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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大力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实践背景下，创业激情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为了能更好地认识创业激情对于个体、团队与组织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深化组织

内部创业情境下创业激情如何发挥作用的认识，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国内外有关的创业激情文献，对已

有研究中创业激情的概念界定、维度划分、测量、前因与后果变量进行了系统、完整地回顾，尝试性地

提出了一个创业激情领域研究的整合框架，为创业激情未来研究方向的探索提供借鉴，以期更好地指导

未来的创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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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ractic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polic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n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en-
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entrepreneurs, teams and organization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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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ture o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d completely reviews the concept definition, dimension division, measure-
ment,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ce variables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n existing studies, and 
tentatively puts for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he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pas-
sion, with a view to better guiding future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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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创新创业，多管齐下，从而稳定和扩大就业。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企业

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创业创新已经成为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今，我国创业创新的氛围日渐

浓烈，而创业激情作为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在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中发挥着持续的积极作用。过往研究

发现，创业激情能够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意愿(Syed et al., 2020; Biraglia & Kadile, 2017)，促使创业者迎接挑

战，尝试更多的创业机会；创业激情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崔连广等，2019；Ko et al., 2019)，为企业创

造价值；而且拥有创业激情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创业成功(张秀娥等，2019)。虽然创业激情往往被视为一

种积极情感，但是其在组织环境中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创业企业中，强迫性创业激情可能不利

于创业绩效的提高(Ho & Pollack, 2014)。 
由此可见，创业激情对于企业的创立与发展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研究创业激情领域的相关问题，

可以为指导与创业激情相关的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洞见。在如今的组织管理环境下，创业者与学者们都

迫切地需要更加系统地掌握创业激情的内涵及前因后果，从而在创业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创业激情的积极

作用，合理规避其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目前，创业激情领域的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创业激情的前因与结果变量的研究，前置变量主要研究

创业激情的来源与其形成发展过程，后置变量主要研究对于创业者个人、员工、团队、风险投资者以及

新创企业等不同主体的跨层次影响。有鉴于此，对创业激情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综述迫在眉睫。已有

学者对创业激情展开了综述，例如，谢雅萍，陈小燕(2014)构建了创业激情领域的整合研究框架并对未来

研究进行了展望，然而其研究中未加入与创业激情相关的中介与调节变量研究，框架相对缺乏完整性；张

剑等(2017)基于情绪视角对创业激情的研究进行梳理，然而其仅侧重于情绪视角，弱化了其他视角的研究。 
为了更加完整、系统、与时俱进地把握创业激情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本文将从厘清创业激情的内涵、

维度以及测量方式着手，回顾已有经典研究理论模型，梳理创业激情的前置与后置因素以及可能的中介

与调节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更加完整地梳理了创业激情相关的理论研究，通过构建创

业激情研究的整合框架来把握创业激情的研究进展并探索未来的研究方向，帮助学者们和创业者们更为

全面地了解创业激情领域研究的当前进展和未来趋势，丰富并完善创业激情相关的理论研究，从而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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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为创业实践活动提供借鉴与参考。 

2. 创业激情的内涵、维度及测量 

2.1. 创业激情内涵 

在已有研究中，由于创业主体的不同，创业激情可以被划分为个体、团队以及组织创业激情。 
个体创业激情。关于创业激情内涵的研究前人已经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索，目前，对个体创业激

情概念的界定可以从特质、情绪、认知以及动机四个视角进行梳理。 
首先，从特质视角来看，Baum 等(2001)认为创业激情是创业者与生俱来的一种个人特质，创业激情

通过作用于个人特质来影响个人行为以及企业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格特征有助于其创

业激情的形成，强调了人格特质对于创业激情的重要影响(Obschonka et al., 2018)。 
第二，从情绪视角来看，创业激情通常被学者认为是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能够激发个人的斗志与

能量(Cardon et al., 2009a)，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个人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另外，创业激情与其他积极情

绪体验不同，首先它是在创业背景下产生的，创业者通过参与相关的创业活动来体验创业激情；同时，

其他情绪的转变往往是由外部事件引发的，持续时间很短，并且是对刺激的无意识反应，而相比之下，

创业激情是一种有意识的情绪和感觉，并且持续时间较长。 
第三，从认知视角出发，创业激情不仅包含积极情感，同时还包含认知的成分(Ho & Pollack, 2014)，

Cardon 等(2009a)强调了创业激情中角色认同的重要性，根据三种不同的与创业相关的活动，可以将创业

角色分为三类：创建者角色、发明者角色以及开发者角色，创业激情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取决于被激活角

色的性质，当相对应的角色认同被激活并占据主导地位时，创业激情能够对创业效果发挥积极的影响，

这种特定身份的角色认同还能够使创业者体验到自我实现的社会价值。 
第四，借鉴 Vallerand 等(2003)的研究，有学者从动机视角对创业激情进行了界定，加入了动机的成

分，根据动机内化到活动中的不同方式将激情划分为和谐创业激情与强迫创业激情(Ho & Pollack, 2014)。
创业激情往往是由情感上的某些目标所激发的，这些目标会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并且持续时

间较长。从动机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工作的热情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它能够促使人们进行持续地

思考和工作以获得成功(Chen et al., 2015)。 
团队/组织创业激情。在个体创业激情的研究基础上，Drnovsek 等(2009)对团队创业激情的内涵定义

为创业团队内各成员感受到的创业激情的集合，其认为团队创业激情主要考察团队凝聚力、认知冲突和

情绪冲突三方面；另外，Cardon 等(2017)借鉴了前人的研究，他们认为团队创业激情是一个共享概念，

强调团队成员的集体身份与共同情绪。 
关于组织层面的激情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探索，谢雅萍，陈小燕(2014)将组织层面的创业

激情划分为组织认同、组织氛围、组织规则和人际互动四个维度，然而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张剑等(2017)
认为组织层面的创业激情将成为一种组织文化，组织成员乐于尝试新技术与新方法，这不仅体现了对创

业的热爱，更体现了对创业的强烈认同。 

2.2. 创业激情的维度及测量 

如表 1 所示，目前对于创业激情维度的划分存在多种方式，已有研究中对于个体创业激情的维度与

测量通常存在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借鉴工作激情的量表。Ho & Pollack (2014)认为创业激情属于特定创业情境下的一种工作激

情，他们将创业激情分为和谐创业激情与强迫创业激情两个维度，并引用一般工作激情的测量方式对创

业激情进行测量，他们沿用 Vallerand 等(2003)开发的激情量表，后来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引用。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4108


吕晓慧，罗文豪 
 

 

DOI: 10.12677/ap.2021.114108 954 心理学进展 
 

第二种是 Chen 等开发的创业激情量表。Chen 等(2009)认为创业激情有别于一般的工作激情，他们从

投资人的角度出发，将创业激情分为情感维度的激情与认知维度的准备两个维度，量表共包括 11 个条目。

但不足的是，该量表主要考察的是投资者对于创业激情的感知程度，可能未必普遍适用于一般情境下的

创业激情(张剑等，2017)。 
第三种测量方式是 Cardon 等(2013)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发的量表。他们在研究中将创业激情划分为

强烈的积极情绪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并形成了 13 个具体的条目，该量表专门用于测量与区分创建者、

发明者与发展者三种角色的创业激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为了评估员工对创业激情的感知，Breugst 等
(2012)在 Cardon 量表的基础上将该量表改编为员工感知到的创业激情量表，测量员工对于个体创业激情

的感知程度。 
第四种是基于中国情境开发的量表。谢雅萍等(2016)通过对不同背景的 20 名中国创业者进行深入访

谈，最终得出了创业激情的五个维度，包括身份认同、愉悦、心流、韧性、冒险。而王转弟等(2020)在此

基础上对其量表进行了部分修改，提出了创业激情的四个维度，即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用以

测量农民工的创业激情。 
此外，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个体创业激情的维度研究，忽视了对团队及组织创业激情研究潜力的挖掘，

仅有少数学者将个体创业激情的维度研究延伸到团队创业激情，Cardon 等(2017)将团队创业激情划分为

共同积极情绪与集体身份认同两个维度，实现了对团队层面创业激情的开发与测量，后来很多研究团队

激情的学者均采用或修改了此量表来测量团队创业激情(朱秀梅，王天东，2019)。 
 
Table 1. Dimension division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表 1. 创业激情的维度划分 

时间 代表学者 维度划分 

2009 年 Chen 等 情感维度的激情、认知维度的准备 

2013 年 Cardon 等 强烈的积极情绪、创业身份认同 

2014 年 Ho 等 和谐创业激情、强迫创业激情 

2016 年 谢雅萍等 身份认同、愉悦、心流、韧性、冒险 

2017 年 Cardon 等 共同积极情绪、集体身份认同 

2020 年 王转弟等 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 

3. 创业激情的理论模型 

目前大多数关于创业激情的研究都是以企业家或领导者个体为研究主体，Cardon 等从提出了两个经

典的企业家创业激情模型：创业激情体验概念模型(Cardon et al., 2009a)和企业家激情感染模型(Cardon, 
2008)，从企业家个人如何通过创业激情的影响机制来提高企业家效能以及企业家如何将创业激情传染给

他人并产生积极影响两个方面为后续的创业激情研究奠定了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此外，基于前人的研

究，Chen 等(2015)学者提出了一个创业激情研究的整合框架，系统地提炼出创业激情研究的关键路径，

对于未来研究中新路径的拓展以及丰富和完善创业激情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1. 创业激情体验概念模型 

已有研究发现，根据企业家对特定身份活动的不同投入，可以将企业家的角色身份划分为三类：即

创建者、发明者与发展者。Cardon 等(2009a)提出了如图 1 所示的创业激情体验概念模型来理论化与角色

认同相关的特定激情对企业家的认知、行为与效能的影响机制，从而揭示了创业激情的作用。创业激情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4108


吕晓慧，罗文豪 
 

 

DOI: 10.12677/ap.2021.114108 955 心理学进展 
 

会通过其对目标相关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家行为，并最终影响企业家效能的效应来反映目标追求过

程中创业激情与认知的协调作用。 
 

 
(资料来源：Cardon, M. S., Wincent, J., Singh, J., & Drnovsek, M. (2009a). The nature and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34(3), 511-532.)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experience 
图 1. 创业激情体验概念模型 

 
该模型认为，由于创业激情中包含着与角色身份相关的强烈的积极情感，对某些问题有固定的反应

模式，因此随着经验与学习过程，创业激情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家角色身份相关的目标认

知(目标挑战、目标承诺与目标实现)对于创业激情与特定身份活动中的企业家行为(创造性问题的解决、

持续性、专注)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在特定的身份活动中，企业家的行为能够对有身份关联的企业

家效能的直接效应较强，而对缺乏身份关联的企业家效能的直接效应较弱，也就是说，当企业家的某种

特定身份占据主导地位时，在特定身份的活动中，创业激情所引发的创业行为将影响相应企业家身份角

色的创业效能。 

3.2. 创业激情感染模型 

 
(资料来源：Cardon, M. S. (2008). Is passion contagious? the transferenc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to employee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view, 18(2), 77-86.) 

Figure 2.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nfection model 
图 2. 创业激情感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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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会在企业内部表现出来，因此其激情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

企业的员工。基于基础心理学的研究，Cardon (2008)提出了如图 2 所示的创业激情感染模型，研究了创

业激情如何从企业家传递到员工身上。 
基于情绪传染理论，创业激情通过情绪模仿和社会比较两条途径向员工传递，而员工感知的激情分

为员工情感和对组织的意义两个维度。基于企业家所处环境的刺激，企业家可能会在员工面前展示或不

展示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据此可以将企业家分成四种类型，即过于自信的企业家，封闭的企业家，开放

且具有感染力的企业家以及可怕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情绪表现会激发员工的情感，或者模仿这种表现，

员工通过模仿企业家表现的积极情绪从而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强烈的情感，虽然创业激情的情感表达(积
极和强烈的感受)可能会导致员工产生类似的感受，对员工激情的情感维度产生影响，但并不会影响员工

对组织的意义和认同感这一维度。因此可以发现，员工的激情取决于员工对企业的积极情感和对组织的

认同感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与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变革型领导来加强，拥有激情的企业家更

有可能向其员工展示变革型领导力，而变革型领导将增强社会比较过程，能够提高员工和组织目标的一

致性，增强员工的认同感，使其成为创始团队的一部分，从而增强组织对员工的意义。 
创业激情感染模型初步探索了创业激情情绪传染的可能性，研究了企业家将自己的激情传染给他人

的关键路径，启示了情绪传染发生在企业环境中的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可能性，为后续创业激情的跨层次

研究提供了启示与基础。 

3.3. 创业激情研究整合框架模型 

 
(资料来源：Chen, X. P., Yao, X., & Kotha, S. (2009). Entrepreneur Passion and Preparedness in Business Plan Presen-
tations: A Persuasion Analysis of Venture Capitalists’ Funding Decis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2(1), 
199-214.) 

Figure 3. Integrated framework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research 
图 3. 创业激情研究整合框架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Chen 等提出了图 3 中的创业激情领域的整合研究框架，考察了创业激情的前因与后

果变量，加深了对于创业激情总体研究的理论化理解。 
在该框架中，创业激情主要包括情感与认知两个维度，Chen 等(2009)通过论证激情的情感和认知成

分的不同影响来分析创业激情对创业相关后果的影响。有学者强调了创业角色认同对于激发创业激情的

重要性，发现创业热情对创业成果的影响取决于被激活的创业角色认同的性质，而且只有当相应的角色

认同被激活并占主导地位时，创业激情才有可能对创业效能产生积极影响(Cardon et al., 2009a)，例如，

当企业家的发明者身份占主导地位时，创业激情会影响企业家的机会识别效果；当企业家的创始人身份

占主导地位时，创业激情会影响企业家在创业创造中的有效性；当企业家的开发者身份占主导地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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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激情将影响企业家在企业成长中的有效性。已有研究发现，创业激情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

业行为，还能通过目标相关认知、创业自我效能等机制影响创业行为，进而影响员工产出与创业效果

(Murnieks et al., 2014)。 
以上三个模型所代表的研究能够为未来创业激情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第一个模型聚焦于

个体层面，关注个体创业激情对企业家创业效能的内在作用机制；第二个模型主要关注创业激情在组织

内部的影响，探索了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向员工传递的路径；第三个模型通过构建创业激情领域研究的整

合框架，能够明晰现有创业激情研究的主要脉络，寻找未来研究的方向并拓展相关理论，完善创业领域

的理论研究。 

4. 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结果 

近些年创业激情的相关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索，基于上述研究框架以及已有研究进行整

理与分析，本文构建了如图 4 所示的现阶段创业激情研究的整合框架，有利于学者们把握创业激情的已

有研究内容与发展状况，为相关研究的展开与推进奠定基础。 
 

 
(模型来源：依据本文内容绘制) 

Figure 4. Current research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图 4. 当前创业激情研究整合框架 

4.1. 创业激情的前因变量研究 

4.1.1. 内部因素 
目前有关创业激情的前因变量研究相对较少，Cardon 等认为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可能会影响创业者

的创业激情，包括创业者的年龄、性别、创业经验、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经历等，他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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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企业家和具有创业经验的人对发明创造表现出更强烈的积极情绪(Cardon et al., 2013；张剑等，2017)。 
人格特质也可能是影响创业激情的重要因素，Obschonka 等(2018)通过分析 137 名来自德国的科学家

测量的数据，揭示了企业家的五大人格特征能够促进创业激情的产生。朱秀梅与王天东(2019)研究了创业

者幽默对于团队创业激情的影响，并验证了团队心理安全和团队情感承诺在创业者幽默与团队创业激情

之间的中介作用。 
创业身份认同是创业激情形成的关键驱动因素(Vallerand et al., 2003)，Cardon 等(2009a)在研究中发现

身份认同与创业激情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创业者积极参加与创业身份相关的活动有利于激发其创

业激情(Murnieks et al., 2014)；Murnieks 等(2020)提出不同类型的创业激情的来源可能存在差异，和谐的

创业热情是由创业身份中心性推动的，而强迫的创业热情是由情感性的人际承诺推动的。 
此外，创业能力与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激情。Ismail 等(2015)提出，创业者的风险承担

能力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忍耐能力能正向影响创业激情的激发；也有学者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有助于激发个

体积极的情绪体验和创业身份认同，进而唤起创业激情。Fesharaki (2019)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精神智力

和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激情呈正相关关系。另外，基本心理需要(陶雅，李燕萍，2018)、其他人创业成功或

失败的创业故事(Liu et al., 2019)以及创业努力(Gielnik et al., 2015)等都可能会激发创业激情。 

4.1.2. 外部因素 
创业激情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组织环境，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等。 
在组织环境方面，Kang 等(2016)检验了组织氛围与员工创业激情之间的关系，发现组织中的创新氛

围与员工的发明热情呈正相关；此外，领导类型也是激发创业激情的来源之一，蒿坡等(2015)认为以团队

成员之间的动态交流为特点的共享型领导有助于形成组织内的激情氛围；同时，还有学者通过多数据来

源的实地研究验证了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魏昕，张志学，2018)，另

外，组织环境中的组织文化、环境的自主支持与控制性等都会影响创业激情的产生(张剑等，2017)。 
创业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大致分为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两类，宏观环境主要包括创业者所处的时

间、空间，国家的创业政策、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而微观环境主要包括创业者在组织中所处的

位置、社会网络、家庭背景、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宏观环境的高支持性有助于创业者感知到创业成功

的可能性，而微观环境的高支持性能够使创业者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直接支援与帮助，对创业激情的激

发与维持具有积极影响(王亚娟，2016)。 
此外，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有助于创业者在新创企业或者在企业扩张阶段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与

人才等资源，个人社会网络，商业社会网络，政治社会网络与创业激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待学者进

一步挖掘和深入探讨(谢雅萍，陈小燕，2014)。 

4.2. 创业激情的中介机制研究 

关于创业激情中介变量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四个层面进行梳理，即能力与特质层面，认知层面，

情感层面以及其他层面。 
能力与特质层面：已有研究证实了具有韧性或毅力的创业者更可能会实现创业成功，拥有创业激情

的个体通常在创业活动上更具毅力，克服困难与挑战，进而实现创业成功(张秀娥等，2019)；具有高度创

业激情的个体往往会参与更多与目标相关的活动，拥有更多的机会体验，从而能够提高创业者的创造力

与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其创业意愿(Syed et al., 2020)；欧绍华等发现创业拼凑在创业激情与新企业绩效间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验证了这一结果(欧绍华，张志伟，2019)。此外过往

研究也证实了创业坚持(赵敏慧等，2019)、创业自我效能感(崔连广等，2019)以及创造性解决方案生成能

力(Ko et al., 2019)在创业激情中介机制中发挥的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4108


吕晓慧，罗文豪 
 

 

DOI: 10.12677/ap.2021.114108 959 心理学进展 
 

情感层面：Cardon (2008)在研究中探讨了情绪感染对企业家创业激情与员工工作激情的中介作用，

创业激情通过情绪模仿和社会比较两条路径影响员工的工作激情，情绪模仿仅对员工的积极情感产生作

用，不足以激发员工工作激情，而社会比较可以同时影响员工情感与对组织的认同两个维度，对工作激

情的影响更大；后来在张剑等(2018)的研究中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类型的企业家创业激情只能够影响员工工

作激情的一个维度，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创业激情的三个维度中，仅有发展激情能够通过情绪感染来同时

影响员工情感与认知两个维度，而发现激情与创建激情的影响并没有得到验证；除了情绪感染外，创业

激情还会受到情感承诺(朱秀梅，王天东，2019)与创业承诺等方面的中介影响。 
认知层面：创业激情还会对创始人的认知因素产生作用，例如单标安等(2018)在研究中发现认知偏差

的两个维度(即控制错觉与风险倾向)均在创业激情对技术商业化速度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另外，

单标安等(2019)还发现员工所感知的不同类型的创业激情对其感知的信任会产生不同作用，从而进一步影

响员工创新行为。 
其他层面：除了以上几个层面，创业激情还会通过管理强度的中介作用，使创业理念能够以一种更

加积极，准确的方式传递到员工之中，进而影响企业的创业成长(周键，2016)；王转弟等发现创业学习中

介了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并通过调研数据验证了创业学习在创业激情对农民工的个人与组织两

类创业绩效中均产生正向的中介作用(王转弟等，2020；李硕，2019)。另外，创业激情对个体行为所产生

的作用受到自我调节水平差异的影响，因此创业激情可能通过自我调节模式来影响创业者的决策思路，

从而调整创业目标(邓舒婷等，2020)。 

4.3. 创业激情的调节变量研究 

对于创业激情的调节机制研究，本文主要从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梳理。 

4.3.1. 个体内部因素 
自我效能感：不同创业者所拥有的创业激情对管理强度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来源

于创业者在目标导向与信心等方面的不同，周键在其研究中证实了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感染他

人，因而其创业激情对管理强度的调节作用更显著(周键，2016)。 
好奇心：积极的好奇心能够增强个体创业激情对于创业意愿的影响，这意味着创业者的好奇心水平

越高，创业激情通过创新能力对创业意愿产生间接影响的作用将越显著(Syed et al., 2020)。 

4.3.2. 外部因素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处于一种变化迅速的不确定环境中，环境的不确定性会调节

创业激情对创业成功的影响路径(张秀娥等，2019)，邓舒婷等(2020)验证了环境不确定性对自我调节运动

模式在创业激情与效果推理之间的中介作用产生正向影响，而对自我调节评估模式的中介作用的调节效

应不显著。 
社会资本：创业激情对创业者创业意愿的强化，需要考虑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创业激情作为一种

强烈的积极情绪会增强个体的进行创业活动的意愿与冲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也会评估自己获取

创业资源的可能性，因此社会资本能够调节创业激情促进个体创业意愿的进程(梁祺，王影，2016)。 
另外，赵敏慧等(2019)利用逆境与创新等新变量，检验了其对创业激情影响创业成功的调节作用，最

终证实了逆境对于二者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而创新能够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 

4.4. 创业激情的后果变量研究 

4.4.1. 对创业者个人的影响 
创业认知：创业激情对个体创业认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风险感知能力与自我效能感两个方面(方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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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娥，2016)。首先，拥有创业激情的创业者对任务与环境的敏感性较高，对于风险厌恶者来说，创业

激情会提高创业者对创业活动的警惕性与谨慎性，刺激创业者风险感知能力的提高(Cardon et al., 2005)。
其次，创业激情能够增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Murnieks et al., 2014)，创业激情驱使设定有挑战性的目标，

提升创业相关的技能，增强自我效能感。 
创业行为：创业激情是引发个体创业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Cardon et al., 2013; Omorede, 2014)。创业

激情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个体创业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创业激情能够激发创业者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创新性行为，(Baron & Tang, 2011; Liu et al., 2011)；另一方面，创业激情也能够通过

自我效能、内在动机等中间变量来激发个体的创业行为，使创业者更加专注于所从事的创业活动(Murnieks 
et al., 2014)。 

创业绩效：研究发现，创业激情对个体绩效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创业激情能够使个体全情投入到

自己的创业活动中，激发个人的斗志以及有意图的内在动力，促进创业者产生更高的创业绩效(Baron & 
Markman, 2003; Vallerand et al., 2003)。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创业激情也可能对创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Ho 等(2014)认为和谐激情有利于创业者获得更多的个人报酬，而强迫激情对创业绩效有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会降低创业绩效。 
除此之外，创业激情对于个体创业成功(赵敏慧等，2019)，创业决策(李硕，2019)以及创业意愿(Syed 

et al., 2020; Biraglia & Kadile, 2017)等方面均存在影响。创业激情对个体的影响研究较为深入，这也是目

前创业激情领域学者们主要关注的议题之一。 

4.4.2. 对员工的影响 
现有研究开始关注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对内部员工层面的影响，主要涉及创业激情对员工的工作激情、

情感承诺以及创新行为等方面的作用机制的探究。 
员工工作激情：研究显示，创业者的创业激情能够跨层次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Cardon (2008)通过

构建创业激情感染模型，探索了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向员工传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影响路径，创业者通过

积极与消极的情感显示向员工传递创业激情，他们认为创业激情主要通过情感模仿和社会比较两条路径

来影响员工工作激情。 
员工情感承诺：在 Cardon 等的研究基础上，Breugst 等(2012)发现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可以通过情绪感

染来影响员工的情感承诺，学者们通过情绪感染理论和目标设置理论从情感机制与认知机制两方面研究

了企业家的三种激情(创建激情、发现激情与发展激情)与员工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发

现激情与发展激情正向影响员工情感承诺，增加员工的工作投入及其对企业的忠诚度；然而创建激情反

向影响员工的情感承诺，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度与专注度。 
员工创新行为：有学者发现个体的创业激情能够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单标安等(2019)通过构

建感知的创业激情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感知的企业家探索激

情和发展激情都通过感知信任这一中介变量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而创建激情通过感知信任对

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然而这一研究仅仅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对于较为成熟企业中员

工创新行为的研究，不具备普适性。 

4.4.3. 对团队的影响 
团队协作：Drnovsek 等(2009)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团队创业激情的概念，并根据团队成员所承担角色

的不同将团队分为专注激情团队、混合激情团队以及平衡激情团队，专注激情团队中的成员会产生最高

的团队凝聚力，团队协作水平较高，平衡激情团队次之，混合激情团队中的认知与情绪冲突较高，团队

凝聚力与团队协作较差。Cardon 等(2017)认为团队中共同的积极情绪有助于促进团队形成更强的凝聚力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4108


吕晓慧，罗文豪 
 

 

DOI: 10.12677/ap.2021.114108 961 心理学进展 
 

与行为整合，从而有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与互动交流，促使团队成员通过良好的协作更有效地

完成团队任务，达成组织目标。 
团队创造力：创业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积极情绪，而团队成员积极的情绪能够对团队创造力产生积极

的影响。不同的团队情绪能够对创造性想法的生成和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Perry-Smith & Coff, 2011)，研

究发现，最佳的团队情绪应当能够随着创造力的产生和选择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想法生成阶段，活跃

的、愉快的团队情绪能够促进团队创造力，而在想法选择阶段更需要不活跃的团队情绪。 
团队绩效：根据现有研究，创业激情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方面，有学者

认为创业激情会直接影响团队绩效(Cardon et al., 2017)，Cardon 等在研究中发现根据焦点的多样性与强度

的分散性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团队创业激情类型，从而对团队绩效产生不同影响，研究表明以高焦点多样

性与低强度分散性为特征的多焦点团队创业激情更有利于团队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和创新想法的出现，

从而更有助于提高团队绩效；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开始探索创业激情通过其他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团队绩效

的作用机制，Drnovsek 等(2009)认为创业激情能通过影响团队动态性来间接对团队绩效产生影响，同时

团队创业氛围，团队创业学习与创业实践行为都可能作为中间变量来影响创业激情与团队绩效间的关系，

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检验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 
然而，创业激情的作用发挥存在边界，创业激情过低或过高可能都会对团队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导

致团队绩效的下降，关于创业激情对于团队的负面影响与边界探索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4.4.4. 对投资者的影响 
已有研究显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创业者创业激情水平的高低与创业激情的具体来源，

而这些因素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与投资额度。 
首先，有学者认为积极的情感状态能够让创业者的表现更加令人信服，同时能够拓宽其社会网络，

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获得成功(Baron, 2008)，例如，Li 等(2017)在研究中发现，创业者在筹

资过程中，表现出高水平的创业激情会通过激情传染来增加投资者对于该项目的热情，从而能够获取更

多的资源；同时，Davis 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创业激情可以调节感知的产品创意与投资者的积极情感反

应之间的关系，即投资者对于产品创意以及创业者创业激情的看法会共同影响投资者的资源分配决策，

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更愿意为具有高度创业激情的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时除了会考虑创业者激情水平的高低外，也会深入了解创业者创业激情

的来源，投资者更愿意考虑出于对创业活动本身的热爱并将创业角色视为自身的身份的创业者，而非由

于外界压力被动进行创业(Elsbach & Kramer, 2003)；同时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可能更关注创业者认知激情的

影响，Cardon 等(2009b)发现创业者的认知激情对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有正向的积极影响，而且认知维度的

激情对投资者的影响比情感维度或行为维度都更加持久，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天使投资人对企业的投资

潜力进行评估时，由于天使投资人更倾向于进行直觉决策，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的影响，从该研究中可

以发现，天使投资人的个人特质也会影响投资者感知的创业激情与投资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往往

以年龄较大，依赖直觉决策、高度开放且能够提供指导为特征的投资者所感知到的创业激情对投资意向

的影响更加强烈(Mitteness et al., 2012)。 

4.4.5. 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拥有创业激情的创业者更愿意促进企业的成长，对企业发展有积极作用。Cardon 等(2009a)

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家的创建激情和发展激情会直接影响企业成长，企业家激情会增强其积极情绪对企业

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削弱其消极情绪对企业发展的消极影响。 
而 Baum & Locke (2004)认为，创业激情并不能对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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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或团队，对其思维、动机与行为等进行调节来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受到创业激情驱动的创业者

往往有更强的专注力和持久力，创业激情能够促进创业者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进行机会

识别与利用，更好地促进企业创建与企业成长(Cardon et al., 2009a)；而且创业激情能够帮助新创企业的

个体与团队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期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促进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有激情的创业者愿意尝试各种新鲜的想法，并采取行动与措施去迎接机遇和挑战(Liu et al., 2011)，有利

于识别机会与执行计划，从而促进企业达成目标，有助于未来更好地发展。 
然而，当创业激情水平过高时，创业者会对企业的预期发展存在盲目自信的评估，同时也可能会使

员工对负面消息分析不够谨慎，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5.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创业激情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企业实践活动而言，创业激情的

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内外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需要重点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几点

未来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以供参考。 

5.1. 厘清创业激情的本质与概念内涵 

首先，现有研究提出的创业激情的概念包括个人特质，情感、认知以及动机等多种不同的视角，如

今，关于创业激情的本质说法不一，尚不明确。从特质视角来看，Baum 等(2001)认为创业激情是创业者

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因此创业激情通常是长期稳定存在的，然而从情绪视角来看，Collewaert 等(2016)
认为创业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积极情感，这种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这意味着随着创业持续

时间的增长，创业激情的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因此明确创业激情的本质对于未来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结

果的准确性都是有益的。其次，目前创业激情内涵的测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创业者自评量表，即

从创业者个人的评述来测量其创业激情的水平；另一种是他评量表，即由员工或者风险投资者根据创业

者个人的外在表现来评估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张剑等，2017)。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是通过创业者创业激情

被自己或他人所察觉到的外在表现来评定的，并没有从创业激情的本质成分进行测量，因此，未来研究

更应从创业激情本质出发，开发适用于测量创业激情本质成分的新量表，使创业激情量表的准确性更高，

适用性更普遍。 
基于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合理界定创业激情的概念与维度。明确创业激情的本质，在创业激情本

质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有利于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并提升研究的准确度；合理划分创业激情的维度，

开发有效且准确的创业激情量表，完善创业激情量表的指标，更加准确地从创业激情本质成分的角度进

行测量。 

5.2. 探索创业激情的来源 

关于创业激情前因变量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不成熟，仅有少量研究分析了创业激情的影响因

素，例如，有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是激发个体创业激情的重要来源之一(Vallerand et al., 2003)；Cardon & 
Glauser (2011)通过对 80 名创业者的调查分析，将创业者对创建企业、人际关系、产品或服务、发明、竞

争以及社会责任的热爱作为形成创业激情的六大来源，然而其在何种条件与情境下、通过何种方式、如

何影响创业激情的内在生成机制尚不明确，有待学者们在未来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此外，创业激

情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维度的，仅从单维度考虑创业激情的来源过于局限，例如，可以从个人层面的年龄、

性别以及成长背景等方面，环境层面的宏观与微观环境等方面，组织层面的领导风格、组织文化等方面，

网络层面的个人社会网络、商业社会网络以及政治社会网络四个维度来思考创业激情前置因素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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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响(谢雅萍，陈小燕，2014)。 
未来，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应深入探究创业激情的来源及其形成机制，探讨前置因素

激发创业激情的内在路径，进一步探索中间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的存在与否，更深入地揭示创业激情的产

生与发展机制，为未来创业激情的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应从多维度关注不

同层面的诱发因素对创业激情产生的影响，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探讨与对比不同维度的因素对创业激情

产生影响的作用效果，进而明晰创业激情的来源，为组织成员(例如领导者或其他员工等)创业激情的激发

提供理论依据。 

5.3. 关注组织内部员工的创业激情研究 

创业激情不仅仅只针对于企业家和创业者，也包括组织内的其他个体，如普通员工或潜在创业者，

如今，内部创业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Jones (1992)研究了代理问题如何影响内部企业创业

的动力和创业行为的水平，考察了内部企业与外部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促进企业内部创业

的代理问题解决方案，Komulainen 等(2011)提倡鼓励培养内部创业精神，并将内部创业精神归纳为具有

自我责任、勤奋和独立属性的创业精神。 
同时，根据情绪感染理论，已有学者对个体的创业激情如何向组织内部的员工传递进而激发员工的

工作激情进行了研究(Cardon，2008；张剑等，2018)，然而却鲜少有研究涉及到如何激发员工的创业激情

以及员工的创业激情能够为组织带来何种影响，这为未来组织内部创业激情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因此，未来可以关注组织内部的创业问题，将目光焦点由创业者或企业家转移到组织内的其他普通

成员身上，针对员工利用组织以及外部提供的资源进行内部创业来开展相关创业激情研究，明晰员工创

业激情的影响与后果因素，丰富并完善创业激情领域的研究，更好地在实践层面为组织内员工的内部创

业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5.4. 深入探索创业激情的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通常将创业激情作为一个能够带来积极影响的概念，然而后来有学者发现，创业激情如同

其他事物一样，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例如，Ho & Pollack (2014)发现强迫激情对企业的创业绩效存

在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降低创业绩效。因此，创业者的创业激情水平可能存在一段合理区间，过低或

过高的创业激情对于创业者个人、创业团队以及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个体而言，创业激情过高会导致创业者盲目自信，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个体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在创业活动中，会削弱个体的心理资源与心理幸福感，而创业激情过低会使创业者的投入度

与专注度不足(Cardon et al., 2005)；对于创业团队而言，团队内部成员创业激情水平的不同，也可能会带

来负面影响，导致不必要的团队冲突，降低团队凝聚力和创造力，同时也会导致低创业激情水平的个体

被迫追求与团队成员一致的激情水平(Drnovsek et al., 2009; Cardon et al., 2017)；对于企业而言，过高或过

低的创业激情可能会使企业设定不合理的目标并忽略外部消极信息的处理，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 
未来的研究可从个体、创业团队以及新创企业等三大主体来深入研究创业激情效用发挥的合理区间，

研究如何管理创业激情水平才能避免产生负面效应，从而帮助创业者在实践中最大化创业激情的积极作

用，最小化创业激情的消极作用。此外，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创业激情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对于其如何产生负面影响以及产生何种程度的负面影响没有继续探究，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5.5. 开展关于团队及组织创业激情的研究 

现有研究对于个体层面的创业激情研究较为丰富，其内涵、测量以及后果的研究已被许多学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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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发现领导者个体的创业激情可以通过情绪感染传递给员工(Cardon，2008；张剑等，2018)，甚至

传递给团队或组织，因此团队与组织层面的创业激情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个体创业激情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忽略了团队与组织创业激情的探索。 
对于团队的创业激情而言，团队层面创业激情的概念界定及维度划分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界定了团

队创业激情的概念，并考察了不同团队激情水平下团队凝聚力、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所存在的差异

(Drnovsek et al., 2009; Cardon et al., 2017)；而对于组织层面的创业激情而言，其概念、维度及测量方式仍

无法明确界定，仅有少量研究将组织层面的创业激情划分为组织认同、组织氛围、组织规则和人际互动

四个维度，但尚未深入研究(谢雅萍，陈小燕，2014)。而关于团队和组织创业激情的前因与后果因素及其

内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更为匮乏，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团队和组织创业激情的来源与作用效果的研究，深

入挖掘团队与组织创业激情在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不同时期中所发挥的作用。 
团队与组织的创业激情作为创业激情研究的新方向，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未来应完善团队与组织

创业激情的内涵、维度与测量研究，积极展开关于团队与组织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与后果因素等方面的

研究，深入探索团队与组织创业激情的重要价值，并分析比较创业激情在个体、团队与组织等不同层面

产生影响的差异。 

5.6. 基于中国情境进行相关研究，为中国创业者个人、团队及组织提供借鉴 

由于国内关于创业激情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创业激情领域的探

索仍然存在滞后性，而国外的研究成果可能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创业活动。 
首先，目前普遍采用的量表中大多数是借鉴国外学者的已有量表，应鼓励中国学者结合中国情境来

修改已有的国外量表或者开发具有中国情境因素的新量表，更准确地对国内创业者、创业团队或企业的

创业激情进行测量。例如，谢雅萍等(2016)基于中国情境，开发了适合中国创业者的新量表，而王转弟等

(2020)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量表进行了部分修改，根据农民工创业者所普遍具有的激情特征，设计出一个

适用于农民工创业者的量表。其次，不同国家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包括不同企业的组织文化以及员工所

喜爱的领导风格等方面都可能有所不同，未来应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化背景下创业者创业激情的形成与发

展所带来的影响。第三，中国特殊群体的创业激情也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农民工群体(王转弟等，2020)，
青年高校毕业生群体(王诗婕等，2020)，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马蓝等，2020)等，通过聚焦研究范围，将

研究成果更精准地用于服务某一群体。 
基于这一现状，未来研究应考虑中国情境来开展本土化的创业激情研究。首先，开发适用于中国情

境的量表，积极探索结合国情的创业激情概念、维度划分以及形成与发展机制；第二，关注跨文化研究，

观察并对比国内与国外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创业激情研究中存在的差异；第三，关注中国情境下特殊群

体创业激情的相关研究，聚焦中国国情进行更多的本土化研究，收获更多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研究成果，

为国内的创业者个人、创业团队及创业企业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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