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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响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因素有很多，基于嵌入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创业绩效理论，

通过对领先用户创业者进行调研，探究社交网络嵌入、身份认同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社交网络嵌入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

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身份认同在社交网络嵌入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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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研究表明，在“双创”以及互联网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利用互联网进行融资愈发成为领

先用户初创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社交网络拥有

的在线交互情境，使处于社交网络的领先用户创

业者可以与投资者面对面进行社交，用户创业者

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主动分享创业项目和创业者

自身的详细信息，这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信

息不对称程度，提高投资者对创业者的信心，提

高创业融资绩效。此外，嵌入社交网络可以有效

拓展领先用户获取创业资源的渠道，提高其从创

新向创业转化的能力，让领先用户在创业过程中

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促进创业绩效的提高。然

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领先用户的社交属性与个

人及项目信息分享的结合：缺乏关于领先用户创

业者如何通过社交属性、嵌入社交网络共享信

息，进而提高创业融资绩效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嵌入理论、身份认

同理论和创业绩效理论，以领先用户创业者作为

研究的主体，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研究社

交网络嵌入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机

制，并将身份认同这一概念纳入研究中，对其在

社交网络嵌入和创业融资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

作用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变量之间的

关系，提出研究假设，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发

放、整理和分析。然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相关分析、验

证性因子分析。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得

到相关结果。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阐述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管理启示，并分析研究

的不足和对未来的展望。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领先用户创业 
    领先用户由于自身的强烈需求未能在现有

市场上得到满足，从而尝试自主创新或改造产品

或服务[1−2]。领先用户从终端消费者群体中产生，

但与终端消费者相比往往具有更丰富的专业技

术知识，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具有独到的体验，

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3−5]。领先用户创业与一般

创业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初衷是为满足自身未满

足的需求而进行创新，并不是事先识别市场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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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需求而进行创新，其目的不在于进行商业

化盈利，而是满足自身需求，当他们发现其创新

同样也被其他消费者所需要时，领先用户可能会

商业化他们的创新，将用户创新延伸到用户创业

阶段[6−7]。 
    在领先用户从终端的价值消费者逐步转化

为价值创造者的过程中，影响其创新转化为创业

的因素有很多。在微观层面上，领先用户创新者

的个人动机、分享和帮助他人而得到的内心满足

与获得的经济利益相比，更能决定用户是否进行

创业；如果市场上缺乏可以替代的产品或服务的

传播、推广路径，也会导致领先用户通过创立企

业来传播创新产品或服务；如果领先用户创业的

风险较低，也会导致创业的发生。在宏观层面上，

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环境

和法律法规等因素会影响领先用户从创新到创

业的转变[7−8]。Arin 等人在创业决定因素的研究

中发现，发展、制度和人类相关的因素(这里理解

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创业水平的

高低[9]。David 等人在分析领先用户创业的宏观决

定因素时，发现民族文化增强了一些宏观决定因

素对一个国家领先用户创业的影响[10]。 
    领先用户的创业模式一般包括：用户自主创

业，通过对自身资源的拼凑整合，提高创业企业

存活率和创业绩效[7]；或者与制造业企业或其他

企业进行合作，借助现有企业的资源和社会网络

进行协同创业[11]；或者领先用户并不创建公司和

大范围传播自己的创新成果，只是在小范围内(如
用户社区)共享其创新成果，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

利益[12]。 
    (二) 社交网络嵌入 
    社交平台是用来建立社交关系、进行信息分

享和互动的价值共创网络平台，它以社交网络服

务(social network service，SNS)作为技术支持，

并可能维持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13]。“社交网络”

指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网络，其借助网络平台将用

户连接起来，赋予真实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交流

互动的网络空间。随着对社交网络研究的不断深

入和社会的发展，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对社交网

络进行了研究。Byod 和 Ellison 指出，社交网络

是一种网络服务，为用户提供创建个人页面、添

加好友和浏览其他用户个人页面的功能 [14]；

Lenhart 和 Madden 认为，用户可以通过社交网络

平台创建个人主页并与其他用户建立关系[15]；

Peterson 指出，社交网络可以为志趣相投的人建

立社交关系，是一种线上服务[16]。国内学者黄

婷指出，社交网络以网站为载体，为用户提供

各种沟通和互动功能，促进用户扩大和维护社

交圈[17]；李勇军指出，社交网络是一个有边界的

系统，它的主体是用户，它的功能是创建个人信

息、记录文本或图片、分享日常生活并为用户提

供服务[18]。综合上述学者所述：社交网络是以网

络平台为载体，以用户需求作为服务内容，以用

户关系为依存的信息分享、交流互动的多主体、

多属性的关系型平台。 
    Granovetter将网络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

嵌入两种[19]。其中，关系嵌入强调创业公司和网

络组织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强度，这种强度

具体表现为密切和信任程度；结构嵌入则主要关

注网络规模和网络中心性，描述了企业在网络组

织中可与之建立联结关系的主体数量和主体网

络地位。根据结构嵌入理论，领先用户创业公司

的社交网络规模越大，直接连接的支持者就会越

多，就越有利于获取各种资源[20]。领先用户的平

均创业水平越高，就越容易控制所需的资源和信

息，越有利于获取资源。 
    (三)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最早由 Tajfel 提出，他认为个体通

过其社会属性和人际关系来定义自己，并据此进

行社交行为[21]。创业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会受到

创业者身份特征的影响。Hogg 等人指出，企业

家的身份驱动着其目标导向行为，即个人身份将

直接影响他们的创业行为[22]。也就是说，创业者

身份对创业行为起导向作用，在不同身份的影响

下，创业行为会有很大的差异[23]。因此，企业家

身份可以用来解释个体创业行为，为解释不同创

业者行为的差异提供新的视角[24−27]。 
     创业领域的研究人员直到 2000 年才关注到

企业家身份认同对创业行为的作用[22]，从理论研

究[22, 28]，到对企业家身份认同的归纳和总结[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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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建立量表[29]，进而探讨企业家身份认同对创

业行为的影响机制[25, 30]，国外学者在这些方面取

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国内对于这些

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企业家的身份认同是指作为

企业家的个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生行

为的集合[28, 31]，企业家会通过采取相关行动来强

化自身对身份的认同[21−22]，企业家通过创业行为

来反映其社会身份。创业者在创业时发生的不同

的行为集合导致创业者拥有不同的身份类型，这

种行为集合使得不同的创业者之间存在着共同

之处[32]，同时，这些创业者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差

异，这是由于其自我概念形成的参考标准和内在

动机有所不同[32]。在身份认同的维度方面，一些

学者提出企业家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具体分为中心性和突出性两种维度。中心性表现

为关键身份与其他身份的相对重要程度，突出性

则表现为企业家表现关键身份的意愿是否强烈。

因为意愿可以作为预测个体行为的直接指标，所

以企业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越强，就越有可能

采取行为来表现自己的身份[28]。研究显示，用户

创业者的身份认同对创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创

业公司往往还没有成长起来，而且大部分决定都

是由创业者自己作出的[33−34]。因此，通过解读企

业家的身份认同，可以了解为何不同的企业，其

创建的进程与成果是截然不同的[32]。 
    (四) 社交网络嵌入与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领先用户创业者的分享

内容包括个人信息以及项目的信息，这些信息的

分享可以导致不同的信任类型(如情绪的信任和

认知的信任)[35]。社交网络平台为使用者和创业者

提供了一个共享信息的途径，增强了共享的开放

性、透明度和多样性。在领先用户、企业家、大

众投资者三方的基础上，社交网络可以实现创新

和资本的有效结合。一方面，社交网络依靠其自

身的信任机制保证了企业家的信息共享，限制了

企业家在共享信息时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增

强了信息的可信性[36]。创业者在社交网络上进

行信息分享，可以提高潜在投资者的信任强度，

从而有利于提高融资成功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违

约概率[37−38]。此外，社交网络既可以凭借其空间

优势使领先用户创业者接触到更大范围的潜在

投资者[39−40]，又可以借助其时间优势突破互联网

融资窗口开放时间相对较短的局限，帮助投资者

提前了解有关项目的信息，增强投资参与性[41]。

另一方面，领先用户创业者可以通过在社交网络

分享信息来建立与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助于增强投资人对用户

创业者的信心，进而提升创业融资绩效[36, 42]。通

过创业者的信用度信息以及创业者与投资者之间

的互动进行信任管理能够有效提升融资绩效[43]。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交网络嵌入正向提高领先用户创业融

资绩效。 
    (五) 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身份认同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基本含义为：要

想以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发挥

作用，创业者就需要得到社会网络成员的认可和

支持。因此，就创业绩效而言，用户创业者和社

交网络成员同质性的身份认同很重要[44]。因此，

有必要将身份认同理论引入到用户创业者的社

交网络研究中[45]。在互联网创业环境中，创业者

的社交网络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在这个时候，创

业者和社交网络成员在受教育程度、创业经历、

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相似之处，能够促使社交网络

成员之间产生共鸣，从而快速提升社交网络成员

对创业者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帮助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 
    在融资活动中领先用户创业者身份与成功

实现活动目标有较高的相关性[20]。用户创业者可

能比传统创业者更具有内在优势，因为他们可以

根据自己丰富的使用经验和对新产品想要解决

的问题领域的知识进行更加精准的解释和宣传。

领先用户创业者的身份是创新者、先驱者，他们

是通过创新来解决个人需求的用户。当这些创新

解决方案也受到他人的重视，从而形成创业机会

时，创业者作为用户的身份认同感就会提高，使

他们对自己的创造更加自信和热情。此外，用户

身份也影响用户创业者在社交网络社区中的嵌

入性。领先用户创业者与成员有类似需求的社

区有着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项目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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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46]。需要相似性意味着创业者和潜在投资者

都对产品有类似的需求[47]。身份认同理论预测

了群体内偏袒现象，即在群体中的人们会更积

极地评价自己的群体[48]。例如，Franke 等人指出，

风险资本家对在教育背景和专业经验方面与自

己相似的创业团队的反应是积极的[49]。基于身份

认同理论，那些需要与特定社区或群体相似并与

之互动的领先用户，通过群体内偏袒，受益于自

我分类的影响。鉴于社会认同理论预测的群体内

现象的稳健性，用户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需要相

似性，这足以产生有利于用户创业者的群体内偏

见，使融资活动围绕创造新产品或服务展开。鉴

于此，企业家和潜在的投资者分享的核心兴趣可

能是与产品相关的活动，这种活动有非常高的需

要相似性，因此，需要很高的群体偏袒。相比之

下，需求相似度低的创业者不太可能从群体的偏

袒中获益，不能提升他们筹集资金的能力。关于

用户创业的研究表明，用户创业者不应忘记自己

的根基，相反，他们应继续与社交网络中潜在的

投资者和用户社区互动以共同更新和改进自己

的产品或服务。领先用户企业家需要与潜在支持

者联系，这能够帮助他们接收反馈和建议，以便

进一步迭代升级他们的产品。领先用户创业者在

融资活动之前就应该嵌入社交网络平台中，吸引

潜在的兴趣相同的支持者。他们可以在社交网络

和用户论坛中详细地分享自己的经验、问题和潜

在的影响，以实现资本化效果。根据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2：身份认同能够正向促进领先用户创业融

资绩效的提高。 
    H3：身份认同在社交网络嵌入和领先用户创

业融资绩效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 
    在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根据

嵌入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创业绩效理论构建

“社交网络嵌入—身份认同—用户创业融资绩

效”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领先用户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对

创业孵化基地、高新区创业园、创客空间、大学

生创业园等地的领先用户创业者进行调研。用户

创业产业类型主要包括教育和培训、物流配送、

餐饮创业、互联网技术等类型。通过线上和线下

两种方式进行问卷的发放。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

先进行了预调研，共发放预调查问卷 40 份，回

收 36 份，对其中交叉重叠、有歧义及区分度低

的题目，结合相关学者的建议进行了改进，改进

后的问卷共包括 23 个题项。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80 份，回收到有效问卷 2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74.29%。 
    (二) 变量测量 
    1. 社交网络嵌入 
    基于领先用户创业的特征以及社交网络嵌

入的特点，对自变量社交网络嵌入进行测量。基

于 Granovetter[19]的划分方式，并结合相关学者[50]

的研究，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方面展开研

究。社交网络嵌入量表的具体题项如表 1 所示。 
 

表 1  社交网络嵌入变量测量 

序号 题项 

1 社交网络中成员数量多少 

2 社交网络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 

3 是否在社交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 

4 与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机构等交流合作的频繁程度

5 与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机构等的相互信任程度

6 与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机构等交流合作关系的周期

 
    2. 身份认同 
    关于身份认同的测量，相关学者已经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给出了定义，并编制了相应的测量

量表，其中大多数量表从不同维度测量了相应的

身份认同。针对创业者身份认同这个概念，Farmer
等学者建立了包含 6 个题项的创业者身份认同感

测量体系，然后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美国、中国

大陆、中国台湾三个区域的创业者身份认同进行

了测量，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信度为 0.95、0.91、
0.92，都具有较好的信度[51−52]，因此本研究采用

Farmer(2011)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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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身份认同变量测量 

序号 题项 

1 我希望成为一个创业者 

2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业者 

3 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是成为一个创业者 

4 创业者这个称呼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5 我总是想着成为一个创业者 

6 表达创业渴望对我来说很重要 

 
    3. 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 
    本研究以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作为因变

量，根据用户的特性，充分考虑领先用户创业

发展中的缺陷及不足，运用 Biggadike[53]、刘榆

潇等[54]学者开发的测量量表，对领先用户创业融

资绩效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如表 3 所示。 
 

表 3  用户创业融资绩效变量测量 

序号 题项 

1 嵌入社交网络后，融资效率有明显提高 

2 嵌入社交网络后，产品知名度提升 

3 嵌入社交网络后，产品销售增长率提高 

4 嵌入社交网络后，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增加 

 
    4. 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创业者的年龄、性别、学历

等个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创业融资绩

效[55−57]。此外，创业者所处的创业类型、创业年

限以及创业企业成员数量等也是影响创业企业

融资绩效的几大因素[58]。因此，本研究将年龄、

性别、学历、创业类型、创业年限以及创业企业

成员数量作为控制变量，探究社交网络嵌入对领

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机理，以

及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严格按照领先用户创业企业的标准，

共筛选出有效问卷 208 份。其中，男性 123 人，

女性 85 人，男性占比 59.1%，女性占比 40.9%；

大多数领先用户创业者的年龄在 21—40 岁之间，

说明创业者以年轻人为主；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用

户创业者仅有 3 人，占比 1.4%，高中学历的用户

创业者为 81 人，占比 38.9%，本科学历的用户创

业者为 98 人，占比 47.1%，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用

户创业者为 26 人，占比 12.5%，说明作为领先用

户创业，需要一定的知识作为支撑，因此学历水

平也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方面；被调查的领先

用户创业者在创业类型上分布比较均匀，涵盖了

表 4 所述的 8 种创业类型；创业年限以 1—4 年

居多；创业公司的成员数量大多在 11—30 人之

间。如表 4 所示。 
 

表 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含义 占比 

性别 
男 59.1% 

女 40.9% 

年龄 

20 岁以下 2.4% 

21—30 岁 41.8% 

31—40 岁 46.6% 

41—50 岁 7.2% 

50 岁以上 1.9% 

学历 

初中及以下学历 1.4% 

高中学历 38.9% 

本科学历 47.1% 

硕士及以上学历 12.5% 

创业类型 

文化艺术类 14.9% 

餐饮创业类 10.6% 

互联网技术类 13.0% 

物流配送类 13.5% 

运动健康类 10.6% 

农业产品类 13.0% 

家居装饰类 11.5% 

教育培训类 13.0% 

创业年限 

0—1 年 10.1% 

1—2 年 24.0% 

2—3 年 28.4% 

3—4 年 30.3% 

4 年及以上 7.2% 

创业公司 

成员数量 

0—10 人 17.3% 

11—20 人 35.1% 

21—30 人 34.6% 

31 人及以上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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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信度和效度分析 
    使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

以检验量表的一致性和测量题项的准确有效性。

本文采用 Cronbach’s Alpha 的值作为衡量量表信

度的标准，检验题项之间的分数是否一致，并进

行相关判断。一般认为，当系数值大于 0.80 时，

表示一致性很好，大于 0.70 时，表示一致性可以

接受，小于 0.60 时，表示不能接受。用 KMO 值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来检验样本数据的效

度。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变量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Cronbach’s  
Alpha 系数 KMO 

Bartlett 
球形检验

社交网络嵌入 6 0.791 0.840 0.000 

身份认同 6 0.778 0.816 0.000 

领先用户创业 

融资绩效 
4 0.708 0.741 0.000 

变量总体 23 0.867 0.886 0.000 
 

    由表 5 可知，变量总体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67，大于 0.8，说明有良好的信度，量

表的一致性很好；社交网络嵌入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 0.791，身份认同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78，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为 0.708，
均大于 0.7，符合标准。KMO 值分别为 0.840、
0.816、0.741，均大于 0.7，其中社交网络嵌入和

身份认同在 0.8 以上；显著性概率均为 0.000，小

于 0.001，这表明量表的效度良好。 

    (三) 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假设

中的各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Pearson 系数是

在相关性分析中常用的指标，因此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系数值来判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当其处

于 0.2～0.75 之间时，表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较好。相关性分析的具体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相关性分析结果 

 社交网 
络嵌入 

身份 
认同 

用户创业

融资绩效

社交网络嵌入 1   

身份认同 0.366** 1  

用户创业融资绩效 0.578** 0.642** 1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 假设检验 
    1. 社交网络嵌入与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

的关系检验 
    以社交网络嵌入为自变量、领先用户创业融

资绩效为因变量，来检验社交网络嵌入与用户创

业融资绩效的关系，对回归模型中的 6 个控制变

量进行分析。从表 7 和模型 1(M1)可以看出，这

6 个控制变量对用户的创业融资绩效没有显著影

响；由模型 2(M2)可知，社交网络嵌入对用户创

业融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557，P＜

0.001)，所以 H1 得到验证。由模型 3(M3)可知，

身份认同对用户创业融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β=0.699，P＜0.001)，因此 H2 得到验证。 
 

表 7  社交网络嵌入与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关系检验 

因变量 
用户创业融资绩效 

M1 M2 M3 

控制变量 

性别 −0.065 −0.013 −0.023 
年龄 0.102 0.015 0.110 
学历 0.073 0.067 0.015 

创业类型 −0.038 0.029 0.010 
创业年限 −0.029 −0.004 −0.104 

创业成员数量 0.058 0.052 −0.018 

自变量 社交网络嵌入  0.577***  

中介变量 身份认同   0.699*** 

 
R2 0.023 0.343 0.430 

调整后的 R2 −0.006 0.320 0.410 
F 0.800 14.919** 21.538** 

注：**、***分别表示在 0.01、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理论研究                      周劲波，李忻怡：社交网络嵌入、身份认同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29

 

 
    2. 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了

层级回归的方法，结果如表 8 所示。由表 8 可知，

身份认同起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因此 H3 得到

验证。 

 
表 8  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 

 
融资绩效 融资绩效 身份认同 

t β t β t β 

Q1 0.063 1 0.003 0 −0.227 6 −0.013 2 −0.490 0 −0.032 0 

Q2 0.974 0 0.048 9 0.243 8 0.014 8 −0.981 6 −0.067 2 

Q3 0.503 3 0.024 1 1.162 4 0.067 2 1.308 0 0.085 0 

Q4 0.927 0 0.044 5 0.499 6 0.029 1 −0.462 9 −0.030 3 

Q5 −1.402 5 −0.070 2 −0.068 3 −0.004 1 1.923 0 0.130 2 

Q6 −0.114 1 −0.005 4 0.900 2 0.051 8 1.743 7 0.112 7 

社交网络 7.553 6 0.390 8*** 9.865 9 0.576 8*** 5.575 4 0.366 4*** 

身份认同 9.799 1 0.507 5***     

R2 0.556 9 0.343 0 0.169 9 

F 31.259 7*** 14.919 4*** 5.847 9* 

注：*、***分别表示在 0.05、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研究以嵌入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创业绩效

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领先用户创业者所创

立的企业进行调研，对社交网络嵌入和领先用户

创业融资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

身份认同的中介作用，具体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社交网络嵌入对领先用户创业融

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身份认同对领

先用户创业融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

身份认同在社交网络嵌入对领先用户创业融资

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中介作用。 
    (二) 启示 
    研究结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对领先用户

创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讲，随着资源的日益匮乏，

用户创业者在广阔的网络环境中获得创业所需

要的资金，从而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已经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本文将社交平台与网络嵌入

结合起来，形成社交网络嵌入，同时还将身份认

同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对领先用户企业创业融

资绩效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用户创业领域的理论

研究，拓宽了用户创业融资绩效前因变量及中介

变量的研究维度。 
    第二，本研究对于用户创业企业管理实践有

重要意义：(1) 领先用户创立的企业应该努力嵌

入到社交网络中去，并占据社交网络的中心地

位，注重社交网络关系的维护和拓展，利用现有

的社交网络关系去拓展其他类型的社交网络，逐

步扩大社交网络规模。在此过程中，要充分了解

社交网络成员的背景、信息等，这有助于用户创

业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融资策略，提高融资成功

率。除此之外，用户创业者应善于在复杂的社交

网络中捕捉、识别和开发创新机会，这样有助于

用户创业企业获取更多的知识、信息等资源，有

利于提升自身知名度和企业形象，进而提高领先

用户创业融资绩效。(2) 用户在创业过程中，对

自身是创业者这个角色的认同，同样十分重要。

此外，创业者作为用户的身份认同感提高，会使

他们对自己的创造更加积极和热情。用户身份也

影响用户创业者在社交网络社区中的嵌入性，进

而影响创业融资绩效。(3) 研究有助于用户创业

者积极嵌入社交网络，打破资源稀缺的约束，获

取创业资源，提高融资绩效。也可帮助相关管理

部门优化社交网络体系，刺激社会创新，为政策

制定提供建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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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研究尽管在用户创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仍存在不足：(1) 样本容量有限，样本的深度

和广度较为欠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扩大样本

的容量，增加研究企业的数量，丰富研究行业的

类型，这将有助于对用户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因

素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2) 没有对变量进行维

度的划分，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将变量进行维度

划分，以便对各个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更

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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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identity and 
the leading users’ entrepreneurship financing performance 

 
ZHOU Jinbo, LI Xin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eading users’ entrepreneurship financing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embedding theor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ory, it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on entrepreneurial financing performance of leading us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financing performance of leading users;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financing performance of leading users; ident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on the entrepreneurial financing performance of leading users.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embedding; identity; leading user; financ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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