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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网络作为创业者创业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来源，其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位置会直接

影响创业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效果。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武汉地区的创业

者为主要调研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关系对于个体创业机会识别的影

响，并基于创业认知理论探究先验知识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中的网络规模、

网络强度和网络位置对个体创业机会识别有正向促进作用；先验知识中的特殊兴趣以及产业知识正向

调节社会网络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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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创业是个体对创业机会进行识别、开发和利

用的过程[1]。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会受到外

界环境的影响，如地区创业机会数量的多寡等[2]；

同时，创业者的个体属性也会极大地影响创业机

会识别，这主要体现在创业者的创业网络[3]、先

前经验[4]、人格特质[5]、创业意愿[6]等多个方面，

甚至在线社交网络也会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产生

直接影响[7]。全球创业监测报告显示，欧美国家

机会驱动型的创业较多，而我国创业者多进行的

是生存驱动型创业。为什么有的创业者能够经常

性地识别出创业机会，而其他人却很难识别？创

业者在创业之前学习的知识对其识别创业机会

有没有帮助？ 

    本文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文献

梳理提出理论假设，利用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结果来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以此揭示创业者

社会网络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机理以及先验

知识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一) 社会网络研究 

    学界对于社会网络维度的划分迄今为止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

会从不同视角出发，选取相应的社会网络维度

进行研究。Burt[8]将社会网络划分为网络规模、

网络密度、网络层次：王飞[9]在对大学生创业机

会识别进行研究时将创业网络划分为网络规

模、网络结构和网络强度；王莹[10]将社会网络

划分为网络异质性、规模、关系强度和中心度

四个维度。尽管不同学者对于社会网络的维度

划分不同，但都可以归类于冯盼[11]提出的网络

结构相关、网络关系相关以及网络内容相关三

大类。 

    创业网络是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一个分支，创

业网络是指创业者所拥有的嵌入外部关系网络中

可用于创业活动的一切资源的总和[12]，TAN J[13]

将其细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不同的地域

会培育出具有不同特征的创业网络，这些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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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过来又会影响该地区的企业[14]。Jost P[15]

发现其实创业者的创业网络规模十分有限，并且

大的创业网络并不总是比较小的更有益。但是绝

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创业者的

创业资源以及创业机会很大程度都来自于其社

会网络，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的创业者更容易识别

出创业机会[16]。 

    本文选取社会网络中的网络规模、网络强度

以及网络位置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网络规模

是指网络中个体或组织的数量以及种类的多少；

网络强度是指网络中各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频

繁和紧密程度，有强关系与弱关系之分[17]；网络

位置是指创业者在网络中所处的层次，影响着创

业者能否在网络中接近所需资源[18]。 

    (二) 先验知识研究 

    现今学者对于先验知识的研究多是集中于

和计算机科学进行的交叉研究，与创业理论相结

合的研究较少。不同学者对于先验知识所包含内

容的界定也不尽相同，Per[19]认为先验知识包括教

育、工作以及以往创业经验等；Sigrist[20]将先验

知识分为特殊兴趣和产业知识，特殊兴趣指创业

者的特殊爱好等，产业知识指创业者的市场、服

务以及顾客知识等；郭红东[21]认为，先验知识是

在以往的生活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技能以及各类

知识。 

    本文采用 Sigrist 的观点，将先验知识和先前

经验相区分，选取特殊兴趣与创业者在创业之前

积累的产业知识这两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 

    (三) 创业机会识别研究 

    机会识别是创业阶段的开始，决定着创业者

在后续创业过程中将面临的合作者、竞争者以及

顾客等多个元素的类型，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包

括机会挖掘、机会鉴别以及机会评价等[22]。创业

机会由现存市场的需求缺口所形成，创业者的创

业认知[23]、技术专长[24]以及创业警觉性[25]等特质

会帮助创业者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并且，机会与

资源密切相关 [26]，这也是连续创业者更容易发现

新的创业机会的原因，因为连续创业者在以往的

创业过程中积累了资源，能够通过资源的整合创

造出新的机会[27]。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一) 社会网络与创业机会识别研究 

    在创业者在进行创业的过程中，社会网络是

各种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来源；同样，在创业者进

行创业之前，社会网络也是帮助创业者识别创业

机会的重要渠道[28]。创业社会网络包含众多主体

元素，如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等，

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联系交流，个体可以在此过程

中获取所需的信息及资源。社会网络的规模越

大，相关的信息和资源越具有多样性，能够识别

到的机会将更多[29]。信息的数量有多少之分，质

量也存在高低之分。网络关系的强弱程度能决定

信息准确性与资源的可靠性，只有在网络强度较

高的情况下，主体间才能保持相互信任，成功识

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30]。在产业集群的核

心网络，积极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建立良好的

信任关系是中小企业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有

效途径[31]。此外，创业者在网络中的位置也是

影响其能否获得优质创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

素。网络中的主体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

创业者所获得的信息和资源的数量以及质量存

在较大差异[18]。只有在较高位置上的主体，才能

获得最优质的信息和资源，进而识别出最具价

值的创业机会。因此，为了增强初创企业网络

优势，最合理化地利用社会网络资源，进而识别

创业机会，创业者应该提升自己对社会网络的管

理能力[32]。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社会网络与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H1a：网络规模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正向影响； 

    H1b：网络强度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正向影响； 

    H1c：网络位置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正向影响。 

    (二) 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研究 

    创业认知理论认为，若个体在某个领域有丰

富的知识，该个体会更关注该领域的问题。先验

知识是创业者在以往的工作生活中形成的“知识

走廊”[33]，能够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激情[34]，并解

读出与其特殊兴趣相关的机会，进而增加了可识

别机会的数量以及机会的创新性[35]。 

    这意味着, 创业者特殊的兴趣爱好以及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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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产业知识可能调节着社会网络与所识别

出的创业机会之间的作用关系。个体创业网络特

征决定着其所能获得的信息与资源的数量和质

量，但是拥有相同信息和资源的个体却不一定可

以识别出一样的创业机会。该情况很可能是因为

个体的先验知识差异影响了个体对所获取信息

的解读。可见，获取创业信息是创业机会的第

一步，只有当个体过往积累的先验知识能够解

读出所获信息价值时，个体才能真正识别和把

握住创业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先验知识正向调节着社会网络与创业机

会识别的作用关系； 

    H2a：创业者的特殊兴趣正向调节着社会网

络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 

    H2b：创业者的产业知识正向调节着社会网

络与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如下理论研究模

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选取了以往有过创业

经验的创业者以及有创业想法、准备创业的学生

与老师为调研对象，样本主要来源于武汉市，少

部分来源于其他省市。问卷采用发表在国内外权

威期刊的成熟量表，为保证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在正式研究之前实施了小样本的预调研，之后对

相关变量进行了修订，确定了正式调研问卷。自

2022 年 5 月至 9 月，历时 4 个月，共发放问卷

473 份，回收 457 份，回收率为 96.61%，其中有

效问卷 4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56%。样本情况

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分析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237 56.03 56.03 

女 186 43.97 100.00 

年龄段 

18 岁以下 24 5.67 5.67 

18～25 139 32.86 38.53 

26～30 122 28.84 67.38 

31～40 66 15.60 82.98 

41～50 53 12.53 95.51 

51～60 11 2.60 98.11 

60 以上 8 1.89 100.0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5 3.55 3.55 

大专 75 17.73 21.28 

本科 142 33.57 54.85 

硕士 117 27.66 82.51 

博士 74 17.49 100.00 

合计 423 100.0 100.0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参考国内外相关成熟量表对各变量

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进行打分，数字

1～5 依次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并且，

本文选取了 3 个控制变量：创业者的年龄、性别

以及受教育程度。 

    (1) 自变量：社会网络。本文参考黄金睿[36]

和任胜钢[37]的相关研究，将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

划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强度以及网络位置三个维

度，设计了 15 个题项测量。例题项：我可以交

往的亲戚朋友有很多。 

    (2) 因变量：创业机会识别。本文参考黄金

睿[36]的研究，设计了 6 个题项测量。例题项：我

所识别出的创业机会可操作性很强。 

    (3) 调节变量：先验知识。本文参考苗青[38]

的相关研究，设计了 6 个题项测量。例题项：我

对关注的领域充满好奇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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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24. 0 对测量题

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变量

稳定性良好：对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结果发现量表的总体 Cronbach’s Alpha 系

数值大于 0.7，且 6 个维度所对应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均大于 0.7，表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较好，所以本次调查的结果信度极好。对因子做

了 KMO 与 Bartlett 球形检测，所有研究项对应的

共同度值均高于 0.4，说明研究项信息可以被有

效提取。另外，KMO 值为 0.921，大于 0.7，数

据可以被有效提取信息。另外，6 个因子的方差

解释率值分别是 10.059%，9.583%，9.566%，

8.545%，6.879%，5.023%，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

率为 66.746%，意味着研究项的信息量可以有效

地提取出来。 

    (二) 相关性分析 

    在对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后，结果如

表 3 所示，每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小于 0.7，说

明研究模型不受多重共线性问题干扰。自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正向相关性较为显著，可以进行回归

分析以确定因果关系。 

    (三)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多层回归分析以检验前文所提出

的假设，本次分层回归分析共涉及 2 个模型。模

型 1 中的自变量为性别、年龄段以及学历，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网络规模、网络强度以

及网络位置，模型的因变量为创业机会识别。模

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网络规模、网络强度

以及网络位置后，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

0.001)，意味着网络规模、网络强度以及网络 

表 2  各变量信度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维度 题项 Cronbach’s α 因子载荷 

网络 

关系 

网络 

规模 

A1 

0.883 

0.677 

A2 0.713 

A3 0.697 

A4 0.848 

A5 0.745 

A6 0.697 

网络 

强度 

B1 

0.864 

0.695 

B2 0.688 

B3 0.693 

B4 0.724 

B5 0.841 

B6 0.699 

网络 

位置 

C1 

0.837 

0.808 

C2 0.637 

C3 0.751 

先验 

知识 

特殊 

兴趣 

D1 

0.834 

0.797 

D2 0.768 

D3 0.838 

产业 

知识 

E1 

0.841 

0.781 

E2 0.886 

E3 0.773 

创业机

会识别 

创业机

会识别 

I1 

0.868 

0.666 

I2 0.708 

I3 0.651 

I4 0.857 

I5 0.666 

I6 0.647 

 

位置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 

    具体而言，网络规模的回归系数值为 0.280，

β=0.292，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6.052，p=0.000＜

0.001)，意味着网络关系会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表 3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创业机会识别 网络规模 网络强度 网络位置 特殊兴趣 产业知识 

创业机会识别 3.324 0.877 1      

网络规模 3.375 0.915 0.459** 1     

网络强度 3.398 0.872 0.398** 0.422** 1    

网络位置 3.329 0.998 0.415** 0.454** 0.438** 1   

特殊兴趣 3.397 0.978 0.384** 0.230** 0.259** 0.341** 1  

产业知识 3.478 0.974 0.372** 0.235** 0.240** 0.250** 0.192** 1 

*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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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强度的回归系数值为 0.189，β=0.187，

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3.924，p=0.000＜0.001)，意

味着网络强度会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显著的正

向影响。 

网络位置的回归系数值为 0.176，β=0.200，并且

呈现出显著性(t=4.126，p=0.000＜0.001)，意味着

网络位置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

系。故假设 H1、H1b 以及 H1c 得到验证。 

 

表 4  网络关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 1  模型 2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常数 3.329** 0.178 18.666 0.000 —  1.216** 0.222 5.486 0.000 — 

性别 0.097 0.091 1.066 0.287 0.055  0.030 0.077 0.389 0.698 0.017 

年龄段 −0.004 0.034 −0.129 0.897 −0.007  0.021 0.029 0.709 0.479 0.031 

学历 −0.039 0.041 −0.936 0.350 −0.048  −0.051 0.035 −1.453 0.147 −0.062 

网络规模 
     

 0.280** 0.046 6.052 0.000 0.292*** 

网络强度 
     

 0.189** 0.048 3.924 0.000 0.187*** 

网络位置 
     

 0.176** 0.043 4.126 0.000 0.200*** 

R2 0.004  0.295 

调整 R2 −0.003  0.285 

F 值 F(3, 419)=0.570, p=0.635  F(6, 416)=28.990, p=0.000 

* p＜0.05, ** p＜0.01, *** p＜0.001。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法检验特殊兴趣与产业

知识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根据模型 4

到模型 6 所得数据分析，网络规模与特殊兴趣的

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t=2.647, p=0.008＜0.01)。同

时自变量与交互性的回归系数值同为正，表明存

在正向的调节效应；如模型 7 到模型 9 的所得数

据显示，网络强度与特殊兴趣的交互项呈现出显

著性(t=4.391, p=0.000＜0.001)。同时自变量与交

互性的回归系数值同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的调节

效应；如模型 10 到模型 12 所得数据显示，网络

位置与特殊兴趣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t=4.272, 

p=0.000＜0.001)。同时自变量与交互性的回归系

数值同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根据模型 13 到模型 15 的所得数据分析，网

络规模与产业知识的交互项呈现显著性(t=4.819, 

p=0.000＜0.001)。同时自变量与交互性的回归系

数值同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根据

模型 16 到模型 18 所得的数据分析，网络强度

与产业知识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 (t=2.315, 

p=0.021＜0.05)。同时自变量与交互性的回归系数

值同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同时自变

量与交互性的回归系数值同为正，表明存在正向

的调节效应；根据模型 19 到模型 21 的所得数据

分析，网络位置与产业知识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

性(t=3.598, p=0.000＜0.001)。同时自变量与交互

性的回归系数值同为正，表明存在正向的调节效

应。故假设 H2、H2a 以及 H2b 成立。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产业知识在创业者社会

网络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绘制

了社会网络三个维度的均值、高于均值一个标准

差以及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调节效应图。如图

2(a)所示，产业知识在网络规模与创业机会识别

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先验知识高

的创业者，其网络规模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较

强；而对于先验知识低的创业者，其网络规模与

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呈现出弱的正向关系；如图

2(b)所示，产业知识在网络强度与创业机会识别

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先验知识高

的创业者，其网络强度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较

强；而对于先验知识低的创业者，其网络强度与

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呈现出弱的正向关系；如图 2(c)

所示，产业知识在网络位置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

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先验知识高的创

业者，其网络位置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较强；

而对于先验知识低的创业者，其网络位置与创业

机会识别之间呈现出弱的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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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先验知识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创业机会识别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0.031 0.017 0.672 0.030 0.016 0.013 0.032 0.021 0.701 0.031 0.036 0.032 0.030 0.036 -0.014 0.032 0.038 0.035 

0.036 0.005 0.787 -0.001 -0.028 -0.021 0.010 -0.017 0.908 0.036 0.018 0.017 -0.001 -0.015 -0.053 0.010 -0.005 -0.000 

-0.065 -0.049 -1.430 -0.057 -0.042 -0.038 -0.047 -0.035 0.250 -0.065 -0.062 -0.062 -0.057 -0.055 0.332 -0.047 -0.047 -0.052 

0.462*** 0.393*** 10.624***       0.462*** 0.395*** 0.400***       

   0.398*** 0.320*** 0.335***       0.398*** 0.327*** 0.332***    

      0.414*** 0.320*** 0.347***       0.414*** 0.342*** 0.359*** 

 0.291*** 0.304***  0.302*** 0.324***  0.274*** 0.295***          

          0.279*** 0.278***  0.295*** 0.296***  0.287*** 0.289*** 

  0.109**                

     0.185***             

        0.183***          

           0.194***       

              0.098*    

                 0.151*** 

0.216 0.295 0.306 0.162 0.246 0.279 0.175 0.240 0.272 0.216 0.289 0.327 0.162 0.243 0.253 0.175 0.252 0.275 

0.208 0.286 0.296 0.154 0.237 0.269 0.167 0.231 0.262 0.208 0.281 0.317 0.154 0.234 0.242 0.167 0.243 0.264 

28.757*** 34.858*** 30.634*** 20.161*** 27.151*** 26.831*** 22.145*** 26.390*** 25.943*** 28.757*** 33.911*** 33.636*** 20.161*** 26.836*** 23.491*** 22.145*** 28.112*** 26.255*** 

* p＜0.05, ** p＜0.01, *** p＜0.001。 

 

 

图 2  产业知识交互项的斜率图 

 

    六、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研究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对于创

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了创业者的特

殊兴趣以及以往积累的产业知识在网络关系与

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 423 份有效

问卷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创业者社会网络正向促进创业机会识

别。社会网络是创业者积累的各类人际关系，能

够为其提供潜在的创业信息和创业资源，使其更

好识别出创业机会。在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中，为

创业机会的识别发挥作用最大的是网络规模，网

络位置与网络强度次之。这启发我们，创业者着

手准备创业之前，可以尽可能地结识更多的供应

商、政府部门人员或者参与更多的行业协会活动

来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规模，并与这些人员和机

构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以此获取创业信息。同

时，创业者应该结合自己的财富、职位等条件，

充分分析自己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以便更

好地获取及利用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提供的信

息及资源。 

    第二，创业者的先验知识正向调节社会网络

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作用关系。通过对理论模

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先验知识中的产业知

识、特殊兴趣在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影响创业机会

识别过程中存在调节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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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先验知识的个体更容易聚焦有价值的创

业信息[39]，而特殊兴趣则是创业者积极主动学习

各类产业知识的内在动力。特殊兴趣与产业知识

能够使得创业者对其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创业

机会保持敏感性，进而加深创业者在特定领域的

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因此，创业者应该保持对世

界的好奇心，培养自己对各类事物、不同领域的

兴趣，并利用空闲时间充实感兴趣领域的知识。

并且，对于高校创业教育的开展而言，高校应该

建构系统完善的创业课程，增加学生关于特定产

业的知识，培养学生对于创业机会的敏感度[40]。 

    (二)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受条件与资源限制，本文样本大部分

来源于武汉市，少部分涉及其他省市的创业者，

样本的代表性不足，接下来的研究将拓展调研更

多地区的创业者，使数据更客观有效、结论更具

有概括性。 

    第二，本文研究未考虑中介变量的作用，未

来研究可以引入相关中介变量如创业警觉性、创

业学习等，以深化创业者社会网络对创业机会识

别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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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 social network and  

prior knowledge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WU Xiaochun, LIN Xing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for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 size, network strength and network loca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and then affect directly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entrepreneurs in Wuha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ior knowledge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 entrepreneurial cognitive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strength and loca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special interest in prior knowledge and industrial 

knowledge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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