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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梳理国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企业家精神相关文献， 运用内容分析法定量结合定性分析后得

出如下结论： 一是创新精神、 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研究中主要的衡量维度， 但更多方面的内涵还未能

得到有效测量和研究； 二是微观层面的前因不足， 难以指导现实的企业家精神培育工作； 三是实证研究注重企业家

精神的正面效应， 忽视负面效应， 还未能客观全面评价其作用； 四是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指引研

究。 通过构建整合模型， 结合我国文化、 制度和企业家的特殊性， 分别从测量、 前因后效、 理论探索、 中国情境等

方面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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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０ 年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
企业家要想带领企业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就要弘扬

企业家精神。 在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

存在市场机制下的企业， 企业家精神更是无从谈

起［１］。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伴随着各类

市场主体不断繁衍丰富。 到如今， 企业家精神教育

已在高校兴起， 通过开展创新创业课程等方式鼓励

与支持更多的大学生成为企业家队伍的后备军［２］。
在学术研究方面， 国外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近百年，
但国内的研究还不成熟， 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内涵还

不明确， 企业家精神的测量、 培育和成效方面的检

验也还不足。 因此， 基于 “概念－测量－前因－效果”
的思路， 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的企业家精

神研究， 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兼

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文献计量分析

（一） 文献的选取与收集

研究文献的选取与收集分三步展开： 第一步，

借鉴 Ｂｕｓｅｎｉｔｚ［３］等的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选取思路，
以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中所有的管理

学期刊 （共 ３６ 本） 为文献样本来源， 以 “企业家

精神” 为关键词， 时间范围界定在 “ １９７８ － ２０２０
年”， 初步检索得到 １８４ 篇文献； 第二步， 仔细阅读

检索到的文献篇名、 摘要、 关键词， 浏览主要内容，
人工筛选出真正以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研究文献 ７８
篇； 第三步， 反复进行参考文献的阅读查漏， 力争

全面获取该领域的研究文献。 最终， 共检索得到 ８１
篇样本文献。

（二） 文献的编码与内容分析

为了厘清和解答现有研究在企业家精神的概念、
测量和前因后效中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从企业家精

神研究的基本内容、 影响因素、 效果等方面设计编

码表， 并开展内容分析 （见表 １）。 此外， 由于 ２０１５
年后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发文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为

了能更直观看出研究差异， 下文的分析中将发文时

间段从 ２０１５ 年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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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文献编码表

Ｔａｂ. １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ｄ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编码项 编码 操作性定义

１. 企业家精神研究基本内容

１. １ 研究主题

１. 企业家精神本身
２. 企业家精神前因
３. 企业家精神效果
４. 企业家精神培育
５. 综述
６. 其他

企业家精神本身是指对企业家精神内涵、 外延、 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的讨论；
前因是指影响企业家精神起作用的社会、 组织或个体层面的原因； 效果是
指企业家精神对社会、 组织或个体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果； 培育是指对如
何培育优质企业家精神提出的对策建议； 综述是指针对企业家精神整体或
具体类型的综述性研究。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定性
２. 定量
３. 混合

采用定性研究 （案例研究、 扎根研究、 观察等）、 定量研究 （问卷调查、 内
容分析、 实验等） 或混合研究 （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

１. ３ 变量测量

１. 自我雇佣率
２. 私营企业户数 （比率）
３. 专利授权量 （＋其他）
４. 自创综合评价体系
５. 自陈量表
６. 其他

在定量和混合研究中， 对于核心变量 “企业家精神” 采用其中某种方式进
行测量， 如用自陈量表的方式来测量企业家精神或用自我雇佣率作为测量
企业家精神的指标。

１. ４ 研究模型

１. 直接关系模型
２. 中介模型
３. 调节模型
４. 复杂模型

定量和混合研究中所尝试验证的研究模型： 直接关系模型， 检验企业家精
神前因后果的直接关系； 中介模型， 检验企业家精神前因后果的中介因素；
调节模型， 检验企业家精神前因后果的调节因素； 复杂模型， 同时检验调
节和中介因素。

２. 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２. １ 个体层面
１. 检验正面影响因素
２. 检验负面影响因素
３. 正负面因素皆检验

在定量和混合研究中的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 检验正面影响因素指研究检
验个体层面企业家精神的正面影响因素； 检验负面影响因素指研究检验个
体层面企业家精神的负面影响因素； 正负面皆检验指正、 负面影响因素皆
得到检验。

２. ２ 组织层面 同上 检验在组织层面何种因素影响企业家精神。
２. ３ 社会层面 同上 检验在社会层面何种因素影响企业家精神。
３. 企业家精神的效果

３. １ 个体层面
１. 检验正面效果
２. 检验负面效果
３. 正负面皆检验

在定量和混合研究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检验正面效果指研究检验企
业家精神在个体层面的积极作用； 验证负效果指研究检验企业家精神在个
体层面的消极作用； 正负面皆检验指积极、 消极作用皆得到检验。

３. ２ 组织层面 同上 检验企业家精神在组织层面的何种作用效果。

３. ３ 社会层面 同上 检验企业家精神在社会层面的何种作用效果。

　 　 先看基本内容部分 （见表 ２）， 研究主题中以企

业家精神本身 （３３. ３％） 的数量最多， 并且集中在

早期； 效果研究 （２９. ６％） 次之， 而其余各类研究

明显较少。 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 （５５. ６％） 的总量

多于定量研究 （４２％）， 但近五年定量研究的文献数

量明显增加， 占样本总数的 ２８. ４％， 说明近五年的

企业家精神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 而混合研究的数

量较少， 还不到研究总数的 ３％， 说明国内企业家精

神研究还未能同时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并

且该 领 域 的 研 究 模 型 大 多 为 直 接 关 系 模 型

（６４. ７％）， 表明该领域研究深度还有待挖掘。

在概念测量方面， 由于企业家精神具有丰富的

内涵和多种界定方式， 测量方法极为关键。 测量方

法一方面直接反映研究者对于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理

解层面， 另一方面寻找可靠而有针对性的测量方式

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关键， 后文将进行详细分析和

说明。
当前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关系研究涉及多个层面，

以往一些综述性研究也有涉及研究层面划分。 如朱

乾［４］等从个体、 团队、 公司、 行业、 社会五个层面

进行综述； 汤学俊［５］ 从个体、 环境、 综合三个层面

梳理企业家精神。 本研究中企业家精神前因后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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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设计主要参考时鹏程和许磊［６］ 的观点， 认为企

业家精神既可以进行微观分析也可以进行宏观研究，
并进一步将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层面分为个体、 组织

和社会三个层面， 分别对应微观、 中微观和宏观

理论。
表 ２　 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基本内容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篇

内容 项目
研究时间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合计

研究

主题

本身 １９ ８ ２７
前因 ２ ８ １０
效果 １４ １０ ２４
培育 ３ １ ４
综述 ４ ３ ７
其他 ５ ４ ９

研究

方法

定性 ３５ １０ ４５
定量 １１ ２３ ３４
混合 １ １ ２

研究

模型

直接关系模型 ８ １４ ２２
中介模型 ３ ４ ７
调节模型 １ ２ ３
复杂模型 ０ ２ ２

　 　 二、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演变及测量

（一）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 是由英文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翻

译而成， 该词还有创业学、 创业精神的意思。 伴随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家精神中文内涵与外延

不断演变， 已经与原词产生较大差别， 国内学术界

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 在样本文献中

仅有 １８ 篇对其进行明确定义， 需进一步探究国内外

对于该内涵的理解。
国外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流派：

第一支是以奈特 （Ｋｎｉｇｈｔ） 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

派， 强调企业家精神是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 拥

有敢于应对挑战的冒险精神和风险承担精神； 第二

支是以米塞斯 （Ｍｉｓｅｓ） 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认为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市场中存在大量机会， 企业

家精神能够帮助识别和捕捉这些市场机会； 第三支

是以熊彼特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学派，
认为在竞争环境下， 创新能够打破原有经济的均衡

状态， “创造性破坏” 推动经济增长， 强调创新是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７］。 国内学者对于企业家精

神的界定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与中国情境相结合。
蒋春燕和赵曙明［８］ 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以创新精神

为核心， 带有冒险性和前摄性等特点， 有明确目的

性并基于实践的一种企业战略导向； 程锐［９］ 认为企

业家精神是优秀个体决策者所具备的企业家才能，
拥有强烈的冒险精神， 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

行创新性活动并获得收益； 李兰［１０］ 等提出企业家精

神代表着一种打破市场均衡， 不断冲击市场挑战，
发现新机遇、 创造新价值的过程， 实质是企业家追

求创新的内在冲动。
综上所述， 国内外研究基本认同企业家精神的

核心内涵是创新精神。 但现实中的企业家精神内涵

一直在不断丰富， 若对其具体界定难免限制发展，
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现实中的企业家精神内涵出

发，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发展过程，
得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涵和外延， 为后续的

实证研究和测量提供更全面的理论依据。
（二）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演变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是其概念、 特点等的高度凝

练。 在分析现实内涵之前， 先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
发现共有 ５６ 篇文献直接提到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占

样本总数的 ６９. １％， 并且创新精神、 冒险精神和创

业精神提及次数最多， 其他的内涵如诚信精神、 学

习精神等也有被少量文献提及。 其中， 提及创新精

神的文献共有 ５３ 篇， 占比近 ９ 成， 可知国内研究大

体认同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 提及冒险精

神的有 ２９ 篇、 创业精神有 １３ 篇。
从时间上看，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大致可分为四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 当时的企业家精

神是由冒险精神引领的。 这一阶段的中国刚刚打破

计划经济， 来自社会基层的创业者开启了创业热潮。
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却有强烈的创业精神， 大多通

过模仿已有工厂、 公司等经营模式建立自己的微型

企业， 创新程度较低。 但这些小型个体企业家有着

敢为人先、 勇于承担风险的冒险精神， 积极迈向规

模化经营的道路。
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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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中国开始正式步入工业化进程， 迎来了企业

快速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而此时的创业者以知

识分子为主，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 在这个处处充

满机会的市场， 激励着他们将冒险精神发挥到极致。
第三个阶段大致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 以互联网技

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彻底改写了这个时代，
高科技出身的企业家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
他们从国外持续吸纳和补充创业活动所需的关键资

源， 希望能创立繁盛的商业帝国。
第四个阶段是第三阶段的延续， 大体上从十八

大至今。 ２０１４ 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鼓励 “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 的 “双创” 时代， 新政策、 新机遇

层出不穷。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文界定

了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包括创新、 诚信、 履行社

会责任、 爱国敬业和重视学习等。 而新时代的企业

家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具备更加符合时代特色的企

业家精神。
综上，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

丰富， 但最主要的是创新精神、 冒险精神和创业精

神。 在国内实证研究的文献中， 除了创新精神外，
宏观层面的研究更关注创业精神， 而微观层面更关

注冒险精神， 未来两个层面的研究可相互借鉴， 扩

大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范畴， 至于诚信、 履责、 爱国、
敬业、 学习精神等维度是否纳入， 可视具体研究情

境而定。
（三） 企业家精神的测量

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方式可根据研究层面分成宏

观测量和微观测量。 样本文献中 （见表 ３）， 宏观层

面的测量占大多数 （６１％）， 近年来测量方式呈现多

元化发展。 早期宏观层面的测量指标主要借鉴国外

研究， 比如采用私人企业家比例 （ （私人企业家＋个
体户） ／就业总人数）、 新企业创立数 （历年各地区

新增的民营企业数量）、 自我雇佣率 （自我雇佣人

数 ／就业总人数）、 企业所有权比率 （企业所有者数

量 ／就业总人数）、 企业变动率 （ （企业进入数量＋企
业退出数量） ／在位企业数量） 等指标［１１］。 但是这

些指标实际上只测量了企业家精神中的创业精神维

度， 并不能衡量创新精神等其他维度。 因此后续的

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专利授权量

这一指标以测量创新精神［１２］。 除了上述指标外， 还

有人采用大型数据库 （如 ＧＥＩ） 中的数据构建复合

指标体系以测量企业家精神［９］９１。 近些年来也有许

多学者自创综合评价体系， 比如王霞［１３］ 等基于企业

家精神的冒险性、 开拓性、 创新性三方面内涵， 选

取企业平均产值规模、 万人拥有商标有效注册量、
万人 Ｒ＆Ｄ 人员数、 万人专利申请受理量等指标构建

评价体系； 谢智敏［１４］等在冒险性、 开拓性、 创新性

三方面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家精神的内外部影响

因素构建企业家精神综合评价体系。
表 ３　 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测量方式

Ｔａｂ. 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篇

测量方式
研究时间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合计

自我雇佣率 ０ ２ ２
私营企业户数 （比率） １ ３ ４
专利授权量 （＋其他） １ ５ ６
自创综合评价体系 １ ４ ５
自陈量表 ７ ７ １４
其他 ２ ３ ５

合计 １２ ２３ ３６

　 　 样本文献中， 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主要通过

自陈式量表测量 （占 ３９％）， 大多数的量表包括创

新、 冒险这两个维度， 许多研究者还在此基础上添

加其他维度。 如张敏［１５］ 围绕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性、

冒险性和前瞻性三个维度设计量表题目； 刘军伟［１６］

等借鉴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等人开发的量表， 将企业家精神划

分为创新能力、 冒险偏好和风险控制三个维度。 当

然， 由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 一些学

者也针对特定情境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 如宋铁

波和曾萍［１７］对广东温氏集团的中高层管理者、 员工

和顾客进行调研后发现该企业不仅注重创新， 也非

常注重信任与合作， 因此以创新、 合作两个维度测

量企业家精神。 总体而言， 相对于宏观指标， 微观

测量所使用的量表更具针对性， 只要量表的开发过

程科学合理， 就能很好地进行针对性研究。
综上， 由于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多学科属性， 测

量的角度和方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在宏观层

面， 样本文献大多是从创新、 创业两个维度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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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评价体系； 在微观层面， 样本文献则更多是测

量创新、 冒险两个维度。 目前来看， 宏微观层面的

测量方式趋向于构建更多的维度， 以更好涵盖企业

家精神的理论内涵。 就现有的研究文献而言， 学术

研究与现实的需求还有差异，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内

涵中的诚信、 爱国、 持续学习等方面还缺少可靠的

测量工具和研究运用。
三、 企业家精神的前因后效分析

本研究根据社会、 组织和个体三个层面来统计

和分析企业家精神的前因后效。 三个层面的主要区

别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存在的环境不同。 个体层面

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于企业家自身， 是企业家能力的

体现； 组织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于企业 （公司）
的发展过程中； 社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于国家

（社会） 当中。 另一方面是研究重点不同。 个体层

面着重分析企业家精神与个体所拥有的能力资源、
思想品质、 行为意愿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的关系；
组织层面主要研究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内部表现和企

业外部互动； 社会层面研究的是企业家精神和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等的主要关系。
（一） 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

了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是培育和激发企业

家精神的关键。 首先， 样本文献中， 有关企业家精

神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少于效果研究， 仅占定量研

究与混合研究总数的 ３９％。 其中， 个体层面和组织

层面的实证研究很少 （见表 ４）， 仅占前因研究总量

的 １４％和 ７％， 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占到了

将近 ８ 成。
表 ４　 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影响因素

Ｔａｂ. 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篇

影响因素

研究层面

个体

层面

组织

层面

社会

层面

合计

检验正面因素 ０ ０ ６ ６
检验负面因素 １ １ １ ３
正负面皆检验 １ ０ ４ ５

合计 ２ １ １１ １４

　 　 样本文献个体层面的两项研究中， 项凯标和蒋

小仙［１８］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的 １ １５４ 名个

体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个体社保满意度

对冒险精神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对创新精神的影

响不显著。 另一项研究中， 刘鹏程［１９］ 等以全球创业

观察 （ＧＥＭ） 的中国 ３ ３１３ 名女性企业家和 ３ ８６６
名男 性 企 业 家 为 样 本 数 据， 并 采 用 二 元 选 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机会型企业

家精神的性别差异真实存在， 女性生存型企业家精

神明显高于男性。
样本文献中有关组织层面的研究仅有一项。 张

敏［１５］的研究认为企业资源拼凑对企业家精神起着抑

制作用， 并以浙江 ３３６ 份民营中小企业 ＣＥＯ 填答的

问卷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验证了资源

拼凑对创新性、 冒险性和前瞻性三方面均存在抑制

作用。
社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

无论是检验正面影响因素、 负面影响因素还是正负

面影响因素皆检验均有涉足。 比如孔令池和张智［２０］

的研究验证了基础设施升级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

用； 程俊杰［２１］通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制度质量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

企业家精神； 曾钺［２２］等区分了生存型企业家精神和

机会型企业家精神， 分别检验政府规模对这两种类

型的影响， 结果表明政府规模扩张会持续抑制生存

型企业家精神， 而政府规模较小时会先抑制机会型

企业家精神， 但政府规模超过门槛值 （约 １９％） 就

会对其产生促进作用， 即先抑后扬的 Ｕ 型关系。
有关社会层面影响因素的研究在近五年间快速

增加， 从整体上看该层面的研究依旧是未来的趋势。
其中， 检验正面影响因素的文献占比 ４２. ９％， 而检

验负面影响因素的文献仅占 ７. １％， 说明在宏观层面

上研究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因素比研究抑制企业家精

神的因素更受欢迎。 这与改革开放之后， 鼓励创新

创业创造的社会导向紧密相关， 即鼓励研究如何通

过政策手段促进更多劳动者投身创业活动。 但负面

影响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只有知道何种因素会抑制

企业家精神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体制机制存在的问

题， 这也是社会层面因素的关键现实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 现有企业家精神的前因研究中，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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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的因素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而微观层面的

研究明显不足。 并且微观研究主要以人口统计变量

和单一影响因素为主， 缺少具有理论支持的、 系统

性的前因分析。 在理论上， 虽然社会层面的影响更

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 但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因

素对企业家精神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然而定量研究

却并未朝此方向靠拢， 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

的全面探究。
（二） 企业家精神的效果

只有充分了解一个概念的效果才会引发理论研

究和实践应用的重视， 因此在抽象概念的研究初期，
往往效果研究占据主导地位。 从样本文献上看 （见
表 ５）， 有关企业家精神作用效果的量化实证研究占

定量研究与混合研究总数的 ６１％， 说明效果研究相

较于前因研究更受关注， 也说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

研究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 其中， 个体层面的实

证研究依然很少， 在效果研究中占比不到 １ 成， 表

明当前对于该层面的效果研究还不足， 需要更加深

入探究； 组织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研究分别占比 ３６％
和 ５５％。 而近五年来有关社会层面的效果研究达 １０
篇， 可以看出是当前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热点所在。

表 ５　 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效果

Ｔａｂ. ５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篇

效果

研究层面

个体

层面

组织

层面

社会

层面

合计

检验正面效果 ２ ８ ９ １９
检验负面效果 ０ ０ ０ ０
正负面皆检验 ０ ０ ３ ３

合计 ２ ８ １２ ２２

　 　 个体层面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企业家行为

的影响。 比如朱晋伟和邹玲［２３］ 通过调查 ２２６ 位江苏

省海归创业者， 验证了企业家精神正向促进创业机

会的发现与识别。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基于 ５ ９２０
位企业经营者数据的分析发现， 企业家精神的创新、
冒险、 挑战意识和机会敏锐性四个维度都对企业家

的自我肯定有正向影响； 除了挑战意识相反外， 其

他三个维度越强， 企业家对企业现状越满意， 而拥

有较强挑战意识的企业家更愿寻找机会促进企业

发展［２４］。
组织层面的研究更多关注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

效的关系。 比如李巍和丁超［２５］ 调查北京、 重庆两市

１９２ 位中小企业负责人后发现创新精神对财务绩效、
冒险精神对市场绩效皆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陈忠

卫和郝喜玲［２６］基于 １７９ 创业团队成员数据研究发现

企业家精神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蒋春燕和赵

曙明［８］通过对广东、 江苏两省 ６９６ 位企业高层管理

者调查发现企业家精神对新产品绩效和财务绩效均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社会层面的效果研究在近些年受到更多关注，

涉及的因素也更为多元， 包括宏观经济的多个方面。
比如冯伟和李嘉佳［２７］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省级面板数

据分析， 证实了企业家精神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
李小平和李小克［２８］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省级面板数据

分析， 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存

在显著的提升作用； 蒋含明和李非［２９］ 基于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验证了企业家精神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目前企业家精神正面效果的研究已

经较为多样化， 所有样本研究都验证了企业家精神

在各个层面的正面作用， 但极少有研究涉及企业家

精神的消极作用。 虽然企业家精神从整体上看应利

远大于弊， 但并非没有消极作用， 比如 Ａｔｅｍｓ 和

Ｓｈａｎｄ［３０］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会扩大收入差距。
而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之间， 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也因企

业家精神的影响而被扩大［９］１０８。 因此， 当前企业家

精神的效果分析还存在盲点。
四、 结论与展望

从整体上看， 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定性研究已取

得相当丰富的成果， 未来的趋势应是以定量研究和

混合研究为主。 本研究通过对 ８１ 篇文献样本进行梳

理分析后， 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企业家精神

的主要测量维度是创新精神， 在宏观层面包括创业

精神， 微观层面包括冒险精神， 但更多方面的内涵

还未能得到有效测量和研究； 第二， 微观层面的前

因不足， 难以指导现实的企业家精神培育工作； 第

三， 实证研究注重企业家精神的正面效应， 忽视负

面效应， 还未能客观全面评价其作用； 第四， 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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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指引研究。
通过对文献样本中实证研究的整合分析 （见图

１）， 可以看出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还较少， 未来企

业家精神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拓展。

图 １　 整合模型

Ｆｉｇ.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注： 资料来源为本研究整理。 √表示在样本文献中已经过验证； □为未来可研究的方向。

　 　 第一， 根据企业家精神的新内涵进一步完善测

量方法。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

富， 如诚信守法、 社会责任等也被纳入其中。 在未

来研究中， 宏观层面的测量可根据宏观指标和主成

分分析法构建更多元的新时代指标体系； 微观层面

的测量则可根据新内涵以及具体研究对象 （比如针

对民营、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的不同侧重点） 开

发和修订更为灵活的多维度问卷量表。 客观来说，
宏观的测量方式很难涵盖企业家精神的多维度属性，
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微观测量量表。 比如改编

蔡华［３１］等开发的企业家精神量表， 纳入现阶段提倡

的社会责任等， 使问卷量表更具时代特色。 而后通

过采集多个时间点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 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ＣＦＡ） 提炼量表。
第二， 拓展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的前因探究。

从图 １ 整合模型可以发现，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又可

分为个体特征和创业资源两类［５］３３。 其中个体特征

既包括个体心理特征 （特质论）， 即个体因具备某

些特殊的心理特征或品质而促进其企业家精神的发

展， 又包括人口统计特征， 如年龄、 性别等； 创业

资源因素分隐性资源 （如创业者人脉、 知识等） 和

显性资源 （如资金、 设备等）。 然而， “特质论” 受

到不少研究证伪。 因此， 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创业

资源方面的影响。 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已有不少研究，
但还可加入更多情境因素综合考量。 组织层面可参

照国外研究， 检验企业家精神与中国企业中的组织

领导、 组织文化、 组织战略等方面的关系［４］１２７， 由

于中国的文化、 制度等都与国外有所不同， 因此中

外企业家精神在组织情境下的表现也可能不同。
第三， 完善企业家精神的效果研究。 以往的多

数研究都验证了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 但其若是

超过一定程度或者处于不匹配的情境中， 也可能产

生消极影响。 比如企业家一味追求创新， 可能会造

成资源的过度浪费， 也可能导致企业绩效的大幅波

动， 影响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等［３２］。 然而国内极少

有企业家精神消极作用的实证研究， 这并不利于理

论的发展和实践指导。 因此， 学者在分析企业家精

神的作用时需保持客观、 中立的态度。 建议未来研

究同时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并

考虑更多的调节变量分析企业家精神在何种边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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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会增强或削弱其效果， 推动企业家精神的效果

研究更具完整性。
第四， 引入多学科前沿理论探索企业家精神的

学术研究。 目前企业家精神领域的实证研究大部分

缺少明确的理论阐述， 降低了研究的理论价值， 也

不利于研究的相互比较。 未来的研究应尝试引入多

学科的前沿理论， 深化研究的学术性， 并发展理论。
比如时鹏程和许磊［６］ 认为三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需

要和环境相结合， 如个体层面中个体 （主观层次）
－环境 （客观层次） 的互动研究。 可引入个人－环境

匹配理论进行解释和检验。 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技能、
价值观等与所在的环境相匹配时， 会让个体更加活

跃［３３］。 根据该理论， 当企业家与组织文化或组织战

略匹配时， 企业家精神就能得到更好激发。 此外，
未来的企业家精神研究还可尝试结合自我决定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等多学科理论。

第五， 开展跨层面、 多方法的研究。 在对企业

家精神进行测量时， 可采取宏观指标和微观量表双

测量的方式， 如用专利授权数测量创新精神， 用自

陈量表测量冒险精神， 将宏微观数据分别放入理论

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 在探讨前因后效的研究中，
联结宏微观的研究， 运用多种方法 （比如组态分

析、 多层线性模型）， 同时检验多层面因素的共同

影响， 从而揭示各层面因素与企业家精神间复杂的

相互关系。
第六， 在研究模型中纳入更多中国情境因素。

例如考察微观层面下人才政策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效果。 近年来北京、 山东等地相继出来了专门针对

企业家的人才政策， 这些政策虽然在逻辑和理论上

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具有促进作用， 但这些政策是

否具有一般的、 长期的有效性， 还有待大样本数据

和典型案例的验证。 未来的研究可收集多个时点的

数据检验不同政策类型对于不同维度的企业家精神、
不同类型企业家的作用。 除此之外， 中国情境因素

还包括中国区域文化、 中国企业家个性特征、 中国

企业制度等， 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可以尝试建立更具

现实指导意义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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