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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环境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动荡性与突发危机事件。创业即兴行为聚焦于如何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

的决策环境下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新创企业续航的关键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基于破坏性创新理论，从

创业者个体和新创企业两个视角出发，探究当前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趋势与流派，试图为当前创

业即兴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以期为未来创业即兴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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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full of uncertainty, turbulence and sudden crisis events. Entrepre-
neurial impromptu behavior, which focuses on how to quickly get rid of the crisis in an uncertain 
and unpredictable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survival of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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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research hotspot in academi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trends and schools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s and start-ups, and tr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empirical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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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业环境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动荡性与突发危机事件，使得许多企业的预先计划与周密安排没有了

“用武之地”。尤其是，相较于成熟企业，新创企业往往具有“新”和“小”的先天缺陷，这使其时刻

处于资源束缚和环境不可预测的窘境，不确定性与突发危机更加加剧了创业过程中的不利情境(奉小斌和

王惠利，2017) [1]。要获得竞争优势，新创企业必须突破原有的企业惯例，在动荡的环境中保持高度灵

活。创业即兴行为聚焦于如何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决策环境下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新创企业续航的

关键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破坏性创新理论强调以新的方式组合现有技术，为顾客提供新的价值属性。

构建破坏性的商业模式能够为企业的成长和绩效提升提供重要路径。一方面，破坏性创新理论关注现有

技术的新组合，而非新的技术，强调通过这种全新的组合方式帮助企业实现破坏性增长，而创业即兴强

调为快速应对环境变化，创造性地对现有手边资源进行创造性地利用，而不必花费时间等待“正确的资

源”出现，从这一点来看，创业即兴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行为。由此可见，破坏性创新的价值主张与

创业即兴的内核理念具有高度的拟合性。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破坏性创新理论，从创业者个体和新创企

业两个视角出发，探究当前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趋势与流派，试图为当前创业即兴实证研究提供

参考，以期为未来创业即兴研究提供思路。 

2. 破坏性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其著作中对创新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著名的熊彼特创新理论。他指出，创新从本质

上是构建一个生产函数，也就是说，在已有生产体系中引入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即新产品、

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材料以及新组织。从创新角度而言，这个组合分别涉及产品、技术、资源配置

以及组织方面的创新。上世纪中叶之后，许多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领域研究学者 Bower 和 Christensen (1995) [2]首次提出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他

们在研究中指出，企业拥有的技术可以分为维持性技术和破坏性技术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是指企业在

现有顾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提供市场上已存在的价值；而后者指的是为顾客提供一组新的价值属

性组合。特别是，对于在位企业而言，开发维持性技术是其获取利润并维持竞争优势的最佳选择，维持

性技术能够保证在位企业时刻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然而，对于新创企业而言，要最终战胜处于行业领导

者的在位企业，就必须开发破坏性技术。 
Christensen (1997) [3]进一步构建了破坏性技术的理论框架，并指出，破坏性技术关注未得到主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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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重视的产品的新价值，强调快速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并利用破坏性技术对成熟市场进行冲击，

实现破坏性创新，最终促使企业在新兴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新兴市场的领导者。同时，他也在研

究中指出，破坏性技术并不指向新的技术，它强调对已有的(或已被验证的)技术采取新的方式进行组合，

其最终目的在于为顾客提供新的价值属性。他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对破坏性创新的类型予以阐述，并指

出：企业的破坏性技术具体包括新市场破坏和低端破坏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指的是企业应关注由于缺

乏资金或技术而拒绝使用产品的消费群体，将其发展为新的顾客，因而，这是一种强调“非消费”竞争

的破坏性创新类型；后者指的是关注主流市场中对产品的性能要求不高的顾客。在结合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他们指出，维持性创新、低端破坏创新以及新市场破坏创新是促进企业成长和绩效提升的重要路径。

尤其是，构建具有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价值不菲的资产，因而，企业应从商业模式视

角出发来制定破坏性增长战略。随后，许多学者对于破坏性创新的具体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破坏性创

新不仅包括破坏性技术创新和破坏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是破坏性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这是由

于，当企业在价值主张、营销方式以及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变革后，必然会促使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国

内学者薛捷(2013) [4]也在研究中指出，破坏性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最佳角度。由此可见，破坏性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能力，破坏性创新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3. 基于个体视角的创业即兴行为研究 

一些学者从个体视角出发研究创业者的即兴行为与即兴能力，试图解析创业者即兴行为的演化规律，

主要包括自我决定理论流派和心理资源理论流派。 

3.1. 自我决定理论流派 

自我决定理论关注组织情景中的个体通过满足其基本需求，进而驱使员工追求高水平的绩效、心理

健康和幸福感的过程。许多学者基于该理论对即兴的发生机制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该理论从个体因果

定向路径出发，认为自主导向较高的个体会展现出积极的处事风格，对于自身周围所能获得的信息能有

效利用，进而表现出高水平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因而为即兴行为的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门一等，2015) 
[5]。自我决定理论假设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关系需求这三个基本需求是人们与生俱来且必须持续满足

的，而满意度直接影响员工随后在组织情景中的行为，即兴行为便是其中一种可能存在的行为(彭正龙和

王海花，2010) [6]。同时，组织支持也能够在个体心理、物质、技能需求等方面给予较大的满足，增强

员工自信的同时并促使他们倾向于采用灵活和即兴的解决策略(Nisula, 2015) [7]。此外，根据自我决定理

论，团队的行为整合水平和凝聚力可能也会影响到个体对于尊重和联系的需求满足，因而，可能是个体

行为即兴程度的重要来源(Magni 等，2009) [8]。 

3.2. 心理资本理论流派 

心理资本理论认为，个体拥有多种关键心理资源，这些资源会相互影响，并以协同方式发挥作用。

个体基于动机和毅力对环境中成功可能性的积极评估的特质及状态，包括希望、自我效能感、韧性和乐

观等要素。研究认为，积极的心理状态使个体积极地参与到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表现出组织期望的态度

和行为(王雁飞等，2019) [9]。较高水平的心理资本(包括希望、乐观和坚韧性等)有助于个体充分调动各

种内在资源，激发其内在创造力潜能，增强其对各种工作情境的适应能力。即兴发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个体适应能力的一种表现(李海东，2013) [10]。Rego 等(2012) [11]在研究中深入探讨了创造性的即兴

行为的演化机理，他们在研究中指出，创造力和即兴反应能力是个体面对竞争挑战、环境动荡情境下的

重要资源，心理资本为这些能力的生成和提高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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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组织视角的创业即兴行为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从组织视角出发研究新创企业的即兴行为与即兴能力，旨在探寻环境动荡情况下新创

企业的即兴反应机制，主要包括社会网络理论流派和吸收能力理论流派。 

4.1. 吸收能力理论流派 

吸收能力理论流派的学者认为，企业在拥有吸收能力的条件下即兴发挥时，将有助于促进新产品、

新技术的开发，进而促进企业即兴行为的产生(王健和黄群慧，2019) [12]。在企业开展即时开展资源协同

的过程中，随着不断对外在知识和信息的吸收，即兴行为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王军等，2016) [13]。根

据吸收能力理论流派的观点，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在即兴发挥中，可以有效提高即时协同和资源整

合能力，促使即兴运作成功的概率得到有效提高，进而提升企业对环境的适应和匹配能力(Hughes 等，

2018) [14]。相反，吸收能力较低的企业，在即兴发挥过程中并不能对即兴行为中新知识的价值进行感知、

吸收和应用。 

4.2. 社会网络理论流派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网络主体在社会情景下建立的一系列纽带关系，会促使他们通过某种社会联系

有着相似的行事风格，这为即兴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角度。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网络成员即

使交流很少，也可以通过快速信任完成即兴创作(任奕和叶茂林，2011) [15]，因此，创业即兴行为也可能

启发于创业网络。这是由于，新创企业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加速了资源信息的快速流动，增

进创业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而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Rego 等，2012) [11]。此外，也有学者从在线社会

网络视角出发，探索员工即兴到组织即兴的过渡过程，并探索了在线社会网络如何通过促进员工即兴来

驱动企业即兴行为的机理。 

5. 结语 

破坏性创新理论为创业即兴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主要包括个

体视角和组织视角两个方面，其中，个体研究视角中的具体流派包括自我决定理论流派、心理资源理论

流派，组织视角中的具体流派包括吸收能力理论流派以及社会网络理论流派。不同理论视角的研究有助

于明晰创业即兴的触发与运作机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从研究视角及流派中可以看出，

创业即兴研究视角及流派呈现多元化特征，这表明，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创

业即兴能够帮助新创企业在突发事件与环境不确定性中迅速摆脱危机，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

大。从现有研究中可以看出，先前学者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发展脉络并不清

晰，未来研究应积极关注多个理论视角下的创业即兴整合研究。此外，破坏性创新是创业即兴研究的重

要理论内核，未来研究也应立足于破坏性创新理论，从商业模式创新角度深入解析创业即兴的功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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