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6), 2217-222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74  

文章引用: 李大为(2023). 特质观视角下创业行为研究的整合与展望. 心理学进展, 13(6), 2217-2223.  
DOI: 10.12677/ap.2023.136274 

 
 

特质观视角下创业行为研究的 
整合与展望 

李大为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法政学系，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30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9日 

 
 

 
摘  要 

创业特质研究是创业行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创业特质包括内部控制、成就需求、风险承担等且对创业行

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创业特质也存在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社会认知理论对创业特质研

究进行整合，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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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tra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Entrepreneurial 
traits including internal control, need for achievement and risk-taking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entrepreneurial traits research is still defici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tegrate the entrepreneurial trait with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provides perspectives 
on future researc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7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74
https://www.hanspub.org/


李大为 
 

 

DOI: 10.12677/ap.2023.136274 2218 心理学进展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Trai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tegration and Perspectiv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前言 

“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创业”，这是进行创业研究的学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创业研究的一个

热点问题。新创企业对社会经济的活力是如此重要，因此从个人角度对创业行为进行分析就显得具有很

重要的意义。而对创业者进行创业的动力进行研究的起点，是从创业者特质开始的，研究者们希望能找

到某些“品质”或“素质”用以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从而打开对创业行为研究的大门。 

2. 特质及理论背景 

2.1. 特质 

奥尔波特最早提出了特质的概念，认为特质是人格的基本构成单元。Allport (1936)认为，特质是一

种个体独有的神经生理系统，具有众多刺激在技能上等值的能力，能诱发和引导相等形式的适应性和表

现性行为。卡特尔也对特质概念有所论述，认为特质是形成人格结构的要素，是由行为推论而来的心智

结构，使个体在不同的情境表现出一致的行为。Eysenck (1992)则强调特质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属性，其差

异性使得个体在面对外界刺激时表现出特定的反应。 
同时，特质受生物因素的影响，但并非一成不变。艾森克认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体特质会因为

适应而发生某些程度上的改变，因此特质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外部环境与遗传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将特质定义为由先天遗传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下，个体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心

理行为模式，是人格的基本构成要素。 

2.2. 理论背景 

首先，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对人的影响以及幼年经验对人格的影

响，同时其理论建立在对病态人格研究的基础之上。行为主义理论将人的行为理解为被动的、无意义的

类似机器的反应，这些都引发了许多争议。特质理论就是在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提

出了特质的独特性、适应性、积极性等观点。 
其次，人本主义。奥尔波特指出在了解个体时，外人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了解个体最有效

的信息只能来自个体本身(郑雪，2007)。在此基础上，特质研究关注自我、关注意识。同时，特质理论也

受到早期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人本主义强调人的潜能、发展和独特性，这些都与特质理论相契合。 
再次，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学主张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索心理结构，将心理分解为心理元素，提

取意识的组成成分。这种还原主义的观点，对特质理论早期研究者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产生了最早的特

质结构或分类的研究。 
最后，因素分析。在特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统计学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斯皮尔

曼的因素分析的方法，特质研究才能通过实证的方法，真正的检验其理论，探索特质的结构及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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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质与创业行为 

3.1. 创业特质 

由于特质是一种内部能力，与外部能力相比具有难于测量的特征，且对个体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力。

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对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进行了研究，以期找出创业人

格或者创业品质。 
研究发现，高成就需求会使个体更愿意挑战困难的任务或目标，会对个人的表现更加负责，能够从

工作中吸取经验并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来改进自己的工作(McClelland, 1967)。这一研究结果对很多学者产

生了影响，使研究趋向于集中在创业者的人格特质上。一些研究结果证实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差

异，即创业者和普通管理者、公司创办人和非创办人，公司所有者和经理人员之间在创业意向上的差异

(Cromie & Johns, 1983; Bonnett & Furnham, 1991)。这些创业者独有的人格特质主要的是内部控制、成就

需求、风险承担。 
内部控制。一般认为，个体对自身控制能力的感知将影响其对事物的理解、基本的态度和行为的选

择。由 Rotter (1966)的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内部控制这一概念被认为是创业者的特质之一。与那些不具

有内部控制特质的个体相比，内部控制特质高的个体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掌控自身的命运。在诸多研究

结论中，虽然也有一些相反的声音，认为内部控制与创业意愿之间呈负相关(Green, David, & Dent, 1996)，
但大多数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内部控制和创业意愿之间只存在微弱的相关，但它的确对个体

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创业者起正面的影响。 
成就需求。成就需求被认为与创业成功有关。对成功的渴望会导致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让公司收获

更好的发展和成长。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创业者的成就需求对企业生存有重要影响(Cooper & 
Gimeno-Gascon, 1992)。值得关注的是，成就需求似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动机，对于那些成就动机较低的

个体，可以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成就动机，这就为创业成功提高了几率。 
风险承担。风险承担是指创业者在复杂的创业环境中，虽然知道成功的可能性较低但还是会坚持某

些商业行为或商业冒险的倾向。个体越愿意冒险意味着其越具有创业的倾向。但是对于创业的结果来说，

似乎风险承担和创业成功之间并无太大的关联(Singh, 1988)。究其原因，具有高风险承担特质的个体，能

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喜欢更大的挑战因而更倾向于创业而不是被别人雇佣。需要指出，创业过程中大量

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喜欢冒险的人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也就是说，喜欢冒险的人热爱创业，但是如果用冒

险的方式去经营企业就会非常危险了。 
除了上述主要的创业者特质之外，创业者特质还包含其他要素。诸如自我效能感、创造性、创

新能力；管理能力、领导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识别机会的能力；自我评估能力等(Baron & Markman, 
2003)。 

3.2. 特质与创业行为 

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特质是众多影响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在对大学生和科研人

员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商业感知、创新性、冒险性等诸多特质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李文

娟，朱春奎，2022；唐锦玥等，2020；陈万明等，2017)。在对农民和农民工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感

在政策感知和创业意愿间起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等个体特质与创业行为存在显著相关(吴小立，于伟，

2016；江洁等，2018)。 
总之，通过创业特质研究的结果和学者们的努力，为创业行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发现了创

业行为与特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果，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6274


李大为 
 

 

DOI: 10.12677/ap.2023.136274 2220 心理学进展 
 

4. 对创业特质观的批评 

虽然创业特质观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这一研究范式也存在一些批评。 
首先，创业特质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人格差异上，试图找出创业者所独有的人

格品质，这样一来便形成一个逻辑，之所以某一个体从事了创业活动，是因为他身上具有某些独有的特

质，如前文说的控制能力、成就需求、风险承担等。进一步的推导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个体是否

会从事创业活动，不需要考量外部环境、主观认知、社会网络等诸多因素，单只从其人格特质就能够对

创业行为进行预测。但众所周知，对处于复杂社会情境当中的个体行为进行分析，如果不考虑环境、认

知、行为等诸多因素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似乎难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解释力(李海垒等，2012)。 
其次，既然创业行为的预测因素是人格特质而不包括其他因素，那么创业行为研究似乎就变得非常

简单了。例如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创业的动机或者创业的可能性，那么进行简单的人格特质测量就能

够得出明确的答案。更进一步，这种简单化的规律，看似解释能力很强，可以应对一切可能性，但物极必

反，规律一旦强大到可以说明一切的时候，恰恰就是需要对规律进行反思的时候。简单化的规律带来的最

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规律，即在人格特质可以做出很好的预测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一规律已经陷入了僵化

的窠臼。一个人能否成为创业者是由他的人格特质所决定的，一方面使得对创业意愿的预测变得简单粗暴，

使得到的结论和规律形同虚设。另一方面也使得对创业的研究无法得到深入的展开。诸如对创业绩效或创

业结果的研究就陷入了困境，因为创业意愿是人格特质决定的，每一种人格特质都不是完美的，不能进行

绝对的判断，既具有长处也具有不足，那么创业成功与否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无法通过一个人的人

格特质去预测他做一件事情是否会成功，同样我们也无法根据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去预测他创业的可能性。 
最后，由于人格特质是个体心理因素中相对稳定的部分，人格特质的形成和发展受到遗传因素和早

期经验的影响。虽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体的人格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但是对创

业行为而言，创业行为发生的时间一般在成年期之后，个体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创

业特质的视角就会带有隐藏的宿命论式观点，而忽视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国家和地

区都对创业带来的经济活力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创业，如进行创业教育和相关政策支持。因

此，忽略外部环境因素会使单一特质论的观点陷入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5. 创业行为研究的整合 

社会认知理论的基本构架是著名的三元交互理论，认为探寻人的行为原因需要通过环境因素、人的

认知因素和行为因素这三方面的互动来进行考量(Bandura，1989)。一方面人具有能动性，可以自我管理、

自我分析和自我调整，再加上个体的内在需要和动机，这使得个体的行为表现出主观、自动的特点；另

一方面外部环境对人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三元交互理论在分析心理和行为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一

经提出就被迅速的应用在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在创业领域中也为探索创业行为指出了一个方向，即

将创业特质研究整合为更具解释力的社会认知视角，从而更深入的探讨创业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特质理论强调个体特质的稳定性和差异性，在强调生物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遗

传因素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特质论和社会认知理论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关系。相反，

特质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关注个体的因素对行为的影响，且社会认知理论在特质论的基础上，丰富了对

创业行为的解释维度，可以认为社会认知理论是特质论的进化和发展。 

5.1. 认知过程与创业行为 

Krueger (2007)认为，创业活动不是静态的过程。因此对创业行为的分析，不能以静态思维进行分析，

创业是由一系列步骤和环节组成的，是创业者主动规划的计划和流程，所以说，对创业行为的分析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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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视为一个认知过程。正如前文三元交互理论所述，行为受到环境与认知的影响，那么在创业过程中，

创业者的行为和决策也会受到环境与认知的影响。在这里所说的认知是一种认知的过程，认知过程这个

概念在这里包含很多内涵。认知过程可以是一种对创业事件的流程式的分析，如可以将认知过程分解为

对创业事件进行探索、分析、决策三个阶段。 
认知过程可以看成一种认知风格。如自我效能感，一经提出迅速引起研究制定重视，无论是心理学

和管理学领域，对通过自我效能而展开的对创业动机、创业绩效、创业教育层出不穷，试图解释个体的

创业行为。同时，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和创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钟卫东，黄兆信，2012)，可以

说自我效能感是一个预测和分析创业行为的重要便利，既可以预测个体在创业问题上的选择，也可以对

创业结果进行大致的判断和分析。 
认知过程也可以看成一种认知结构，即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必须掌握的某些创业技能和知识，这种

结构是动态的，随着创业的不同阶段或外部环境的不同要求而进行变化，这就需要创业者不断丰富自身

的知识储备和结构。另外，认知过程也可以是一种认知风格。不同的个体其经历、知识结构、受教育程

度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对待相同的创业事件时产生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具有各不相同的

信息加工模式，这会同样会影响个体对创业的选择和创业的结果。 
无论是创业认知过程、认知结构还是认知风格，都强调的是一种对创业行为动态分析的倾向。并且

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成长和发展也会导致个体的认知发展，这种认知发展的根源是创业学习，通过创

业学习个体能够丰富自身的创业知识，完善管理和评估的技巧，并且能够将这些用于创业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创新上。如此一来，以认知过程、认知结构、认知风格为核心的创业认知过程研究，就能够通过个

体外在的表现因素去探究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学习的过程又使得创业者能够不断适应外在环境，同时强

化自身的偏好的决策风格，是创业行为研究的解释力大大增强。 
总之，创业研究中的认知视角为创业行为研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解决了先前研究所无法解决

的困难，为从微观层面动态的探讨创业行为这一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找到了一系列创业行

为的原因和规律，发现了一些差异，这对理解创业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5.2. 外部环境与创业行为 

认知活动的复杂性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复杂的环境面前任何单一因素都不具备良好的解释力。

如外部环境因素中社会支持这一要素，大学生群体对于政府部门发布的鼓励创业的政策并不熟，也不了

解获取相关支持途径。研究发现，大学生创业者的最大创业困难来自于创业启动资金的缺乏(严建雯，

2012)。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不高，创业风险极大，大学生的融资渠道有限，往往只能通过家人、朋友和个

人储蓄。调查表明，创业大学生的家庭月收入大多相对宽裕(郭欣欣，2009)，这给了他们创业上的资金支

持，但也限制了更多的大学生走上创业的道路。 
因此，在关注创业者内在因素对创业行为进行研究的同时，不可忽略外部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只有将内外因素进行整合，才能构建环境因素、认知因素、行为因素三者互动的解释模型，从而对创业

行为实现整合研究的目的。 

6. 创业行为研究展望 

首先，对创业行为的动态理解。特质这一概念来自于对国外学者相关表述的翻译，是对 trait，
personality，character 等表述的概括和统称，包含了人格、性格、个性等多层涵义。这种定义的模糊不清

造成了研究结果的解释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可以在早期领导力研究中发现类似的情况。早期的领导

力研究将焦点集中在领导者身上的人格特质上，与创业特质观一样饱受批评，但通过对领导者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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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界定，领导力研究才重新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创业特质的内涵进行澄清，对创业特质更准

确的表述应当是创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动态的能力或品质，而不应当理解为固化的人格或特质

(Davidsson, 2007)。在这样的清晰的界定下，去研究和发现创业特质在社会认知和创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或者将特质视为一种调节变量，研究其在创业过程中的影响，势必更具有说服力。 
其次，对创业特质影响力的重新评估。不可否认，创业特质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如果

能够将创业特质的影响力进行准确的定位，那么创业特质对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进行解释是值得关注和借

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将创业者的特质因素看作是创业过程中影响创业行为的诸多因素之一，

不把创业特质与创业意向和创业成功看作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去探讨创业特质在创业过程中对创

业选择的影响，进而能够将创业者个体放到一个综合的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将个人特质放到新创企业的

复杂环境中进行考量，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审视创业特质观的意义，并对创业行为研究找到正面的启迪。 
再次，研究精细化。班杜拉(2003)提出某一具体的人格特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也就是说，

与用一般性人格特质去预测创业意向和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相比，某一具体的人格特质在预测的准确性方

面更加突出。因此在创业特质研究中，如果能够从一般特质中筛选出恰当的人格特质来进行创业研究，

那么就越能够发现人格特质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不能孤立的看待创业特质在创业过程中

发挥作用的方式，单一的使用人格特质来预测创业行为或单一的使用情境因素进行预测都不能得到满意

的答案，而通过人格特质与情境因素的互动来预测创业行为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只有考虑到

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现状，创业活动才有可能开展，否则没有社会资源创业活动根本无从谈起，在这样的

基础上，才能讨论人格体质因素在创业者的当下情境中如何发挥影响(王雨，王建中，2013)。 
最后，创业教育的影响。对家族企业研究的一些结果发现，创业能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学习

和经验的传授(陈文婷，2010)。这个研究结果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创业成功除了外部环境、认知方式、

个人特质的影响之外还需要一定的创业相关知识，二是创业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或培训获得的。也就是

说创业知识在创业活动中居于重要的位置，对创业能力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结合创业特质精细化

研究的成果，创业教育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可以有针对性的研究训练和学习的方法，通过相关的创业

知识储备，能够让潜在的创业者能够在未来的创业活动中适应复杂的环境、正确应对所面临风险，以出

色的创新精神和优秀的管理能力和对目标的积极追求去赢得创业的良好结果，与发现创业过程中的变量

之间的关系相比，创业特质对创业教育的积极贡献和现实意义更值得研究者们去关注和探索。 

7. 总结 

创业特质与创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是可以预测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

究通过对创业特质研究进行梳理并指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创业特质研究进行整合的方法，并对未

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应用性上，如果能将本文提出的整合方法

应用到实际研究，社会认知和特质论的整合视角对影响创业行为的相关因素进行探索，将会具有更强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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