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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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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许多学者都强调创业学习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研究仍停留在概念阶段，对于创业学习

作用机理的研究明显不足。在对长春和杭州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试图探索不同创业学习方式(经验学习和认

知学习)如何通过影响创业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的构建而对新企业绩效产生作用，从而揭示

创业学习与新企业绩效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经验学习和认知学习均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影响，机会识

别和利用能力均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影响，并且创业能力在创业学习与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着中介

作用，但是不同创业能力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

关键词：创业学习；创业能力；新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1727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毋

庸置疑，新企业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国正进行着根本性的、全面的

变革，难以预测和高度不确定性是中国转型环境的

显著特征⋯，这对新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业

者在新企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创业

者的人口学特征、人格特质和行为模式，以及管理、

技术等方面的能力是新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决定因

素拉J。但是，由于中国的新企业创始人很少是基于

成员能力互补而组建的团队，更多是因为共同利益

或兴趣而进行创业，这就导致新企业存在天生的知

识和能力缺口¨1。因此，作为新企业灵魂人物的创

业者如何在创业过程中通过创业学习获取独特的知

识，是促使新企业创建和成长的重要手段。

创业学习是创业者获取、积累和创造知识的过

程‘4儿“。创业者的学习需要强调“知”、“行”的统

一，“知”体现了个体通过学习、总结和归纳而形成

的知识水平，“行”则体现了个体如何利用这些知识

指导个体的行为，“行”的水平越高，个体对知识的

利用能力越强，越能够有效地将经验和知识用于指

导个体行为¨o。虽然创业学习对新企业创建和成

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创业者不断地获取和创造知

识所导致创业者“知”的提升是否必然促进新企业

绩效的提升?似乎在这两者之间缺乏有力的中间支

持要素，在这个问题上，较多数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

于执行创业任务所需的创业能力悼儿7J旧1，即创业者

“行”的水平，创业者通过学习过程逐渐促进自身创

业能力(行)的提升才是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

要来源，因此本文探索创业学习如何通过促进创业

能力的构建而积极影响新企业绩效。

在动荡环境下维持新企业竞争优势需要识别、

利用新的机会，并对资源进行管理的创业能力，而学

习机制在创业能力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o。创业学习促使创业者构建了独特的能力，有

利于其在不确定环境中更好地识别和开发机会H。，

从而促进新企业绩效的提升。中国转型环境下的竞

争态势迫使创业者必须加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创业

能力，从而达到提高新企业绩效的目的。虽然许多

学者都强调创业学习对新企业的重要性，但是现有

研究较多停留在概念阶段，有关创业学习对新企业

的作用机理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为此，本文试图

探索经验学习和认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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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重点考察创业能力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1概念界定和模型构建

1．1概念界定

(1)创业学习

创业学习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国外的一些创业学家及影响力较高的管理学和创业

学杂志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类的探讨，但是学

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界定了创业学习内涵。一些学者

借鉴知识管理的观点，将创业学习看作是创造并利

用知识的过程，如Deakins和Freel较早指出，创业

学习是创业者不断获取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和现

有知识同化和组合，进而影响创业行为的过程¨0|。

后续的较多学者也认为创业学习是创业者获取、积

累和创造知识的过程。3儿“。而另一些学者则从知

识获取途径角度理解创业学习的内涵，如Cope、H01．

comb等研究认为创业者可以通过转化先前积累的

经验、观察他人行为等方式来获取和掌握知识和能

力¨⋯“。虽然以上学者对创业学习的概念理解存

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他们一致将创业知识和能力的

提升作为学习的结果。

如何学习、通过什么途径或方式获取和创造知

识，是创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创业过程中，

创业者的学习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学习自身积

累的直接经验；另一条是利用“它山之石”，观察其

他创业者或企业的行为和结果以获取新知识，即经

验学习和认知学习¨“。经验学习是指创业者通过

转化先前积累的直接经验来创造和积累知识的过

程’4。。经验学习强调个体从先前行为的结果中进

行学习，并将新知识运用到后期的决策和行为中。

认知学习，较多学者也将其称为观察学习，通过观察

他人或企业的行为以获取、吸收新知识，包括模仿他

人较成功的行为，规避他人失败的行为等等¨。。

(2)创业能力

创业能力是驱动创业活动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分析创业能力的构建及其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

对于指导创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Bird较早提出

了创业能力的概念，他从特质角度将创业能力界定

为创业者与生俱来的能力，例如动机、性格、风险承

担倾向等‘1⋯。后续较多学者从创业者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任务角度分析创业能力的概念，他们认为创

业能力是创业者成功执行创业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2]⋯[13][141。

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必须满足两种角色作用：

首先，感知环境的变化，并通过多种途径识别具备潜

在价值的机会；其次，创业者必须有效地管理和配置

企业的内外部资源以成功利用机会¨5j【l“。因此，

本文将创业能力划分为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

力。机会识别能力是指观察环境和发现机会，并将

这些机会定位为可行商业概念的能力¨。，而机会利

用能力是指创业者通过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或进入

新市场以使识别到的机会商业化的能力Ⅲ。，体现为

创业者控制、组织和构建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旧o。

1．2模型和假设提出

(1)创业学习与新企业绩效

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利用经验的差异解释创业

者在识别和利用机会能力方面的差异，经验学习是

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连续过程，通过经验学习能够

促使创业者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并积极影响创业

者的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反思和学习能够为创

业者带来独特的隐性知识，有助于创业者克服创业

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进而推动新企业的生存和

成长¨o。在经验学习过程中，创业者通过亲身体验

和实践，能够较为准确地了解顾客需求和市场发展

趋势，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空间。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当资源型能力丰富时，企业

更容易生存和成长。对于新企业来说，创业者的个

人特质、经验，以及创业过程中基于学习获取和积累

的知识是新企业资源的重要来源-．⋯。基于经验学

习创造的独特知识对创业者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

影响，进而促进新企业绩效的提升”。。由此假设：

H1 a：经验学习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

认知学习是基于间接经验的学习，其行为表现

包括与行业中的熟人交流、瞄准行业标杆、参与研讨

会等”1。当缺乏创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或是动态

变化的环境导致现有知识不足时，创业者能够通过

反思和观察他人行为进行学习”o。Rae和Carswell

研究发现，从其他创业者的技能、见解和创业实践中

学习而获取的相关知识和经验能够使创业者更好地

管理企业忙⋯。认知学习对于中国创业实践尤为重

要，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正式制度中有关产权界

定和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尚待完善，因此其他创业

者或企业的经验和模式是相对廉价、容易模仿的，创

业者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成本，并且在短期之

内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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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个假设的理论逻辑相似，创业者通过观

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取、吸收的新知识导致企业资源

型能力增加，进而促进新企业绩效的提升。由此

假设：

H1b：认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

(2)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

机会是创业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可行的、高

质量的机会为新企业提供了进行产品／服务创新的

时机’1“，尽管环境中存在一定的机会，但是组织最

终选择并开发什么样的机会还因创业者识别机会的

能力而存在差异。机会识别能力是外部导向的能

力，代表了创业者积极地“倾听”外部环境变化的能

力，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和知

识，这些信息和知识是企业新想法的“发动机”Ⅲ1。

在中国特殊转型环境下，机会识别能力的作用

尤为重要。中国是转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口“，其特

征是经济快速发展且逐渐趋向市场化，这给新企业

带来更多的成长机会．z“。但是，中国经济自由化历

史较短，缺乏成熟的制度体系和支持创业活动的政

策，并且顾客的需求、竞争者的行为等方面难以预

测‘2“，这些不确定因素也导致新企业面临巨大的威

胁。中国转型经济的“双元”环境促使新企业面临

机会与威胁并存的处境，因此，在中国转型环境下创

业者对机会的警觉性和准确判断能力对于新企业来

说更加重要。由此假设：

H2a：机会识别能力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

影响

机会利用能力试图使机会商业化，是内部导向

的能力，体现为创业者构建、组织和控制内外部资源

的能力，是创业过程中的另一重要能力‘1“。创业者

有效地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以完成创业任务的能力

能够帮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

势‘21。新企业面临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往往需要

长期的投入以达到收益，因此新企业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创业者是否能够有效地获取和利用开发机会所

需的资源‘81。

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如何有效地管理资源以

使机会商业化对新企业生存与成长更加重要。中国

的要素市场尚不成熟¨“，特别是资本市场还处于早

期发展阶段，对于新企业来说从正式渠道获取资本

的成本和难度较高，并且政府仍然控制着大量的稀

有资源和战略资源，例如土地、补贴等旧“，因此，新

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资源约束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创

业者高效地管理企业的资源，从而利用有限的资源

以实现新企业成长。由此假设：

H2b：机会利用能力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

影响

(3)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

对于多数创业者来说，创业能力并不是先天具

备的，而是需要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通过学习持续

获取和构建的呻1。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动态变化的

环境中，更加需要创业者持续构建和更新自身的创

业能力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旧“。

创业学习促使创业者持续地获取并创造独特的

创业知识，创业者通过利用所学到的知识构建创业

能力有助于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旧⋯。这些独特的

创业知识往往与创业过程密切相关，Cope指出，创

业知识具体包括有关外部创业环境、网络关系以及

管理新企业等方面的知识¨“。Politis研究指出，通

过对先前经验的反思和学习，创业者能够获取与商

业技能、社会网络和产品可得性等相关的隐性知识，

这些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化能够帮助创业者更好地

识别商业机会，进而提升新企业竞争优势¨。。同时

Rae和Carswell发现创业者通过观察和反思其他创

业者的成功和失败行为，能够帮助创业者提升自身

的机会利用能力，以解决其在新企业运营和管理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通过向网络成员的学习有利

于创业者自身机会利用能力的提高，进而提升企业

绩效旧⋯。由此假设：

H3：创业能力在创业学习与新企业绩效间起着

积极的中介作用

H3a：机会识别能力在经验学习和新企业绩效

之间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

H3b：机会识别能力在认知学习和新企业绩效

之间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

H3c：机会利用能力在经验学习与新企业绩效

之间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

H3d：机会利用能力在认知学习与新企业绩效

之间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

机会识别能力对于创业者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包括搜索、识别和评价机会的能力，体现了创业者对

外部环境中机会和威胁的感知能力¨“。较多学者

认为独特的先验知识及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解释不同

创业者机会识别能力差异的原因⋯⋯⋯1。知识来

源不同的两种创业学习对机会识别能力的构建存在

不同影响。认知学习通过观察其他创业者或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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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取新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更

多是显性化的知识∞。。而创业者基于直接经验的

学习能够促使其构建识别和创造新机会所需的隐性

知识，并且能够帮助创业者识别新信息中的关键维

度、有效处理新信息，从而加强其识别和创造新机会

的能力¨“。Bingham和Eisenhardt通过跟踪六个高

技术企业也发现，个体在处理和转化经验的学习过

程中逐渐构建了一系列启发式组合(也叫做“简单

规则”)，且这些启发式的共同目标集中于机会的捕

捉，例如选择启发式能够指导个体选择或忽略特定

的产品和市场机会组合，而优先启发式则促使创业

者能对所面临的不同机会进行排序嵋“。由此假设：

H3e：机会识别能力在经验学习与绩效间所起

的中介作用强于认知学习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虽然经验学习能够创造人力资本，促使创业者

在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过程中具有优势H1。但

是，不同的创业机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导致先

前积累的知识和经验难以转化以适用于新情境下的

机会开发过程¨⋯。认知学习的表现行为包括与行

业中的熟人交流、瞄准行业标杆等，如果创业者不具

备相关知识，或者是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导致现有

知识不足时，那么通过观察和搜索行业中同类企业

的行为是创业者获取有关战略选择、企业运营等知

识的高效方式¨。。一些研究发现，创业者不但能从

他人的成功行为中获取新知识，还能够通过反思失

败行为而积累独特的知识‘51。例如，Sawyerr等研究

指出，新企业的管理者往往通过瞄准行业中的标杆、

与网络成员交流等方式获取管理新企业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进而给企业带来收益。2⋯。由此假设：

H3f：机会利用能力在认知学习与绩效间所起

的中介作用强于经验学习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综上，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研究设计及结论

图1概念模型

2．1 数据收集和样本特征

为了验证假设，我们在长春和杭州两地进行实

地调研，被访人员为企业的创业者或高层管理人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刨企业，根据Zahra等的研究，

新企业是指成立时间小于或等于8年的企业。总共

回收236份问卷，将数据严重缺失和成立时间超过

8年的问卷作为无效问卷进行处理，最终我们得到

有效问卷160份。表1描述了样本特征的分布情

况，综合而言，样本的分布情况比较广泛，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2．2 变量度量

创业学习。本研究将创业学习分为经验学习和

认知学习两个维度，根据以往文献对创业学习内涵

的诠释和测量方法"儿“，形成了创业学习的最终

问卷。

创业能力。本研究中将创业能力划分为机会识

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两个维度，根据Chandler和

Hanks等对创业能力内涵的诠释和测量方法，形成

了创业能力的最终问卷¨“。

新企业绩效。借鉴Covin和Slevin对新企业绩

效内涵的诠释和测量方法，从盈利性和成长性两个

角度度量新企业绩效。各变量的度量指标如下表2

所示。

控制变量。本文考虑到创业者的教育程度、创

业经历及企业规模对新企业绩效会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选择创业者教育程度、创业经验和企业规模作

为控制变量。对于创业经验的度量，我们按照虚拟

变量的设置准则，将曾经创办过企业的样本设置为

“1”，未创办过企业的样本设置为“0”，企业规模按

照员工人数分为六个等级，分别用数字1—6表示，

l：1—20，2：21—50，3：51—200，4：20l一500，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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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学习

创业能力

经验学习

认知学习

机会识别能力

机会利用能力

新企业绩效

ELl．创业过程中注重积累各种经验

EL2．已有的经验(管理经验、创业经验等)对创业决策非常重要

EL3．失败行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从中吸取教训

CLl．经常与行业中的专业人员进行交流

CL2．非常关注同行业中“标杆”企业的行为

CL3．观测他人的行为(包括失败行为)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OICl．能够准确感知到未满足的客户需求

01C2．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寻找能为顾客带来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OIC3．能够有效识别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OIC4．在企业内部员工的配合下能够预测投资的前景

OECl．能够做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资源分配决策

OEC2．能够组织和激励员工实现企业目标

OEC3．能够有效组织资源和协调各项工作任务

Perl．净收益率(净收益／投资成本)

Per2．市场占有率(产品销售量占产品整个市场销售总量的比例)

Per3．销售额增长速度

Per4．新员工数量增长速度

Per5．市场份额增长速度

2．3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l6．0对创业学习、创业能力和新

企业绩效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如下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说

明本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各个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在0．7以上，因此总体来看本问卷具有

较高的可信度。

2．4实证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表4所示。由表4可以

看出，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均与创业能力及新企业绩

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

效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初步表明创业学习对

创业能力及新企业绩效存在影响。本文检验了各个

变量的VIF值，Kleinbaum等指出当各变量的VIF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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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5时，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分析结 各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可能。

果显示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因此可以排除

表3各变量因子载荷系数及Cronbach’s alpha系数统计

描述性统计
变量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Alpha系数

新企业绩效

Perl

Per2

Per3

Pel4

Per5

3．48

3．55

3．55

3．20

3．43

0．95l

0．957

0．854

0．945

0．956

O．607

O．83l

0．824 0．827

0．712

0．869

1教育程度

2创业经历

3企业规模

4经验学习

5认知学习

6机会识别能力

7机会利用能力

8新企业绩效

1．000

一O．1ll

一0．059

—0．036

—0．177十

一0．018

—0．030

0．110

1．000

0．196}

O．185}

0．1lO

0．139

0．043

—0．156

1．000

0．095 1．000

0．228{}0．436}+ 1．000

0．087 0．314}}0．481}+

0．493$$0．493$}0．431$}0．514}+

0．216}}0．216{}0．419}}0．390十}0．426}+

注：}十}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十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十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

表5是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2证实经验学

习和认知学习均与新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关

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248、0．348，P<0．01，因此

H1a和H1b均得到支持。从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

认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更大。模型3显示，

创业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对新企

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

0．276、0．226，P<0．05，因此H2a和H2b均得到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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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教育程度

创业经验

企业规模

自变量

经验学习

认知学习

中介变量

机会识别能力

机会利用能力

O．190+

一O．217

一O．016

0．248十+

0．348$+

O．116

—0．196

0．012

0．276}

0．220}

O．192+

一0．225

—0．013

O．187}

一0．227

—0．045

0．176 O．132

O．271}0．336十+

一O．005

0．037

一O．Oll

0．305··0．481}}4

0．334}}0．188}

R2 0．042 0．283 0．227 0．322 0．332 0．306 0．362

Adjusted R2 0．016 0．251 0．193 0．284 0．295 0．275 0．334

F值 1．626}8．694}}} 6．691{}}8．613++}8．957十女} 10．037}$} 12．830}}}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十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表示显著性水平P<0．05。

为了检验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在模型2的基

础上分别加入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这两个

变量，构建模型4和模型5。模型4显示，在引入机

会识别能力变量后，经验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

不再显著，认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有所

下降，回归系数由0．348下降到0．336，且显著性水

平由P<0．01下降到P<0．05，同时经验学习与认

知学习积极影响机会识别能力，因此证明机会识别

能力在经验学习与绩效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认

知学习与绩效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机会识别能力

在经验学习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更强。所以假设

H3a、H3b及H3e均得到支持。类似地，由模型5可

以证明机会利用能力在经验学习与绩效间起着完全

中介作用，而在认知学习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不显

著。所以假设H3c得到支持，H3d和H3f未得到

支持。

3讨论与启示

本文对创业学习、创业能力和新企业绩效的关

系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并重点探索了创业能力在创

业学习与新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既揭示了两种

不同学习方式之间的差异，同时发现不同创业学习

方式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是存在差异的。

我们发现无论是基于直接经验的学习，还是通

过观察他人行为和经验的认知学习，均有利于新企

业绩效的提升，这对于创业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创业者需要积极亲身实践和反复试错，将创业

者先前积累的经验逐步转化为创业知识，并应用于

创业实践；其次，创业者通过适度地学习其他创业

者或企业的经验能够有效地弥补新企业的先天知识

缺陷，这些对于新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实证分析结果还显示认知学习对于新企业绩效

的直接作用更大。在中国动态环境中，相对于创业

者自身积累的经验，其他创业者或企业的经验对于

存在先天知识缺陷的新企业来说具有独特的作用，

例如，通过学习同区域其他企业与地方政府打交道

的经验能够帮助新企业顺利得到地方政府的合法性

认同，同时通过学习同行业企业营销经验能够帮助

企业迅速了解顾客的需求旧“。并且在中国制度环

境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其他创业者或企业的经验和

模式是相对廉价的、容易模仿的，创业者不需要花费

太多的时间和成本，并且在短期能够取得良好的学

习效果。

虽然经验学习和认知学习均能够积极促进新企

业绩效的提升，但是这两种学习方式对新企业绩效

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经验学习通过促进创业能力

的构建和提升而对新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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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对机会

识别能力的作用更加强烈，这也就部分解释了当代

为什么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更高的原因。特定领域的

先前经验将创业者的注意力引导到该领域，有利于

提升创业者对外部环境中机会的直觉能力，促使创

业者能够更有效地获取和评估行业中的机会"·。

此外，创业者通过转化先前的管理、行业等方面的经

验能够为创业者提供“行外人”难以获取的隐性知

识和应对新生劣势所需的技能¨1。

虽然认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更高，

但是认知学习对机会利用能力的构建和提升作用相

对较低，且机会利用能力在认知学习与新企业绩效

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虽然创业者通过观察和反

思其他创业者和企业的成功或失败行为能够帮助创

业者积累独特的知识，进而促进新企业绩效的提升，

但是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学习获取的知识并不

是通过机会利用能力的提升而对绩效产生影响的。

可能是由于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和

法规尚待完善，不完善的监管、规范和认知环境难以

给新企业提供合适的保护，导致新企业容易受到不

良竞争的伤害‘2“，而认知学习所获得的外部知识往

往不具备独特性，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使得创业者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将这种外部知识内化为自身

独特的管理能力，而是更多通过单纯的模仿成功创

业行为以获取短期绩效。本研究对于面临“新手劣

势”和“后进劣势”的新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创业者应该注意，虽然基于他人成功经验的学习

或失败经验的反思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取更多的知

识，促使企业绩效在短期内得到提升，但是，他人的

经验并非是万试万灵的，创业者不应该盲目地选择

学习对象和学习表面上能给新企业带来收益的他人

经验，而应该在学习他人经验的过程中注重自身能

力的构建和积累，从而促进新企业持续的增长和竞

争优势的提升。

4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由于资源的限制，本研究仅对杭州和长春

两地的企业进行调研，样本分布不够广泛，今后研究

应该充分考虑行业和地区因素，进行更为广泛的研

究。其次，权变理论指出，变量之间发生作用关系是

需要特定背景和条件的，而本文并没有考虑特定的

环境特征对变量间关系的影响，因此下一步应该探

索环境特征对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间

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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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CAI Lil，TANG Shu—qinl，MA Yan—li2，GAO Xian92

(1．School of Management，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 30022，China；

2．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enter，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on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emphasized，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still

stay in the definition phase and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Chang Chun and Hang Zhou，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styles(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cognitive learning)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and opportunity exploit

capability)and further affect performance．The empirical result reveals that both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have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performance，and different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 play differe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iearning；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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