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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女性创业活动的日益活跃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作用的日益凸显，围绕女性创业的研究日益

丰富并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然而，较之于创业研究领域其他主题的研究，女性创业的研究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都处在相对匮乏和滞后的状态。从国内外权威期刊中筛选得到围绕女性创业展开研究的典型文献 67

篇，从创业动机、个体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创业资本、企业特性、领导风格、创业绩效等八个方面系统梳理了

这些文献的主要观点或结论。结果表明，现有女性创业的研究细分主题较为全面，涉及到女性创业活动中从“动

机”到“结果”的各个环节，并形成清晰和完整的研究框架，但同时也存在相关细分主题研究结论差异明显、研究的

整合性和系统性较差、缺乏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从加强样本选取范围的广泛性、加强

各个细分主题间的整合和联结、尝试建立起女性创业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等途径推动女性创业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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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全球范围内，创业被广泛视作是一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和积极作用的活动。当前，

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掀起及其配套鼓励政策的不断完善，“创业”已经成为当前经济

社会生活中受到广泛关注乃至追捧的活动和议题之一。在数量众多的创业者群体中，女性创业者的创

业“故事”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受个体生理差异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男性和女性在承担社会角色

和劳动分工时呈现出“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传统，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女权主义的兴起，女

性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巾帼不让须眉”正是对传统男性主导领域中卓越女性的赞美。在我国，

女性创业发展势头强劲，女企业家群体不断壮大，约占企业家总数的四分之一; 《2015 胡润全球白手起

家女富豪榜》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有 49 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数据足见中国女性创业者的

卓越成绩和重要地位。从女性创业发挥的积极作用来看，近些年来，女性创业所带来的贡献日益突出，

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同时，女性创业不仅有助于创业者自身的全面发展，而

且能够带来更大的性别红利，使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持续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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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创业活动的日益活跃，围绕女性创业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并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
从研究层面来看，Schwartz( 1976) 在《当代商业》(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Business) 中发表了题为《创业:

一个女性新领域》( Entrepreneurship: A New Female Frontier) 的文章，开辟了女性创业研究的先河①。之

后，随着女性创业者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女性创业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女性创业的相关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女性创业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女性创业的动机、影
响因素以及特征成为研究者们关注最多的话题，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尽管如此，较之于创业研究领域

的其他主题及其研究，围绕女性创业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处在相对匮乏和滞后的状态，需要予

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搜集整理现有关于女性创业研究的典型文献并系统梳理其主要观点，在此基

础上对现有研究的状态进行客观评价，进而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更好推动女性创业的研究，并为

该主题的未来发展起到启发性作用。

二、文献选择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首先以“女性创业”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搜索，共搜索出相关文献 229 篇，其中英文文献 86
篇，中文文献 143 篇。由于本文聚焦于女性创业这一研究主题，因而对这 229 篇文献进行了二次筛选，

剔除了其中关于女性就业、团队创业等主题的文献。其次是重点期刊文献的筛选，为了提高研究回顾和

梳理的质量，本研究重点从《Academy of Management Ｒeview》《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Entrepre-
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Jour-
nal of Business Ｒesearch》《管理世界》《科研管理》《科学管理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国内外

权威期刊上选择文献。最终，本研究筛选得到围绕女性创业展开研究的典型文献共计 67 篇，其中中文

文献 21 篇，英文文献 45 篇; 从文献的发表时间来看，2000 年之前为 11 篇，其余均为 2000 年之后发表的

文献; 从文献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文献 14 篇，定量研究文献 42 篇( 见表 1) 。
表 1 文献搜索情况

2000 年之前 2000—2009 2010—2016 总计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英文 11 16 18 45 12 33

中文 0 11 10 21 2 19

总计 11 27 28 67 14 42

通过对选取文献研究内容的进一步分析与梳理，我们发现，围绕女性创业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 8 个

细分主题: 创业动机、个体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创业资本、企业特性、领导风格、创业绩效。

图 1 本文梳理的女性创业研究细分主题及其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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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8 个细分主题涵盖了从“为什么创业”( 创业动机) 到“创业结果如何”( 创业绩效) 的整个过程，

“个体特征”关注的则是“哪些女性更倾向去创业或更容易取得创业成功”的问题，“家庭情况”和“社会

环境”分别关注的是女性创业者所处的微观和宏观环境因素对其创业的影响，“创业资本”是创业过程

中和决定创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企业特性”和“领导风格”关注的则是女性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一些

外在表现及其特征( 见图 1)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按照如上 8 个细分主题对本文筛选出的典型文献

及其主要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梳理。

三、女性创业研究的相关细分主题

( 一) 创业动机

创业动机是创业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是激励创业者去寻找、把握机会并努力实现创业成功的动机因

素。当前研究由于调查样本的差异，不同学者关于女性创业动机的结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全球创

业观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 GEM) 将创业动机分为机会驱动和生存驱动两种类型( 胡

怀敏和肖建忠，2007) ①。机会驱动型的理论基础是拉动因素理论，按照 Maslow( 1943) 的需求层次理论，

当个体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其需求会向自尊和自我实现的增长需求靠近，个体之所以选择创业

是因为创业能够实现其自尊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②。生存驱动型的理论基础是推动因素理论，该理

论认为创业者之所以选择创业是因为目前的工作状况不佳或缺乏前景，例如，收入不足、失业、不满意的

工作条件、渴望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等。在机会型驱动方面，Elijah － Mensah( 2009) 调

查发现，加纳女性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是出于兴趣③; irec 和 Močnik( 2012) 对斯洛文尼亚女性创业者调

查的结果显示，追求更高的成就感是大多数女性的创业动机④; Santiagocastro 和 Michael( 2013) 通过对波

多黎各女性调查并发现，女性最初的创业动机是源于发现商业机会，同时希望在工作方面能够有更多的

自主性⑤。在生存驱动型方面，Pauric 等( 2012 ) 对北爱尔兰的 14 位女性创业者的访谈结果表明，对先

前的工作不满意是她们选择创业的普遍原因⑥; 国内学者居凌云和梅强( 2014 ) 调查镇江市女性创业者

的创业动机结果表明，为摆脱家境贫困状态、因下岗或失业无法找到其他工作、渴望工作 － 家庭平衡、对
原有工作有挫折感或瓶颈者占一半以上⑦。此外，Andrea 等( 2015) 的研究发现，如果女性创业是为了获

得更好的工作 － 家庭平衡( 生存驱动) 则更不容易取得创业成功，如果是出于冒险的动机( 机会驱动) 则

更容易成功⑧。
( 二) 个体特征

在女性创业的研究文献中，围绕“女性创业者”( 即个体特征) 的研究占了较大比例，此类研究关注

的是“who”的问题，即女性创业者及其群体具有哪些个体特征、哪些个体特征因素影响她们的创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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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围绕女性创业个体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 学历、年龄、工作经验三个方面。
1． 学历因素。Santiagocastro 和 Michael( 2013) 通过对波多黎各的女性创业者调研分析发现，学历背

景和选择创业之间的关系呈现“U”字型，具体而言，拥有本科学历的创业人数位于曲线最低点，低于高

中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历创业人群的数量①。Elijah － Mensah( 2009) 的研究表明，加纳的女性创业者学

历普遍偏低，但该结论与研究对象所在国整体的教育水平有关②。与以上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国内学者

罗东霞等( 2009) 在对武汉的女性创业者调查分析后得出结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创业者创业

发展绩效增长更加明显，呈陡峭的线性关系，而本科以下学历的创业发展绩效增长曲线则相对平缓，这

表明较好的教育背景对女性创业者的创业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③。可以看出，女性创业者的整体学

历水平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此，Kobeissi( 2010 ) 研究发现，这种差异与所在国的国情有

关，他以国家发展水平为例，对比了多个国家女性创业者的学历水平，得出了学历对女性创业活动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进而指出，在创业者教育方面，不

同国家应采取相应的策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创业教育培训，使女性能够成为不同层次上的创业人

才④。
2． 年龄因素。Elijah － Mensah( 2009) 、Hisrich 和 Brush( 2009) 等研究显示，女性创业者年龄集中在

40 岁之后，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通常拥有稳定的家庭、子女对其依赖性降低，能够有更多

的时间和经历投入创业活动⑤⑥。Noseleit( 2014) 则研究发现，女性创业者的年龄主要分布于 18 至 45 岁

之间，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加入到创业活动中⑦。居凌云和梅强( 2014 ) 的调查结果表

明，镇江市的女性创业者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分布在 25 至 44 岁之间⑧。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选

择创业不再是家庭稳定成熟女性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到创业大军中。在当前我国提倡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很多 80 后、90 后女性开始选择创业，这些新生代女性创业者

有哪些明显的个体特征，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3． 工作经验。费涓洪( 2005) 通过调查创业者先前的工作岗位和经历，来分析工作经验与女性创业

活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创业者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利于其创业活动的开展⑨。胡怀敏和肖建忠

( 2006) 研究发现，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比起单纯的高学历

更有可能促进女性创业并取得成功瑏瑠。罗瑾琏和杨光华( 2015 ) 通过性别对比研究发现，人们在工作中

存在着“经验陷阱”，男性创业者由于更加关注职业经验的积累而更容易陷入到“路径锁定”的负面影响

中，而女性选择的创业领域往往与自己的兴趣相关，而与之前工作职业的相关性较小，因此女性在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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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不完全依赖先前的工作经验，也更容易摆脱“经验陷阱”①。
( 三) 家庭情况

1． 婚姻状况。Dianne 等( 2014) 的研究表明，单身女性创业者在时间管理上具有优势，可以自由支

配自己的时间，但缺少家人的支持则是劣势; 已婚女性创业者虽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但必须平衡好工

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②。居凌云和梅强( 2014 ) 通过调研发现，女性创业者取得的成功与家人尤其是配

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而女性创业者以已婚者居多，单身和离异女性则相对较少; 同时，已婚女士在创

业过程中如果不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则容易导致婚姻破裂③。Shelton( 2006) 研究发现，女性创业者为了

在创业的同时拥有美满的婚姻，一般会选择角色分享战略以减少角色间的冲突④。因此，如何更好地协

调创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女性创业者在创业道路上始终无法避免的问题，也是学者们需要持续关注

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2． 家庭状况。女性创业的成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现有文献对这方面的关注点既包括配偶的支持，

也包括父母的支持。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妻子，事实上，女性创业者

也是如此，每一个成功的女性背后，同样需要一个支持她的丈夫。现有文献表明，丈夫的情感和资源支

持对女性选择创业的影响很大( Dianne，2014) ⑤，原因在于来自配偶的支持有助于女性更好地处理创业

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从而解决女性创业的 后 顾 之 忧 ( Jennings 和 Mcdougald，2007; 谢 雅 萍 和 周 芳，

2012) ⑥⑦。Caputo 和 Dolinsky( 1958) 的研究表明: 丈夫的创业收入越高，妻子创业的可能性更大，而丈

夫工作收入的高低对妻子创业没有显著影响; 丈夫的创业经历和经验有助于女性创业; 丈夫对孩子的照

料能够提高女性选择创业的可能性⑧。在父母等家人方面，拥有一定创业经验父母能够更好地帮助女

性解决创业过程中的难题并提高创业绩效( irec 和 Močnik，2012) ⑨。总结来看，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创

业经验分享能够更好地促使女性创业并取得更好的创业绩效。
3． 生育状况。MacPherson( 1988) 较早关注了生育率( 生育子女的数量) 和女性创业之间的关系，并

提出生育率和创业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子女会促进女性选择创业瑏瑠。对于已婚女性，家庭中子女

数量的多少和子女年龄的大小，会影响女性创业活动，尤其当子女度过婴儿期对母亲的依赖性降低之

后，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创业活动( Elijah － Mensah，2009) 瑏瑡。Noseleit( 2014) 分析欧洲国家女性创业

数据发现，拥有子女特别是子女数量较多的女性，选择创业比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但女性选择创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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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带来较高的生育率; 创业负向影响年轻女性选择生育，但是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创业对选择生

育会起到积极作用①。Coltrane( 2000) 研究发现，由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照顾子女和做家务的主要责

任，因而她们会基于创业工作的灵活性特点而选择创业②。Hundley( 2000 ) 研究发现，相比没有子女或

没有幼小子女的女性，拥有幼小子女的女性创业者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更少③。在市场中，投资者或潜

在的合作伙伴因为不能清楚地把握，女性创业的目的是为了使照顾子女和工作有效结合起来，还是为了

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此他们对女性创业进行投资时往往比较谨慎甚至拒绝与她们在商业上进行合作

( Noseleit，2014) ④。
( 四) 社会环境

1． 政策环境。创业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其开展情况会受到国家或地区相关政策的影响。王华锋和

李生校( 2008) 的研究表明，针对女性创业的扶持政策、创业培训、租税减免等政府因素有利于女性创

业⑤。祝延霞等( 2009) 研究发现，政府支持项目的数量对女性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项目中对女

性中小企业发展有支持的项目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女性创业的发展⑥。胡怀敏和朱雪忠( 2007 ) 分析欧

盟女性创业的成功经验后发现，欧盟通过建立支持女性创业的网络平台，提供信息沟通、经验分享，还设

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网络监控、调查和反馈，为女性创业活动中的维权提供保障⑦。在国内，尽管全国妇

联在 2015 年颁布了《关于开展创业创新巾帼行动的意见》，但是目前我国女性创业的相关政策仍不能

充分满足现实需要( 唐红娟，2010) ⑧。
2． 经济环境。对整个社会而言，女性创业活动的开展对创新、就业、财富创造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反

过来讲，良好的经济环境与发展形势也能够为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充足的商业机会。目前关于经

济环境与女性创业的关系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具体而言，Langowitz 等

( 2004) 围绕经济发展水平与创业动机关系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女性更多的是机会驱动创业;

而经济发展中国家，女性更多的是生存驱动创业⑨。王飞绒和耿明星( 2013 ) 从经济发展水平的收入指

标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中低收入国家的总体创业率和女性创业率普遍高于高收入国家瑏瑠。Benzing 等

( 2005) 从经济体制视角提出，由于创业源于发现商机，因此稳定的市场环境对于创业者来说并不一定

是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动态的市场环境反而更有利于商机的发现和创业活动的开展; 尤其是当一个国家

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时，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女性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瑏瑡。在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国有

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明显，越不利于女性创业( Estrin 和 Mickiewicz，2011 ) 瑏瑢。由于创业活

动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现象，Davidsson 和 Wiklund( 2006) 提出采用多个指标来研究创业活动比

采用单个指标要更加完善，因此关于经济环境因素与女性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建立一个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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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①。
3． 文化氛围。文化氛围对女性创业活动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们主

要围绕社会规范、性别歧视、对失败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女性创业活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祝延

霞等( 2009 ) 根据 GEM 调查表并以安徽省为例，测量了社会规范对女性创业水平的影响，通过数据分

析发现，社会规范性与女性创业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并基于此提出“在原有文化和社会规范中不断加

入鼓励女性创业的文化元素”的建议，例如，加强女企业家协会的社会影响力、加大对成功女企业家

的宣传报道等②。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例如，女性不应该离开家庭选择工作或创业等，对

女性创业选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Estrin 和 Mickiewicz，2011) ③，甚至限制了女性参与那些可以间接获

得创业融资的圈子( 王华峰和李生校，2008) ④。由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女性创业者与银行家的关

系遭到损害，使得女性创业水平低于男性( Fay 和 Williams，1993) ⑤。刘鹏程等( 2013) 利用 GEM 数据分

析并发现，在机会型创业者中，女性受歧视因素等的影响创业率低于男性。对失败的理解和认识同样影

响女性创业活动的开展⑥。Shinnar 等( 2012 ) 从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对比美国、比利时和中国三个国家

的大学生对创业失败的理解，美国和比利时的样本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害怕创业失败并因此制

约了女性的创业活动，而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⑦。Graham 和 Lam( 2003) 在研究中提到，

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子”的影响，中国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注重个人声誉，均非常看重创业是否成

功⑧。
4． 教育环境。前面已经提到，女性的学历背景会影响其创业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

区整体的教育环境也会对女性的创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Krugman( 1979) 指出，创业活动更可能集中

出现在那些具有明显人才积聚优势的地区⑨。因此，为促进女性创业，对该群体的教育培训显得尤为重

要( Kourilsky 和 Walstad，1998; 祝延霞等，2009) 瑏瑠瑏瑡。Kobeissi( 2010) 提出，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尤

其要注重创业教育培训，尤其要根据城市、农村不同地域女性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内容瑏瑢。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对不同学历的女性提供的教育培训内容也应有所区别，例如，Santiagocastro 和 Mi-
chael( 2013) 通过调查波多黎各的女性创业者后提出，高中是女性创业的孵化器，该阶段应该给予更多

的项目和政策支持; 针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提供创业理念识别和创业业务能力相关的课程和研讨会更

有实际意义瑏瑣。Shinnar 等( 2012) 研究发现，国家教育成本的高低影响该国学生的创业能力认知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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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与中国和比利时相比，美国的教育成本较高，学生为了获得教育机会，通常会有丰富的打工经验，

因此美国学生的创业能力认知和创业意愿均相对较高①。
综合以上( 二) 、( 三) 、( 四) 梳理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对女性

创业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个体特征又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又会受到整个社会大

环境的影响，三者从后至前有着包含与被包含、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 五) 创业资本获取

1． 物质资金。国内外多位学者研究结果显示，缺少资金是女性创业初期面临的最大难题( Brixiova
和 Kangoye，2015; Cooper 和 Brush，2012; Hisrich 和 Brush，2009) ②③④。为此，无论是通过正式或者是非

正式社交网络，女性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寻求资本( Gatewood 等，1995 ) ⑤。同时，女性创业者在寻求

资本过程中面临比男性创业者更大的困难，因此女性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通常会凭借自有资金的积累和

朋友的支持完成初始创业( 胡怀敏、朱雪忠，2007) ⑥，但创业企业的长远发展还需要来自政府、银行等其

他资金来源( Dianne 等，2014) ⑦。因此，从创业活动的长期发展来看，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政

策是解决女性创业障碍的有效途径。
2． 社会资本。在创业研究领域，社会资本表现为网络结构性资源和关系性资源( 例如: 信任、规范

等) 。费涓洪( 2005) 通过调研上海女性创业者发现，社会资本在女性创业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

性可以通过不同渠道的社会资本 ( 例如: 家人、亲戚、生意伙伴、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妇联等政府部

门) 来获得企业发展的资源，并指出公民社会组织是女性建立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⑧。尽管越来越

多的女性创业者更加重视社会资本对创业活动的积极作用，但是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特征很难获得

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irec 和 Močnik，2012) ⑨。商业人脉的欠缺使女性创业过程比男性更困难 ( Fairlie
和 Ｒobb，2009) 瑏瑠。女性在创业过程中利用政府资源程度并不高( 居凌云、梅强，2014 ) 瑏瑡。综上所述，社

会资本是女性创业过程中的一项关键资源，但同时也是女性创业过程中的弱势。
3． 心理资本。Luthans 等( 2006) 提出“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

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 在充满挑战性的工作面前，有信心通过努力来获得成功( 自我效能) ; 对现在与

未来的成功有积极地归因( 乐观) ; 对目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途径 (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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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 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持之以恒，迅速恢复并超越( 韧性) 。因此，心理资本由以上的自我

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四个方面组成①。关培兰、罗东霞 ( 2009 ) 在进行心理资本和女性创业的相关

研究时，从这四个方面来测量心理资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对女性创业企业发展的预测力超出

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活动的预测力②。之后的研究表明，乐观、希望、韧性、自我效能感四个

构念分别影响女性创业企业的发展，其中较高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女性得到融资 ( irec 和 Močnik，

2012) ③。
( 六) 企业特性

在企业特性方面，现有研究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女性创业企业在地域、类型、规模、员工、资本化水平

和债务融资比例等方面的特点。例如: 女性在大规模城市创业更容易取得成功 ( Kalnins 和 Williams，
2014) ④; 受学历限制，女性创办的企业类型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为主，其科技含量与男性创业

的企业相比普遍较低( Kalnins 和 Williams，2014; 陈琪、张永胜，2014) ⑤⑥。这样的企业类型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女性创业企业的规模较小、员工数量相对较少，而且企业中以女性员工为主，这种员工性别比

例的有利一面在于，女性创业企业能够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王飞绒、耿明星，2013 ) ⑦。前面已

经提到女性创业的初始资金多为自有资金，因此女性创业企业的资本化水平和债务融资比例出现了低

于男性创办企业的情况( Coleman，2000; Nancy 和 Kathleen，1997 ) ⑧⑨。除了上述企业特性，一些女性会

选择和丈夫共同创业，开“夫妻店”( 蔡莉等，2005) 瑏瑠。综上所述，女性创业企业与男性创业企业在多方

面呈现出了差异性，这些差异在未来是否有新的变化，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 七) 领导风格

在领导风格类型上，Eagly 和 Carli( 2003) 的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表现出更加显著的变革型领导风

格，即女性创业者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或扩展下属

的需要和愿望，使下属为团队、组织和更大的政治利益超越个人利益瑏瑡。在具体领导行为方式上，Eagly
( 2007) 通过研究发现，女性独有的性格特征( 如包容心、分享权力、善于合作、具有同情心) ，会导致其领

导行为更加有效瑏瑢。女性在管理下属时更加人性化和注重激励行为( Eagly 等，2012; 陈志霞和张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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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①②。杨静和王重鸣( 2013) 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提出中国变革情景下女性创业型领导是一个多

维度的复杂构思，包括变革心智、培育创新、掌控风险、整合关系、亲和感召、母性关怀六个维度，他们还

开发了女性创业型领导行为的专用量表，为今后女性创业者领导风格测量及其他相关研究奠定了基

础③。
( 八) 创业绩效

学者们将企业创业绩效分为客观绩效和主观绩效两个维度，客观绩效通过一些财务指标( 如销售

增长率、员工增长速度和投资回报率等) 来衡量( Ensley，2002) ④，主观绩效则主要采用一些非财务指标

( 如新产品开发能力、组织承诺、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等) 来测量 ( 余绍忠，2013 ) ⑤。此外，

Cooper 等( 1995) 提出创业者的满意度应该作为衡量创业绩效的一部分，因为创业者的满意度，直接影

响其现有创业活动的决心和从事创业活动的效率⑥。费涓洪( 2005 ) 通过调查上海 30 家女性创业企业

近 3 年的经营数据并发现，企业没有出现亏损现象，在销售额、经营利润和人均收入方面运行良好，并且

约有 70%的企业计划未来要增加雇员人数和扩大固定资产规模等; 30 位女性创业者对其创业能力的自

我认定和满意度很高⑦。这种情况可能与女性创业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关，为了规避风险，与男性相比女

性更愿意尝试有把握的事情( Pauric 等，2012) ⑧。

四、评析与展望

通过对现有女性创业研究典型文献及其观点的系统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出，学者们围绕女性创业的

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呈现出如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涵盖的细分主题较为

全面，涉及到女性创业活动中从“动机”到“结果”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作为女性创业研究的细分主题

也构成了当前研究的主体框架( 参图 1) ; 第二，从研究关注主题分布的数量来看，个体特征、家庭情况、
社会环境和创业资本四个细分主题构成了女性创业研究的主体，前三个关注的是对女性创业活动影响

因素的探讨，最后一个则关注女性创业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第三，现有研究的出发点大多在于女性本身

的性别特征以及基于这种性别特征的家庭、社会等因素，可以说大多研究是希望找到女性创业者及其创

业活动独特性的一面。与此同时，通过深入分析和对比这些典型文献的主要结论，也不难发现现有研究

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个体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环境等细分主题研究文献的结论间存在明显的差

异，这可能与研究者开展调查研究时样本选取的局限性有关; 第二，女性创业活动作为一种现象，各个学

者大多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选择不同的话题开展研究，这一方面有利于研究成果的丰富性，但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现有研究关注的话题比较零散、研究的整合性和系统性较差等情况; 第三，绝大多数

研究关注于女性创业活动现象本身，也集中于对女性创业者本身及其创业活动的描述，导致了现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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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缺乏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的情况。
女性创业的研究方兴未艾，还存在着较大的改进和发展空间。从大的方向来看，未来的研究可重点

考虑从以下方面予以加强:

第一，加强样本选取范围的广泛性。现有研究文献在结论方面的差异性( 尤其是上文回顾的学历

因素、年龄因素和生育情况对女性创业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相反的结论) ，主要原因在于样本

选取的范围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区数量非常有限的女性创业者群体，甚至是女性创业者个案，这种情况导

致了现有研究难以形成具有代表性和普适性意义的结论。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一方面这种研究结论的

差异同时也有助于找到新的研究机会( 见下文关于跨文化和区域间对比的选题建议) ，另一方面在更大

范围内开展女性创业的调研研究对学者个体而言是一件具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因此需要具有实力的研

究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来建立女性创业的基础数据。这项工作一方面有助于掌握、监测和分析女性创

业活动的开展情况，为各个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学者们的研究开展，女性创业研究

的学者们应积极呼吁并介入此项工作。
第二，加强各个细分主题间的整合和联结。目前围绕女性创业的研究呈现出“万花筒”式的丰富状

态，也反映出现有研究未能形成清晰和整合性的脉络，因此加强并建立起各个细分主题间的联系将是未

来研究开展的一个重点方向，也有助于发掘出更多重要的研究机会。从大的方面来看，可建立起女性创

业的动机、影响因素、创业过程、创业绩效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整合性框架; 从小的方面来看，可

开展许多“相关性”“作用机制性”“影响过程性”等类型的研究，例如: 找到并验证女性创业的影响因素

与创业过程和创业绩效中的一些结果变量究竟是何种关系; 女性创业者的不同动机究竟是如何影响她

们的创业过程或创业绩效的; 女性创业的影响因素作用于女性创业活动中相关变量的机制如何等等。
如果能在建立这些联系的过程中，加入更多、更加丰富的中介和调节变量，将找到更多有价值或有趣的

研究选题。
第三，尝试建立起女性创业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主题若要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和较强的生长性，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理论视角。目前女性创业的研究大多处在

描述现象、挖掘事实的层面，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尝试并努力建立起这一主题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
需要注意的是，摒除性别因素，女性创业研究中包含的细分主题在一般性的创业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因

此该主题的研究最终关注的是创业者在性别上的独特性，在这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创业研究中的

作用正引起学者们的兴趣，特别是自由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女性主义理论对创业现象中性别差异的解

释具有重要作用( DeTienne 和 Chandler，2007; Gupta 等，2009; Orser 等，2010) ①②③，因此女性创业研究可

以尝试从这些理论基础或视角来解释女性创业活动中的特殊现象。同时，学者们也需要在借助以上理

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是否存在其他独特的理论视角来开展女性创业研究。
女性创业作为一个现象范畴，在未来可开展的研究问题还有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对女性创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学者们

不仅需要关注静态环境下的女性创业研究，还需要关注动态环境变化对女性创业的影响，以及不同代际

的女性创业者及其创业活动的差异。
［责任编辑: 王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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