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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创业创新大潮如期而至，创业团队作为创业型企业的经营主体，可谓是企业

生存和创新的灵魂。现有文献和实践都表明，团队的特征和状态都与企业动态能

力、创新绩效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嵌入性概念在管理学领域的延伸，研究

者大多从组织和个体角度聚焦嵌入性与企业动态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关系，却鲜有

关注团队层面嵌入性对企业动态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国内外文献检索为前提，回顾了创业和嵌入性领域的相关理论和实证

成果，结合当前的现实需求，尝试界定创业团队层面的嵌入性概念，并采用访谈

分析法析出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概念，并开发和验证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测量量表。

同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借鉴团队创新模型，提出创业团队嵌入性、动态能力、

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和组织冗余的理论模型。 

本文结合国外成熟量表和已开发的创业团队嵌入性量表，对多个地区的创业

企业展开调查，共计回收 133 个创业团队的有效数据。笔者采用 SPSS19.0、

AMOS21.0 等统计分析工具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显示创业团队嵌入性

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团队嵌入性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

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动态能力分别在创业团队嵌入性对两种创新绩效的

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了组织冗余在创业团队嵌入性

和动态能力之间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对假设验证的结果进行讨论和总结，提

出在模型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管理启示和理论启示，并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

研究视角进行阐述。 

 

 

 

关键词：创业团队嵌入性；动态能力；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组织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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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ge trend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omes as the times, 

entrepreneurial team as operators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s the soul of survival 

and innovation.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facts show that the stat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have close connections with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the extension of embeddedness for management,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relation among embeddedness enterprise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u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mbeddedness of team level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n the base of search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entrepreneurship and embedded in the relevant field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concerning of the realistic demand, the embedding concept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level was attempted to define, and we have created the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with the method of interview research, also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the measuring scale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and team innovation model, 

we put forward founding a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dynamic 

capabiliti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 slack.  

In this paper, we combined with foreign maturity scales and self-developed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scale to investigate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multiple 

areas .we total collected 133 valid data of entrepreneurial team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s, such as SPSS19.0 and  AMOS21.0 were used to organize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ynamic capabiliti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dynamic capabilities has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and two kinds of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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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 slack has a moderator impac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ults of hypothesis tests, putting forward the 

management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rom our research. It ended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paper and futu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Keyword: Entrepreneurial team embeddedness; Dynamic Capabiliti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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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业创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在

我国科技进步、增加就业、文化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业的种

子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走上创业之路。而随着国内外市场

竞争加剧和环境快速变化，更多地创业者摒弃“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念，

转向“抱团取暖”。在这样的现实大潮下，如何带领创业团队乘风破浪，抵达卓

越绩效的彼岸，便成为创业领域的重要议题。 

创新是创业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创业与创新往往荣辱与共。在国家创

新驱动政策的指引上，创业创新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伴侣”。2015年，我国政

府发布的工作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率超过 20%，每分钟都有新的

企业诞生，创业的热情似乎一夜之间被点燃，呈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大江南北。

然而，创业热情的背后是残酷的事实：新华网与蓝鲸传媒联合发布的双创白皮书

显示，2014年中，当年新创企业的倒闭率高达 3%，这个数据仅限于收录到 4247

家企业。而据国外一家权威调查机构发布的报告，接受调查的上百家创业型企业

中，有将近 50 个创业团队所在的企业都无法顺利熬过前五年。与此同时，清华

大学联合中国社科出版社发布的 2014 年《中国创新发展报告》指出，虽然国内

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年年高速增长，但一直缺少有重大突破性的创新成果，

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依旧有限。现实的情况也印证创业型企业要想在残酷的竞争

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提升创新能力、改善企业创新绩效是必经之路。March（1991）

早已指出，企业创新有两条途径可以选择：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1]。探索式

创新是通过不断吸收新知识，识别新的市场机遇，并在承担较大失败风险进行创

新的模式，而利用式创新是在已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知识或技术对

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进的模式，风险相对较小。当然，探索式创新如果能够成功，

带来的收益一般都远远超过利用式创新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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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是创业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那

么如何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便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在创业型企业中，创

业团队作为经营决策的主体，最接近组织内外部的资源和信息，同时也对环境有

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必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现实背

景下，对于创业团队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探讨不够深入，无法给创业企业提

供可操作化的建议。因此，创业团队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便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背景 

创业活动的极度活跃引领着我国创业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方向，在过

去 30 多年中，创业活动在发展自身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和借鉴现有的理

论（柳青，蔡莉，单标安，周立媛，2010）[2]。在创业研究领域不断引入新的理

论，在诠释和指导创业活动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惑。市场竞争加剧，

资源变得愈加稀缺，大家发现依靠个人英雄主义创建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实

的需求将团队创业的理论价值凸显出来（朱仁宏，曾楚宏，代吉林，2012)[3]。国

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样表明，创业团队在企业初创过程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影

响(Lechler,2001)[4]。国内的南开大学商学院曾面向 8个城市的创业新秀展开调查，

并发现大部分被调查者在创业初始阶段以团队形式开展创业活动。与个体创业相

比，团队创业在创业机会识别、开发和利用、资源整合以及不确定性应对等方面

都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张玉利，2011)[5]。而创业型企业在面临瞬息万变的环境时，

对于创新能力的要求更为迫切。创业团队可以看作是创业型企业的灵魂支柱，自

然就成为企业创新能力的缔造者。在企业运行的过程中，创业团队成员之间因为

关系紧张、价值诉求不同与行为方式冲突等诸多因素而导致企业低绩效或者创业

团队破裂，已是司空见惯。团队分裂，无疑成为企业在创业初期失败的最重要原

因之一(张玉利，2011)[5]，也可能会给企业的创新能力或绩效造成不利的影响。

以上的研究成果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创业团队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机制影响企业

经营能力，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West（2002）曾依据经典的“输入—过

程—输出”（IPO）框架提出了团队创新模型，他将知识异质性、团队能力等团队

特征作为输入要素，将团队过程作为过程要素，而把创新当作输出要素，这一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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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6]。而学术界对于团队特征的关注较为分散，

尚未形成系统的概念，同时，West（2002）对于团队过程的解释较为模糊，并没

有给出合理的理论支持
[6]
。 

动态能力理论的出现（Teece et al.,1997）为上述理论框架提供了较为合理

的解释[7]。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通过构建、整合、重构组织内部

外资源、技术和流程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并使企业具有创造新的产品

或服务的能力，从而不断保持企业动态竞争优势（Teece et al.,1997; Helfat,1997; 

Palvou,2004; Ho,Tsai,2006;Teece,2007）[7][8][9][10][11]。对于创业型企业来说，创业

团队就是动态能力的运用主体，因而创业团队的团队特征可能会通过动态能力

去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 

近年来，嵌入性概念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大放异彩，其中网

络嵌入性和工作嵌入性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在两者的研究成

果中，网络嵌入性（作为一种组织特征）和工作嵌入性（作为一种个体—工作

特征）都被当成一种特征来研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通过类比两

个层次的嵌入性，认为团队层次应当也存在一种嵌入性特征，会影响到其他变

量，这一推断与 West（2002）的团队创新框架相契合。 

“创业教育之父”Timmons 教授曾提出创业是机会、资源、团队三要素互动

变化的动态过程，创业团队需要动态环境中发现机遇，并合理利用和配置企业内

外部资源对初创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施加影响。然而，在充满不确定性和企业自身

弱小的创业初期，创业机会和组织资源时常处于不均衡状态，其动态变化对创业

团队稳定性威胁很大(Timmons, 2007)[12]。组织资源的充裕程度很可能会作为一

种组织情境因素，影响到创业团队的状态以及企业经营的过程。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选取创业团队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借鉴前

人提出的团队创新模型，去探索创业团队嵌入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即研究

创业团队嵌入性通过何种因素或机制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将组织冗余作

为一种情境因素，考察其对上述影响机制的调节效应。  

第二节  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背景，本文旨在探索创业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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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机理，初步界定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概念和维度，并以创业团队嵌入性、动

态能力、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组织冗余为研究对象，研究创业团队嵌入性

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动态能力的中介效用以及组织冗余的调

节效用。总体来说，本文主要拟达到如下几项研究目的： 

第一，由于创业团队嵌入性属于全新的构念，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归纳法梳

理国内外与创业团队嵌入性相关的研究成果，结合领域专家学者和创业团队高管

的意见，通过访谈研究法析出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概念和维度，通过专家讨论、预

调查等方法开发和修正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测量工具。 

第二，通过文献回顾与整理，了解当前对于动态能力、探索式创新、利用式

创新和组织冗余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进展，评述目前理论和实践的现状和不足，明

确本文的研究方向。 

第三，利用问卷调查，初步窥探国内创业团队嵌入性、动态能力的特质、组

织冗余的现状以及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的基本状况。 

第四，尝试建立“创业团队嵌入性—创新绩效”的模型，探究创业团队嵌入

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 

第三节  研究意义  

创业创新的热潮正在改变着腾飞的东方巨龙，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增加就业的重要保障。诸多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现代化和工业化浪潮中不

断取得骄人的业绩。同时，创业创新也面临然而如何提升创业成功率成为国民经

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力资源领域的“嵌入性”视角引入创业

领域，在理论梳理和科学探索的基础上，初步界定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概念和维度，

并开发出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测量工具。同时丰富了创业团队和嵌入性领域的研究，

尤其是弥补了嵌入性在团队层次研究的空白，也希望为后续创业团队嵌入性的深

入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第二，本研究较为系统地探索创业团队嵌入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包括探索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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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围绕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制度和行为这一经典问题，

深入分析创业团队嵌入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 

第三，本研究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研究动态能力在创业团队嵌入性与企

业创新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分析组织冗余对创业团队嵌入性与动态能

力关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完善和解释“创业团队嵌入性——创新绩效”的理论

模型，为创业创新理论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实践意义  

第一，创业活动在国内已是非常普遍，而创业团队分裂也是经常出现的现象，

由此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探索国内创业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机理，希望能够有效提高创业团队嵌入性并减少因团队核心成员离开而带

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通过创业团队嵌入性与创业动态能力的关系研究，为创业企业动态能

力的提升找到更有力的方法，从而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指导和建

议，同时也为创业企业探索式创新绩效和利用式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一些意见和

思路。 

    第三，对于创业企业而言，组织资源相对匮乏，这已经成为限制新创企业生

存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希望从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出发，通过创业团队的良好

构建来弥补先天资源禀赋的缺陷，同时对冗余资源的利用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有

效提高企业动态能力，从而改善企业创新绩效。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访谈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选取这

三种研究方法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本研究中的“创业团队嵌入性”属

于全新的构念，须结合文献和访谈来析出概念和维度，从而更为科学合理的构建

创业团队嵌入性模型。第二，本文探讨创业团队嵌入性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采取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发挥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优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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