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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于实践界的发展，理论界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略显单薄。当前，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行为的研究尚

处于探索阶段，且碎片化特征较严重，因而，亟待系统梳理创业即兴行为相关研究，以明确未来研究方

向。基于此，本研究梳理了创业即兴行为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影响因素，构建整合研究框架，并提出创

业即兴行为的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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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community, the theoretical community’s re-
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is slightly thi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entrepre-
neurial improvisation behavior in academia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 frag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serious, so it is urgent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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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behavior to clarif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im-
provisation,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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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构成要素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先前学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从创新性和意识性

两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创业即兴的关键在于企业面临环境动荡时的即兴创造能力，此时的即兴创作并

不是计划的对立面，而是计划的性质和工作机制的一种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合理的替代计划，这就使

得创业即兴行为成为新创企业突破自身瓶颈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实践界的发展，理论界对于创业即兴的

研究略显单薄。当前，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行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碎片化特征较严重，因而，

亟待系统梳理创业即兴行为相关研究，以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基于此，本研究梳理了创业即兴行为的内

涵、理论基础及影响因素，构建整合研究框架，并提出创业即兴行为的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未来相关

研究提供理论方向。 

2. 创业即兴行为的理论基础 

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的研究主要包括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两个方面，因此，创业即兴行为的理论基

础需要分别从个体层面的社会认知理论和组织层面的组织学习理论进行解析。 

2.1.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的活动主要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外部环境三者之间交互决定，人既能

塑造环境，反过来也是环境作用的产物。由于创业即兴从本质上是指即兴主体对于环境的即兴反应，许

多学者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开展研究。社会认知理论流派认为，创业者的即兴行为主要源自于创业者对于

动态环境的感知，因而，创业者的即兴行为是否能够促使其创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自身

对于环境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Hmieleski, 2009) [1]。除了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创业者对于自身能力的

认知也可能会激发即兴行为(丁道韧和陈万明，2017) [2]。 

2.2. 组织学习理论 

Miner 和 Moorman (2001) [3]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即兴是一种独特的组织学习过程，

具有实时性和短期性特征。他们指出，在环境不确定的状态下，即兴行为能够在组织的试错学习中促进

组织的发展。蒲明(2007) [4]构建了组织即兴、组织学习和组织记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旨在从组

织学习视角探索即兴的动力来源。他在研究中发现，组织中的学习、记忆和即兴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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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循环关系。王军等(2016) [5]也从组织学习理论出发探讨了即兴行为的形成机理，指出即兴的效率和

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开展学习的程度。由此可见，组织学习理论流派普遍将即兴行为看作是

组织不断学习的过程。在创业情景中，创业学习也能够为新创企业即兴行为到惯例的演化激励提供理论

支撑和实践指导(马鸿佳等，2018) [6]。在不断地创业学习过程中，新创企业能够对动态的环境产生自发

且同步的反应(即：创业即兴)，并可能在即兴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组织学习的理解(Bergh 和 Lim，

2008) [7]。 

3. 创业即兴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学术界对于企业创业即兴的影响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由于呈现碎片化特征，本文将创业即兴行为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具体如下。 

3.1. 遗忘情境 

在企业刚开始采取即兴行为时，组织记忆系统的确能够为即兴行为提供惯例和经验，但是，随着组

织面临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些记忆素材可能会成为即兴的绊脚石。研究认为，长期靠组织记忆进行即时

发挥，容易导致组织僵化与机械，因此，企业需要适时进行组织遗忘，为新知识的创造提供情境和发展

空间，以激发组织即兴行为的产生(王健和黄群慧，2019) [8]。组织的忘却情境净化了先前的组织记忆系

统，对以往的惯例和制度进行了清楚，提高了企业在环境剧烈动荡下的即兴反应能力。新知识的创造和

突破式创新都依赖于组织忘却，进而转变企业固有思维模式，为创造性的即兴行为产生提供可能(郭秋云

等，2017) [9]。 

3.2. 吸收能力 

也有一些学者从知识吸收视角分析即兴行为的驱动因素。研究认为，吸收能力可以有效提高即时协

同和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和匹配能力，进而促使即兴行为的产生(Hughes 等，2018) [10]。
任何组织的即兴行为都依赖于其对知识和经验的吸收，显然，吸收能力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即兴行为

产生可能性以及有效性(叶竹馨等，2018) [11]。因此，知识吸收能力不仅为新创企业提供了持续的竞争优

势，更是提供了已有知识和新知识的融合机制，提高新创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促使其能够动态且迅速

地依据新知识对外界环境进行反应，采取创业即兴行为(马鸿佳等，2018) [6]。 

3.3. 领导风格 

Cunha (2003)在研究中从领导者视角出发探讨了创业即兴的驱动因素，他在研究中指出，在即兴行为

组织中，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往往与其他领导风格不同，呈现即兴式领导特征[12]。同时，变革型领导风格

促使创业团队成员不受组织框架约束，在给予成员支持的同时，促进即兴行为的产生(李海东，2013) [13]。
创业型领导则为组织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赋予成员创造创作的自信，促使员工的创作与创业型领导产

生内在契合，进而促进即兴行为的发挥(王影和苏涛永，2019) [14]。此外，也有学者通过探讨领导者的直

觉决策与即兴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依据自身经验、专业知识所进行的直觉决策是即兴行为发挥

的前提，从而对领导风格对于即兴行为的影响予以肯定(Leybourne 和 Sadler-Smith, 2006) [15]。 

3.4. 环境动荡性 

对于许多新创企业而言，即兴行为旨在应对突发事件和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因此，环境动荡性也被

认为是新企业采取即兴行为的重要前提之一(刘泉宏和汪涛，2010) [16]。在动荡的环境中，新创企业和创

业者除了快速且充分利用手边资源之外别无选择，因而更易产生即兴行为(叶竹馨和买忆媛，20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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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动荡性程度的不同，对于新创企业及创业者即兴能力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而，即兴效益可能也存

在一定的差别(黎赔肆和焦豪，2014) [18]。由此可见，环境动荡性是创业即兴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4. 整合研究框架与未来展望 

4.1. 整合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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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凯，2022) [19]。创业即兴即包括个体层面创业者的即兴行为，也包括组织层面新创企业的即兴

行为，是创业者或新创企业通过在非预期变化和时间压力下，企业快速整合现有资源，创新性地去面对危

机和把握机遇的一种过程。创业即兴行为的理论基础包括个体层面的社会认知理论和组织层面的组织学

习理论。创业即兴行为的影响因素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整合框架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整合研究框架 

4.2. 未来研究展望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创业即兴行为的内涵、影响因素及权变因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

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扩展理论视角，基于交叉学科角度探究创业即兴行

为的内涵。从前文分析中可知，社会认知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是创业即兴行为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但

是，由于创业即兴行为涉及到新创企业运营的全过程，因而可能会涉及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因而未

来研究应积极扩展理论视角；另一方面，进一步探索创业即兴的结果效应及边界条件。当前学者们对创

业即兴影响因素的探讨已经十分丰富，但尚匮乏对其作用效果的研究，尤其是，在企业开展创业即兴行

为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诸多权变因素的影响，但是，现有研究涉及权变因素及边界条件的并不多，未

来研究应进一步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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