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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定性比较分析法以组态视角进行案例分析，可以得到产生特定现象的条件组合，日益受到各

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创业的文

献，从文献发表情况、研究主题等方面对于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领域的运用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探讨了当前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中的不足，指出了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中进一步优化应

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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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多是相互依赖且非独

立的，体现了多个并发条件的复杂集合与最终导

致的现象间的关系[1]。解释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

需要以整体的、组态的视角进行分析[2]。传统的

单一变量案例分析法无法研究某个社会现象发

生的多项并发条件，而基于线性关系的定量分析

法也难以解释复杂多样的前因条件如何相互影

响以及最终导致的特定社会现象。基于此，查尔

斯· 拉金(Charles C. Ragin)于 1987 年出版专著

《比较方法—— 超越定性和定量策略》，提出了

“定性比较分析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定性比较分析法是一种基于案例导向，适用

于中小样本案例导向的研究方法，它以集合理论

和布尔运算理论为基本原理，发掘中小样本案例

中所展现的普遍特征，探究导致某一现象发生的

前因条件，以及前因条件之间的作用机制，以

数量有限的案例归纳出影响结果的前因条件组

合[3−4]。定性比较分析法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提供了一种与定量分析方法不同、更适用更有效

的研究方法。首先，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传

统定量研究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线性的，

通过回归分析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在大样本统

计上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而定性比较分析法基

于集合论原理，假设某个现象的因果关系是非线

性的，某一现象的产生由多个前因条件相互作用

共同造成，因而克服了传统定量分析方法只能分

析单一因素与结果线性关系的缺点，更加适用于

分析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其次，从样本数量的

角度来看，在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中，由于样本

量的限制以及多种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定量分析

方法难以提供有效的分析结论。而定性比较分析

法采用多项个案研究，系统地比较中小样本案例

中的研究数据[5]，避免了单一分析的局限性，并

使研究者在得到导致研究现象发生的组合原因

条件后，可基于布尔代数理论，通过反事实分析

(采取假设“如果……将会……”的论证形式，假

定某个没有发生的因素发生了或者某个发生过

的事情没有发生，推断其对结果的影响)，进一步

降低所得结果的复杂程度，最终得到造成特定结

果的最简约的条件组合。最后，从研究结果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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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结果具有非对称

性。具体而言，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通过分析单

一前因条件对结果的作用程度，得到导致某个结

果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和必要非充分条件[6]。因此，

与传统定量分析方法相比，定性比较分析法更加

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现象研究。 

    2007 年，Fiss 指出，定性比较分析法适用于

要素互动的组态研究，可以探究条件变量之间的

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导致最终结果的出现，因此非

常适用于管理学领域内的构型研究[7]。而后 Ragin

对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流程进一步完善，

促使定性比较分析法在管理学领域上得到了更

广泛的应用[8−9]。国内关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

起步较晚。国内最早由学者夏鑫于 2014 年从基

本特征和研究逻辑等层面对定性比较分析法进

行了系统介绍[10]；而后多位学者对定性比较分析

法在管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例如张明[11]、

张驰[12]、杜运周[13−14]相继阐释了定性比较分析法

的基本原理和主要优势，梳理了国内外管理学领

域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相关文献，有效地推动

了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国内管理学研究中的运用。 

    创业管理作为管理学的新兴领域，定性比较

分析法在创业研究领域的应用也处于待发展阶

段。Aldrich[15]的组织演化理论提出，企业与环境

的匹配决定了结果，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创业者

或企业需要选择新的战略、资源和能力，并从中

选择行之有效的要素结构，定性比较分析法因其

独特的研究逻辑适用于创业领域的研究。目前，

学术界研究创业领域的问题主要采用定量研究

方法探求前因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6]。但

由于定量研究孤立地从某个或几个因素分析，

常常得出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近

年来开始有学者探索以新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复

杂的创业现象，定性比较分析法因其融合了定性

研究和定量研究二者的优势[17]，日益受到学术界

的关注。 

    对定性比较分析法应用于创业研究的文献

进行梳理，有助于回顾与分析相关研究成果，为

国内创业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

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该研究领域。基于此，本

文系统梳理了创业研究领域采用定性比较分析

法的国内外文献，从文献发表情况、研究主题等

方面对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领域的应用

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探讨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

研究领域中的不足与未来的方向。 

    二、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创业研究文献及

期刊分布 

    (一) 文献选择 

    本文检索了从 1987—2021 年 6 月创业研究

领域发表的采用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献，对文

献数量、发表年份、期刊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梳理了相关研究主题。本文的文献搜索与梳理

以文献数据库为基础，国外文献选取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 EBSCO 数据库，以“QCA 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和“Entrepreneur 

OR Entrepreneurship OR Entrepreneurial OR 

Business owner OR New Venture”作为关键词进行

文献检索；国内文献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以

“QCA+创业”“定性比较分析+创业”为关键词

进行文献检索，并对所得文献的引用部分进行文

献追溯，对于同时被多个数据库收集的重复文献

仅保留一篇，总计检索到国内文献 54 篇、国外

文献 354 篇。然后阅读这些文献的摘要与全文，

剔除与定性比较分析法或者创业研究无关的文

献，并排除了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的分析类文

献，最终得到 199 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 148 篇，

中文文献 51 篇。 

    (二) 文献数量分析 

    在创业研究领域中，定性比较分析法越来越

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文献检索结果显示，2013 年

以前创业研究中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献数

量为 0，2013 年到 2021 年文献发表数量变化趋

势如图 1 所示。2013 年以前，定性比较分析法主

要应用于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并未涉及创业

研究领域。从 2013 年到 2017 年，与定性比较分

析法相关的发文量较少，仅发表了 22 篇，占比

仅为全部文献的 7.43%，此时定性比较分析法在

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正处于摸索阶段。从 2018 年

开始，在创业研究领域内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

文献数量开始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正如 Misa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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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8] 发 表 在 Journal of Management 上 的

“Embracing Causal Complexity”一文所指出的，

定性比较分析法采用基于连接、相等、因果不对

称原则的归纳研究方法，可以分析所有前因条

件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并探究产生结果的条件

组合，非常适合研究因果关系复杂的企业现象。

2020 年创业研究中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献

数量最高，2021 年目前检索为 41 篇，论文检索

的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28 日，仅六个月发表的论

文数量已经与 2018 年整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差

无几，说明定性比较分析法已逐渐被创业研究领

域的学者熟悉并运用。 

 

 
图 1  2013—2021 年创业研究中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

献数量变化趋势 

 

    (三) 期刊分布情况 

    为了全面分析国内外创业研究中定性比较

分析法的应用现状，本文对国内外管理学领域和

创业学领域的权威期刊发表的研究创业问题且

采用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文献进行了统计。本文

纳入的权威期刊包括：① UTD-24、FT-50 所列

的最具影响力的 8 种创业领域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② 国家自然

基金委员会认定的 30 种管理学领域的重要期刊。

从这些期刊中最终筛选出 72 篇文献，其中国际

期刊 55 篇，国内期刊 17 篇。发表的文献情况如

图 2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

文献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说明采用定性比较分

析法研究创业活动的文献越来越受到权威刊物

的重视。 

    目前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

主要受到国外创业领域专业刊物的关注，发表文

献最多的权威期刊是创业领域的刊物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35 篇)，占全部文献的 17.3%。

同时，发表在 UTD-24 所列期刊上的文献数量为

0，发表在 FT-50 所列期刊上的外文文献共计 5

篇，占全部文献的 2.6%，发表在国家自然基金委

员会认定的 A 类期刊的中文文献有 10 篇，B 类

期刊 7 篇，共计 17 篇，占全部文献的 8.4%。 

 

 
图 2  2015—2021 年国内外权威期刊创业研究中采用定性

比较分析法的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三、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创业研究主题 

    (一) 主题数量 

    本文首先对检索到的符合标准的 199 篇中英

文文献制定了编码原则[19]。由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研究的是多种前因条件的组合对于结果的影响，

一篇文献可能存在着多个研究主题，因此，本文

对于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创业研究文献的主

题编码进一步细分。在文献编码的过程中，对每

篇文献的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进行编码，并将与

主题相关的几个关键词作为初级编码，然后对每

个初级编码进行归类，得到聚焦编码，并将文献

的聚焦编码对应的主题进行归纳[20]。为分析当前

创业研究领域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关注焦点，

本文借鉴权威学者周冬梅[21]、蔡莉等[22]对于创业

领域主题的分类，并综合所选文献的具体编码，

划分了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两个层次，并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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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编码进一步划分为个体层面、企业层面和社

会层面三个层面。其中，前因变量包含创业机会、

创业资源与能力、创业网络、创业战略、创业认

知、创业情境、个体或团队特征、企业特征、创

业决策、创业知识等 10 个研究主题，结果变量

包含个人结果、个体或团队特征、创业机会、个

人决策、创业认知、企业结果、创业网络、创业

战略、企业决策和社会结果等 10 个文献研究主

题。编码提炼过程见表 1。 

    如表 1 所示，在前因变量主题编码中占比最 

 
表 1  创业研究主题的编码提炼过程 

前因变量初级编码 聚焦编码 所属主题 数量 百分比/% 

发现型机会、创造型机会等 机会类型 
创业机会 12 3.24 

机会识别、机会评估、机会利用等 机会开发 

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技术、销售能力等 资源能力类型 
创业资源与能力 47 12.70 

资源整合、资源利用等 使用途径 

利益相关者关系、非正式关系、联盟等 关系维度 
创业网络 30 8.11 

共同价值观、文化等 认知维度 

竞争战略、国际化战略，商业模式创新等 战略选择 
创业战略 37 10.00 

创业导向、市场导向等 战略导向 

认知偏差、自我效能感等 感知觉 
创业认知 16 4.32 

归因、信息加工、创造性等 思维 

技术、制度、文化、经济环境等 创业环境 
创业情境 86 23.24 

动态性、不确定性等 情境特性 

年龄、性别、职业等 个人基本属性 
个体或团队特征 64 17.30 

风险厌恶、先前经验、团队异质性、团队冲突等 个体/团队特质 

企业规模、结构、业务等 企业基本属性 

企业特征 49 13.24 国际化企业、家族企业等 组织类型 

企业社会责任、合法性、社会情感财富等 企业特质 

进入退出决策、上市决策、投资决策等 决策方案 
创业决策 8 2.16 

创业决策逻辑等 决策思维 

知识转移、溢出、流动等 知识流动 
创业知识 21 5.68 

创业教育、创业学习等 创业学习 

结果变量初级编码 聚焦编码 所属主题 数量 百分比/% 

个体层面 

创业偏好、创业意愿等 创业者意愿 
个人结果 

32 16.08 

创业成功、创业失败 创业成功/失败 8 4.02 

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团队冲突 个体/团队特质 个体特征 3 1.51 

决策逻辑、可持续决策 决策思维 个人决策 2 1.01 

机会识别与利用 机会开发 创业机会 3 1.51 

自我效能感 感知觉 创业认知 1 0.50 

企业层面 

企业绩效、灾后重建、业务合作、高速成长等 企业发展 
企业结果 

63 31.66 

融资或众筹情况、竞争优势构建、投资可得性等 资源获取 18 9.05 

竞争战略、国际化战略、商业模式创新等 战略选择 
创业战略 

13 6.53 

创业导向、市场导向等 战略导向 6 3.02 

市场进入决策 决策方案 企业决策 4 2.01 

利益相关者关系、联盟等 关系维度 创业网络 2 1.01 

社会层面 
企业创立率、创业率、创业活跃度等 创业活跃程度 

社会结果 
32 16.08 

众创空间发展、创业生态中心等 创业生态系统 12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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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有 4 个主题，从高到低分别是创业情境、个

体或团队特征、企业特征和创业资源与能力，占

比分别为 23.24%、17.3%、13.24%、12.7%，四

类研究主题占全部研究主题的 66.49%。产生这种

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在创业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研究不能脱离研究现象所

处的情境，研究对象的自身属性和其所处的情境

通常会对研究对象的行为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论是创业者个体层面、初创企业层面，还是社

会层面的创业活动，都会受到创业情境的影响。

因此大多数学者在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研

究时会首先考虑创业活动所处的情境与创业者

的个人特征或创业团队特征的影响，将其视为影

响结果的基本前因条件，然后以此为基础延伸至

其他的条件，找出最终导致现象结果的条件组

合。二是这四个主题所涉及的创业活动要素更容

易被研究者观测，因此便于进行相关数据收集。 

    从结果变量来看，目前创业领域内的学者运

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企业层面现象的研究最多，

其占比为全部文献的 53.27%。由此可见，在使用

定性比较分析法对创业领域的研究中，对于企业

如何提高绩效和企业如何选择战略等企业层面

的研究更受学者青睐。对三个不同层面的研究对

象进行分析，在个体层面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

法主要用于研究创业者创业意图的成因，占比为

全部文献的 16.08%；其次是对影响创业者创业成

功的条件组合进行研究，占比为 4.02%。在企业

层面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用于探究影响

初创企业发展的条件组合，占比为 31.66%；其次

是对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研究文献，占比为

9.05%。在社会层面研究中，目前学者们关注的

焦点在于探究提高创业活跃程度的并发条件，占

全部文献的 16.08%；其次是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研

究，占比为 5.94%。 

    (二) 主题内容 

    定性比较分析法以案例为导向，旨在从相关

案例中探究能合理解释特定结果的条件组合机

制。因此，本文以研究对象为导向，将定性比较

分析法在创业研究中的主题内容分为个体层面

研究、企业层面研究和社会层面研究三个方面，

并对其进行分析。 

    1. 个体层面的创业研究 

    个体层面的创业研究指的是以创业者作为

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创业者

特征及创业结果的影响因素。Kraus 等[23]指出定

性比较分析法非常适用于分析创业者个人因素

对创业结果的影响。现有文献中，在个体层面的

创业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法主要运用于分析个

人因素对创业结果的影响，具体包括创业意愿和

个体特征对创业结果的影响。 

    创业意愿是指个体成为创业者并进行创业

活动的打算，是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的重要基

础。传统研究方法受限于研究逻辑，不能很好地

研究多种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并发条

件对于创业意愿的影响，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更

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 Sahin 等[24]运用定性比

较分析法分析了创业者的个人特征与创业认知

对于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五种不同

的创业者性格可以分别与不同程度的自我效能

感相匹配进而产生强烈的创业意愿。Velilla[25]采

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了不同经济与社会情境

下促使老年劳动者选择创业的多种条件组合。同

时，对女性创业活动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重

视，例如有学者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了性别

和制度环境对于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得到了可

以促使女性创业者产生强烈创业意愿的两种条

件组合：一种是积极的创业态度和较高的自我效

能感，另一种是良好的环境和社会规范以及较高

水平的自我效能感[26]。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文献中有两篇文献

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了创业者在创业失败

后仍选择继续创业的条件组合。研究指出，创业

者在创业失败后，将个人的失败归因于可控的内

因、不稳定的外因或不可控的外因时，有助于创

业者的失败修复进而重启创业[27−28]，该研究对创

业失败者从失败中重拾信心选择继续创业具有

积极意义。 

    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个体创业结果主

要集中于探究创业成功的条件组合，而个人特征

和情境因素在探究创业成功的条件组合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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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研究者考虑。例如 Hatak 等[29]研究了个人特

征、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对于个体创业结果的影

响，研究发现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的创业者

在拥有强烈的创业激情时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创

业绩效，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需要指出

的是，在个体层面对创业结果的研究中，对于创

业成功或失败的判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衡量

标准，不同文献中对于创业成功的认定具有强烈

的主观意识，因此难以在同一标准上对创业成功

的条件组合进行对比研究。 

    2. 企业层面的创业研究 

    创业研究中的企业层面现象同时受到企业

外部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和创业者因素三方面的

影响，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传统研究

方法仅能研究单个影响因素对结果的作用机制，

因此定性比较分析法更适用于背景复杂的企业

层面现象的创业研究。企业层面现象一直都是创

业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定性比较分析法

在创业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主题。目前定性比较

分析法在企业层面的研究聚焦于企业结果、创业

战略的主题。 

    企业结果的研究重点包括关注企业发展和

资源获取的情况，在具体研究主题中，企业绩效

是目前所有文献中占比最大的研究主题，企业内

外部条件都会对企业运行的绩效产生巨大影响。

例如 McKenny 等[30]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创

业导向维度对于初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

明，在稳定程度不一样的行业中，提高企业绩效

应该强调不一样的创业导向维度。个体层面的影

响因素同样也会对企业层面结果产生较大的影

响，例如 Zhu 等[31]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了创业

者特征的不同组合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

得出了创新、风险承担、成就需求、教育程度、

主动性和工作投入几大要素作为前因条件的结

论，以及通过不同组合提高初创企业绩效的 7 种

配置。 

    当前文献中，对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研究集

中于初创企业被投资的情况，如何更好地获得融

资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例如 Edelman 等[32]

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了初创企业如何可信

地传达其潜在优势并获得天使投资这一问题，研

究得出了有效传达信息、提升融资可得性的三种

条件组合。创业者的个人特征也是融资可得性的

重要影响因素之一，Huang 等[33]发现在不确定性

程度不同的环境下，创业者的创业相关经验和项

目可靠度需要通过不同组合才能使创业项目众

筹成功。 

    创业战略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内容：一是将

创业思维运用到企业战略制定过程中，创业导向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就是其具体体现。

创业导向是描述企业选择战略应对环境变化的

一种创业思维。在创业导向的研究中，可采用定

性比较分析法验证 Covin[34]提出的创业导向维度

理论。例如 Hernandez 等[35]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通过大量案例分析研究证实了创新性、风险承担

性与主动性三个维度作为创业导向衡量标准的

信效度，并指出创新性是创业导向的充要条件。 

    二是企业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的变化

制定出适合企业的战略，创新战略和国际化战略

是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战略研究中最主要的

研究内容。例如 Su 等[36]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

究了创业导向和创业情境的不同配置对创新战

略的影响，指出企业选择创新商业模式取决于创

业导向和创业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提出了五

种促使企业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战略的条件组合。

Ciravegna 等[37]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了市场

环境、企业家精神和态度对初创企业选择实施国

际化战略的影响，并揭示了 3 种促使企业选择国

际化战略的前因条件组合。 

    3. 社会层面的创业研究 

    社会层面的创业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比较分

析法分析社会创业活跃程度和创业生态系统对

创业的影响。 

    创业活跃程度是衡量一定区域内创业率或

社会人群创业倾向的重要指标。对于如何提高创

业活动程度，已有学者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得到

了多种条件组合，例如 Lv[38]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

发现社会问责权力、政治稳定、监管质量和法治

程度四个情境维度同时处于高水平条件是提高

创业活跃程度的一条有效路径。程建青等[39]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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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发现，以高创业意愿和高创

业机会识别作为必要条件，优越的管制制度与规

范制度、认知制度都可有效提高创业活跃度。 

    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是

一个能够促进创业主体获取创业资源、提供完善

的创业配套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系统[40]，对创

业活动有着较强的促进与支持作用，受到众多学

者的关注。March 等[41]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

了对硅谷的移民企业家最有价值的情境因素，揭

示了高水平创业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具备快速

构建投资者、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三方创业网络的

能力。黄钟仪等[42]指出网络中心性和关系强度是

影响众创空间高绩效的核心条件。 

    四、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

述评 

    定性比较分析法为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解释创业现象提供了新的

角度。近年来，定性比较分析法因其研究创业活

动的独特性以及适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

文献的数量逐年上升，受权威期刊的重视程度也

逐年增强。 

    进一步分析当前创业领域中运用定性比较

分析法的研究主题情况可知，一方面，从结果变

量的角度来看，定性比较分析法较多地应用于研

究企业层面的创业现象，主要探究“提高初创企

业绩效的条件组合”以及“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

取的条件组合”，其次是研究“企业外部环境和

内部资源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创业战略的制

定与实施”等问题；个体层面结果上的研究主要

围绕“多种前因条件对创业者创业意图的影响机

制”以及“何种条件组合能促使创业成功”；在

社会结果层面上，现有研究主要探究“影响社会

创业活跃程度的条件组合”和“使创业生态系统

创造高绩效的条件组合”。这些研究问题的结论

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得到更精确的条件组

合结果，推动了创业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从

条件变量角度来看，在设定条件变量时，创业情

境、个体特征以及企业特征是条件变量中占比最

多的几个主题，这说明较多学者倾向于将创业情

境纳入考虑，其次会关注创业行为主体的差异

性，如创业者个人特征、创业团队的特征、初创

企业的组织类型以及企业特质等创业主体的独

特属性。创业研究不能脱离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

和研究对象的自身属性，创业情境和创业行为主

体的属性都会对创业行为的结果产生影响，在今

后研究创业领域问题时，创业情境和创业主体属

性对结果的影响应该被充分考虑。 

    五、未来研究与展望 

    定性比较分析法已在创业研究的多个领域

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局限。据

此，本文分析了定性比较分析法在现有创业研究

中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展望。 

    首先，在所有研究主题中，对创业机会、认

知和决策三个主题的研究，不论作为结果变量还

是作为条件变量，目前研究都相对较少，受重视

程度不够。这三者聚焦于研究创业者个人行为逻

辑的起点，影响着创业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具体 

发挥，进一步影响着创业的结果，在创业研究中

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现有研究受限于研究方法，

在忽视这三个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并不能很

好地解释某些创业现象的形成机制。例如学者

Bird[43]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就无法解释资源和特征

相似的创业者采取相似行为却收获不同绩效这

一现象。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这种新的分析方

法，立足于创业情境，将个体层面的创业认知、

机会开发和决策过程纳入前因条件范畴，结合创

业者特征或资源等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就有

助于解释该创业现象，完善现有创业理论。 

    其次，目前定性比较分析法通常用于研究创

业活动的正面现象，集中在研究创业成功、企业

绩效增长、社会创业活跃指数提升等正面结果，

而忽略了对造成创业失败、企业破产、创业生态

系统效率低下等负面现象的研究。Seny 等[44]对

2005—2015 年定性比较分析法在管理学领域中

应用的论文进行了梳理，发现已有研究聚焦于企

业成功的前因变量构型研究，而忽略了企业失败

的研究。本文检索到的 199 篇文献里，仅有 2 篇

是研究创业活动的负面结果。Huarng[45]探究了创

业者个人特征与创业失败之间的多重关系构形

模型。张宝建等[46]研究了人才供给、金融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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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转化 3 个维度的因素缺失与创业孵化失败之

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

非对称性特征，从导致创业活动的正面现象的前

因条件组合并不能推导出造成创业活动负面现

象的条件组合，忽略创业活动中的负面现象及失

败结果，不能准确地揭示创业现象的全貌。未来

研究应注重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创业活动

的负面现象，探究成功与失败、消极与积极两种

结果的条件组合，有助于完善研究结论，促进整

个创业研究的发展。 

    最后，需要在定性比较分析法中纳入条件组

合的时序性分析。定性比较分析法作为案例导向

的研究方法，仅考虑条件变量的存在与否和程度

强弱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并不考虑条件变量所代

表的事件在具体案例中发生的先后顺序是否会

对结果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创业研究甚至整个社

会科学领域，事件的发生顺序对结果有着重要的

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核心因素，因此应在

定性比较分析法中纳入条件的时序性分析。现有

的将时间顺序纳入前置条件的定性比较分析法

主要有时序定性比较分析 (temporal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QCA)和多时段定性比较

分析。其中，TQCA 假设条件在案例中发生的不

同顺序会造成结果的不同，探究时序性对于结果

的影响，但案例中各条件的时间变化难以长时间

跟踪，因此难以解释条件的时序性对结果的影响

机制；多时段定性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在不同时间

段条件变量的不同表现形式，最终确定各条件变

量的时间变化对于结果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将

时序性纳入定性比较分析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应

用，探究影响创业活动的前因条件发生的时间顺

序对于结果的影响，更好地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深化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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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CA method can be used for cas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which can 

obtain the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that produce specific phenomena. Therefore, it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literature o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using QCA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journals. 

It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QCA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aspects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status, and research topics, etc,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QCA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QCA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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