 Venkataraman 曾提出认知特性与信息渠道是

创业机会识别中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创业者

的关系能力与整合能力恰恰与信息渠道密切相

关。众所周知，创业者在创业初期所拥有的资源

是相对匮乏且杂乱无章的，以资金为代表的有形

资源和以信任、价值信息共享渠道为代表的无形

资源的获得均离不开多方力量的支持，而良好的

关系会帮助创业者快速丰富人脉，借力打力，通

过交情不断拓展信息渠道的广度，整合能力则能

够对渠道信息进行有效的加工，提炼渠道中优质

的信息和资源，促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丰富了创业者的资源整合经验，在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机会的识别[1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命

题 3：创业者能力(关系能力与整合能力)与创业机

会识别正相关。 

    (二) 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交互

与创业机会识别 

    1. 创业者关系能力与社会资本的获取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通

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以及利益的纠葛才能

出现，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能够

通过创业者一定的能力来获取，而关系能力作为

一种人际交往能力，是社会资本获取的基础。一

方面，其能够强化创业者与其他外部组织打交道

的能力，于人际交往中获得外部组织或团体的支

持，形成关系双方的信任与互惠，实现从资源所

有者那里吸取一定的知识与资源，从而达到拓展

外部社会资本的效果。另一方面，有较强关系能

力的创业者还可以在市场活动中开辟新的合作

者或新的市场，拓宽外部关系网络的规模与渠

道，通过交情行为和人脉建立获得更多异质和有

价值的信息，同时为创业积累更为丰富的资   

源[15]。因此，可以说创业者的关系能力决定了创

业者社会资本的广度，并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资

源。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4：创业

者关系能力与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的获取正  

相关。 

    2. 创业者整合能力与外部社会资本的利用 

    创业者整合能力是创业者在协调人、事、物

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能力，其在外部社会

网络关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过程中具有关

键的作用。例如，先前已有学者认为，创业机会

识别的两个决定因素，一是信息渠道，二是认知

特性，其中高质量信息的获取就依赖于创业者对

外部社会资本中关系的整合。基于动态能力理

论，独特的资源与配置这些资源的方式都可以产

生机会识别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创业者获取并理

解与现有情景相关的价值信息，以及需要创业者

能够有效整合相关资源，主动创造与机会相关的

信息[16]。整合能力强的创业者能够有效地整合外

部社会资本中的不同信息，准确地把握其蕴含的

商业价值，并使有价值的异质信息相互组合，达

到 1+1＞2 的效果，促使创业者对现有信息理解

得更加透彻，从而最终产生新奇的创业想法并成

功识别机会。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在识别创

业机会的过程中，创业者的整合能力决定了外部

社会资本的深度，其是外部社会网络资源转化为

创业资源与创业知识的关键。本文针对以上观

点，提出下列相关命题 5：创业者整合能力正向

调节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

用关系，即创业者整合能力越强，创业者外部社

会资本构成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就越强。 

    遵循设计主义逻辑，机会共创视角下机会识

别是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和创业者能力共同作

用的过程，这打破了以往研究中机会识别的单一

作用机制，创业机会识别不再是单纯的“发现”

或“构建”，而是机会共创，由创业者的外部社

会资本要素与内部能力要素的整合与交互决定，

这与 Busenitz 等所提出的“机会是创业者、客观

环境等要素动态演化的过程，是各种创业要素不

断交互、不断创造出新的“目标—手段”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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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观点不谋而合。一方面，由网络规模、

网络强度和网络资源构成的创业者社会资本会

对机会识别产生直接有利影响，同样创业者自身

关系能力和整合能力皆有利于创业机会识别；另

一方面，良好的关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创业

者拓宽社会资本的广度，但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知

识往往具有缄默、冗余、繁杂、零散、片面等特

点，需要创业者在辨析、甄别基础上进而系统化

解读[9]。整合能力作为创业者把社会资本转化为

内在知识的关键要素，其潜在的调节了创业者社

会资本与机会识别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创业

机会识别遵循机会共创机制，是创业者外部社会

资本和内部能力交互作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整合的结果。 

    四、讨论与启示 

    究竟机会是被发现还是被创造的？针对这

个难题的回答，本文以机会共创为视角，通过创

业者外部社会资本与能力要素对创业机会识别

的影响分析，构建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

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在阐述该模型

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命题。总的来说，本文的理

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以机会共创的视角详细分析了创

业者社会资本要素与主观能力要素交互作用于

创业机会识别的机理，并指出机会识别可能除了

单纯来源于外部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外，还可

能来源于外部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一种整合

和交互。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张斌等关于机

会共创的相关研究，推动了机会识别理论由单纯

客观论、主观论向复杂共创论发展[17]，同时，也

为探索机会共创的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机理提

供了借鉴意义。第二，本文引入的关系能力与整

合能力分别对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利

用产生重要作用，其中关系能力可能是创业者社

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整合能力则对社会资

本的利用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

从创业者能力这一视角切入，深入探究创业者社

会资本的来源，以及其是如何通过内部因素来起

作用，而最终达到机会识别的效果，这在一定程

度上拓展了 Adler 和 Kwon 的研究。通过文献综

述，本文发现先前学者鲜有探讨创业者能力与社

会资本的交互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再加上创业者

能力的维度尚没有一个固定分类等因素，可以认

为，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机会识别与社会资

本的关系，同时也为创业者能力的进一步研究奠

定了理论基础。 

    除了以上理论贡献之外，本文的研究还对创

业教育、创业者和创业企业都具有一定的实践启

示和借鉴。 

    第一，强化了创业者能力的重要性，一定程

度上回答了“创业是否可以被教授”的问题。就

创业教育而言，部分学者认为创业是天生创业者

的独特行为，是不可被复制的，而本文从能力的

视角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实践中的创业

者不仅可以被培养，而且创业者能力是决定其积

累和利用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这就为创业教育

的方向提供了借鉴意义。第二，本文强调社会关

系网络的重要性，其可以帮助创业者和创业企业

更加快速、准确地识别和利用潜在资源，从而做

到把握市场机会[18]。从创业者视角来看，本文的

结论强调了创业者在构建社交网络方面的重要

性，其可以通过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及其

他相关人员的联系建立自己的外部关系网络，并

且可以利用网络中的信息来解决现实中的困难

和挑战。从创业企业的视角来看，企业可以依

靠外部社会关系网与同行进行合作和交流，通

过建立外部组织或企业联盟，强化企业的社交

实践。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创建有利于企业发

展的外部环境或制度，这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至

关重要。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机会共创视角为切入点，基于设计主

义逻辑详细分析了创业者社会资本要素与内部

能力要素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者能力、创业机会

识别的关系模型，并提出了相关研究命题，此模

型首先分类探讨了对机会识别造成直接影响的

创业者社会资本构成与创业者能力(关系能力与

整合能力)。然后，又从社会资本的获取以及利用

两个方面深入挖掘了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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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社会资本要素与能力要素的交互作用。当然，

就整体而言，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本文从社会资本获取的角度提出创业

者关系能力是外部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并

未探索除了关系能力因素以外的其他来源，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引入其他因素来探讨社会资本的

形成过程，例如，网络连带的建立、资源交换等

行为对社会资本获取的影响。其次，本文从社会

资本利用的角度考察了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与

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未探讨机会识别之后的创

业行为，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资本与

创业机会开发、创业绩效等其他变量的相关关

系。最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还有待于实证研究

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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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whether opportunities are found or created,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rtunity co-creation, the research deconstructs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elements and internal capacity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creation of excavators. Through the reflection and analysis of past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 of 

social capital, entrepreneurs’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social capital, the entrepreneur’s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research propositions on this ba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value to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related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rtunity 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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