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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潜在创业者是否创业取决于若干影响因素，包括决策心理因素。这些因素以何种方式、何种

路径影响创业行为并未形成定论。以江苏省 13 个创业案例为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 QCA 方法分析整

合创业者决策心理要素，探讨了多种决策心理因素影响创业行为的路径。研究发现：并不存在单一影

响创业行为的核心条件，创业行为由多种决策心理要素共同刺激而产生；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不存在唯

一的要素组合；江苏省应有意识地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多种决策心理，发挥多种组合心理的协同效应，

进而促进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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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复杂多变、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下，

潜在创业者是否选择创业，除了受客观因素影响

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创业者自身的主观因

素，比如是否有强烈的创业意向，在面临诱惑或

阻碍时是否能够坚定心中的信念与目标，是否坚

信自己最终可以获得成功并愿意为此付出足够

多的努力等。 

    近年来，将心理学研究与创业研究相结合的

重要性开始被广泛提及。然而，到目前为止，考

察各种决策心理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创业行

为的研究依然较少。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借

助案例文本分析，能够融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法的

优势[1]。通过构建条件变量的组态，尝试发现不

同组态影响结果变量的路径，从而能够清楚展现

其中的复杂关系[2]。探讨认知心理层面的创业意

愿、创业预期、创业经验以及特质心理层面的成

就导向和自我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创业者

选择创业或是不选择创业，意在揭示多种决策心

理因素影响创业行为的路径，探索组态的决策心

理因素影响创业行为的变化规律，旨在为江苏省

创新创业发展提供推力。 

    一、文献述评与模型构建 

    创业，就是开创一个新事业[3]。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创业研究就开始关注对于创业行为特

征的研究[4]。尽管这对于总结创业者的行为模式

有所帮助，但我们依然无法确定导致潜在创业者

最终选择创业或选择不创业的原因。因此，如今

的创业研究应该注意到一个目前还未得到广泛

关注的问题，即，创业者最终创业与否究竟是受

哪些因素影响。 

    决策心理，即决策时的心理活动过程或心理

特征。决策是决策者有效发挥自身能动性的过

程。决策者心理方面的素质，比如意志、个性特

质、自我修养等，对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如果决策者没有一个良

好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变得非常情绪化，最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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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决策时出现问题，甚至在决策时会不够果敢、

瞻前顾后、害怕冒险和不敢大胆实施计划。因而，

研究心理特征，有利于帮助潜在创业者针对自身

情况做出更加合理的创业决策[5]。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将心理学研究

与创业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6−7]。然而，现有研究

往往局限于决策心理涉及的某个单一层面，尚不

清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因素如何相互协调、相互

作用以及影响创业行为的具体路径。 

    实际上，创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

以多样的、全面性的视角来对创业现象进行考

察。因此，本研究综合了江苏创业者多种决策心

理因素，探索影响创业者创业行为差异的复杂原

理。也即，如何在以下五个前因条件之间进行匹

配，怎样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励潜在创业者最终

选择创业。当然，这还要与现实中的具体案例相

结合来讨论，然后利用 QCA 方法，展开更深入

的研究与分析。因此，本文建立了如图 1 所示

的模型，以此来展现创业行为受组态因素影响

的机制。其中，认知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包含

创业意愿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创业预期

(entrepreneurial expectation) 以 及 创 业 经 验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特质心理层面的影响

因素包含成就导向(Need of achievement)和自我

控制(self-control)。 

 

 
图 1  创业行为驱动机制模型 

 

    (一) 认知心理层面 

    1.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是一种激

励潜在创业者下决心去实现创业抱负并为之付

出努力的心理状态。创业意愿阐释了创业研究领

域所关注的“为何有部分人最终成为个体经营者

并且开始自己创业，但另外一部分人却乐于被别

人雇佣”这一问题，是预估创业者未来是否进行

创业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变量。 

    如今，针对创业意愿展开的研究越发成熟，

计划行为模型和创业事件模型更能对创业意愿

进行说明和阐释，认为各方面因素都是通过创业

意愿来影响创业行为的。如，个体想要去做一件

事的意图越明显，那么最终也就越有可能确实去

做这件事[8]。 

    2. 创业预期 

    创业预期(entrepreneurial expectation)是潜在

创业者对于最终结果的期望。预期，指的是一个

人对自己未来完成计划情况的预先估计。对于成

功的预期是个体关于成功、绩效以及冒险的重要

动机[9]。同样，首次接触创业的人的创业预期则

被阐释为创业时逐步产生的对今后计划实现的

预先估计。 

    实际上，首次接触创业的人一般都会缺乏冷

静、理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常常

对创业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这种过于乐

观的期许，对最终的创业行为有着巨大影响。期

望过高是因为初次创业者往往利用内部视角，借

助规划及财务估算来预判，因此，最终得到的

创业预期很容易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相符。潜在

创业者对创业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其实是有

利有弊的。 

    3. 创业经验 

    创业经验(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是指创

业者迄今为止在各个行业领域内积累的创新能

力和创新创业经历等。创业经验的收获与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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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有很大关系，一般是通过所遇到的特定案例

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收获到的经验，部分是明

确的、可被直观到的，通过书面形式就可以进行

阐释，方便和他人进行分享、交流和互动；当然，

还有许多是无法被直观到的，创业者只能通过观

察思考并参与其中才能理解这部分创业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非直观性信息，这部分信息的积累会

随着每个创业者各自独有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

等而发生变化，想要通过固定的形式来对它进行

阐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利于向更多的人传

播。事实上，从过去的创业经历中能获得多少有

价值的经验，主要是取决于创业者个人智识水平

的高低[10]。 

    创业经验是创业者从自己过去的创新创业

经历中获得的，并依据特定的创业环境和状况而

发生变化。以往的研究表明，创业行为的表现与

过去是否有创业经验是密切相关的[11]。创业成功

的经验有助于增强创业者的自信感，使创业者认

为自身具备在接下来的创业过程中克服即将遭

遇到的所有困难的实力。 

    (二) 特质心理层面 

    1. 成就导向 

    成就导向(need of achievement)是想要达到

最终的目标，获得成就感，想要取得成功的愿望。

有研究认为，成就导向可以彰显出创业者与其他

人明显不同的特别之处[12]。对成就有强烈渴望的

创业者一般倾向于制定不是特别容易达成的奋

斗目标，但他们在确定奋斗目标时还是会取消与

自身实力差距过大的目标，原因是这部分创业者

希望每一分付出都能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也希望

自己所做的每一步都能有实质性的成效。他们大

多是完美主义者，喜欢享受为达目的不罢休、过

五关斩六将的成就感，这才会让他们感到满足，

至于外在的附加收获，比如名和利，他们其实不

会非常在意。 

    如果是高成就导向的创业者，则会具备非常

充分的成就动机，他们会有清晰的奋斗目标。具

备充分的成就动机的创业者，倾向于自我实现，

并且他们会努力把自我实现进行到极致。创业者

渴望成功达成既定目标，即为成就导向。然而，

高成就导向的创业者提出，即使具备充分的成就

动机，他们也不能去尝试超出自身水准的挑战，

否则会很容易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创业者的成

就动机与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相较于

普通人来说，创业者的成就动机一般是偏高的。 

    2. 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self-control)是创业者内心能量主

观能动性的体现，能够把控个体的认知和行为。

自我控制能力可以压制住非理性的冲动行为，还

可以控制干扰目标造成的欲望和情绪等因素。自

我控制在面临最初设定的目标与现实条件相冲

突的状况时，容易遭遇两难困境，此时就有必要

在心怀目标、信念的同时沉着冷静地分析现状，

从而稳扎稳打地迈向最终的目标。可见，自我控

制也就是一种矛盾应对能力[13]。 

    潜在创业者最终是否会选择创业，与自我控

制能力的强弱有着巨大的关联。例如，许多参加

过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江苏潜在创业者，原本

有着创业目标和动机，但由于现实状况不乐观或

是信心不足等主客观原因，他们最终并没有选择

创业。潜在创业者有必要时刻积极调控自己的心

理状态与行动，遇到阻碍时也要理智应对，把目

光放长远，稳中求进[14]。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的选择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由拉金教授提出的。这种方法

基于布尔运算以及集合论的思想，研究组合起来

的先行条件(即“组态”)是怎样促使结果的产生

的。主要用于分析包含复杂因果条件的事件，并

且考虑到对外的有效性。 

    首先，QCA 具备基于全局的观点，这与实际

的管理活动中充斥着的复杂因果联系是较为一

致的。QCA 方法的全局观点基于组态的思考方

式，提出如果只把视线聚焦于某个单一的部分，

这样是无法洞悉事件整体的。组态运用全局和统

一的思维模式来探讨问题，不是选用单一的独立

要素，而是选用基于案例的多个要素的组态。具

备多元和全局性体系的组态，非常适合用来研究

与创业有关的各种问题[15]。其次，QCA 关注并发

因果关系，说明多种要素的组合虽然不同，但结

果还是有可能相同，认为因果关系不能脱离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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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而独立存在。所以，这种方法和普遍被使

用的一般统计方法是不一样的，它主要着眼于复

杂的因果联系，基于各种具体案例的分析，将因

果组合的属性确定下来[16]。最后，QCA 把定量和

定性这两种分析方法各自的优势相结合，修补了

两者所具有的缺陷，不仅对数据做统计分析，而

且还在全局层面做出分析，不被个别案例所限

制。并且，凭借组态分析，可以扫除样本数量较

多时面临的复杂因果难题。除此之外，这种方法

不但可以用于 10 或少于 10 个案例数目的小样本

研究，还可以用于案例数超过 100 的大样本研究，

10 或 15 至 50 的中等数目案例也可以运用这种方

法来进行研究。本研究选用的 13 个样本属于中

等数目样本，与 QCA 方法适配。 

    本文除了选择前文提到的认知心理层面的

影响因素即创业意愿、创业预期和创业经验以及

特质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即成就导向和自我控

制这五个条件变量以及创业行为这一结果变量

以外，不再引入其他变量。当样本数目中等时，

最合适的条件数目一般是 4 至 6 或者 7。所以，

本文选取 5 个条件是符合要求的。本研究采用的

是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原因在于研究问题

的结果变量为“0”和“1”，而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法强调结果和条件要通过模糊集来进行阐

述，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强调条件要从 0 开始

标度。由于本研究的结果变量既不属于多值集，

也不属于模糊集，所以只能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

方法。有关分析将借助 fsQCA3.0 软件来实现。 

    (二)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所收集的案例主要从以下途径获取：江

苏各高校发布创业资讯的网站，如江南大学大学

生创业指导与服务网(网址：https://jdcy.jiangnan. 

edu.cn)；新闻资讯网站，如凤凰网(网址：https:// 

www.ifeng.com)、搜狐网(网址：https://www.sohu. 

com)、中国新闻网(网址：https://www. chinanews. 

com)；创业招商投资平台，如全球品牌网(网址：

https://www.globrand.com)；创业故事网站，如 80

后励志网(网址：https://www.201980.com)。通过

创业者相关经历可以准确判断创业者所具备的

决策心理要素。经过严格筛选，最终选取了 13

个符合要求的创业案例作为目标数据来源，其

中，10 个是最终选择创业的江苏创业者，另外 3

个是最终没有选择创业的江苏潜在创业者。本文

所收集案例分布的时间段是过去十年左右，主要

集中于近五年。 

    (三) 变量命名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江苏创业者决策心理要素影响创

业行为的组合路径，判断其中的核心条件，本研

究基于决策心理视角，选择了认知心理以及特质

心理两个层面总共 5 个条件变量。为了方便表达，

创业意愿用“EI”表示，其反向条件变量表示为

“~EI”；创业预期用“EN”表示，其反向条件

变量表示为“~EN”；创业经验用“EE”表示，

其反向条件变量表示为“~EE”；成就导向用

“NA”表示，其反向条件变量表示为“~NA”；

自我控制用“SC”表示，其反向条件变量表示为

“~SC”。此外，结果变量选取的是创业行为，

用 “EB” 表 示 ， 其 反 向 条 件 变 量 表 示 为

“~EB”。通过收集江苏创业者案例，采用文本

分析法，对所选案例文本进行了关键词提取与要

素归类，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及赋值标准如表 1

所示。 

    (四) 案例介绍 

    13个江苏创业者案例介绍与来源如表2所示。 
 

表 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赋值标准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赋值为 1 赋值为 0 

结果变量 创业行为(EB) 创业 不创业 

条件变量 

认知心理层面 

创业意愿(EI) 强创业意愿 非强创业意愿 

创业预期(EN) 高创业预期 非高创业预期 

创业经验(EE) 有创业经验 没有创业经验 

特质心理层面 
成就导向(NA) 高成就导向 非高成就导向 

自我控制(SC) 自我控制能力强 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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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案例介绍与来源 

案例 创业者简介 与决策心理要素相关的词句 案例来源 

1 

徐铭骏，毕业于江南大学设计

学院，与团队共同创立了无锡

路大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从小有个创业梦；想要创办全国最大的图片售卖平

台；为互联网而生；肯定有人会接受；大一开始第

一次创业；要去更大的地方；基本都不成问题 

凤凰网资讯 

2 
小张，录音室老板，声乐专业

毕业 

过去没创业过；纠结过，想过要放弃，但最终还是

坚持创业；我相信自己可以创业成功 
全球品牌网 

3 

徐富，中科院博士后。在苏州

成功创立了苏沃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环保工程师 

读研期间，四十个月只休息了一天；还是想要创业；

看好水处理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清晰的规划；要

成为水环境领域有影响力的高科技环保企业 

江南大学大学生创

业指导与服务网 

4 
孙文博，兰亭数字 CEO ，

Air360China 创始人 

大二开始创业；大学埋下的创业梦想一触即发；相

信我们将来可以成为中国 VR 界的领头羊，做中国

最专业的 VR；要趁着年轻挑战极限 

江南大学大学生创

业指导与服务网 

5 
魏佳星，中国 B2B 百名创业新

锐 

我们依然不曾放弃梦想；从偏执到认真；聆听前辈

告诫，记录并改正错误 

江南大学大学生创

业指导与服务网 

6 

邹扬，现任果酱文化董事长兼

CEO，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

邮电大学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专业 

相信以媒体为切入点会挖到产业内的金矿；相信综

艺节目一定会成为行业内最具备能量的内容形态；

一直在找寻创业机会；踏实做事总有一天会被看到 

搜狐网 

7 

王辉，江苏感动未来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常州橙果广告有限

公司 CEO 

最终下定决心创业；回看一路走来的辛苦血汗，尚

在萌芽中的成功果实无论如何都难以舍弃；困境中

不忘憧憬未来；用他的坚韧越过了创业坎途中一道

又一道的坎 

创客在常州 

8 

何杭，生于 1985 年，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毕业，曾赴英国学习

金融。创办了江苏恒爱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我希望用产品让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这是一个非

常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坎坷的过程；我觉得

这件事是有价值的；何杭对未来抱以期待 

江苏文明网 

9 
蔡熙，苏州金峰物流设备有限

公司创始人 

在创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最困难的时候也从

未想过放弃 
物流搜索公众号 

10 

张鹤军，1970 年 1 月生，南京

大学 EMBA 硕士，江苏省产业

教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扬

州大学兼职导师 

选择了就不会后悔，一条道走下去；每天雷打不动

几个小时窝在车间里；不补充知识，就会被社会   

淘汰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

营公众号 

11 
许维，前《天下网商》执行主

编，现任明道产品副总裁 

我不擅长创业；创业风险很高；我对人前显贵从小

就没兴趣 
80 后励志网 

12 

潘雪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

生，曾参加江苏省第四届“龙

卡·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获二等奖 

计划书比较理想化；难进入实操阶段；没有企业管

理经验 
中国新闻网 

13 
周璐，曾经代表学校参加“挑

战杯”比赛，获得过银奖 

对创业有热情；不会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创业；准

备先到拟创业的行业积累经验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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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苏创业者决策心理对创业行为影响的

组态分析 

    对于所搜集数据的分析主要有三大步骤。首

先，对收集到的案例文字进行分析和分类整理归

纳，从而判断案例中创业者的类型，确定他们的

决策心理要素，判断他们最终是否选择创业。其

次，赋值各要素，赋值的准则见表 1。最后，构

建真值表，然后借助 fsQCA3.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本文把 0.8 设置为一致性门槛值。 

    (一) 构建二分数据表 

    依照前文赋值标准，以及对 13 个江苏创业

者案例文本的分析，可以构建如表 3 所示的二分

数据表。 

 
表 3  二分数据表 

案例 

编号 

CASEID 

创业 

意愿 

(EI) 

创业 

预期 

(EN) 

创业 

经验 

(EE) 

成就 

导向 

(NA) 

自我 

控制 

(SC) 

创业 

行为 

(EB) 

A1 1 1 1 1 1 1 

A2 1 0 0 1 0 1 

A3 1 1 1 1 1 1 

A4 1 0 1 1 1 1 

A5 1 1 1 1 1 1 

A6 1 1 1 1 1 1 

A7 1 0 1 1 1 1 

A8 1 0 0 0 1 1 

A9 1 1 1 1 1 1 

A10 1 0 1 1 1 1 

A11 0 0 0 1 0 0 

A12 1 0 0 0 0 0 

A13 1 0 0 1 1 0 

 

    (二) 构造真值表 

    设定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值后，再通过考

察不同创业者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是否

发生的状态，构建真值表。这个真值表可以显示

出影响创业行为出现或不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具

体信息如表 4 所示。 

表 4  真值表 

自我 

控制 

(SC) 

成就 

导向 

(NA) 

创业 

经验 

(EE) 

创业 

预期 

(EN) 

创业 

意愿 

(EI) 

创业 

行为 

(EB) 

案例数 

NUMBER 

1 1 1 1 1 1 5 

1 1 1 0 1 1 3 

1 0 0 0 1 1 1 

0 1 0 0 1 1 1 

0 0 0 0 1 0 1 

1 1 0 0 1 0 1 

0 1 0 0 0 0 1 

 

    (三)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分析前，先对单个决策心理要素是否可以

成为影响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进行验证。编码完

成后，在软件中导入真值表，开始对单个要素变

量进行分析。这一步借助覆盖率和一致性指标来

检验单一的条件变量是否与结果变量有联系。一

致性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Consistency (Xi≤Yi) = [min( , )] /i i iX Y X    (1) 

其中，Xi和 Yi分别为条件变量组态和结果变量的

隶属分数，Consistency 的取值范围是(0，1)。 

    一致性指标衡量条件变量 X对结果变量 Y的

一致性，即考察 X可以构成 Y的充分条件的可能

性大小，也就是衡量条件变量能推出结果变量的

可能性大小，从而判断出分析中包含的全部案例

共享致使结果产生的某个条件组合的程度[17]。如

果一致性超过 0.8，就可以判断出条件变量可以

推出结果变量，条件变量属于结果变量的子集。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一般借助覆盖率来体现

条件变量解释结果变量的力度。覆盖率是指 X对

Y的覆盖程度，可以表明 X成为 Y的必要条件的

可能性程度，也就是 X能够确保是实现 Y的唯一

来源的可能性程度。如果覆盖率超过 0.9，就可

以判断出条件变量构成了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覆盖率计算公式如下： 

Coverage (Xi≤Yi)= [min( , )] /i i iX Y Y     (2) 

    如表 5 所示，通过单变量充分与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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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5 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都大于 0.8，说

明这 5 个条件变量都可以推出结果变量。除了创

业经验(EE)和创业预期(EN)这两个变量的覆盖率

低于 0.9，其他变量的覆盖率均高于 0.9，说明条

件变量成就导向(NA)、自我控制(SC)以及创业意

愿(EI)同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表 5  单变量充分与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一致性 覆盖度 

创业经验(EE) 1 0.8 

创业预期(EN) 1 0.5 

成就导向(NA) 0.818 182 0.9 

自我控制(SC) 0.9 0.9 

创业意愿(EI) 0.833 333 1 

 

    (四) 组态分析 

    对 13 份江苏创业者案例的数据进行分析后，

输出了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在实际分析中，

一般都是通过简约解和中间解来辨别边缘与核

心条件。如果在简约解里有某个条件，同时在中

间解里也有这个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就是核心条

件；如果只有中间解里有，简约解里没有，那么

这个条件就是边缘条件。研究者倾向于利用中间

解来分析充分条件的组态。本研究也选取中间解

的输出结果来分析。5 个变量共产生 32 种条件组

合，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有 4 条。其中，符号

×表示“且”的交集关系，符号+表示“或者”，

前缀~表示“非”，即赋值为“0”时的情况，表

示该变量肯定不会出现，没有前缀则为赋值为

“1”时的情况。 

    1. 选择创业的组态 

    采用逻辑方案表对结果进行梳理，得到创业

者选择创业的条件组合，如表 6 所示。 

    推动创业者选择创业的 5 组条件变量组合路

径具体如下：H1: SC×NA×EE×EI+H2: SC×~ 

NA×~EE×~EN×EI+H3: ~SC×NA×~EE×~ 

EN×EI，即路径 1：自我控制能力强×高成就导

向×有创业经验×强创业意愿+路径 2：自我控制

能力强×非高成就导向×没有创业经验×非高

创业预期×强创业意愿+路径 3：缺乏自我控制能

力×高成就导向×没有创业经验×非高创业预

期×强创业意愿。其中，通过比较简约解与中间

解的关系可以发现，“有创业经验”“自我控制能

力强”“非高成就导向”“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高

成就导向”以及“强创业意愿”为核心条件。 

 
表 6  选择创业的条件组合 

条件变量 
选择创业的组态 

H1 H2 H3 

EI    

EN    

EE 
   

NA    

SC    

一致性 1 1 1 

原始覆盖度 0.8 0.1 0.1 

唯一覆盖度 0.8 0.1 0.1 

总体一致性 1 

总体覆盖度 1 

注：大●或小●表示该条件存在，大 或小 表示该条件不

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大●和大 是指核

心条件，小●和小 是指辅助条件。 

 

    2. 选择不创业的组态 

    依旧采用逻辑方案表对结果进行整理，得到

导致创业者选择不创业的条件组合，如表 7 所

示。导致创业者选择不创业的 5 组条件变量组合

路径具体如下：B1: ~SC×NA×~EE×~EN×~EI+ 

B2: ~SC×~NA×~EE×~EN×EI+B3: SC×NA× 

~EE×~ EN×EI，即路径 1：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高成就导向×没有创业经验×非高创业预期

×非强创业意愿+路径 2：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非

高成就导向×没有创业经验×非高创业预期×

强创业意愿+路径 3：自我控制能力强×高成就导

向×没有创业经验×非高创业预期×强创业意

愿。其中，通过比较简约解与中间解的关系，可

以发现，“没有创业经验”“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非高成就导向”“自我控制能力强”“高成就导

向”以及“非强创业意愿”为核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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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选择不创业的条件组合 

条件变量 
选择不创业的组态 

B1 B2 B3 

EI 
   

EN    

EE    

NA    

SC    

一致性 1 1 1 

原始覆盖度 0.333 3 0.333 3 0.333 3 

唯一覆盖度 0.333 3 0.333 3 0.333 3 

总体一致性 1 

总体覆盖度 1 

注：大●或小●表示该条件存在，大 或小 表示该条件不

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可不存在。大●和大 是指核

心条件，小●和小 是指辅助条件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促使

创业者选择创业或不创业的核心条件，创业行为

是由多种决策心理要素共同刺激而产生的。以往

研究只专注于讨论单个要素在影响创业行为选

择中的作用，而本研究指出单一的创业者决策心

理要素无法孤立地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多元

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影响力。这一发现带来了两个

方面的启示：一方面，不能对单一要素产生依赖，

在明确自身核心要素优势的基础上，如果能充分

发挥其他要素的综合作用，将会产生更积极的结

果。另一方面，缺乏若干决策心理要素的创业者

可通过对其余要素的组合来克服劣势，实现同样

的积极结果。 

    其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必须以条件组合的

形式出现，并且各个组态的一致性以及覆盖率均

达到了 0.9 以上，可见这些组态能够很好地解释

创业者决策心理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也印证

了本文在创业行为影响要素选择上的合理性。在

要素组合基础上，研究指出，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不存在唯一的要素组合，而是存在不同的路径组

合来造成相同或不同的结果。 

    最后，在路径组合中，EI(强创业意愿)和

NA(高成就导向)是多个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

高的单要素，二者共同出现并且与 EE(有创业经

验)以及 SC(自我控制能力强)组合时，其产生的

路径显示出最高的原始覆盖率。更具体地看，可

以发现，有 EI(强创业意愿)作为要素参与的路径

显示出比没有 EI(强创业意愿)参与的路径更高的

原始覆盖率。以往研究指出了创业意愿对创业活

动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不仅验证了创业意愿这一

认知心理层面的决策心理要素对于创业行为的

重要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创业意愿这一要素还需

要与成就导向、创业经验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等不

同要素组合而产生路径作用。有鉴于此，江苏若

想要推进创新创业发展，则需要在重视江苏潜在

创业者创业意愿培养的基础上，相应地选择其他

决策心理要素进行组合，例如增加创业方面相关

活动的举办频率，帮助有创业意愿或动机的江苏

潜在创业者积累创业经验，从而吸引更多人选择

创业。 

    多要素的创业者决策心理影响创业行为的

路径分析从要素组合层面证明了多元动力机制

的作用和意义。面对决策心理为创业行为提供的

复杂动力，本研究旨在发掘一个新的路径视角，

为当下以及未来江苏的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一些

参考。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决

策心理因素尽管是创业行为的重要先决条件，但

是依然还存在其他因素会对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因而，未来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开展研究。另

一方面，本研究是对静态案例的研究，无法反映

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心理上产生的变化。因此，未

来可以尝试收集动态数据，并进一步分析在不同

阶段创业者决策心理与创业行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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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a potential entrepreneur starts a business depends on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psychology of decision making. How these factors affect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Taking 13 entrepreneurial cases in Jiangsu Province as s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integrates the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entrepreneur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nfiguration thinking and 

QCA, and discusses the paths of various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ich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core condition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stimulated by multipl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decision making; 

There is no single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Jiangsu Province should 

consciously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of a variety of decision-making psychology, give play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a variety of combination psychology, o to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the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decision 

psychology; configuration; 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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