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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型创业研究述评

张 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合肥 230001）

摘  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科技型创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成为当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国内对科技型创业的研究尚处于概念发展的起始阶段：以“科技型创业”为主题词，选择中英文扩展检索，检索到中国

知网收录的直接相关论文仅有52篇，其中学位论文10篇，期刊论文42篇；发表时间多为2004年后。国内学者分别从

科技型创业的概念界定、技术经营与技术服务的作用、创新型企业家的演化、个体创业企业的成长、科技企业孵化器

的作用、创业企业集群的形成、创业环境变量的影响7个方面进行讨论。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业企业家—

科技型企业—创业集群—地区产业链升级的科技型创业的研究框架，并指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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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Study for Technology-based Domestic Entrepreneur-
ship
Zhang X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Abstract: led by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enture capita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ecom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Dome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enture capital start-up phase of the 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construct development: “technology-based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Title, retrieve relevant papers only know network include 52 articles, dissertations 10 
articles, journals 42 papers; published after 2004. Domestic scholars coming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fines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incubator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clusters formation environment variables affecting seven aspects for 
discussion. Based on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country, made entrepreneurial-entrepreneurs and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business-entrepreneurship cluster upgra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ointed to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technology-base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mechanism, enterprise clusters, review

1 引言

科技型创业是目前国际创业领域研究的热点问

题 [1]。伴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际经济一体

化趋势的加剧，国家的创新能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

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其中以技术创新为主导

的科技型创业则是影响地区甚至国家创新能力的主

要因素，在孵化新兴产业、激活区域经济、推动产

业升级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2]。探讨有关科技型创业

这一学术命题在地区行业发展方面，特别是区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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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优化方面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3]。笔者以“科

技型创业”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明确检

索时间的上限为2012年，不限定下限的时间范围，

发现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学术论文（除去会议论

文、商业性期刊、科技成果年鉴）仅有52篇，其中

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学术期刊

论文42篇，发表年限多为2004年以后，具体分布

如表1所示。可见，有关科技型创业的文献资料发

表的数量虽然较少，但是总体呈明显的递增趋势。

国内学者针对该命题分别从科技型创业的概

念界定、创新型企业家的演变、企业内部的发展机

制、企业对外的融资模式、科技孵化器的作用、创

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环境变量的影响效应7个方面

进行了讨论，对科技型创业的理论架构、分析范

式、实证研究、案例分析都有所涉及 [4]，但是现有

发表的直接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多集中于理论及概

念的描述与建构，对于不同的具体类型的创业企业

没有形成普遍性的指导体系或者发展模式 [5]。

本文先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总结，从核心

概念的明晰、技术经营与技术服务的作用、创新型

企业家的演变、个体企业的成长、科技孵化器的影

响、创业企业集群的形成、影响科技型创业的环境

变量7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普

遍性的区域科技型创业的研究框架，同时指出该命

题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2 科技型创业的内涵与特点

科技型创业是什么？国外学者Hsu D H（2008） 
认为，科技型创业是指个体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依

托清晰的自主知识产权，以技术创新作为核心竞争

力，依靠知识作为资本的生产力，进行自主研发、

自主设计，开发出具有较高科技含量与较强市场竞

争力的产品或服务，从而获得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创业过程 [6]。国内学者对于科技型创业的定

义、类型、特点以及发展的意义讨论较多。马鸿

佳、葛宝山等（2008）认为，科技型创业是一个动

态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科技型创业者团队逐渐形

成科技型创业企业，再到整个行业的科技型创业企

业集群，整个过程经历了个体的组合、企业的优

化、行业的整合3个阶段，当发展到第三阶段后，

对于提高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 [7]。谢胜强（2008）通过研究认为科技型创业一

般可以分为3种类型，包括原创技术型、复制改造

型、扩散延伸型3个类别，原创技术型是指个体或

者组织拥有的技术是完全自主研发的，复制改造型

则是吸收与借鉴国外或者同行业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进行升级与改造，而扩散延伸型是指发现或者创造

新的技术扩散渠道或者依托新的商业模式提高新技

术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 [8]。王晓燕（2004）在整理

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型创业的3个

特征：知识资本性、风险资本性、企业家资本性。

其中，知识资本性是指科技型创业中知识与技术成

为企业的资本生产力，而物质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

用，并从属于知识资本；风险资本性是指科技型创

业具有高成长性、高收益性、高风险性等特点，导

致创业发展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企业家资本

性是指以领导力作为核心能力的个体企业家所形成

的决策团队在公司战略发展中引导、管理、统筹的

重要作用 [9]。都建华（2007）认为，企业家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知识管理范式、组织行为学、创业

管理体系构成了科技型创业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科

技型创业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由资本型

经济向着以创业型经济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成功转

型 [10]。

3 技术经营与技术服务的作用

良好的技术服务、高效的技术经营是科技创

业企业成功的重要保障，赵涛与刘文光等（2011）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青岛市科技型创业企业的调研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政府部门、科研院校或者专业

机构提供的技术服务对于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发展有

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其创业初始阶段，仅次于企业

表1  2004-2012年科技型创业相关研究的论文发表数统计

数据库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 2 3 7 6 6 8 7 6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1 0 0 2 2 1 1 1 0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0 0 0 0 0 0 1 1 0

   总计 2 2 3 5 8 7 10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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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资金投入的影响 [11]。傅晋华与王雅利

（2012）提出，在科技创业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科

研院校或专业机构只有在技术服务、技术经营方面

为创业者提供有效的支持，才能有效推进区域科技

型创业的规模化发展 [12]。例如，国家为了扶持农村

科技创业而制定的科技特派员制度，为了便于先进

技术的扩散而建立开放式的技术文献服务平台，为

了提高创业者的专业知识而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或

者咨询服务等。赵涛与刘文光等（2012）通过对前

人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建立科技型创业生态系统

是区域内科技创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与保障，同时利

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构建了包括

创业人才、创业资金、创业服务、创业技术4个核

心部分所组成的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群落系统，在其

提出的理论中明确指出技术服务是形成科技创业生

态群落的重要基础 [13]。张倩与纪延光（2012）利用

因子分析方法对科技创业企业的成长性与其技术经

营能力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技术经营能力

的强弱是影响企业成长性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表

明企业技术经营能力与其成长性绩效有非常显著的

正相关性 [14]。纪延光（2009）提出，科技型创业企

业的技术经营模式应该建立在其价值链分析的基础

上，强调企业的技术经营应该以资源观与整体论为

指导，注重企业的长远性的战略发展，并始终围绕

创造顾客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努力 [15]。

4  创新型企业家的演化

科技创业企业家是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的核

心要素，同时也是推动科技创业的区域化发展的重

要力量，通过科技创业企业家成功的示例与经验的

分享，涌现出一批又有一批年青的科技创业者，通

过他们共同的努力推动着地区科技型创业经济的快

速发展。汪义宏等（2008）提出远见的战略预测、

对机遇的有效把握、持续性的创新思维等是科技创

业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因为科技创业企业

的成长具有环境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企业产品

的生命周期短、更新换代快，企业的技术创新要求

高等特点，所以企业领导者必须准确预测所处行业

的战略趋势，有效把握每一次的发展机遇，始终以

创新能力的提高引领企业的成长 [16]。崔祥民与梅

强（2010）认为，对于科技创业企业家的评价不应

该只注重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或者股东利益回报的

程度，而应该更加注重企业家创新导向的决策效

用，科技创业企业家能力的本质是对企业创新资源

的有效整合，因为创业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决

策、创新意识的发挥影响着企业各方面的创新（技

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17]。王福民

（2012） 利用Tobit回归法分析了科技创业企业家的

资源禀赋对其融资方案认知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异质性企业家人力资本对其融资方案的认知有

重要影响，而企业家对内外资源战略性的创新整合

能力是其异质性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 [18]。项国鹏、

李武杰与肖建忠（2009）从制度创新能力视角构建

了创业企业家分类的一般模式，可以分为全面性制

度创新企业家、规制性制度创新企业家、认知性制

度创新企业家和内部制度创新企业家，并利用聚类

分析对21个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科技创业企业家

的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科技创业企业家普遍

缺少相应的制度创新能力，难以适应中国转型经济

所导致的特殊制度环境，从而约束了企业创新能力

的进一步提高，基于研究的结论提出未来的创业者

应该由创业企业家努力转型为创新企业家，在增强

其经营管理能力、技术经营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

同时，进一步发展对内外部制度的创新能力 [19]。庞

跃华（2011）通过对国外创业企业家研究的相关文

献的整理，提出创业企业家最重要的三项能力应该

包括：创业型领导力、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

创业运营管理能力，其中创业型领导力贯穿于整个

创业的全过程，对企业家自我创新的实现、创业企

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重要影

响 [20]。

5 个体创业企业的成长

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成长研究包括了企业的

成长路径、成长规律、盈利模式等讨论。陈文春

（2012）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指出科技型创业企业的

一般成长路径有两种：共享型的成长路径与集聚型

的成长路径。其中，共享型成长路径是指对知识资

产的存量共享，实现自身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影

响企业的技术变革、团队运作模式、企业文化等方

面，最终实现企业的成长，而积蓄型则是积累知识

资产的存量，保证稳定的企业成长环境，有助于提

高创业企业已有的市场份额 [21]。肖建（2009）通过

研究发现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成长规律是其价值形态

发生变化的反映过程，该类企业的成长过程一般包

括5个阶段，即：育苗期、初始期、成长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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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熟期。同时企业的价值形态分别表现为技术

的科技价值、技术的商品化价值（经济价值）、技术

的资本化价值（市场化价值）、企业股权流通性的形

态价值。无论是企业的成长过程还是企业的价值形

态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22]。姚晓芳与龙丹（2006）
通过典型案例的研究发现：盈利模式的选择与效果

在科技型企业创业的前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基本生

存，多数企业因为没有良好的盈利模式生存周期不

超过3年。成长期的科技型创业企业构建合适的盈

利模式必须从成本控制、技术创新、产品选择、市

场定位、营销体系等方面进行优化 [23]。除此之外，

较多学者也对影响科技型创业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进行了分析，例如田志伟与张秀娥（2009）认为正

确的创新战略是科技型创业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和

保障 [24]，而宋清等（2009）提出资金瓶颈问题是阻

碍多数科技型创业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关键，所以企

业的融资能力应该是其发展的重点，此类企业不应

该仅关注技术层面的创新，更应该在融资模式方面

进行相应的创新 [25]。也有部分学者从企业的治理模

式、产权结构、人力资本、组织学习、企业家能力

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26]。

6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作用

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中心）是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创业中心为科技型创业

企业提供管理、政策、法律、融资、市场推广与专

业培训等各方面的相关服务，从而有效提高创业企

业的成功率 [27]。对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分别从管理组织模式改进、“产学研”一

体化战略要求、创业项目评价指标选择、生态群落

体系的构建、未来发展趋势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

唐丽艳、张秋艳与姜蕾（2007）提出虚拟科技孵化

器是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特别是网络环境下的科技

孵化器发展的新趋势之一，并借鉴国外虚拟科技孵

化器的组织运作模式对国内的科技孵化器的组织管

理提出改进的建议 [28]。余泳与余年生（2007）通过

对云南省科技创业园发展现状的调查，提出“产学

研”一体化是国家技术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而科

技孵化器在这一战略实现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

正向影响，同时作为高校技术成果转化、企业技术

开发与应用、新技术市场推广的重要纽带在全省科

技进步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9]。王世波 (2010)
依据对浙江省杭州市以及附近县市的科技孵化器项

目的评价调查分析，针对现有科技孵化器项目评价

的指标过于重视市场推广的盈利性与技术操作的可

行性，忽视了项目实施的社会效应，因此利用层次

分析法（AHP）设计了一个包括市场吸引力、技术

创新与操作性、项目实施与管理、推广的社会效

应4个维度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特别

提出科技孵化器对创业项目的选择应该更注重其长

远发展的社会效应 [30]。边伟军、罗公利与肖焰恒

（2010）认为科技创业企业生态群落孵化模式是科技

企业孵化器发展的进一步形式，它是由地区的创业

中心紧密围绕某一产业链，结合地区的总体发展战

略与区域优势（资源、政策、环境等优势），积极

孵化满足该产业链形成的各类创业企业，从而依托

创业企业之间以及创业企业与其支持服务性的机构

（金融、中介机构等）、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政府

职能部门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

具有自组织、自我调节的生态群落孵化模式，通过

该模式的形成积极推动区域创业经济的发展 [31]。孔

德涌（2007）通过对我国科技孵化器20年发展的经

验总结，提出专业化、集群化、虚拟化是科技孵化

器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32]。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区域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催生

作用与示范效应 [33]，也有相关课题组专门探讨了农

业科技创业链的形成、发展及优化与农业科技企业

孵化器、农业科技推广站建设的关联 [34]。

7 科技创业集群的形成

科技型创业企业集群是一种具有高创新活力、

高成长性、高竞争力的集群形式，它是由相同行业

领域若干创业成功的科技型企业在某一个区域范围

内聚集，并产生示范引导作用，从而吸引更多相关

领域科技型企业或者相关联的其他机构聚集在一

起，通过彼此之间共性的特点与互补性的合作而发

生联系 [35]。蔡莉与朱秀梅（2005）通过对国外科技

型创业企业集群的文献梳理，总结出该类企业集群

的突出特征：一是创业精神在创业企业集群演化过

程中的深度培育及发展，从而在区域范围形成良性

的创新创业氛围与文化；二是科技形创业企业集群

通过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断促进技术的发展，最终

推动国家内生经济的增长 [36]。李新春（2005）提出

国家的集群政策、知识的溢出机制、研究型机构的

创新机制、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是科技型创业企业

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 [37]。朱秀梅与张君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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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科技型创业企业集群的演化机制模型，特别

指出形成集群的核心是科技创业企业家、政府部门

政策、区域环境变量之间相互关系所构建的创业系

统，而良性循环的创业系统会增强三者之间的互动

关系，从而推进创业集群的形成与动态发展 [38]。杨

静文等（2004）将科技型创业企业集群分为萌芽、

雏形、健全等3个阶段，并认为创业门槛、创新能

力、创业保障是第一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创业

典型、创业政策是第二阶段的重要推动因素，到了

第三阶段最重要的是创业集群结构的完善与创业氛

围的形成 [39]。除了上述研究的科技型创业企业集

群的内涵、特征、形成机制、演化系统、发展阶段

外，也有部分学者对此类集群发展的战略意义进行

了阐述。徐飞等（2004）分析了发展科技型创业企

业集群的优势，指出创业家将科技型创业企业通过

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市场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表现出来的创新活力源源不

断地注入集群中，使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贯穿于整个

集群的发展过程，形成普遍性的企业创新基因，从

而提高整个地区的创新能力，积极推动国家由粗放

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 [40]。

8 影响科技型创业的环境变量

创业环境是影响科技型创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分别从宏观政策环境、基础服务设施、融

资渠道、创业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宋清等

（201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

服务机构的支持与政府宏观政策的优惠对初始阶段

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 [41]。张勇等

（2007）通过对芜湖市创业服务中心的调查，发现媒

体对科技创业孵化网络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激发了

许多科技创业者的创业动机，而各地区科技创业孵

化器的建设提高了公众参与科技创业的热情，有效

降低了创业的门槛 [42]。杨隽萍与陈洋（2006）从结

构性维度、人际关系维度、认知资本维度3个视角

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的影响，并

认为企业外部的社会网络密度对于区域科技型创业

企业集群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43]。吴利学与魏

后凯（2004）提出国家为了发展科技型创业，应该

在税收方面加大优惠的力度，提高科技创业孵化器

的专业服务水平，积极了解创业企业的共性需求，

努力建设公共科研平台，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与科技型企业开展合作交流，重点扶持“产学研”

合作的科研项目，完善各种配套的服务设施 [44]。袁

晓芳（2008）通过分析吉林省科技型创业的现状，

指出资金瓶颈问题是阻碍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的关

键，多数创业者的融资渠道来自亲朋的帮助或者个

人的积攒，在创业起步阶段的科技型企业较少能够

获得外部风险投资的机会 [45]。国家应该引导民间

资本与创业项目的有效对接，加强新创企业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沟通，设立多种创业孵化基金，开拓

新的融资渠道 [46]。左晶晶（2011）发现创业文化氛

围对于科技型创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良好的创业

文化氛围可以更好地激发创业者的创新思维，加强

与其他创业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流，促进创

业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从而形成良好的竞争环

境 [47]。还有学者从地区文化差异、企业家精神差

异、区域人力资本和区域科技知识等角度对影响科

技型创业的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 [48]。

9 区域科技型创业的研究框架及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对科技型创业的发展机制并未形成

清晰的研究脉络，已有的研究都是围绕个体科技型

创业企业的成长模式、科技型创业企业集群的形成

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无法具体了解整个科技创业

发展的全过程以及组成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科技型创业不仅是为了发展创业理论，也是为

了有效指导科技型创业的实践，推动我国创业型经

济的发展。基于此原则，笔者构建了区域科技型创

业的研究框架（图1），并提出几点值得深入研究的

发展方向。

如图1所示，科技型创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

程，由个体科技型创业企业逐渐发展成为科技型创

业企业集群，通过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地区

内生经济的增长，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使国家由粗

放型经济向集约化经济转变。科技创业企业家在科

技型创业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依托企业内部资

源的有机整合，通过内部发展机制的调节与加工，

从而形成企业的成长能力，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产

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变革等创新活动形成

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两种能力作用的发挥，提高

了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科技型创业企

业集群的形成受到诸如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经济

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并将经历萌芽、雏形、成

熟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地区甚至国家的经济水

平、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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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下列有关科技型创业研究的几个命

题值得深入讨论。

（1）企业家的核心能力，例如领导力、决策

力、心智模式等对于科技型创业企业孵化要素的作

用机制。国内对于科技型创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

层面或者说创业团队的层次上，对于企业的领导核

心——创业企业家的分析较少，诸如创业动机、企

业价值观、创业文化氛围等都与企业家的特质、能

力有密切的关系。

（2）企业内部的发展机制与科技创业企业的绩

效、创新能力相关性的深入分析。虽然有部分学者

讨论了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内部发展机制问题，但主

要是理论模型的建构、分析范式的建立，缺乏通过

数理实证的手段依托数据处理、经验论证或者案例

分析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具体关联。

（3）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研究是科技创业领域关

注的热点之一，但是国内有关科技孵化器知识产权

运作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有关科技企业孵化

器技术效率的测评、运行经济效益的评价论述不

多。

（4）科技型企业创业集群是如何对地区内生经

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虽然，国内的部分学者认为技

术的创新与变化是科技型创业企业集群影响内生经

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是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什

么，影响的程度如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5）科技型创业的动态发展演化过程。在创业

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分析个体创业企业、创业企

业集群、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互动性，为

图1  区域科技型创业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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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制定出有效的国家创业政策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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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与知识创新等在内的现代管理理论，其中，知识

共享是知识管理的核心，也是知识管理的难点。知

识被看作是可以增加组织竞争优势的有形和无形的

能力，知识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个体与组织多次互

动进而分享知识的螺旋上升过程，即包含社会化、

外化、综合和内化4个过程。知识创造的过程就是

个体、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个

体的知识创造水平决定了组织的创造能力。“知识

创造”与“原创价值”都体现了知识的创新性，即

知识共享将落实到对知识创新能力的研究上。本文

通过运用共词分析、知识图谱分析对团队知识共享

的热点和前沿进行了分析，通过可视化的方法将其

中隐含的知识表现出来，将与知识管理、团队建设

研究相关的内容清晰地展现出来，但要把握热点以

及前沿的“知识基础”即重要文献，仍需要做其他

一些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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