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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网络作为企业获取资源、突破资源壁垒困境的重要手段，通常是指创业者或创业企业所有社会关

系的总和，由个人网络与组织网络两个层面构成。创业网络又可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其中前

者包括创业者或创业企业与政府、银行、行业协会等之间的关系；后者指其与亲戚、朋友、同事等之

间的关系。创业网络在促进企业进步、能力提升以及帮助企业提高绩效方面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

色，然而能否提高资源获取的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还取决于这一过程中创业学习的作用。因此，

本文从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和网络强度三个维度，对创业网络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和企业绩效

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作用，并且创业学习在其中发挥着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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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resources and break 
through resource barriers, usually refers to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of entrepreneurs or entre-
preneurial enterprises, which is composed of two levels: personal network and organizational net-
work.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formal network and informal network. The for-
mer i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 or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nd the gov-
ernment, banks, industry associations, etc.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relatives, friends, 
colleagues, etc.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progress, 
improving capability and helping enterprises improve performance. However, whether it can im-
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improv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depends o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network 
size, network diversity and network strength,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for-
mal and informal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finds that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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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地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创业的轨道，使创业活动的形式也纷繁

众多，同时创业也的确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越来越显著的贡献。一方面体现较高的经济效益，另

一方面促进整体就业率的增加和创新的持续推进。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高动态性，创业活动往往呈现

出高风险的特点，使整体的创业成功率较低，这就需要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对创业学习的充分实践。现

实中，很多大学生创业者在初创企业时，由于自身资源的局限性无法获取到丰富的经验，他们很多便通

过阅读学习、观察模仿他人等行为，充分发挥自己已有的资源的价值，这就充分体现了创业学习的重要

性。创业初期，创业者经常通过创业网络获得关键资源，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创业能力的高低又对

创业绩效的高低产生影响，在这过程中，创业学习是提升创业能力的关键因素。即可通过选择不同的学

习方式作用于已有的知识和资源，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变。为详细探究创业学习不同方式在创业网络

与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作用的差异，以及彼此之间的影响，本文从创业网络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

两种类型出发，探究其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介绍了创业学习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为创业网络、

创业学习相关研究做出了贡献。 

2. 创业网络理论 

2.1. 创业网络的概念及类型 

创业网络是由社会网络衍生而来的，最早是由 Birley (1985) [1]从社会网络引入创业中的，并且认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40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真正 
 

 

DOI: 10.12677/mm.2023.134048 380 现代管理 
 

创业网络是创业者或创业企业与外部环境建立的联系。后来，创业网络又被认为是创业者和新创企业所

拥有的社会关系[2]，并且单标安等[3]和尹苗苗等[4]认为，创业网络是创业者或创业企业与其他个体或组

织建立的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和，同时，又被认为是创业者个人网络与创业企业组

织网络的统称[5]。随着对创业网络的深入研究，各位学者逐渐拓宽了创业网络研究的视角，并丰富了其

概念和理论。创业网络被认为是创业者个体为了创业成功而积极建立和发展的网络连接的关系[6]，是刺

激创业个体或组织产生创业动机、获取创业资源和增强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7]。Engel 等(2017) [8]认为，

创业网络是指创业者在组建和培养网络联结时所采取的行动。 
总之，创业网络帮助企业克服资源束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成长等方面凸显出不可忽视的作

用，同时也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 
在现有创业网络的研究中，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从不同的视角将创业网络进行了

类型的划分。例如，根据关系强度可将其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9] [10]。强关系指网络中存在的较为频繁、

友好的互动；弱关系表现为各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关系特征。根据参与主体类型不同可划分为创业者的

个人网络和创业主体的组织网络[11]。由于创业网络中参与的主体种类较多，则组织划分的类型、参与主

体在关系中的位置、参与的时间节点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不同学者又将组织网络进一步细化。杜

运周和刘运莲(2012) [12]从政治网络、投资者网络、顾客关系网络三个角度对网络进行分析。同时，更为

普遍的划分则是将其划分为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13]。对创业网络划分的不同类型，在不同的研究中都

承担着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为创业网络研究增添色彩。 

2.2. 创业网络的维度划分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对创业网络维度进行划分，即网络结构、网络关系和网络内容。最早

对创业网络进行维度测量的是 Mitchell (1969) [14]，其认为可以从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对创业网

络进行测量；Burt (2004) [15]认为，创业网络的研究可从网络关系和位置衡量并建立了研究模型；

Granovetter (1978) [16]认为，关系强度是衡量创业网络维度的最佳指标。本文总结了部分创业网络的划分

维度见下表 1。 
 

Table 1.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dimension division 
表 1. 创业网络维度划分 

创业网络 代表学者 维度划分 

 
 

网络结构 
 
 
 

网络关系 
 
 
 

网络内容 

Granovetter (1973) [17] 强连接、弱连接 

Scott & Cable (2002) [18] 网络规模、强度、地位、多样性 

Wennberg & Berglund (2006) [19] 网络多样性、动态性、辐射 

董海真(2016) [20] 关系质量、强度、网络规模、密度 

彭学兵等(2017) [21] 网络规模、关系强度、关系多样性、网络密度、网络地位 

王海花等(2019) [13] 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关系强度 

付龑钰等(2021) [22] 规模、中心度、强度 

 
通过阅读和梳理现有文献，本文认为造成对创业网络维度划分不一致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所研

究的问题及切入角度不同，进而会使研究的变量选择、研究设计及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另一方面，每个

研究所选择的样本群体及所涉及的区域不同，创业网络不仅会受创业者或创业企业本身的影响，而且会

因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差异等因素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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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绩效的关系 

创业企业绩效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综合能力以及该企业是否能长久发展，通常可以由企业职工规模、

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生产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等指标来衡量。而创业网络可以用网络规模、网络多样

性和关系强度反映其特点。 

3.1. 网络规模与创业企业绩效 

网络规模通常是指创业网络中参与主体的总数量，网络规模越大，企业往往越能获得较多的关键资

源，以至于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2]。如在正式网络中，企业在成立之初，需要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这时

需要与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以及银行等组织进行沟通互动，以便能获得相关信息和资源。在非正式网络

中，由于新创企业没有基础，需要从身边的亲人、朋友及同学中获得情感支持和资金支持。显然，无论

正式网络还是非正式网络中，网络成员越多，越有利于得到创业所需的资源。但研究发现，随着网络规

模的逐渐扩大，当其超出一定的范围，网络规模的扩大反而对资源的获取起到反作用。如杨特等(2018) [23]
发现，网络规模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并非呈线性关系，而是呈倒 U 型。 

3.2. 网络多样性与创业企业绩效 

网络多样性是指参与网络互动的主体种类的多样化。网络多样性有利组织间知识的流通和互动学习，

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24]。在正式网络中，创业企业接触的银行、中介机构、竞争对手以

及金融机构等组织越多，其越有利于解决企业资源匮乏的困境，进而增强企业绩效提升的可能性。如陈

熹等(2015) [6]认为，网络的多样性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此外，Koka 和 Prescott (2002) [25]
通过对科技型创业的大学生进行研究，也发现其网络多样性越高，企业的创新性绩效越高。同时，当非

正式网络中创业者的亲戚和朋友等网络成员类型扩大时，创业者或创业企业就会获得更多的精神上的鼓

励和金钱的赞助，以及会得到更多样化的市场化资源，因而可促进企业的进步，提升企业的绩效。 

3.3. 网络关系强度与创业企业绩效 

网络关系强度是指参与网络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26]。彭学兵等(2017) [21]从创业网络的关系强

度和关系质量两个维度对新创企业绩效进行研究，并认为关系强度越高，网络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越紧

密，进而越容易获取资源提升绩效。在正式网络中，创业者或创业企业与政府、银行及协会等组织的联

系越密切，其关系就越成熟，进而就可以增强彼此分享资源的强烈意愿，最终可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在非正式网络中，其中的成员大都与创业者有血缘关系或情感比较深厚，故其关系紧密程度越高他们就

越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为创业者提供帮助与支持，共同促进创业者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创业者与非

正式网络成员联结的密切与否直接影响到了从中获取关键资源的质量[13]。 

4. 创业网络与创业学习的关系 

创业学习最早是由国外学者提出，Deakins 和 Freel (1998) [27]指出，创业学习是指学习创业相关的知

识、技能和资源，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积累创业相关经验、反思过往战略等行为。梳理已有关创业学习

的研究发现，对创业学习方式的划分可归为两类。一类是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28]，探索式学习是指

在创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和试验，而利用式学习是指对已有的知识和技能进一

步的挖掘，侧重于以精进、筛选的方式进行学习[29]，这两种学习方式通常适用于组织学习研究，多数情

况下针对企业拥有成熟的制度体系或完备的组织结构。另一类是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3]。 
其中，经验学习是创业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将其转化为知识的行为。由于创业网络的正式网络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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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机构中蕴涵着大量的有关市场、行业以及政策相关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在创业过程中都可供创

业者使用，因此创业者和他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可以促进彼此经验的互动，学习更有利于企业成长

的技能和知识。此外，非正式网络的关系强度能给予创业者更多的情感支撑和信任，这很大程度上增强

了创业者的自信心和抗压能力。创业者自信心的提升有利于其展开持续的经验学习，对经验学习有着非

常重要的影响[30]。 
认知学习通常又可称之为观察学习，指创业者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获得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众所周

知，创业过程中外部环境动荡，这时创业者可以通过观察行业中竞争对手以及上下游企业等来理性思考

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创业网络的价值。显然，创业网络对认知学习亦有深刻影响，创业者的网络规模越

大、网络多样性越高、关系强度越强就越有利于进行认知学习。 
实践学习主要是讲创业者需要将前面积累的经验和已经掌握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亲自参与实

践。实践学习能充分调动创业者对现有知识进行反思并及时调整一些并不符合企业健康顺利发展的知识

[31]。通过与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中主体的互动，创业者能充分把握关键信息及市场变动，以至于能更

好地明确实践学习的内容及方向。 
综上所述，创业网络是创业学习的重要前置变量，并且不同的创业网络类型(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

和创业网络特质(网络规模、网络多样性、网络关系强度)对创业学习(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产
生不同的影响。 

5. 创业学习在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人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网络关系而独立存在，然而创业学习在这种关系中又充分影响着创业

企业的成长[32]，对其绩效的提升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创业网络能给予创业者更多信息、知识以及资金等

方面的优势，但若创业者不能对动荡的环境中得来的这些资源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进而促进其最大作

用的发挥，那么这些资源也将无法被高效转化从而提升创业企业绩效。创业学习的内容包括认知学习、

经验学习和实践学习。在企业的初创阶段，由于创业新进入的缺陷和与各方关系的不成熟，创业者更多

的需要与非正式网络中的成员进行互动学习，然而这时创业者往往采用经验学习，即根据自身以往的经

历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知识。因此，在创业企业的初创期，创业网络的非正式网络促使创业者采取经验

学习。在成长期，企业各方面的制度、组织结构逐渐建立，拥有较基础的流程体系，这时创业者需要利

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学习，即观察外部环境变化、竞争对手的状态以及政府的政策变动等，通过对

获得的信息和资源做进一步的理解、加工，逐渐完善内部的制度和组织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逐步

稳增。因此，在成长期，创业网络的正式网络促进创业者进行认知学习。在发展期，创业企业的网络多

样性较高，原因便是这时候的企业能够更好的向客户、供应商、政府等传递有价值的内容。这时，创业

者需要把从创业网络中获得的总类繁多的资源进行整合，将其转化为适合自己企业的特有资源，然后便

采取实际行动，把这些资源用到创业过程中，以充分展现其价值，进而促进企业成长和绩效的提升。通

常来讲，从创业网络中通过不同学习方式获取的知识和经验越多，创业企业可利用的资源就越丰富，企

业就越容易发展壮大[33]。总之，创业学习在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创业网络、

创业学习以及创业企业绩效的结构关系模型见下图 1。 

6. 结论与启示 

6.1. 结论 

本文梳理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基于情感和信任的非正式网络和基于商务和利益的正式网络都对

创业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实践学习也均对创业企业绩效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而正式网络有利于促进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非正式网络有利于促进经验学习的发挥；创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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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作用表现在正式网络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完成，而非正式网络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多通过经验学习来完成。 
 

 
Figure 1.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model 
图 1. 结构关系模型 

6.2. 启示 

首先，强化对构建适当创业网络的认知。虽然在动态的环境中，对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来说，创业网

络能弥补企业资源短缺、合法性不足等劣势，但在构建创业网络时，不能盲目地扩充网络规模，而应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网络结构的多样性和关系质量。因为知识的多样化和与网络成员的强关系是帮助企业在

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健康成长的有力手段。因此，要不断地强化创业者构建创业网络的认

知，并在构建过程中注意方法策略，促进效率的提升。 
其次，重视创业学习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创业学习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网路作用的结果，

在利用创业网络发展企业的创业者中，努力学习并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的创业者获得高效资源和促进企

业成长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开展创业学习活动的创业者。创业者要有效地开展创业活动，就必须要把从

创业网络中获取的资源进行知识、技能和信息的重组，这个过程要选取恰当的学习方式进行不断的学习，

以至于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企业外部的一些创业帮扶机构需要定期开展创业学习的活动，为

创业者提供有利帮助，以至于其能在组织内部营造学习的氛围，建立组织文化。 
最后，探索创业网络的其他结果变量以及创业网络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其他中介变量。通过对过

往文献的梳理可知，创业网络的结果变量除了创业企业绩效，还有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创新、创业能力、

创业资源整合等。除了创业学习，环境的动态性、组织学习等变量也可以做创业网络与创业企业绩效的

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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