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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约束现象ꎬ创业网络的资源动

员和资源支持作用尤为重要ꎮ 当前ꎬ对于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不足ꎬ缺乏基础理论指

导ꎬ对于其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揭示不足ꎮ 本文基于效果逻辑理论ꎬ以资源整合为中间

变量ꎬ按照“手段—目标—新手段—新目标”分析路径ꎬ尝试构建资源整合视角下的创业

网络动态建构整体模型ꎬ揭示创业企业与创业网络交互动态演化的内在机理、中间变量

和主要动力ꎮ
〔关键词〕创业研究ꎻ创业网络ꎻ资源整合

一、引　 言

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和资源的转换器ꎬ创业的实质是对资源的重新整合ꎬ如
何突破资源约束ꎬ运用一定渠道和策略识别、获取并优化资源利用是创业成功与

否的关键ꎮ 中国情境下ꎬ创业网络对于创业企业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具有重要价

值和作用ꎮ 首先ꎬ创业网络本身具有资源属性ꎬ可以很好地实现创业活动与创业

资源的连结ꎮ Ｗｕ 和 Ｄｏｎｇ 以及董保宝等指出ꎬ创业网络是创业者或创业企业拥

有的重要战略资源ꎻＳｈａｎｅ 和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 等指出创业网络是一种特殊资源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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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ꎬ创业者所嵌入的网络支持程度对其开发所发

现的创业机会有重要影响ꎻＢｕｓｈꎬＧｒｅｎｅｅ ＆ Ｈａｌｔ 指出社会资本是创业企业的重

要资源ꎮ 第二ꎬ创业网络是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渠道ꎬ可以协助创业者或创业企

业高效、便捷、低成本获取外部资源ꎮ 创业网络是创业者或创业企业获取资源的

重要渠道(ＤｏｍｅｎｉｃｏꎬＨａｕｇｈ ＆ Ｔｒａｃｅｙ)ꎬ也是创业者或创业企业获取生存成长必

要资源的关键渠道〔１〕ꎬ因此ꎬ创业网络是新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最优选择ꎬ是低

成本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途径〔２〕ꎮ 第三ꎬ创业网络能够协助创业企业优化资源

管理ꎬ最终实现资源向能力转化ꎮ 创业网络不仅是创业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途

径ꎬ也是其提升资源利用能力的重要手段(吕一博等)ꎬ企业通过网络所获取的

大量技术知识和信息可以提升企业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姚小涛等)ꎮ 第四ꎬ中国

情境下创业网络作用更加显著ꎬ在资源支持中起主要作用ꎮ 制度体系发达程度

不同是转型经济与成熟市场经济的根本差异(Ｗｅｌｔｅｒ)ꎬ在中国转型经济和要素

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境下ꎬ网络关系成为不健全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ꎬ可以在

政府职能不健全、法规体系不完善以及金融体系效率不高等环境下充分发挥创

业网络资源动员和资源支持作用ꎮ
创业研究中ꎬ网络视角在解释创业现象和创业成功机制方面的优势将进一

步显现〔３〕ꎮ 中国情境下创业网络对于创业企业突破资源约束、提升资源整合能

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ꎬ进一步发挥创业网络的资源支持作用对于发展创业经

济ꎬ发挥新常态下新引擎作用也有一定现实意义ꎮ 当前ꎬ创业研究中对于创业网

络的战略资源或关键属性ꎬ创业网络创业资源获取价值ꎬ以及创业网络的资源优

化能力等得到确认并形成共识ꎮ 但对于创业网络和创业过程如何交互动态演

化ꎬ不同创业阶段创业网络如何响应新企业资源整合需求ꎬ什么是创业网络自身

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等问题ꎬ理论上尚没有很好的解决ꎬ一些问题仍然处

于“黑箱”之中ꎮ 本文在创业网络动态建构文献综述基础上ꎬ分别分析创业企业

的资源整合过程和创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ꎬ最后构建资源整合视角下的创

业网络动态构建整体模型ꎬ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ꎮ 中国情境下ꎬ不仅

有利于揭示创业网络动态演化的内在机理ꎬ对于创业网络视角下突破创业企业

资源约束问题也有现实意义ꎮ

二、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综述

创业网络研究开展以来ꎬ涉及众多议题ꎬ但主要分为“结果导向型”和“程序

导向型”两种研究路径ꎬ前者关注创业网络作为自变量如何影响创业过程、资源

获取和创业绩效等变量ꎬ后者关注网络结构、规模和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其影响因

素等〔４〕ꎮ 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属于“程序导向型”研究路径ꎬ逐渐成为创业网

络理论研究关注的前沿问题(Ｈｉｔｅ ＆ Ｈｅｓｔｅｒｌｙ)和关键问题(朱秀梅、李明芳)ꎮ
目前ꎬ关于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创业网络具

有动态建构内在属性的总体研判ꎬ对于创业网络动态建构主要向度的细分研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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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于创业网络动态建构影响因素的尝试研究ꎮ
(一)创业网络具有动态建构的内在属性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指出ꎬ社会网络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ꎬ而是流动的和易变

的ꎬ因此要改变静态分析模式ꎬ以动态的、纵贯的视角研究社会网络ꎮ Ｌａｎｇ 和

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指出ꎬ组织需要通过社会网络的动态调整以应对环境与市场的竞争与

变革ꎮ Ｈｉｔｅ 和 Ｈｅｓｔｅｒｌｙ 认为ꎬ应从动态的视角研究创业企业在不同阶段社会网

络的发展ꎮ Ｓｌｏｔｔｅ － Ｋｏｃｋ 和 Ｃｏｖｉｅｌｌｏ 认为创业网络是新企业创建过程的结果ꎬ新
企业和创业网络都是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变化逻辑推演而成ꎬ创业网络的形成

和发展是一个有目的的动态建构过程ꎮ 林嵩认为ꎬ创业网络的动态演进与创业

过程不同阶段相适应ꎬ是创业者或创业企业有意识围绕创业活动推进的〔５〕ꎮ 方

世健、蒋文君在综述国外经典创业网络模型基础上指出ꎬ创业网络具有以下特

征:创业网络形成具有周期性ꎻ创业网络形成和组织创建交互影响ꎻ网络化过程

具有动态性等〔６〕ꎮ
(二)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的主要向度

向度是指创业网络演化的内容和变化的方向ꎮ 在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

中ꎬ学者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向度ꎮ 一是网络类型ꎮ Ｂｕｔｌｅｒ ＆ Ｈａｎｓｅｎ 指出ꎬ创立

阶段创业者嵌入的是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ꎬ建立阶段形成围绕核心业务的业务

网络ꎬ成熟期后创业者需要从战略层面构想企业发展规划因而形成战略网

络〔７〕ꎮ 林嵩指出ꎬ创业网络在机会识别阶段表现为弱化的个体网络ꎬ创立阶段

表现为加强的个体网络ꎬ成长阶段表现为战略复合型网络ꎮ Ｇｒｅｖｅ ＆ Ｓａｌａｆｆ 研究

发现ꎬ创业初期小网络被使用ꎬ第二阶段小网络开发速度下降ꎬ第三阶段又更加

关注小网络ꎮ 二是网络规模ꎮ 赵晓东、王重鸣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Ｍａｃｈａｅｌ 等研究指

出ꎬ创业网络在不同演化阶段的规模不完全相同ꎬ因而会产生不同的作用ꎮ 三是

网络关系ꎮ Ｊｏｈａｎｎｉ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指出ꎬ创业企业网络沿着特定范围内的强关系为

主、跨范围的弱关系为主、范围更为广泛的强关系演化ꎮ Ｔｒｅｖｅｌｙａｎ 指出创业网

络由单一取向的交往关系演变为多元化交往关系ꎮ Ｌａｒｓｏｎ ＆ Ｓｔａｒｒ 认为网络关

系演化包括初期的连接关系开发、中期的网络关系多元化以及后期的网络关系

层级化ꎮ 四是网络治理ꎮ Ｌｅｃｈｎｅｒ ＆ Ｄｏｗｌ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ｖａ 等认为ꎬ要关注创业网络不

同阶段的网络关系整合问题ꎬ要重视网络内容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变化ꎮ
Ｂａｔａｇａｒｇａｌ 进一步指出ꎬ应根据网络内容的变化不断调整或重构网络结构ꎬ并且

构建合理的治理机制ꎮ
(三)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的影响因素

创业网络动态建构影响因素是创业网络动态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ꎬ理论上

也缺乏共识ꎮ 一是关键因素影响说ꎮ 研究者认为创业活动发展、网络关系等是

影响创业网络演化的主要因素ꎮ Ａｍｉｔ ＆ ＺｏｔｔꎬＳｃｈｕｔｊｅｎｓ ＆ Ｓｔａｍ 指出ꎬ创业活动发

展是创业网络的演进的重要变量ꎬ不同阶段的创业活动会对创业网络的内容、治
理机制和创业网络结构产生影响ꎬ进而影响创业网络不同演进阶段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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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ｉｔｈ ＆ Ｌｏｈｒｋｅ 指出创业网络的形成与拓展本质上是信任形成与发展的结果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指出ꎬ创业网络演化过程中ꎬ通过淘汰已有关系和建立新的关系优化

创业网络ꎬ从而构建获取创业资源的结构化机制ꎮ 二是路径依赖和动态建构说ꎮ
Ｋｉｌｄｆｆ 研究指出ꎬ网络演变轨迹有目标引导和偶得两种ꎬ任何网络的演变过程ꎬ都
会掺杂这两种形式ꎬ只是主导因素不同而已ꎮ Ｈｉｔｅ ＆ Ｈｅｓｔｅｒｌｙ 研究得出ꎬ创业网

络从被动的路径依赖向被创业者积极主动或有意图管理转变ꎬ随着时间的发展

网络变得更加复杂〔８〕ꎮ
可见ꎬ研究者在创业网络演化和动态建构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ꎬ

但对于网络的动态性关注仍然不足(Ｐａｒｋｈｅ. ｅｔ ａｌ. ꎬＪａｃｋ. ｅｔ ａｌ. )ꎬ对于创业网络

动态构建的机理、影响因素等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ꎮ 现有研究没有很好

解决创业网络如何涌现、网络之外的组织如何进入网络等问题(Ｓｏｒｅｎｓｏｎ)ꎬ尤其

缺少转型经济情境下创业网络特征动态作用的深入研究(朱秀梅、李明芳)ꎮ 创

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不足ꎬ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ꎬ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模型ꎮ
创业网络领域尚缺少核心的理论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相关命题(Ｈｏａｎｇ ＆ Ａｎｔ￣
ｏｎｃｉｃ)ꎬ尚没有建立概念模型揭示创业网络构建、发展与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这

些因素的相互关系(王侃等)ꎮ 其二ꎬ创业网络现象及其动态演化过于复杂ꎮ 创

业网络、创业过程及其交互影响都较为复杂ꎬ动态研究难度随之增加ꎮ 其三ꎬ作
为原生概念的社会网络动态化研究不足ꎮ 虽然社会网络的演化特性已得到确认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ꎬＺａｈｅｅｒ ＆ Ｓｏｄａ)ꎬ但缺乏对动态过程的全面研究(李继宏ꎬ张文宏

等)ꎬ对于社会网络演化机制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等问题的探讨还尚显单薄(李文

博等)ꎮ 其四ꎬ纵贯研究费时费力ꎮ 其五ꎬ纵贯研究对研究方法有特殊的要求ꎮ
因此ꎬ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亟需基础理论支持ꎮ 创业研究领域ꎬＳａｒａｓｖ￣

ａｔｈｙ 创立的效果逻辑理论作为最具有原创性和前沿性的理论之一ꎬ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ꎮ 效果逻辑理论强调不确定环境下创业者与外部资源

持有者互动过程中建构利益共同体ꎬ通过这种方式整合更多稀缺资源ꎮ 该理论

通过抽象创业现象ꎬ探索创业本质ꎬ概括了创业者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ꎬ
可能是目前解释创业者独特行为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之一(张玉利等)ꎮ 与因果

逻辑相对应ꎬ效果逻辑理论更适合人工现象ꎬ创业网络动态建构都属于人工现

象ꎬ因此效果逻辑同样可以作为创业网络领域的指导理论ꎮ 本文循着这样的思

路ꎬ尝试以效果逻辑理论为指导ꎬ按照“手段—目标—新手段—新目标”分析路

径ꎬ尝试构建资源整合视角下的创业网络动态建构模型ꎮ

三、不同阶段的资源整合与创业网络

创业的实质是对资源的重新整合(Ａｌｖａｒｅｚａ ＆ Ｂｕｓｅｎｉｔｚｂ)ꎬ创业过程是将各

类资源重新整合以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ꎮ 创业的不同阶段ꎬ创业者在差异化目

标下需要解决不同的任务ꎬ因此对资源的种类、数量、获取方式、关键资源等具有

不同偏好ꎮ 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偏好一方面要求创业者或创业企业采用不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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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方式ꎬ另一方面也对创业网络的资源支持方式产生需求ꎬ创业网络的类

型、结构、关系等随之发生动态演变ꎮ 这一过程中ꎬ创业企业从诞生、发展到成长

不断演化ꎬ创业网络也不断发生演变ꎬ两者交互发展ꎬ创业企业的资源整合是两

者交互动态发展的中间变量和动力因素ꎮ 因此ꎬ研究创业企业资源整合过程是

揭示创业网络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和前提ꎮ 创业企业发展可分为机会

识别阶段、企业创立阶段和企业成长阶段ꎬ每个阶段存在不同的资源需求偏好ꎮ
创业企业所要求的资源种类繁多ꎬ但大体上可分为资产型资源和知识型资源

(Ｗｉｋｌｕｎｄ ＆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ꎮ 资产型资源主要包括资本、原材料等物质、劳动力、技
术和市场资源等ꎻ知识型资源涉及的种类较多ꎬ包括知识、信息、技术诀窍、知识

产权等无形资产ꎬ还包括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流程、企业战略和文化、经营管

理能力等ꎬ以及企业外部的政策信息、行业知识、营销技巧等ꎮ 创业企业不同阶

段对于这些资源存在不同的需求ꎬ也存在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ꎮ 本文将资源整

合过程分为资源扫描、资源识别、资源获取和资源优化四个部分ꎬ尽管每个阶段

创业企业资源整合都需要经历这四个环节ꎬ但每个创业阶段有所侧重ꎮ 例如在

创业前期侧重于资源扫描ꎬ机会识别阶段侧重于资源识别ꎬ企业建立阶段侧重于

资源获取ꎬ企业成长阶段侧重于资源优化ꎮ
(一)创业前期

资源扫描是潜在的创业者对现实的或潜在的、自身的或外部的资源一种有

意或无意的浏览ꎮ 在扫描过程中ꎬ潜在创业者一旦发现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ꎬ或
存在未被利用的资源时ꎬ便产生了创业机会ꎬ潜在创业者开始有了创业的念头ꎮ
有了创业念头之后ꎬ创业者需要构思一个方案去弥补资源与市场的缺口ꎬ便产生

了创意ꎮ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特殊资源ꎬ是潜在创业者识别蕴含经济价值创业机

会的主要来源ꎮ 潜在创业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对于获取创业机会信息、进而产

生创业念头等具有重要的影响ꎬ创业者往往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获得承载机会的

信息并发现创业机会(Ｈｉｌｌｓꎬｅｔ ａｌ. )ꎮ Ｈｉｌｌｓ 等实证研究表明ꎬ５０％ 的创业者通过

其社会网络发现了创业机会ꎮ 社会网络中创业的先进事迹和成功范例ꎬ宽容失

败、鼓励创新的创业导向的文化氛围ꎬ经常获取正式或非正式的创业教育等ꎬ对
于潜在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都有一定的影响ꎮ

(二)机会识别阶段

有了创意之后ꎬ要进一步制订完整的创业方案ꎬ履行相应的法律手续创建一

个新企业ꎬ从创意到创业方案再到创业企业的建立构建了创业机会识别的完整

阶段ꎮ 该阶段资源整合的侧重点是资源识别ꎬ即对资源种类、特性、数量、主体等

信息进一步确认ꎮ 本阶段ꎬ创业者主要需要的是知识性资源ꎬ包括创业者自身所

拥有的先验知识、创业警觉性、识别创业机会的信息资源ꎬ形成创意和创业方案

的知识ꎬ构成创业团队的人力资源以及鼓励、赞许、认可等情感性或心理性资源ꎮ
由于创业机会稍纵即逝ꎬ资源的获取要求及时、迅速ꎮ 机会识别阶段创业者需要

构建一个创业团队ꎬ团队成员之间讨论创意ꎬ将其具体化、丰富化ꎬ进一步讨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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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案以使得创意产品化或服务化ꎮ 创业者通过前期的资源扫描ꎬ对于社会网

络中的资源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ꎬ这时则根据具体的任务和目标进一步对资源

的类型和主体进行进一步识别ꎬ由于受原先网络关系路径依赖的影响ꎬ创业者主

要是对具有强联系的亲戚、朋友、同乡等个人网络中拥有的资源进行识别ꎬ并与

符合条件的资源持有者进一步加强联络ꎬ一起讨论斟酌创意、一起酝酿创业方

案ꎬ寻求智力、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支持ꎬ一些个体则成为创业团队中的一员ꎬ在创

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三)企业创立阶段

企业创立之后ꎬ业务开展需要获取资金、劳动力、设备、技术、原材料等资产

型资源ꎬ资源获取是重中之重ꎬ关系到企业的业务开展和持续经营ꎬ以及能否度

过新生企业的“早期实效期” 〔９〕ꎮ 其中对于资金资源的需求尤为迫切ꎬ因为资金

资源可以有效获取其他资源ꎮ 由于企业刚刚建立ꎬ合法性尚未得到确认ꎬ很难从

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资金ꎮ 与此同时ꎬ企业自身积累的资源也相对较少ꎬ需要与拥

有关键资源的机构如供应商、科研院所等建立关系以获取资源ꎮ 创业初期ꎬ创业

者或创业团队的个人网络仍然发挥重要作用ꎬ例如为新企业提供融资支持ꎬ或者

成为新企业的首个客户等ꎮ 但随着企业业务的开展ꎬ资源的需求由信息、知识情

感等知识型资源转化为资本、原材料、客户渠道等资产型资源ꎬ资源需求的数量

和种类进一步扩大ꎬ原有的个体网络容量已经很难适应新企业的资源需求ꎮ 与

此同时ꎬ新企业在业务开展中与供应商、客户、金融机构、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甚

至包括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了商业性联系ꎬ创业者或创业企业网络活动的

重心开始转移ꎬ创业网络逐步演变为包含交易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企业网络ꎮ
(四)创业成长阶段

到了企业成长期ꎬ企业积累了资本、技术、知识、客户等资源ꎬ这时企业的重

心是完成战略目标ꎬ在资源整合策略上既需要对内部积累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ꎬ
同时也需要与一些战略资源持有者之间建立或维持稳定的关系ꎮ 当企业实现了

管理专业化ꎬ进入稳定、成熟期之后ꎬ要想继续取得成功ꎬ必须做出相应的变

革〔１０〕ꎮ 该阶段资源整合的重点是资源优化ꎬ需要创业网络发挥战略资源的获取

渠道作用ꎬ以及协助内部资源优化能力的提升ꎮ
各阶段创业资源整合和创业网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各阶段资源整合与创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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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业网络动态建构整体模型

根据上文分析ꎬ我们知道创业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于资源整合存在不同的需

求偏好ꎬ且创业网络随之发生动态变化ꎬ创业企业和创业网络呈现随创业阶段变

化而共生演进的趋势ꎬ资源整合是联系两者的中间变量ꎬ同时也是促进两者动态

发展的主要动力ꎮ 基于效果逻辑决策思想ꎬ按照不同阶段创业企业存在不同资

源需求ꎬ不同资源需求对创业网络资源支持产生不同需要的思路ꎬ本文构建“手
段—目标—新手段—新目标”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ꎬ揭示创业网络响应创业

资源整合的动态演进机理、方式和路径ꎮ 这里的“手段”是指不同阶段的资源整

合结果ꎬ可以是资源识别后形成的资源清单ꎬ可以是资源获取后形成的资源库ꎬ
也可以是资源整合后所形成的产生竞争优势的能力库ꎮ 这里的“目标”则是指

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整合目标ꎬ在机会识别阶段是指形成创意和创业

方案并最终构建新企业ꎬ在企业建立阶段是指企业持续经营ꎬ在企业成长阶段则

是指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或战略转型ꎮ

图 １　 资源整合视角下的创业网络动态建构整体模型

(一)机会识别阶段的创业网络动态建构

创业前期ꎬ潜在的创业者嵌入蕴含机会和资源的社会网络之中ꎬ由于社会需

求发生变化或技术条件发生改变ꎬ潜在的创业者感受到原生的社会网络中存在

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ꎬ即手段(Ｔ１ 手段)ꎬ从而产生创业的构想ꎬ并进一步产生创

建企业的阶段性目标(Ｔ１ 目标)ꎮ 这个目标确立以后ꎬ创业者需要完成一系列事

项ꎬ例如明确创意使创业构想具体化ꎬ制定完整的商业计划ꎬ选择厂址或办公地

点ꎬ办理注册手续ꎬ为新建企业起一个响亮的名字等ꎬ这些具体事项需要通过资

源整合来实现ꎮ 资源整合对于创业网络资源支持产生需求ꎬ创业者将在原生的

社会网络继续进行资源扫描ꎬ并对照上述任务的资源要求进行资源种类、资源数

量、资源主体的确认ꎬ即进行资源识别ꎮ 通过资源识别后ꎬ创业者发现ꎬ原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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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中只有部分社会网络个体具有能够满足该阶段资源需求的资源禀赋和资

源属性ꎬ于是创业者逐步加强与这些个体之间的网络活动并逐渐实现平衡ꎬ这
时ꎬ创业网络实现从原生的社会网络向创业者个体网络的演化ꎮ

(二)企业创立阶段的创业网络动态建构

企业创建的目标实现以后ꎬ创业企业本身成为一个手段(Ｔ２ 手段)ꎬ在此基

础上创业企业需要采购原材料、进行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开展营销活动ꎬ目标

是实现企业的持续经营(Ｔ２ 目标)ꎮ 这些活动的开展需要资金、原材料、客户等

资源的支持ꎬ创业企业必须有效获取这些资源才能最终形成实现企业持续经营

的资源库ꎮ 开始的时候ꎬ个体网络的确能够为创业企业提供一些资源ꎬ例如个体

网络中的亲属、同学、熟人和朋友为新企业提供融资支持ꎬ成为新企业的雇员或

客户等ꎮ 比起银行或投资者ꎬ家庭和朋友会提供最初的资本支持ꎮ 但随着新企

业经营活动的开展ꎬ一方面原有的个体网络已经难以匹配新企业资源获取的要

求ꎬ如果企业家希望享受长期的成功ꎬ就必须远离密切的、有凝聚力的网络〔１１〕ꎮ
基于同一性的网络很少会获得一个创业企业需要的资源去满足早期成长阶段日

益增加的资源需求ꎮ 另一方面新企业在业务开展中逐渐与供应商、中介机构等

建立了一种商业关系ꎬ有些关系趋于稳定ꎮ 随着新企业的发展ꎬ网络类型会由创

业者的个人网络演化为新企业的组织网络ꎬ并对源开发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Ｈａｎｓｅｎ)ꎮ 创业者或创业企业的网络活动重心发生变迁ꎬ创业网络实现从创业

者个体网络向创业企业的企业网络演化ꎮ
(三)企业成长阶段的创业网络动态建构

企业经过一段期间的持续经营(Ｔ３ 手段)ꎬ度过了艰难的生存期ꎬ企业内部

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ꎬ雇员数量增多ꎬ企业制度、流程和文化建设等也初步

建立ꎬ企业内部积累了一些组织资源、制度资源、人力资源等ꎮ 但由于前期面临

市场的巨大压力ꎬ创业者或创业企业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外部

市场的开拓ꎬ内部资源尚没有转化为能够形成竞争力的优势ꎬ即企业自身的能力

库尚没有建立ꎮ 与此同时ꎬ企业仍然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ꎬ亟需外部提供一

些关键资源和战略资源ꎬ例如稳定的供应链关系、成熟的市场渠道体系、战略投

资等ꎮ 这时ꎬ企业的主要任务是资源优化ꎬ包括内部的资源优化和外部战略资源

的获取ꎬ需要创业网络发挥资源渠道和协助资源整合的作用ꎮ 原来的企业网络

在这个阶段的资源支持方面有些力不从心ꎬ创业企业进一步进行筛选ꎬ在网络活

动上不仅注重网络个体的选择、网络关系的调整和优化ꎬ还在原来网络活动经验

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对网络地管理和构建ꎬ从而实现创业企业的企业网络向创

业企业的战略网络演化ꎮ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前述研究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ꎮ 其一ꎬ创业过程是资源整合的

过程ꎬ资源整合是推动创业企业建立、发展和成长的关键变量ꎮ 其二ꎬ创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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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对于资源需求有不同的偏好ꎬ相应地要采用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ꎮ 其

三ꎬ资源整合包括资源扫描、资源识别、资源获取和资源优化等环节ꎬ创业过程不

同阶段要适应资源需求偏好在这四个方面有所侧重ꎮ 其四ꎬ创业网络是在响应

创业企业资源整合需求中不断动态演化ꎬ资源整合是创业企业和创业网络交互

动态演化的中间变量和根本原因ꎮ 资源整合视角下创业网络动态建构整体模型

揭示了创业过程、创业企业、创业网络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内在机理和作用路

径ꎬ可以为创业网络动态建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思路ꎮ 下一步ꎬ将进一步细化变

量指标并进行实证研究ꎮ 另外ꎬ将进一步加入网络能力、环境影响等调节变量ꎬ
并对创业网络资源支持效果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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