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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连续创业作为习惯性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

关于连续创业的研究仍集中在连续创业、组合创业与新手创业之间的比较分析上,对连续创业

现象的独特性及其推动因素,以及连续创业者可能的绩效差异及其产生机制等问题,并未形成

系统的理论解释,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匮乏.本文通过对连续创业已有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发

现,创业经历与连续创业意向及其后续绩效的关系可以从认知、资源和情感三个角度进行解

释,同时为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创业经历的成败差异做出更为细致

的刻画必不可少.在总结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本文还尝试从承诺升级的视角对连续创业现

象进行新的解读,这一视角不仅可以引发更多深层次的思考,也可以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带来

更加可靠的范式参考.最后,本文对连续创业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有趣议题做出了简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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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创业的时代.在２０１４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

总理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研究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创业

者从至少两家不同的企业中获得过创业经验(Tihula和 Huovinen,２０１０).对于这类在职业

生涯中进行过多次创业的个体,学者们将之称为习惯性创业者.在发达国家,习惯性创业者数

量庞大并且是创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Westhead和 Ucbasaran等,２００５).与新手创业者相

比,习惯性创业者有更加丰富的创业经历,并可能在先前的创业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源,进
而让他们在创业活动中表现出独特的行为,甚至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绩效表现.例如,在启动阶

段的资金来源上,习惯性创业者一方面能够从个人、家庭与朋友处获得资金,另一方面还拥有

先前顾客与供应商的支持,而新手创业者的资金来源则相对单一(Birley,１９９４).识别习惯性

创业者和新手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对我们深入理解创业现象内在的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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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研究习惯性创业者还有助于探索企业家性格对其行为的影响机制.众所周知,创业者在多

个维度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Westhead和 Wright,１９９８),如果笼统地将其视为同质群体,
无疑会忽视习惯性创业者的独特性.比如,首次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可能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习惯性创业者则更加可能表现出某些稳定特质,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开展创业相关研究.
从这个角度讲,习惯性创业者更应该成为创业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

　　当然,习惯性创业者内部又存在着多样性,不能一概而论.其中,目前受到学者们关注较

多的是连续创业和组合创业两类.组合创业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相关

的综述性文章发表,而连续创业受到的关注还比较少,赵文红等(２０１４)学者率先从一般特征、
认知行为和创业绩效方面对新手创业者与连续创业者之间的差异作了较为系统的评述,但在

连续创业和组合创业之间的差异,以及先前创业经历和后续创业意向及其绩效之间的内在机

制的阐释方面还着墨较少.对于深入且系统地理解和把握连续创业现象而言,这些显然都是

十分关键的理论问题.综览国际创业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连续创业主题的关注尚处在

萌芽或起步阶段(Rocha等,２０１５),相关研究还显得较为零散,没有形成主导的解释框架和研

究视角.在这样的特定阶段,本文旨在对现有研究加以梳理,明确研究所处的位置,以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并尝试借鉴其他兄弟领域相对成熟和契合的理论视角来对此现象做出探索性的

解释,可能更有利于本领域的“百家争鸣”,并能够在良性的竞争中推动该领域的健康发展.近

年来,国内的连续创业现象显著增加,如ELONG 网的唐越、携程网的沈南鹏、梁建章、季琦等

在经历了海外上市后,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下一步打算就是建立新的公司,进行连续创业.这样

的实践发展不仅为我们开展连续创业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同时也凸显出我们对此主题开

展研究的紧迫性.

　　本文的基本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通过与习惯性创业和组合创业的对比来明确连续创业的

内涵和边界;然后,分别尝试着从认知、资源和情感等角度对现有的关于连续创业意向和绩效

的研究文献做出系统梳理,希望这样的整理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和把握目前研究所处的状态;接
下来,从承诺升级的角度对连续创业现象,尤其是拥有先前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的连续创业

活动,做出一个新的解读;最后,简要地提出几点当下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

文献整理与评述可以为国内的连续创业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思路借鉴.

一、习惯性创业、连续创业与组合创业

　　要对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它具备值得人们关注的独特性.上升到

理论层面,首先需要明确为了刻画独特社会现象而人为构建起来的新概念具有其独特的内涵

和清晰的边界.具体到连续创业现象,只有将它放在范围更广的习惯性创业情境中,通过将之

与其他类型的习惯性创业进行比较,尤其是同那些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取得实质性研

究进展的习惯性创业现象进行对比,来明确其独特所在,进而方能构建起内涵明确、边界清晰

的用以刻画和测量此类现象的独特概念和构念(construct).在习惯性创业研究领域,目前受

到关注最多,同时也是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组合创业.因此,在本部分我们将首先尝试对

连续创业与组合创业之间的异同做出分析,以明确连续创业研究独有的内容和边界.

　　MacMillan在１９８６年最早提出了“习惯性创业(habitualentrepreneurship)”这一概念,并
把习惯性创业者定义为“有过多次创业经历并至少同时参与两家企业的创业者”.从他们创立

企业的数量和进行创业的特殊方式来看,习惯性创业者是一类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创业者(SpiＧ
vack等,２０１４),因此研究其行为特点及行为结果都具有深刻意义.根据创业形态的差异,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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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创业者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Hall,１９９５).其中,连续创业者指

在创办现有的企业之前曾经开创过其他企业,但后来因某些原因出售或关闭了那个或那些企

业的个体,而组合创业者是指同时控制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的个体(Westhead 和 Wright,

１９９８).具体而言,组合创业强调的是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的同时存在,不管它们是否是同步

创立的;而连续创业则强调不同创业项目在时间上的先后性,并着重分析创业者当前拥有的企

业.早期学者倾向于把连续创业者理解为是在同一个时期只拥有一项事业的人,并强调他们

之前的事业可能被出售或关闭等(Hall,１９９５).随着连续创业研究的升温,其内涵被学者们

不断拓展,尤其是后续企业的建立方式得到了很好的补充.例如,Westhead(２００５)将连续创

业者界定为出售或是关闭他们原来拥有股权的企业,而后再在自己新创立、购入或继承得来的

企业中持有股权的创业者.随后的研究中对于连续创业的认识基本上都延续了 Westhead的

界定,例如 Kirschenhofer和Lechner(２０１２)将连续创业者视为离开先前事业后再次创业的习

惯性创业者;Amaral等(２０１１)认为连续创业就是退出先前事业,随后建立或者获得后续事业.

　　根据现有的界定,连续创业者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并在现代企业管理经营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例如,在欧洲,１８％－３０％的企业家是连续创业者(PlehnDujowich,２０１０).为大家

所熟知的许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家也都是连续创业者.比如,在美国硅谷生态系统里,最为大众

熟知的前苹果CEO乔布斯就是连续创业者,当年离开苹果后再度创业成立了 NEXT.同时,
连续创业者由于更为突出的绩效表现受到学者的关注.例如,有学者(Parker,２０１３)认为连续

创业者如果能从先前创业中学习就会表现得更好.Podoynitsyna等(２０１２)也提出连续创业者

可以在创业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成功的创业,以此推动经济增长.近年来,连续创业现象受到了

创业领域的极大关注,Westhead等(２００５)、Wagner(２００３)、Hyytinen(２００７)以及 Headd
(２００３)等学者分别对英国、德国、芬兰以及美国的连续创业现象进行了研究 (Rocha等,

２０１５).

　　基于上面对连续创业和组合创业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类创业现象都具有各自的独

特性,因而在理论层面上对它们做出区界是可能的,也将是很有意义的,现有的研究也的确支

持了这样的判断.单就分析层次而言,连续创业的分析重心应该是创业者个体层次,而组合创

业研究则更应该在企业层面展开,更多的是一种出于战略考虑的企业行为,不过目前这类研究

正在从企业层面转向团队层面(Westhead和 Wright,１９９８).在关注两类创业现象的同时,学
者们还对两类创业活动的主导者———创业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为区分连

续创业和组合创业两类现象提供了依据.具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从自治锚、性格及创业动机

这三个视角来展开.Schein(１９９０)结合职业锚理论对企业家在连续创业和组合创业的选择问

题上进行了解释,提出拥有自治锚(autonomyanchor)的企业家一个阶段只涉入一个企业,更
可能成为连续创业者.对此,学者们的解释是,连续创业者通常被自治、独立与自我控制激励

(Wright和Robbie等,１９９７),为了维持控制,连续创业者对于信息有更强烈的需要,同时更少

地依赖启发式思维,从而减少了同时进行多个创业项目的可能性.相反地,拥有创业锚(enＧ
trepreneurshipanchor)的个体受到机会识别、财富创造及追寻企业成长的激励,更可能成为组

合创业者.Smith(１９６７)和 Woo(１９９１)等学者从企业家性格着手,分析了连续创业者和组合

创业者出现的原因.他们认为基于性格,企业家可以被分成工匠(craftsman)和机会主义者

(opportunist).典型的自治导向的个体(或者工匠)当开始新事业时强调自由而不是财富和身

份的获取,更倾向于成为一名连续创业者(Katz,１９９４).为了财富与身份,追求创业的个体更

可能是机会主义创业者,倾向于成为组合创业者.从创业动机来看,连续创业者与组合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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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开始新事业的动机主要包括个人发展需要,追求独立,获得赞许,
追随榜样和财富成功(Scheinberg和 MacMillan,１９８８).组合创业者开始新的事业是为了规

避法律,企业尝试创造一个新的商业实体来作为多样化活动的手段;或者是为了追求物质财

富,如增加市场机会,通过多元化、交税等手段来扩大家族财富等(Donckels和 Lambrecht,

１９９７),而连续创业者更多的是追求独立与自治(Westhead和 Ucbasaran等,２００５).

　　通过上述分析,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在职业锚、性格和创业动机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

差异,这势必也会影响他们的创业行为及其行为结果.由此可见,这一分类能够有效区分不同

类型的习惯性创业者,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创业现象的全面和细致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在已有

的文献中,学者们较多关注了有经验的创业者和无经验创业者(新手创业者)在认知、行为及其

后续创业绩效的异同,忽视了有经验创业者之间的内部差异,如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间的

不同.

二、创业经历影响连续创业意向的内在机制

　　连续创业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创业者拥有的多次创业经历让他们在后续创业过程中表

现出不同的行为,并可能取得不同的绩效.目前来看,学者们主要还是比较笼统地关注先前经

验对后续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创造价值,也可能是产生阻碍(Ucbasaran,２００３),尚未对先前

创业经历的性质做出细致的解构和分析.简单讲,先前创业经历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

的,这种成败差异很可能会对创业者后续的创业活动及其创业绩效带来不同的影响.要对连

续创业现象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必须对经历的差异做出刻画和分析.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意向及后续创业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机

制产生,分别是认知发展、资源积累和情感感知.除此之外,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些理

论观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连续创业现象做出解释,对这些理论视角的关注无疑可以丰富

我们的理论视野.为此,在该部分的末尾我们也将对这些文献做出简要的整理.

　　(一)基于认知发展角度的解释

　　谈到先前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的影响,学者们首先想到的解释视角,也是现有文献中最为

主要的解释视角就是认识和知识,即认为先前创业经历会影响创业者的认知发展或知识积累,
进而影响后续创业行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基于认识角度的解释主要集中在

自我效能感、心理所有权和认知偏差三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分别围绕这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

做出整理.

　　从自我效能感角度,学者们认为,先前创业成功的企业家相较先前失败的企业家,会具有

更加强烈的后续创业意向.基于Bandura(１９９１)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学者们指出,企业家重新

投入或者是放弃创业受其对自身创业能力的看法的影响,而这种看法又受到他们先前创业经

历的影响.很显然,上次事业的经历会导致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变化.如果先前的事业是成

功的,那么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就会增强,从而更可能再次创业(Hsu,２０１３).反之,如果先前

创业失败了,那么自我效能感就会有所降低,企业家不太可能会再次创业.计划行为理论

(TPB)认为,行为意向除了受态度和社会规范影响之外,还会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

(Ajzen,１９９１).这种感知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感接近(Kolvereid和Isaksen,２００６),也会受到

先前创业经历的影响,先前创业经历的差异会导致感知行为控制的强弱不同,进而影响连续创

业者的后续创业意向.

　　基于自我效能感视角似乎可以很好地解释先前成功的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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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自身的局限性在于,难以解释创业者在经历失败,有的甚至是多次失败之后,依旧有强

烈的意愿进行后续创业的情况,即我们通常讲的愈挫愈勇的创业现象.一般认为,在经历失败

后,自我效能感会显著下降,进而会削弱创业者的后续创业意向.对此,Hsu(２０１３)运用心理

所有权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企业家对原先事业的心理所有权会影响他们在退出事业后

再次创业的意向.当他们失去事业时,他们也就失去了对企业的心理所有权.我们知道,根据损

失厌恶的理论,人们在失去所有物时的行为会表现为风险寻求,即会努力地夺回损失(Kahneman
和Tversky,１９７９).因此,失败的创业经历也可能会激发创业者继续创业的意向.

　　自我效能感和心理所有权分别解释了成功的创业经历和失败的创业经历对再次创业意向

的影响.学者们还从认知偏差角度对连续创业者如何解读过往创业经历,进而影响他们的后

续创业意向进行了分析.一般来说,决策者认知方式总会带有偏差,并且很难改变,这也是个

体差异的来源之一(Hyytinen和Ilmakunnas,２００７).这些偏差可能影响到决策者对过去经历

的学习与评估的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连续创业意向.控制错觉是指人们高估自己对事件

的控制程度,对成功概率的估计超出了客观可能性(Simon等,２０００).连续创业感知到的风险

越低,越有可能做出创业决策,而控制错觉会降低风险感知(赵文红和孙卫,２０１２),进而影响创

业决策.同时,相比起失败经历来说,成功更有可能增加错觉,从而提高后续创业的意向.其

次,企业家的过度自信是认知偏差的另一个方面,也一直是研究连续创业现象的关注点之一.
研究表明,先前成功的创业经历会带来过度自信(Westhead等,２００５),而过度自信又被发现同

企业创办率正相关(Ucbasaran,２０１２).因此可以说,先前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意向的影响部

分地源自企业家过度自信这一认知偏差.

　　(二)基于资源积累角度的解释

　　从资源观来说,成功的经历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Westhead和 Wright,１９９８),例如社

会网络的扩展以及声誉的获得.企业家可能会倾向于运用这些资源以追求更大的成就.此

外,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可以解释创业经历与后续创业意向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某种资

产和某项特殊的用途结合在一起,这种资产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价值无法体现,或者说即使

有价值,与为了获得这项资产而进行的投入相比,资产所有者也是受损失的.企业家先前的创业

经历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Chandler和 Hanks,１９９８),再度与创业活动相结合,可能会产生

更大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企业家为了获取这些更大的价值会有强烈的后续创业意向.

　　(三)基于情感感知角度的解释

　　从情感(thefeelings)角度出发,学者们指出,企业家对于之前事业的感觉(幸福或悲伤)也
是影响后续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历失败的企业家可能由于失去事业而对创业产生负

面情感(Shepherd,２００３).可是,情感对于连续创业者后续创业的意向的影响并不明确.对

此,心理弹性(PsychologicalResilience)可能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解释途径.心理弹性是指应对

变化的环境时的灵活性与从负面情感中恢复的能力(Block和 Block,１９８０;Lazarus,１９９３;

Block和 Kremen,１９９６).高弹性个体能够更快地从负面情感中恢复,因此可以推测,这类企

业家更容易有重新产生创业的意向.情感除了能够对个体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能通过其

他因素对个体产生间接的影响.例如前文提及的控制错觉,不同情绪状况下,个体控制错觉的

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说,当人们沮丧时,这种控制错觉降低,而当人们处于积极情感时,
控制错觉就会变强(Thompson,１９９９).

　　总体而言,目前理论界主要从认知发展、资源积累与情感感知三个角度来对先前创业经历

和后续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可以简要地用表１来总结和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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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先前创业经历对连续创业意向影响的三种解释视角

先前创业经历

成　功 失　败

连
续
创
业
意
向

增强
认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过度自信;控制错觉
资源:人力、社会、金融资本的增多
情绪:积极情绪的产生

认知:心智模式改善;心理所有权的增强
资源:获得风险投资的偏好

减弱
认知:风险厌恶
资源:维持创业声誉

认知:自我效能感的降低
资源:人力、社会、金融资本的减少
情绪:负面情绪的产生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解释视角外,我们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还发现,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

一些理论视角也可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基于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我们可以知道,
在不同情境下创业者的风险承担偏好存在差异,在获得收益时创业者是风险厌恶的(BrockＧ
ner,１９９２),也就是说,成功的创业经历使企业家试图保持原有的名声,尽可能维持现状避免风

险,因而可能导致企业家连续创业的意向下降.可见,基于经济学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先前成

功的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意向的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连续创业现象还可以从社会比较理论

角度做出一定的解释.具体而言,人们往往借助于社会比较而进行自我评价,借以确认自己的

属性(Festinger,１９５４),我们可以推测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企业家自我的确认,离
不开与其他企业家或者相似的共同创业者之间的比较.因此,创业意向可能会受到社会比较

的影响,尤其是向上比较,例如相互之间的竞争.创业失败后,企业家在对照成功的企业家后

可能会产生不甘心、不服输的心理,这将会对其再次创业意向产生影响.当然,企业家也可能

因为希望找回自己作为企业家自我的属性获得他人肯定,而提高连续创业的意向.相对而言,
成功的创业经历使得企业家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更加确认自己的属性,并得到肯定性的情感满

足,从而保持或者加强创业意向.以上这些视角或许可以很好地丰富我们对连续创业现象的

理解,希望未来可以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尝试和努力.

　　此外,在经历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中,创业者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

如,先前事业机会的减少(Wright,１９９７),或者是新机会的出现,会使得企业家再次创业意向

加强.就算前次失败,如果环境提供了有利因素(潜力与市场),意味着再次创业的成功几率增

加,结合期望值理论 M＝EV(意向＝期望概率×价值)(Vroom,１９６４),企业家创业意向亦会

保持或是增加.Kolvereid在２００６年关于自我雇佣的研究中提出,自我效能感并不能很好地

解释意向和行为,因而他指出这可能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综上,创业经历对连续创

业意向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可以提供解释的视角也非常多元,当然这

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后续研究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三、先前创业经历对连续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已经发现,相对新手创业者,连续创业者在经验和知识、资源禀赋、情
感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那么这些独特性是否会对他们的后续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如

果会,那么将是怎样的影响? Starr和 Bygrave(１９９１)率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阐释.他们认

为,先前经验可能会对后续创业同时带来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方向主要依赖

于过去的经验被以何种方式运用于管理行为,尤其是个体在重复之前的创业行为时是否考虑

了环境的变化.积极的影响来自于先前的创业经历促使连续创业者发展了技能和能力,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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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网络,获得了商业声誉等(Parker,２０１３),提升了后续创业的绩效.消极影响主要是由于

连续创业者企图寻找一个与其技能匹配且能够获得丰厚回报的事业,为此进行长时间的搜索,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浪费时间意味着丧失优势,从而对后续创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创业经历对后续创业绩效的影响众说纷纭.同第二部分的视角类似,我们在这部分

还是可以从认知、资源和情感三个大的视角对现有文献做出概括,只是在每个视角下所采用的

具体理论可能会有差异.接下来,我们分别从三个大的视角对这些研究作出整理.

　　(一)基于认知视角的推演

　　在目前创业经历与后续创业绩效的研究中,基于认知视角的主要解释有经验学习、选择学

习和认知偏差三个理论.其中根据“干中学”(或者说经验学习)理论,学者们认为连续创业者

的绩效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无论先前经历成功与否,通过学习,创业者的问题处理能

力与创造力等都会增强(Parker,２０１３).赵文红等学者(赵文红和孙卫,２０１２;赵文红等,２０１４)
提出,创业经历并不直接作用于创业绩效,而是通过创业学习进一步影响创业绩效.创业学习

使得创业者发展技能,扩大知识储备,在商业机会识别、外部网络关系处理等方面获得改善,从
而提高未来创业绩效.

　　还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连续创业者的绩效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应该是一条波浪线(ParＧ
ker,２０１３).基于失败和自大的选择学习理论,负面的创业经历使得创业者重新评估自身心智

模式与行为,从而放弃无效路径,采用更恰当的战略(Rerup,２００５;Kim 等,２００９;Shepherd等,

２００９).相反地,成功的创业经历会使创业者陷入“能力陷阱”(March,１９９１)或是骄傲自大

(Hayward和Shepherd,２００６),盲目自信导致的路径依赖使得创业者的行为决策无法适应环

境,或是承担过高风险(Hayward和Shepherd,２００６;Hayward等,２０１０),由此对创业绩效产

生负面影响.总体来看,现有的实证研究证据尚不足以对两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定论.

　　除了经验学习与选择学习理论外,认知偏差中的过度自信和控制错觉同样可以解释创业

经历对后续创业绩效的影响.先前的成功经历导致的过度自信使得企业家单纯地复制行为以

求再次成功,而未能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创业行为,从而对创业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Westhead等,２００５).在行为决策理论中,过度自信是经理人最普遍与有害的判断错误,从
而导致错误的战略结果,例如过度进入新市场(Camerer和Lovallo,１９９９),过度投资和对风险

的过度承诺.控制错觉对于连续创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众说纷纭.Taylor和Brown认为控

制错觉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它激励人们坚持任务.也有学者(Simon等,２０００)表示控制错觉

可能造成对反馈的敏感度降低,阻碍学习且倾向于更大的风险承担,从而在后续创业中表现不

够灵活,并面临巨大的风险,降低创业绩效.

　　(二)基于资源视角的推演

　　Park在２００３年的研究中提出,连续创业者都会在上一次的创业中获取益处.从资源观

来看,创业者可以在创业过程中获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资源优势,以此取得长

期的利益(Hayward等,２０１０).

　　首先,先前的创业经历帮助创业者提升了人力资本.创业经历一方面提升了创业者的知

名度,另一方面促使创业者更加熟悉金融机构的需求(Wright等,１９９７),便于创业者获得资金

支持.机会识别与资源运用是创业活动中最为核心的两个方面.人力资本的增加促使连续创

业者更容易在外部环境中识别商业机会(Ucbasaran,２００３).与此同时,人力资本会对企业家

获取关键资源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产生影响(Ucbasaran,２００３).其次,创业者人力资本

的增加同时与更深层次的社会网络相互关联(Shane和 Khurana,２００３).创业者在先前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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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中建立并且扩展社会网络从而吸引与整合自身资源,在后续事业中能够迅速有效地建

立团队(Wright,２００１),由此创业绩效也会受到影响.

　　最后,创业经历也会促进创业者金融资本的增加.Hsu(２００４)的实证文章指出,先前的创

业经历会改善创业者及时获取资金的能力,风投对其评价也会更高.哪怕是之前失败的经历

也会让风投认为创业者会因此具有更强的自我认识,从而更愿意注资(Cope,２００５).

　　(三)基于情感视角的推演

　　从情感视角出发,“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Theory)解释了积极情绪促进个

体向上发展的作用机制(Fredrickson,２００１).首先企业家的积极情绪使其变得更加专注并且

开放,创新的动机加强,从而对于创业绩效有正向作用.同时,积极情绪构建了持久的资源,增
强其社会联结,便于争取日后创业需要的社会支持.积极情绪有利于企业的创立或者恢复

(Hayward等,２０１０),而事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感会影响创业者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后续创

业的表现(Mogg等,１９９０),由此降低后续创业绩效.

　　除了上述理论分析中提及的多方面原因,Paik(２０１３)还认为,关于连续创业与公司绩效关

系的研究未能明确,原因还可能在于:调查的企业是目前仍然存活的创业企业,且公司绩效大

部分依靠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连续创业者与新创业者相比,本身就是更具积极性与能力的自

我选择群体,由此产生的高绩效不能简单归为创业经历的作用.

　　综上,创业经历与后续绩效的关系十分复杂,目前还没有清晰有力的解释.外生与内生因

素都会影响创业绩效,例如所在的领域、市场定位战略、地理位置(Sandberg和 Hofer,１９８７)
等;是否在原先领域进行连续创业可能是创业经历与后续绩效的一个调节;先前创业经历带来

的资源的价值部分依赖于创业者从经历中学习的能力(Ucbasaran,２００３),因此创业经历的失

败与成功对绩效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创业者来说也将是不同的.由此我们难以直接建立先前创

业经历与后续创业绩效的简单关系.对于连续创业者而言,创业经历对于后续创业绩效产生

的影响以及发挥作用的过程尚需我们更深入地剖析.对于现有的关于先前创业经历和后续创

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简单梳理如下(见表２).
表２　创业经验与后续绩效的关系研究

角度 理论 文献 内容 方向

认知

经验学习/干中学 Park,２００３;赵 文 红,２０１４;
Cope,２００５

无论先前经历成功与否,通过学习,创业者的问题
处理能力与创造力等都会增强. 正向

选择学习理论 Kim 等,２００９
March,１９９１

负面的创业经历使得创业者重新评估自身心智模
式与行为;成功的创业经历反而会使创业者陷入
“能力陷阱”或是骄傲自大.

循环

认知偏差 Camerer和Lovallo,１９９９
先前的成功导致过度进入新市场,过度投资和对

风险的过度承诺. 负向

Kirzner,１９７３ 基于经历的有高层次的警觉,导致较低的先动性. 负向

心理所有权 Hsu,２０１３
失败的创业经历而产生的心理所有权导致机会评

估缺乏客观性. 负向

资源

人力资本 Wright等,１９９７
创业经历提高创业者声誉,使其更好地理解金融

机构的需求. 正向

社会资本 SmitaSingh,２０１４
失败的创业经历导致经营者经济与专业机会的损

失,被行业排斥. 负向

金融资本 Cope等,２００４
先前的创业经历会改善企业家及时获取资金的能

力,甚至之前失败的经历也会让风投认为企业家
因此会具有更强的自知而愿意注资.

正向

Starr和Bygrave,１９９１ 前一次的失败导致资源稀缺. 负向

情绪 拓展－构建理论 Fredrickson,２００１
积极情绪使创新的动机加强,同时构建了资源,增

强社会支持.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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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整合框架

　　根据上述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对现有的关于连续创业的研究进展做出如下总结:

　　通过明确连续创业的定义与边界,我们发现连续创业者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创业经历,
并且更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先前创业经历带来的影响.因此创业经历是否对后续创业意向产

生影响,及其产生作用的机制,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研究的主要问题.后续创业

绩效由于涉及连续创业现象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一直是连续创业研究的热点,因此以创业经历

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后续创业绩效也具有实际意义.

　　目前针对创业经历对创业意向以及后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大致沿着三个进路展开,分别

是:认识、资源和情感.从认知发展角度出发,学者们分别从自我效能感、心理所有权、感知行

为控制、认知偏差等理论来解释创业经历对创业动机的影响.由此提出,以往的成功或失败的

创业经历,会改变创业者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从而对其后续创业意向和行为产生影响.而从经

验学习、选择学习与认知偏差的理论视角来看,先前的创业经历通过塑造创业者的思维模式以

及锻炼创业者的实践能力,实现创业者的认知发展,从而对后续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注:其实不同性质的先前创业经历(即成功或失败)对连续创业意向和绩

效的影响路径虽然都可以从认知、资源和情感三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概括,但是

在不同路径中三个方面所包含的具体维度是不一样的.由于将全部箭线都同

时标注在此图中会显得异常凌乱,所以为清晰起见此图只是简化地示意了这

些影响路径的存在,对于具体的影响路径及其维度在正文中均有详细的阐述.

图１　连续创业研究框架

　　从资源积累来看,
先前创业经历的成功与

否也与创业意向有着十

分紧密的联系.先前的

创业经历会影响创业者

的资源积累,其中包括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

及金融资本.已有的创

业经历通过改变创业者

声誉以及社会网络影响

了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途

径,从而决定了后续创

业中 获 取 资 源 的 便 利

性.在创业活动中资本

与能力缺一不可,因此

先前的创业经历对于后

续创业的绩效有显著的

作用.

　　从情感感知出发,
先前创业过程中创业者

产生的情感会影响到后续创业意向.“拓展—构建”理论解释了积极情绪促进个体向上发展的

作用机制,创新的动机加强以及社会联结的稳固会对创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本文按照“创业经历—连续创业意向”、“创业经历—后续绩效”这两大研究主题,对
连续创业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了整合框架(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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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承诺升级视角的一个新解释

　　一般而言,当企业面对失败时,都会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然而,现实中很多公司却对一

些长期悬而不绝的行为持续投入过多资源(Ross和Staw,１９９３),或者是由于认知或惯性的力

量造成他们对失败的坚持(Tripsas和 Gavetti,２０００).很多时候,在做出投资后,决策者可能

会得到负向反馈(至少是没有达到目标),并且他们也不确定额外的投资是否足以带来目标的

达成.可是,他们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决策:要么坚持,要么放弃.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现象就是

承诺升级(Staw,１９７６).在现有研究中,承诺升级主要用于解释公司在投资行为后的决策行

为.可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如果撇开具体的创业项目或活动来分析一般意义上的“机会追逐

或开发”过程,或者说将机会开发或投资行为作为分析对象,不考虑具体创业机会之间的差异,
那么在经历过失败之后的连续创业(可能是以新商业模式对原有机会的再开发,也有可能是对

新机会追逐)就将是一种典型的承诺升级现象.换句话讲,这不一定是对某个具体创业项目的

承诺升级,而可能是对“创业”本身或机会追逐过程的承诺升级.从这个角度看,承诺升级将会

为现有的连续创业研究,尤其是对之前经历过失败的连续创业活动的解释,提供一个很好的补

充视角.

　　连续创业者具有的创业经历包括成功与失败,但是成功之后的再创业活动与组合创业有

诸多相似之处,并且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相同或相似的理论视角来解释.那么对于经历过先

前创业失败的连续创业研究来说显然需要一个新视角来解读:基于承诺升级视角来分析创业

失败后的连续创业现象,更能体现出连续创业的独特性.具体而言,企业家在先前的机会识别

与开发过程中,已经有大量资源(人力、时间、资本等)的投入,一旦创业失败或者说是没有得到

预期的反馈,企业家可能会关闭或出售这家企业,进而用收回的资源或整合新的资源去重新追

逐新的创业机会,也可能会采取新的商业模式并重新整合资源,来对原先的创业机会进行“再
度”开发.现有的证据表明,在关闭先前企业的创业者中有６２％的人继续以创业者的身份活

动,其中３３％的人会重新创业(Stokes和Blackburn,２００２).基于前面的分析,这部分企业家

对“创业”的持续投资行为就是创业活动中典型的承诺升级现象.当然,我们可以从承诺升级

视角将失败之后的连续创业进行分类.继续坚持在原行业并对原有创业机会进行重新开发

的,是最高水平的承诺程度.如果转向全新的领域,并通过整合新的资源来开发全新的机会,
那么可以将之归为低水平的承诺升级.总的来说,不论是海外扩张,抑或是其他的战略努力,
例如开创新事业、多元化、组织变革等,都涉及后续投资决策和未来成功的不确定(Hsieh等,

２０１５).对于连续创业来说,承诺升级可被理解为具有先前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对商业机会

的持续追求与利用,而这种机会的搜索与利用行为的结果就体现在后续事业的创立上.

　　目前对于承诺升级现象的人性方面的解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期望理论.基于期望

理论的研究认为,决策者会通过评估经过额外投资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以及这个目标的价值来

获取一个期望效用,这个效用的大小决定了其是否继续投入资源.如果负向反馈被视作是不

稳定的,就更可能承诺升级(Rubin和Brockner,１９７５).在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过程中,可能先

前创业的时机与环境的影响造成负向反馈,企业家视其为偶然情况,那么极有可能出现再次创

业.第二类是自我辩护,涉及认知不协调理论.决策者不愿意承认他们之前对选择的行动进

行的资源分配是无用的,因此加大投入证明自己先前的决策(Sleesman等,２０１２).

　　作为自我辩护理论的替代与解释理论,前景理论和自我表现理论分别从经济角度与社会

角度解释了承诺升级现象.首先,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在不同情境下的风险承担偏好不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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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损失时更愿意承担风险(Brockner,１９９２).结合本文的创业情境,可以推测在连续创业情境

中,由于前一次投资带来的负向反馈,创业者会更加愿意承担风险,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发新机

会.其次,自我表现理论表明决策者受内部与外部的压力驱动(Drummond,２０１４),同时旁观

者的看法也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连续创业者的创业意向与行为,不光受到自身认知情感的影

响,还与所处环境有关.这与上文我们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的解读不谋而合.

　　对承诺升级现象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当决策者有显著认知偏差、个人责任、高自我效能以

及冒险倾向时,承诺升级更容易发生.当决策者对于行为仅有有限的经验,那么失败可能导致

他们对未来行为过度悲观(Denrell和 March,２００１),影响承诺升级.当公司有足够的知识

(stockofknowledge)时,理性决策是坚持行动,即使有些反馈是负面的.目前关于连续创业

的研究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而上述关于承诺升级的无论是解释视角还是实证都可以为未

来连续创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六、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连续创业是创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连续创业者数量在创业者中占据较大

比重;另一方面,从绩效来看,连续创业者后续事业的存活率等于或高于新手创业的存活率

(Headd,２００３).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当前理论进展在理解连续创

业现象的独特性方面迈出了较为坚实的一步,然而仍旧缺乏对连续创业过程的系统分析和实

证检验.同时,现有研究主要从认知、资源和情感三个方面对连续创业者的意向及连续创业绩

效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但他们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很多时候会存在一定的交叉,并且基于不

同视角得到的解释和获取的证据之间有时会存在相互的矛盾和冲突.这昭示着,在未来的研

究中不仅需要更加严谨的研究设计以及与之匹配的高质量研究数据,同时还需要不断探索新

的解释框架来对现有的冲突观点进行协调或整合.本文认为,现有关于承诺升级现象的研究

或许会对深入理解和研究连续创业现象,尤其是先前创业失败之后的连续创业现象,能够提供

一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但是这种想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在这个

漫漫求索的征程中,首先选择恰当的案例进行深入的跟踪调查和对比分析,或许是获取新知的

重要一步.近年来连续创业现象的不断涌现,无疑为这一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

契机,当然也凸显了对该主题开展研究的紧迫性.

　　基于本研究构建的整合框架,综合上述结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或者说

下面这几个方面尤其需要改进和加强:

　　(１)基于情感视角对连续创业意向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目前的研究主要从认知视角展

开,并且大部分都集中于经验学习角度,认知偏差的重要性未得到充分关注.当前,情感或情

绪在主流的组织与管理研究中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不仅为此视角下连续创业研究提供

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连续创业研究融入主流组织与管理研究提供了契机.比如,在承

诺升级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在尝试将情绪引入研究模型(Sleesman等,２０１２),以拓展现有的

研究视阈.在创业幸福感(Happiness)领域中也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对于目标追求的正向作

用(Lyubomirsky等,２００５)及其会间接影响创业者是否持续创业(Cooper,２０１０).

　　(２)加强对连续创业的分类和连续创业者内在异质性的关注.根据前面的分析,连续创业

者可能是在之前创业失败之后重启创业过程,也可能是在创业获得阶段性成功时采取“收割”
战略,将企业转让之后开启新的创业征程;同时,新的创业征程可能是通过独立创业开启的,也
可能是通过继承或收购而重新上路的.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聚焦在独立创办新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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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创业者身上,忽视了运用另外两种方式的连续创业者,并且对于现有创业项目之前创业经

历的差异的关注和解构也非常欠缺.是否可以从连续创业者表现出来的不同创业行为推测其

内部在创业动机、机会选择、机会开发和创业绩效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３)连续创业将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必然涉及人力资本的运用.那么,人力资本以何种

方式被不同类型的连续创业者运用? 在连续创业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产生

的效果有什么差异? 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另外,对于企业家的分类一般认为有两个维度:个
体特性与风格(Gartner,１９８５).以风格导向可以将企业家分为工匠与机会主义者两类,这一

分类已经被运用于对连续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的对比分析中(Westhead等,２００９).不同特质

或性格的企业家对于同样的成败经历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进而对他们的情感感知和认知发

展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家特质或性格可能是先前经历和认知发展与情感感知的调节变

量.例如,根据 Higgins的调节定向理论,预防定向(preventionfocus)的个体对有无消极结果

更敏感,追求实现最低目标(安全需要、没有损失),拥有该类特质的创业者对于失败经历更为

敏感,从而会影响连续创业行为(Hsu,２０１３).在未来的研究中,上述由创业者特性和风格所

发挥的调节作用也值得关注.

　　(４)连续创业者的重复退出可能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出创业者建立新事业的意愿,
并且他们认为下一个事业会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另一方面,可能是企业家缺乏足够的管理

技能与资源来开展事业.因此,这并不能说拥有创业经历的企业家更能在连续创业中获得高

绩效,还需要注意先前退出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考虑先前的退出方式对创业

经历和后续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光是连续创业的退出模式,其进入模式也值得

进一步研究.目前对于创业团队的研究与连续创业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关研究已经在尝试将

先前的创业经历作为创业团队的输入(input)来探讨创业绩效的问题(Klotz等,２０１４).二者

的结合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连续创业,将连续创业的分析层次拓展到团队可能也是未来研究的

一个热点.

　　(５)创业指导(entrepreneurialmentoring)是众多国际知名创业孵化器(如 YC、TechStars
等)一直在努力倡导和推动的一项重要服务.近年来,创业学习和创业指导也逐渐成为创业领

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Sullivan和 Robert,２０００).那么,对于连续创业者而言,他们的学习过

程是否存在独特性? 在创业的过程中,连续创业者在遇到阻碍时,他们通常会向哪些导师寻求

帮助? 他们在征询他人意见和建议的过程中,看重的方面与新手创业者和组合创业者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显然可以增进或深化目前基于认知和学习视角的对连续

创业研究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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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Entrepreneurship:ALiteratureReview,
IntegrationandNewExplanation

DouJunsheng,BaoJia
(SchoolofManagement,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５８,China)

　　Abstract:SerialentrepreneurshipasanimportantpartofhabitualentrepreneurshipisatＧ
tractingmoreandmoreattentionfromscholars．Currentseri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still
focusesonthecomparisonbetweenserialentrepreneurship,portfolioentrepreneurshipand
noviceentrepreneurship,andlacksthesystematicinterpretationoftheuniquenessofserial
entrepreneurshipphenomenonanditsmotivations,possibleperformancedifferencesofserial
entrepreneursandemergencemechanisms,andsoon．Relatedempiricalstudyisevenscarce．Based
onthesystematicliteraturereview,itfindsthattherelationshipbetweenentrepreneu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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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eratureReviewoftheRelationshipbetween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andEntrepreneurialIntentionsandProspects

ZhangXiu’e,ZhangKun
(BusinessSchool,JilinUniversity,Changchun１３００１２,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hasattractedwideattentionfrom
scholarsathomeandabroad．Studyontheroleof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intentionshelpstoimprovethestatusquoofentrepreneurshipinChinaand
enhancethelevelofentrepreneurship．Onthebasisofaliteraturereviewof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andentrepreneurialintentions,thispapersystematicallyreviewsandanalyzesthe
differentresult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Andthenitexploresthespecificfactors
thatinfluencetheroleof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inentrepreneurialintentions．Atlast,it
proposesfutureresearchdirectionsbasedonthecombinationofentrepreneurialeducation
statusquoinChina．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education;entrepreneurship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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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andserialentrepreneurialintentions&followupperformancecanbeexplained
fromtheperspectivesofcognition,resourcesandemotion,anditisnecessarytodescribethe
differencesinsuccessorfailureofentrepreneurshipexperiencestodeepunderstandandgrasp
thecomplexrelationshipamongthem．Alongwithasummaryofexistingliterature,thispaＧ
peralsotriestodevelopanewinterpretationofserialentrepreneurshipfromtheperspective
oftheescalationofcommitment,whichnotonlytriggersmoredeepthinking,butalsobrings
morecredibleparadigmreferencetofollowuptheoreticalresearch．Finally,itmakessimple
prospectsforsomeinterestingtopicsinserialentrepreneurshipresearch．
　　Keywords:serialentrepreneurship;habitual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experiＧ
ence;followupperformance;entrepreneurial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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