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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是促进社会经济活力、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工具。在创业初期，创业者过往经验是其创业机会的识

别与开发主要来源之一。本研究基于创业专用性经验视角，考查其与创业机会之间的逻辑联系，探讨创

业家庭对创业机会的作用机理，构建一个以创业烙印、创业意图、创业氛围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研

究结果表明：创业专用性经验和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的

作用机理中，创业烙印和创业意图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创业氛围正向调节创业家庭与创业机会之

间的关系。因此，创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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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vitality and solve employ-
ment problems. In the early stage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 past experience is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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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sources of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specificity experi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fami-
lies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with entrepreneurial 
brand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specificity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famil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n th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specificity exper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ial branding and entrepre-
neurial intention play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in addition, entrepreneurial climate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famil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entrepreneurial specific human capital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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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并强调要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实现的重要前提，也是

创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并且，当前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产业转型、科技革新并建设创新

型强国是经济建设工作的主要目标。创业作为维持市场微观主体存量动态平衡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键动力，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路径[1]。随着经济的发展，创业已然成为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的一项职

业选择。创业对于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有重要作用。创业是由一系列的创业

认知和创业行为所组成的过程，是创业者识别、评估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理解创业的关键在于探查

影响创业者认知结构、创业意图和创业行动的各种因素[2]。既有研究从人力资本视角以及创业者社会资

本视角对创业进行研究，揭示创业经验对创业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3] [4] [5]，但是对创业专用性经验

及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却鲜有涉及。 
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往往没有充足的资金、缺乏完善的商业计划，并需要在动荡的市场中采取行动。

在缺乏资源禀赋的前提下，潜在创业者的增值作用就尤为关键。因此，创业行为需要依赖创业者的能力

和资源禀赋，而是否拥有创业经验是评判创业者是否拥有资源禀赋的依据之一[2]。以往文献主要研究了

创业经验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6]，但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

机制是什么？以往文献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和充分分析。因此，本研究首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创业专用性

经验是如何影响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其次，家庭作为每一个人的“第一所学校”会严重影响人的一切

行为。以往研究表明，创业家庭会通过经济渠道、人力资源渠道和偏好渠道影响创业倾向[7]，也就是说

有创业家庭背景的人更有可能选择创业。因此，本研究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开发与

识别的作用机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320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柳，周勇涛 

 

 

DOI: 10.12677/ass.2024.133205 204 社会科学前沿 
 

此外，以往文献多研究创业烙印与行业专业性问题[8]、创业经验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机理[9]，尚未探

讨创业烙印与创业意图在创业实现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创业烙印和创

业意图是否调节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的作用。最后，氛围作为影响一个人工作生活开心与否的衡

量标准之一，良好的创业氛围会带来更积极的创业态度和行为[10]。因此，在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识别与

开发的作用路径中，创业氛围是否起到了调节作用？这是本研究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本研究的整体理论

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开发 

经验的本质就是个体在经历各种事件的过程中，与外界环境交互的结果[11]。同样的，企业家在间接

或直接的参与创业活动的过程中积累创业者经验，其本质是企业家在创业学习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12]。Politis and Diamanto [12]对创业者的先前经历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创业经验、管理经

验以及行业经验均与创业学习有关的结论。他文中的创业经验(prior start-up experiences)等同于我们所说

的创业专用性经验(entrepreneurship-specific experience)，也就是创业者所参与的创办企业的经历，是与创

业过程联系最紧密的经验。创业专用性经验会为潜在的创业者带来各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创业的

整个过程。 
创业活动通常始于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因此，创业机会深刻影响着创业活动[13]，创业机会识别与

开发是创业者将识别的创业机会加以利用的过程。以往研究大多将创业机会识别、开发这一概念笼统使

用[14]，如在创业项目选择研究中探究创业机会识别、开发的作用，由于创业数据采样的特殊性，最终选

取样本往往是成功的公司，存在幸存者偏差，其创业机会识别、开发效果较好，系统变异程度较低无疑

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尽管从逻辑上讲，人们期望识别先于开发，但一些开发活动可能发生在创业

者察觉(识别)机会之前。另外，在开发过程中机会也可能被多次识别[15]。基于此，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

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因此分别探讨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影响因素。 
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企业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16]，是创业行为产生的先前条件。创业机

会识别是通过识别出一个好的创意，将其转化为商业概念(或对现有企业做相当程度的改进)，从而增加顾

客或社会价值，并且能够给创业者带来回报的能力[17]。在当前有关创业机会识别的众多研究文献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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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分别是 Schumpeter [18]的创造理论和 Kirzner [19]的发现理论。

最近的研究表明，创造理论和发现理论都能够出现在创业实践中，并且研究朝着中立的方向发展。 
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作为创业研究的关键问题，创业活动主要通过机会“识别”与“开发”体现其

过程性。现有研究从先前的知识储备、社会资本等视角解释了创业机会开发的前因，这些理论视角都强

调信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缺少对这些信息来源的讨论。因为机会开发贯穿于创业的整个过程，对组

织惯例和治理结构的形成有重要影响[20]。 
因此，对于那些拥有创业专用性经验的人来说，更能够将资源进行整合，也更有能力与经验参与创

业行为。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开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创业家庭与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机会开发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创业家庭的定义侧重点不同。Sequeira [21]
等认为创业家庭是指某个企业被一个家族联盟所控制，而这一联盟由同一家庭或少数几个家庭的成员所

构成，其愿景是保证这一联盟可持续的主导地位[22]，也就是说其对创业家庭解释侧重于企业的所有权。

而 Chlosta [23]等将创业家庭定义为传承了企业家精神或继承了企业所有权的家庭[24]，这一定义增加了

企业家精神这一要素。 
本文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于创业家庭的学习作用，将其视作一种环境或一种背景。因此我们认为：一

般来说，一个人的父母中有一个人创业，或者是亲近的亲戚里有人创业，就可以称为具备创业家庭背景。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人在塑造环境的同时也深受环境影响。个体行为、认知以及其所处环境共同决定着

人类活动，并且这三种因素发挥的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家庭作为每个个体生存成长的

第一个场所，强烈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个人的行为往往会受其家庭背景

的影响。创业家庭会影响子女的创业态度，进而潜移默化影响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过程。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开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创业烙印与创业意图的调节作用 

通过系统地梳理当前诠释跨情境中个人认知和能力形成与持续影响作用的相关理论，烙印理论

(Imprinting Theory)或可为探究创业经历在创业活动结束后对个体的持续影响与作用机理提供适宜的理论

视角[25]。烙印理论指出，个体在一段特定的短暂敏感时期内，为了降低不确定性，会形成与敏感时期环

境相适应的内在特质，即为烙印[26]。因此，与之前的工作一致，我们将印记定义为一个时间敏感的(即
发生在生命的敏感阶段)学习过程(即焦点实体反映其环境要素的冲压过程)，它启动了一个发展轨迹(即，

产生持久的结果) [27]。烙印的形成也被视作一种对敏感阶段的特殊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仅发生在特定的

年龄或人生阶段，并且通常是潜移默化且独立于个体行为后果的。形成的烙印将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即

使后续环境发生了变化，敏感时期形成的深刻烙印依然会对个体行为发挥持续的作用[28]。具体而言，创

业时期属于创业者人生的敏感时期：创业者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以开发新产品或服务为目的设立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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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追寻机会，组合不同的资源以利用和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而一个人

是否拥有创业经验是体现创业烙印是否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烙印调节了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间的关系。 
H3a：创业烙印调节了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识别间的关系。 
H3b：创业烙印调节了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开发间的关系。 
创业意图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程度

以及对创业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29]。不难理解，创业经验越丰富的创业者，其创业成功信心越强，二

次创业的意图也越强烈。从社会创 
业的角度来看，社会创业对创业者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资源获取能力。在社会创业的情境下，创业

者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说服投资者和支持者们接受他们的社会创新理念，从而获得创业资源。根据社会

资本理论，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是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重要来源，它通常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中。

同时，不难理解，创业意图是否强烈折射着一个人参与创业活动的行为。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意图调节了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间的关系。 
H3c：创业意图调节了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识别间的关系。 
H3d：创业意图调节了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开发间的关系。 

2.4. 创业氛围的调节作用 

创业氛围是区域范围内的创业文化环境，即人们形成的关于创业的价值判断、主观规范和态度[30]。
它代表着该区域人们关于创业的价值判断、社会规范，社会公众对于创业活动和创业者的态度和评价会

影响潜在创业者的风险规避程度，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业倾向[31]。而创业氛围是政府、高校、企业、家庭

和大学生自身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已有研究引入环境因素发现其对预测个体创业意向有增量效度，能够

在个体特质水平之外解释个体创业意向的变异[10]。一个地区的创业氛围影响该地区人对创业的态度[31]，
因此，在个体特征与创业的关系中，创业氛围起到了调节作用。据此，可以猜想创业家庭作为影响个体

性格的主要场所之一，其与创业机会的关系也会受到创业氛围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

的作用中，良好的创业氛围能够使个体更加认可自己对于创业的看法，从而更容易引发创业机会识别与

开发。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创业氛围调节了创业家庭与创业机会间的关系。 
H5a：创业氛围调节了创业家庭与创业机会识别间的关系。 
H5b：创业氛围调节了创业家庭与创业机会开发间的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及程序 

本研究以创业者(由于时间和资源限制，本文暂将湖北大学商学院在读及毕业学生中有创业行为或者

创业意向的人视为创业者)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搜集数据。我们根据先前的研究确定了初步

的量表题项，对于英文题项，我们采用翻译与回翻的程序，以确保问卷题项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含义相

同。根据相关专家的指导意见，我们对问卷的题项设置和措辞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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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选取了本人家属及家属朋友中有创业行为的创业者进行了预测试，这些结果没有包含在

最终的调查样本中，根据这些预测试的反馈，我们对量表题项的相关措辞进行最后一轮的修改，使之更

加符合中国的语境，便于应答者的理解和填写。 
本研究调研时间从 2023 年 5 月持续到 2023 年 11 月。本研究采用两阶段的调查方法，问卷发放方式

包括投递信件和发送电子邮件等。为了确保样本质量，本研究通过向湖北大学本科毕业和 MBA 的创业

学员直接发放问卷的方式搜集数据。我们在课题组团队的帮助下，发放问卷。同时，我们记录下所有填

写问卷的学员的联系方式，以便第二轮问卷的发放。 
通过上述渠道，我们总计发放问卷 150 份问卷。第一轮问卷回收持续到 2023 年 8 月 31 日，总计收

到 134 份问卷。接下来，我们将第二部分问卷通过信件或邮件的方式发放给这 134 位创业者。到 2023 年

11 月份，总计收到 89 份问卷，剔除其中缺失项大于 20%的 13 份问卷，最终有效问卷达 76 份，有效率

为 50.67%。表 1 是样本特征的分布情况。 
 
Table 1. Basic statistics of samples (N = 76) 
表 1. 样本基本统计信息(N = 76) 

创业者特性 分类标准 有效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34 44.74 

女 42 55.26 

年龄 
18~24 39 51.32 

25 及以上 37 48.68 

所在地区 

东南沿海 12 15.79 

中部 38 50.00 

西部 7 9.21 

华北及东北 19 25.00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量表均为在国内外研究广泛使用且信效度良好的权威量表，为了保证翻译过后的英文量

表与其原始量表的一致性，我们严格遵循了双译程序原则。同时，在大规模调研之前，进行了小规模的

预测试，通过预测试的反馈信息对问卷的措辞进行了微调。预测试和两次调研变量测量皆采用 Likert5 点

计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1) 创业专用性经验。为了保证题项能够更准确的量化变量，以确保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在设计题项

时主要考量了个人是否已经具备这种创业专用性经验所带来的创业知识，这一考量的题项出处是张秀娥

等[32]，最终采用三个题目来测度创业专用性经验。 
(2) 创业家庭。创业家庭采取了 Carr and Sequeira [33]的创业家庭测度方法。 
(3) 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机会识别主要借鉴 Ozgen 等[34]的研究，用三个题目来测度。 
(4) 创业机会开发。创业机会开发主要借鉴 Simon 等[35]的研究，用三个题目来测度。 
(5) 创业烙印。在对印记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考虑了印记的三个要素：敏感期、印记和持久性[36] 

[37] [38]。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用三个题目来测度。 
(6) 创业意图。创业意图采用 krueger 的测量题项[39]，并结合所用场景行业进行适当调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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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业氛围。对于创业氛围的测量，目前没有比较成熟的量表。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公

众对失败的宽容度[40]、当地社会对创业者的尊重程度[41]、鼓励人们有新的想法和做法[42]、勇于承担

创业风险[43]等测量项目构成量表。对于网络支持的测量，本文借鉴 Grundsten 的测量项目[31]。 
(8)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创业者的性别、年龄、企业所在地以及企业所属行业四个控制变量。创业

者的性别和年龄均设置为哑变量；地区划分为东南沿海、华北及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区域。 

4. 研究结果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AMOS 24.0 对所有研究变量做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测量模拟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备选模型中七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Χ2/df = 2.97, RMSEA = 0.05, CFI = 0.94, TLI = 0.93)，表明样本中各

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 
 
Table 2.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七因子模型 285.23 96 2.97 0.05 0.94 0.93 

六因子模型 801.87 101 7.94 0.09 0.79 0.75 

四因子模型 1963.89 103 19.07 0.15 0.43 0.34 

单因子模型 3673.04 104 35.32 0.21 0.00 −0.26 

4.2.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 SPSS 软件进行信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创业专用性经验、创业

家庭、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机会开发、创业烙印、创业意图及创业氛围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

为 0.83、0.77、0.83、0.76、0.82、0.86、0.88，均高于 0.7 的标准，说明量表信度较好。各条目的标准因

子载荷值均高于 0.65，一致性系数均高于 0.7，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Table 3. Measurement item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表 3. 测量条目和信效度检验 

构念及测量条目 标准因子载荷 信度系数 

创业专用性经验(entrepreneurial-special experience)   

1) 我对如何创立一个企业比较熟悉 0.74 

0.83 2) 我对企业的人员分配工作比较熟悉 0.75 

3) 我对企业常见困难的解决比较熟悉 0.68 

创业家庭(entrepreneurial family)   

1) 你父母现在或曾经拥有一家企业吗？ 0.79 

0.77 2) 你父母之外的家庭成员现在或曾经拥有一家企业吗？ 0.69 

3) 你曾在你家庭成员的企业中工作过吗？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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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创业机会识别(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1) 我能很快掌握各种创业机会的信息 0.72 
0.83 

 2) 我能很快识别新信息可能带来的变化 0.71 

3) 我获得的创业机会具有很强的新颖性 0.75 

创业机会开发(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xploitation)   

1) 我拥有开发新创业机会的资源 0.72 

0.76 2) 我能解决创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0.71 

3) 我能将新的商机快速融入到创业活动中 0.74 

创业烙印(Entrepreneurial imprint)   

1) 我父母的创业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 0.66 

0.82 2) 我对父母的创业行为印象深刻 0.77 

3) 我潜意识里有对创业的清晰认知 0.71 

创业意图(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1) 我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实施创业 0.78 
0.86 

2) 我已经做好自己创业的心理准备了 0.79 

创业氛围(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1) 我所处的环境内大多数人选择创业 0.78 
0.88 

2) 我的亲朋好友非常看好创业 0.73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4 所示。创业专用性经验及创业家庭与创业机会识别与

开发均存在相关性，具有研究价值。根据表 4 可知，创业专用性经验与创业机会开发的相关系数为 0.14，
p < 0.05，存在相关性。以上结果为本文研究假设关系的验证提供了初步数据支持。 
 
Table 4. Shows the mean valu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ain study variables 
表 4.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创业专用性经验 3.736 0.744 1       

2) 创业家庭 3.755 0.708 0.432** 1      

3) 创业机会识别 1.364 0.482 −0.001 0.004 1     

4) 创业机会开发 3.13 0.853 −0.034 0.1 0.14* 1    

5) 创业烙印 1.8 0.939 −0.139* 0.065 −0.129* 0.043 1   

6) 创业意图 4.164 0.516 0.472** 0.469** 0.034 0.057* 0.13* 1  

7) 创业氛围 3.857 0.566 0.577** 0.631** 0.215** 0.099 0.16 0.523**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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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假设检验 

(1) 主效应检验。为了验证假设 H1 和假设 H2 两个主效应假设，首先依次将创业专用性经验和创业

家庭引入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所在地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由表 5 数据可知，创业专用性

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566, p < 0.001; β = 0.354, p < 0.001)，因此，H1 得到

验证。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78, p < 0.001; β = 0.425, p < 0.001)，因此，

H2 得到验证。 
 
Table 5. Main effect test 
表 5. 主效应检验 

变量 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开发 

 M1 M2 M3 M4 

控制变量     

性别 −0.078 0.001 0.010 0.024 

年龄 0.124 0.026 0.027 0.028 

所在地 −0.082 −0.122 −0.050 −0.084 

自变量     

创业专用性经验 0.566***  0.354***  

创业家庭  0.478***  0.425*** 

R2 0.052 0.356 0.396 0.422 

∆R2 − 0.304 0.040 0.026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5。 
 

(2)调节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 Atsan [44]等人推荐的交互项构建来检验调节效应。为了降低多重共线

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在计算交互项前对各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首先，将创业烙印和创业意图分别作为独立的调节变量构建模型 5 和模型 6，运用 SPSS 软件检验两

者的调节作用。同时，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两者的调节效果。结果显示，创业烙印显

著调节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的开发与识别(β = 0.436, p < 0.001; β = 0.386, p < 0.001)，因此，H3 得

到验证。同理，根据表 6 数据可得，创业意图在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的开发与识别作用机理中发

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β = 0.548, p < 0.001; β = 0.473, p < 0.001)，因此，H4 得到验证。 
 
Table 6. Test of adjustment effect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开发 

 M5 M6 M7 M8 M7 M8 M9 M10 

控制变量         

性别 −0.070 0.014 0.021 0.029 0.364 0.082 0.001 0.004 

年龄 0.083 0.029 0.036 0.038 0.130 0.053 0.034 0.100 

所在地 −0.021 −0.142 −0.071 −0.065 −0.800 0.039 −0.139*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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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调节变量         

创业烙印  0.326**    0.436**   

创业意图   0.314**    0.414**  

创业氛围    0.347***    0.537*** 

交互项         

创业专用性经验 x 创业烙印  0.436***    0.386***   

创业专用性经验 x 创业意图   0.548***    0.473***  

创业家庭 x 创业氛围    0.616***    0.648*** 

R2 0.080 0.349 0.386 0.411 0.421 0.444 0.564 0.574 

∆R2 − 0.269 0.037 0.025 0.010 0.023 0.120 0.010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1；*表示显著性水平 p < 0.05。 
 
其次，将创业氛围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作用机制中，结果显示，其

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β = 0.616, p < 0.001; β = 0.648, p < 0.001)，因此，H5 得到验证。 
为了具体展示交互作用的影响效果，根据 Atsan [44]等人的建议，本研究用调节变量的均值加减一个

标准差进行了调节示意图的绘制。根据图 2 可以看出，创业烙印在创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中

发挥着显著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regul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branding on entrepreneurial specific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图 2. 创业烙印对创业专用性经验和创业机会识别的调节 

5. 结论和启示 

5.1. 研究结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企业往往处于比以往更动荡、不确定和难以把握的竞争环境，企业的发展

又严重影响着大众就业。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解决自身就业问

题的同时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创业在社会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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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基于创业专用性经验视角探讨其与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之间的联系，并考查创业家庭和创业机会之间

的逻辑联系，同时探讨创业烙印、创业意图、创业氛围在该机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通过理论梳理和实

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创业专用性资本不仅是创业实践的重要来源，而且在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难得出，创业专用性经验可以直接作用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同时，在此作

用机理过程中，创业烙印和创业意图均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其次，创业家庭作为创业者重要的创业背

景以及生活和学习的场所，正向影响着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并且，在这一作用机理中，创业氛围发

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5.2. 实践启示 

首先，本文对于业界正确认识与理解创业专用性经验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以往研究大多将创业经验、

创业者经验以及先前经验混用，本文将对创业专用性经验的概念进行辨析，这有利于创业者以及孵化器

经理更好地评估创业者的能力水平，从而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及方法，对创业者达成创业意愿具有重要

实践意义。 
其次，本研究对于创业机会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对于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激发创业活动、促进市

场活力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对影响创业机会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促进创业成功，从而活跃

市场。 
最后，本研究重点分析了创业烙印、创业意图、创业氛围的调节作用对于管理创业企业具有重要实

践意义。对各调节变量的清晰认知有利于管理过程中了解企业成员的想法与行为，从而制定适宜的管理

方法，为管理者提供实际性的指导。 

5.3. 理论贡献 

本文主要探讨创业专用性经验及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的影响机理，并将创业机会细分为创业机会识

别与创业机会开发，拓展了现有文献对创业专用性经验、创业家庭和创业机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另外，

本研究不仅探讨了创业烙印、创业意图的调节作用，还深入考虑了创业氛围在创业家庭对创业机会影响

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对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最后，与传统研究不同，

本文将常见的创业机会研究进行了细分，丰富了创业机会领域的研究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

业专用性经验对创业机会影响研究的理论体系。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亟待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首先，本文只关注于创业机会识别期和

开发期，并没有检验自变量对创业成长或新企业成功的影响，然而创业者家庭关系的发展情况可能会发

生改变，在企业的发展的不同时期可能会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关注企业的发展时期。其次，本

文的研究样本来源于湖北大学在读及已毕业学生，尽管其中具有创业经历的个体样本量相对较大，但其

分布较为集中，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未来研究可以在多地进行数据收集，利用更多渠道获取信息。

最后，基于我们对当前文献的梳理与了解，对于创业专用性经验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够深入，甚至仍存在

概念歧义，更多的是探讨创业经历及创业过程。在此，呼吁学者关注创业专用性经验这一领域的研究，

进一步丰富创业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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