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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业拼凑作为一种创业策略和创新方法，近年来引起了较广泛的研究热潮。然而，由于创业拼凑相关研

究话题、结论有些散乱无序，目前学术界对创业拼凑理论的探索仍然处理发展起步阶段。本文对创业拼

凑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首先，从能力、资源、行为与思维导向四个方面对其概念进行详细的概述

总结；其次，从创业拼凑的频率与范围、对象、动机、导向对其维度划分进行了归类整理；然后，梳理

了当前学术绝对创业拼凑前因变量、结果变量、情景因素的相关研究；最后探讨本文的研究展望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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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s a strategy and method of entrepreneurship, has attracted wide-
spread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due to the scattered and disorganized research topics 
and conclusions related to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he explo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heor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Firstly, it provide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pabilities, resources,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orientation. Secondly, it 
categorizes and organizes th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scope, targets, motivations, and orientations. Then, it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ant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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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outcome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re-
search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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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业拼凑作为一种创业者在有限资源和不确定性环境下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已经成为创业

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创业拼凑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们在面临资源限制或约束的情况下，总会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利用贷款融资的方

式；第二，逃避现实或直接放弃创业。这些的确是由于新企业面临的新和弱的缺点造成的，使资源限制

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创建与发展。然而，在 2005 年，Baker 等[1]提出了创业拼凑的概念，成功的突破资源

限制的第三种选择，使创业拼凑成为突破资源束缚的一种有效方法。 
本文旨在对创业拼凑的概念、维度划分以及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综述，以期为创业者和研究者提供深

入了解和应用创业拼凑的框架和理论基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和总结，我们将探讨创业拼凑的

不同维度和模式，以及其在不同环境和情境下的应用和影响。同时，我们还将探讨创业拼凑理论的未来

发展方向，以期为创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创新提供启示。 

2. 创业拼凑的概念 

“拼凑”这一词最早是由法国著名人类学家 Levi-Strauss 提出来的，是指一种充分利用自己手边资源

的方式。后来，在教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将“拼凑”这一构念充分利用并得到了快速发展。然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Baker 等[1]“拼凑”这一概念用在创业研究领域，引申出了“创业拼凑”这一新

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创业企业充分对其手头的资源进行整合重组，进而不断克服挑战、抓住机会、解决

企业面临问题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创业拼凑又涉及到三个核心的特征：手头资源、重组资源实现目

标、立即行动。手头资源通常是指企业闲置的或免费可获得的资源，如想法、知识、设备等，这些资源

因创业者独特的思维模式可能被充分挖掘其价值。重组资源实现目标，具体来说每个企业都是既定的目

标，目标是指引其努力的方向，并且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新目标，在其强烈的驱动下，创业者可以对其

拥有的资源以不同方式的重组，使其发挥巨大的效用。立即行动通常是指企业要对市场有一种敏感度，

充分挖掘和重组资源后，要毫不犹豫、迅速出击，积极寻找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强调主动行动、抓住

机会。 
通过对当前创业拼凑概念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其定义主要可从四个方向，即资源、

能力、行为以及思维导向。本文将其主要内容整理如下表 1。 
对于创业拼凑的概念，现有研究虽已从不同视角对其定义与讨论，但基本上均可认为是以资源为核

心的探讨，即强调现有资源的重要性，未来亦从一些新颖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战略、营销等，进一步完

善创业拼凑多视角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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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ntrepreneurial patchwork concept and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表 1. 创业拼凑概念及代表学者 

创业拼凑概念的视角划分 概念描述 相关典型代表学者 

资源视角 

创业拼凑是重组手头资源并立即实施行动挖掘企业的新

问题和新机会； 
创业拼凑是一种资源重组战略，即通过创造性的手段将手

头资源充分利用，发挥其价值实现企业目标； 
创业拼凑是将资源与机会的挖掘结合起来的关键性元素，

充分体现了对资源用途的选择以及将其视为创造机会的

方法。 

 
Baker 等[1]； 

 
秦剑[2]； 

 
 

于晓宇等[3]； 

能力视角 创业者或企业通过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应对环境和资源匮

乏带来的问题并高效实现企业目标。 
 

Hou [4] 

行为视角 

创业拼凑是创业企业在各种条件限制下实施的一种创新

驱动行为； 
创业拼凑是一种价值创造的行为过程，具有范围广、效率

高等特点。 

 
Guo [5]； 

 
祝振铎等[6] 

思维导向视角 

创业拼凑是一种独特的思维导向，是一种对现有知识不断

创造和利用的过程； 
创业拼凑是一种思维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充分利用创造

性的拼凑思维，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探索。 

 
Duymedjian 等[7]； 

 
王国红[8] 

3. 创业拼凑维度划分 

关于创业拼凑维度的划分，学界主要对其从拼凑频率与范围、拼凑对象、拼凑动机和拼凑导向四个

方面进行。 
首先，以拼凑频率与范围为划分视角。Baker 等[1]、于晓宇等[3]将其划分为并行型拼凑和选择型拼

凑两类。其中，并行型拼凑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同时进行多个拼凑活动。创业者会利用不同的资源

和知识，以多个方向和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这种模式下，创业者会同时尝试不同的商业构想，

同时获取不同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型拼凑则是指创业者在面临多个选择时，

通过权衡各种因素和可能性，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创业者会根据资源的可获得性、市场需求、自身

能力等因素，选择最具潜力和可行性的商业构想和拼凑方案。 
其次，以拼凑对象为划分视角，可将其划分为物质拼凑、人力拼凑和技能拼凑[1] [9]。其中，物质拼

凑是指创业者通过整合和利用不同的物质资源，来满足创业过程中的需求。物质资源可以包括资金、设

备、原材料等。创业者会尽可能地从现有的资源池中获取所需的物质资源，或者与其他企业或个人进行

合作，共享资源，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实现创业目标。人力拼凑是指创业者通过招聘、组建团队或与外

部专业人士合作，来获取和利用人力资源。创业者会根据创业项目的需求，寻找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人才，组建一个高效的团队。人力拼凑不仅包括雇佣团队成员，还可以涉及与顾问、合作伙伴、导

师等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创业项目的发展。技能拼凑是指创业者通过学习、培训和不断积累经验，提升

自己的技能水平，以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和需求。创业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技能，包括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领导能力等，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和推动创业项目的发展。 
再次，以拼凑动机为划分视角。Baker 等[10]、Desa 等[11]、王兆群等[12]学者认为创业拼凑可分为

需求型和构想型拼凑。前者是指创业者在面临资源有限和需求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拼凑现有的资源和知

识来满足创业过程中的需求。这种模式通常发生在资源稀缺、市场机会有限的环境中，创业者不得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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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手头可用的资源，以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需求型拼凑强调创业者的创造力和适应性，他们通过利

用现有的资源和知识来创造新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后者指的是创业者在识别到市场机会或

发现新的商业构想时，通过拼凑现有的资源和知识来实现这些构想。这种模式通常发生在创业者能够辨

识到市场机会、拥有创新构想的情况下。构想型拼凑强调创业者的创新性和创造力，他们通过整合现有

的资源和知识，来实现新的商业构想并开发新的市场机会。 
最后，以拼凑导向为划分视角，可将其划分为资源、机会和顾客导向[13]。资源导向型创业拼凑是指

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以现有的资源为基础，寻找和发掘适合利用这些资源的商业机会。机会导向型创

业拼凑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主要关注市场中存在的商业机会，并根据这些机会来寻找和整合需要

的资源。顾客导向型创业拼凑是指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将顾客需求和体验放在首位，以满足顾客的需

求为导向，来整合资源和创造商业价值。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创业拼凑的维度，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划分，主要集中在以上四个部分，

也普遍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未来仍可结合由不同视角对创业拼凑的定义对其维度的划分进一步探究

完善。 

4. 创业拼凑的理论研究 

创业拼凑理论(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heory)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业者通过创造性地拼凑

和重新组合现有资源，以实现创业目标的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灵活性、创造力和

适应性。通常，创业者面临资源有限的情况，无法像大企业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因此，创业者需要通

过创造性地拼凑现有资源，满足创业需求。这些资源可以来自个人的技能、人际关系、个人储蓄、家庭

支持以及其他非传统来源。此外，创业拼凑理论强调了创业者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创业者需要对

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和再利用，以满足创业需求。他们可能会采取创新的商业模式、利用社交媒体和

数字技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创业目标。当前学术界已从以下三个

视角对其进行详细的探讨。 
1) 资源理论视角 
资源理论是创业研究中常用的一种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创业者如何通过拼凑资源来创造价值。

在创业拼凑的视角下，资源可以被看作是创业者可利用的各种资产和能力，包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技术资本等。创业拼凑强调资源基础观提出的资源异质性的重要程度，因为资源对于创业企

业十分重要，但由于资源约束的限制导致企业必须通过充分发挥手头资源即拼凑手头资源去获得异质性

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并实现企业的目标。 
2) 制度理论视角 
制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和规则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创业拼凑中，不仅需要个体的创业意愿和

能力，还需要适合的制度环境来支持创业活动。首先，制度环境对资源拼凑起着重要的作用。资源包括

资金、人力、物质等。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需要能够获取到必要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创业活动。制度

环境中的法律法规、金融体系、市场竞争等因素都会影响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其次，制度环境

对知识拼凑也有影响。知识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度环境中的教育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技术

创新支持等因素会影响创业者获取知识的机会和能力。此外，制度环境对网络拼凑也有重要影响。创业

者需要与其他人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制度环境中的社

会关系网络、行业协会组织等因素会影响创业者的网络拼凑能力。最后，制度环境对动态拼凑也有影响。

创业是一个不断调整和适应变化的过程，制度环境中的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因素会对创业者的动态拼

凑能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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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网络理论视角 
在创业过程中，社会网络可以提供资源、信息和支持，对于创业者的成功至关重要。首先，社会网

络可以提供资源拼凑。创业者可以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合作，获取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各种资源。

社会网络可以连接创业者与投资者、合作伙伴、供应商和顾客等，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资源。其次，社

会网络可以提供知识拼凑。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需要获取各种知识和经验，以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

社会网络可以提供知识分享和交流的机会，创业者可以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并获取所需的知识和信息。

此外，社会网络还可以提供网络拼凑。通过社会网络，创业者可以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网，扩大自己

的影响力和资源获取渠道。社会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创业者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最后，社会网络还

可以提供动态拼凑。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社会网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

境和需求。创业者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合作，以应对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 
此外，关系强度对企业汲取资源的效率以及拼凑的效益产生重要影响[13]。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

越高，彼此的信任度就较高，从而就比较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要素。并且，Senyard 等

[9]通过研究已证明创业个体或组织与其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能够使其在物质和资源挖掘方面获得明显

的优势。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过强的关系可能会导致关系网络成员之间提供信息的同质性和信息的冗

余，最终限制创业拼凑。 
总之，当前从资源、制度与社会网络三个较为成熟的理论视角探讨创业拼凑，其普遍认可度较高，

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然而，后续研究亦可延申更多的理论视角，如文化、技术、环境等，进一步完善

丰富相关研究。 

5. 创业拼凑的前因变量 

目前，学术界有关创业拼凑的前因变量主要从个体、组织、环境以及团体四个方面开展研究。个体

层面主要包括社会网络、先前经验、创业经历、创业激情、机会识别能力等。如，Stenholm 等[14]通过

纵向研究发现拥有创业激情的创业者往往更容易实施拼凑行为，进而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

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度以及异质性程度充分体现了创业者高效的获取有价值资源的能力，并且社会

网络关系越丰富的创业者，往往创业拼凑的能力较强[15]。组织层面主要包括创业导向、探索导向、认知

柔性、组织学习能力等[16]。祝振铎[16]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对创业拼凑正向影响，即创业导向促使企业利

用创造性思维提高企业的效率、对机会识别的能力，进而提升创业拼凑水平。Guo 等[5]研究了探索导向

与创业拼凑的关系，认为企业通常会实施探索行为不断发掘新的商业模式创业，进而实现新的拼凑。此

外，有学者指出组织认知柔性与创业拼凑之间成积极的正向相关关系[17]。环境层面主要集中在组织内外

部视角。如蒋兵[18]将环境划分为制度、规范环境及认知环境，认为其对创业拼凑有积极正向影响。高制

度环境将有利于政府对创业企业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供拼凑；高规范环境将促进利益相关者和创业企业之

间信任度的提升，降低获得合法性的难度，促进企业拼凑行为；高认知环境下可由丰富的知识帮助提高

企业的认知，进而促进创业拼凑行为。然而，当前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创业团体对创业拼凑亦有不同角度

的影响。当创业团队的信息认知断裂带被激活时，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就会提升，从而合作的积

极性亦提高，最终将促进创业拼凑能力的提升；然而当团队社会分裂带被激活时，其断裂带越高，创业

团体之间形成的壁垒越强，可能会导致不信任，阻碍资源的共享，进而抑制资源的拼凑行为[19]。虽然，

目前关于创业拼凑前因变量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亦可考虑其他变量对其的影响，如文化、技术等。 

6. 创业拼凑的结果变量 

当前有关创业拼凑的结果变量主要涉及到创业绩效、企业创新、创业学习、创业机会识别等。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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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yard 等[20]发现创业拼凑对初创企业的创业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关系。祝振铎等[6]通过多次对创业

拼凑的研究发现，创业拼凑是充分利用新旧资源，对其再创造，从中获得跟高的价值，最终有利于企业

获得更高的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王兆群等[12]则从知足决策、即兴而为、凑合利用三个维度分析了创业

拼凑对创业绩效的产生的正向影响。对创新的影响，Senyard 等[9]从产品创新、生产创新、促销及市场创

新等视角对企业创新进行了整体的探讨，发现其存在积极的影响。此外，创业拼凑的两个维度，即选择

性拼凑和并行性拼凑，李晓翔等[21]发现选择性拼凑对中小型企业产品创新有积极的影响，而并行拼凑对

其有相反的作用。蒋兵等[18]发现二者对创业机会识别均有正向影响作用。选择性拼凑由于创业方向更加

聚焦，故其更需要创业团队突破固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重新构建自身的认知框架，以更精准的识别

创业机会、确定方向；并行性拼凑同时选择多个方向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创造性的重组进而识别潜在的创

业机会。关于创业拼凑的结果变量，未来可加入一些变量的探讨，如：经济收入、社会影响、品牌知名

度与价值等。 

7. 创业拼凑的情境因素 

创业拼凑的情境因素相关研究旨在探索创业者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境下如何应对和利用资源、知识和

网络来实现创业目标。这些研究关注创业者如何在资源有限、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通过

整合和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知识，构建起一个稳固和可持续的创业组织。研究者还关注创业者如何通过与

不同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的网络关系，获取必要的支持、合作和共享资源。此外，研究者还关注创业

者在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这些因素对创业过程和结果的影响。通过

深入研究这些情境因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者在不同环境中的行为和决策，为创业者提供更有效

的支持和指导，并为创业政策和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8. 未来展望与研究启示 

1) 未来展望 
未来展望方面，创业拼凑理论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不同维度拼凑的理解和应用。例如，可以研

究不同拼凑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下选择和应用不同的拼凑策略。此外，可

以进一步探索在数字化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创业拼凑理论的适用性和新的发展方向。例如，如何利用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整合和知识交流，以及如何在跨国和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更有效的

网络拼凑和合作。 
2) 研究启示 
第一，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差别：创业拼凑可以分为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两种模式。需求

型拼凑是通过解决市场需求来创业，而构想型拼凑是通过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创业。研究可以进一步探

索这两种模式的差异和应用。 
第二，跨国或跨文化环境下的影响：创业拼凑理论也适用于跨国或跨文化环境中的创业。政治距离、

文化距离和能力距离等因素会对创业拼凑产生影响。研究可以探索这些因素对创业拼凑的具体影响机制，

并提出相应的管理策略。 
第三，数字化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方向：随着数字化时代和全球化的发展，创业拼凑理论

也需要与时俱进。研究可以关注数字化技术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合作和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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