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高质量体面就业是女性发展 和社 会进步 的

标志，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女性就业难的重要

途径。 在女性创业活动蓬勃发展的浪潮中客观存

在着女性比男性遭遇更多的创业障碍，创业的成

功率更低的现实困境，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给予支

持。 由于传统的创业理论将创业视为男性的领

地，较少涉及到女性，国外对女性创业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国内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

开始涉及，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由于性别差异的

客观存在，女性创业研究不能直接援用过去以男

性为主导的传统的创业研究范式，必须有着特定

的性别视角， 本研究试图构建女性创业分析框

架，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影响女性创业绩效的因

素，构建提升女性创业绩效的路径，以期对女性

创业的研究和实践有所裨益。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创业绩效是指一定时期内对 企业 经营管 理

效益与效率的概括与汇总。 传统的绩效度量侧重

于考察经济性的指标，与男性相比，女性除了追

求经济目标，更加看重其他目标，如顾客满意、工

作家庭关系平衡等，对女性创业者的评价应当从

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考虑绩效标准的选择，打

破以往以任务绩效、经济绩效指标为主的评价方

式［1］。 随后 Chandler and Hanks（1994）的研究应运

而生，他们按性别勾勒出绩效的四种不同测量［2］，
分别为主要绩效测量（雇员数量，员工增长，营业

额，资本资产的价值）；代理绩效测量（市场的地

理范围；增值税登记）；主观测量（包括业务能力，
满足企业和家庭的需要），以及创业绩效测量（成

长的愿望，多种所有制），这些指标中最常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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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销售额、雇员人数、销售利润率、销售额的增

长、员工人数的增长。
大多数先前的研究都发现，女性创业者的企

业绩效总体上低于男性创业者。 早在 1993 年，
Fischer 等就提出，关于男性和女性绩效差异的比

较主要采用了两种理论， 一是自由女性主义理

论，二是社会女权主义理论［3］。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理论的前提是女性面临着明显的歧视，诸如教育

或管理经验的缺失。 社会女权主义理论的基础是

社会化的过程，来源于家庭、社会价值观、道德规

范、管理经验的差异。Lerner and Hisrich （1997）选

用了动机和目标、社会学习理论、社会网络关系、
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商业技能）、环境因素（地理

位置，行业参与和社会政治变量），认为五类因素

对 女 性 创 业 成 功 发 挥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4］。
Wendy Ming－Yen（200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

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内涵，他们广泛运用社会心理

学和组织学的方法，列出了女性创业影响因素的

一个综合清单，包括女性个性特征、双亲、女性的

管理方式和策略、目标和动机、网络和创业导向

等 ［5］，为女性创业实践活动和绩效水平提供了较

清晰的视角，也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归纳，但没有

进行实证检验。 Betty J． Parker（2010）评述了女性

创业者的特征、女性选择创业的动机、女性创业

者创立企业的类型、以及资本的获取如何影响女

性创业等有关女性创业 4 个主题，并提出这 4 个

主题为女性创业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6］。
孙国翠（2011）从个体和 环境两 个维度 归纳 出了

六类影响山东省服务业女性创业成功的关键因

素，分别为个性特质、人力资本、女性特质、环境

因素、初创战略、创业动机［7］。
现有的研究已意识到男女两 性创 业绩效 存

在性别差异，并展开对影响女性创业绩效的相关

因素的探讨。 然而，由于较缺乏综合女性创业相

关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更多的是较分散

的描述与探讨创业的相关要素，对其相互间关系

和对绩效的影响路径的分析，都有待于实证研究

的进一步检验。 鉴于此，笔者尝试采取一体化的

方式，从个体层面，纳入情境根植性和性别嵌入

性的考量，构建女性创业研究框架，并进行实证

检验， 以期获得女性创业更全面与连贯性的理

解。
（二） 基于性别差异视角的女性创业绩效影

响因素研究框架构建：4P＋1F
构建明确研究框架可以激发 创业 绩效的 决

定因素的更多稳健与全面的检验，把握创业的主

要构成要素是拟定研究框架的关键。 笔者系统回

溯历年来女性创业研究文献，发现有关女性创业

相关要素的研究大体可总结为以下主题：性别差

异、创业特质、创业动机、策略选择、融资来源、政

策 支 持 与 环 境、关 系 网 络、创 业 障 碍 、创 业 绩 效

等。 另一方面，回溯有关创业研究的主要框架，借

以 对 女 性 创 业 的 理 论 框 架 构 建 有 所 启 示 。 以

Wennekers 和 Thurik（1999）的 研 究 为 代 表 ，他 从

个人、组织、宏观三个层次构建了有关创业活动

的模型，创业活动产生于个人层次，通过组织层

次创业个体将创业行动得以落实，宏观层次侧重

于对创业个体形成一种反馈和激励机制 ［8］。 在

Gartner（1985）的研究中也考虑到了这三个层面，
但添加了过程要素，从个体、组织、过程和环境四

个 维 度 描 述 了 企 业 的 创 业 框 架 ［9］。 Ma 和 Tan
（2006）用 4P 框架来解析创业过程的主要构成要

素 ， 分 别 是 先 锋 人 士 （pioneer）、 理 念 视 觉

（perspective）、 行动实践 （practice） 和绩效成就

（performance）， 并提出这四种要素之间存在互动

关系［10］。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个人、组织、过程、环

境、绩效是创业的主要因素，这也与目前对创业

的本质认识，即创业是个体在动态的时间与环境

中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发掘、利用潜在机会创

造价值的过程 ［11］，是相契合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

基于创业者个体层面，提出女性创业的“4P＋1F”
研究框架，包含女性创业个体（Person）、创业过程

（Process）、 创 业 支 持 （Prop）、 创 业 绩 效

（Performance）和 女 性（Female）五 个 要 素 ，如 图 1
所示。 该框架在理论上既综合又简洁，聚焦于个

体创业的基本要素，将女性创业文献中的一系列

主题整合在一起，又充分考虑了性别嵌入性的影

响。
首先，女性创业活动产生于个体层次，由创

业者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心理资本、创业动机

所引发， 已有的研究表明这四者与创业绩效相

关。 创业过程是女性创业者运用创业能力将创业

抱负落实于新企业创立行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

称，包含创业策略、合作模式、管理风格、创业资

金的运作等，是创业活动的中心环节关乎到创业

的成败。 创业策略的选择关系到企业的整体运行

模式和竞争战略，合作模式的不同决定着团队的

匹配性以及所依附的资源的差异，管理风格关系

到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效能，创业资金是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命脉。 创业者所处的创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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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面对的创业政策会对创业个体形成或激励

或制约的机制， 将会推动创业或者抑制创业，我

们将其合称为“创业支持”因素，来自社会、政策、
家庭三方面的支持是最主要的，由于性别差异的

客观存在，女性对创业支持需求更高。 创业个体、
创业过程和创业支持相互融合对创业绩效产生

影响，这 4P 是女性创业的主要因素。 其次，承载

着千年的传统文化，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客观存在

于人们认知中， 并深刻影响着女性在资源获取、
市场开拓、工作家庭关系等方面面临着与男性不

一样甚至是不平等的待遇；同时，性别差异的客

观存在也会渗透到上述 4P 中， 使得女性创业的

4P 有别于男性。 因此，本文引入 1F（女性身份），
这既是一个要素，更是一个视角，或者说是一个

性别因子，代表着女性的身份，它并非与其他四

个要素并列而行，而是融入其中。
（三）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研究模型，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创业个体与创业绩效

（1）人力资本与创业绩效

正规教育和实践学习是形成 和提 升人力 资

本的两种主要途径 ［12］。创业者的正规教育水平和

创立企业的最终绩效相关［13］。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

升， 维持一个企业和再创业的水平也有所上升，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容易出现经济资本和人

力资本的危机问题［14］。 创业者先前经验为个体提

供了知识和信息， 促使个体采取行动更加迅速、
有效，行业经验、创业经验、职能经验是在创业过

程中的作用格外突出的先前经验。 研究发现女企

业家的多年工作经验与创业绩效积极相关［15］。 预

测创业女性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她们的相关行业

经验和多年的创业体验 ［16］。 据此提出假设：H1．1
女性创业者人力资本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2）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

大量研究证实社会网络对企 业绩 效产生 积

极影响，网络规模和强度是社会网络的两个关键

特性［17］，在企业创建过程中创业者通过所拥有的

网络关系，能以成本优势获取关键资源及各种信

息，随着企业的建立，创业者依然需要依赖社会

网络获得各种信息，获取关键资源，这极大地促

进新企业成长，并最终为企业带来效益。 然而，女

性创业者嵌入一个相对男性更加不同的个人和

社会网络，分歧和障碍限制了她们社会网络的长

度和多样性［18］。 女性创业者应致力于扩大网络规

模，提升网络强度将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据此

提出假设：H1．2：女性创业者社会关系网络与创业

绩效成正相关。
（3）心理资本与创业绩效

在心理特质方面，成功的创业女性一般拥有

自主、韧性、努力工作、对个人成就和高收入的适

应、相信理想、目标设定、风险承担等特质［19］。在

女性创业中女性的信心、乐观、韧性有助于提高

创业绩效 ［20］。 创业者的乐观、希望及韧性也可能

影响创业发展绩效， 而乐观创业者的自我效能、
乐观、 希望及韧性都指向一个二阶构念———“心

理资本”。 积极心理资本对女性创业企业发展的

预测力超过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对创业企业发

展的预测力［21］。 据此提出假设：H1．3 女性创业者

图 1 女性创业“4P＋1F”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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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资本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4）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业务的 增长 是由创 业

者动机所决定，创业动机和绩效强烈相关［22］。 根

据驱动源的不同，女性创业动机主要可分为生存

型创业动机和机会型创业动机［23］，前者是基于生

活必需的考虑，后者是基于发现机遇的考虑。 机

会型驱动的女性创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24］，机会

型创业动机者较生存型创业动机者具备更为广

泛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关系资本，因此识别创业

机会和吸引资源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更有助于取

得良好的经营绩效［25］。 据此提出假设：H1．4：机会

型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呈正相关。
2．创业过程与创业绩效

（1）创业策略与创业绩效

创业策略是指将组织引向新的领域的过程、
实践和决策行为 ［26］。 创业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对创

业绩效有明显的效果［27］。 创业策略的制定通常采

取基于机遇的和计划型两种方式［28］。 女性创业是

先试再说，之后边做边学，随时修正，采取更为灵

活的形式；还是谋定后动，集结资金人脉，把握周

全，方才出手。 前者的创业行业介入和创业策略

的选择的偶发性较强，后者准备更为充分，有更

多的策略规划，更具有稳健性。 充分的准备能够

增强女性创业者的自信，详细的创业计划更能为

创业融资和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帮助。 对于面临着

较高创业障碍的女性创业群体来说，稳健的创业

策略有助于她们获取更多的创业支持，并稳妥地

应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据此提出假设：H2．1
稳健型的创业策略与创业绩效呈正相关。

（2）合作模式与创业绩效

创业过程重在整理可用的资源，搜寻这些资

源可行的用途，预测其可能达到的效果，并做出

决策［29］。 “白手起家”、“无中生有”的创业者往往

深受资源约束的困扰，为突破资源困境，在新事

业开创过程中，由创业者本人和合作伙伴组成的

创业团队已成为一种流行而重要的模式，以团队

方式创业能取得更好的绩效［30］。 个人独创、与家

庭成员合作创业、与非家庭成员合作创业是当前

三种主要的女性创业合作模式。 源于家庭关系的

强联系可以为女性创业者稳定地提供资源，也可

以能够提供情感和财力上的支持缓解女性的创

业压力有助于实现创业成功。据此提出假设：H2．2
与家族成员合作创业模式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3）创业资金与创业绩效

资金获取、预算和规划对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1］。 国内外研究都表明，融

资难是女性创业的一大障碍，女性大部分采用个

人积蓄作为创业的起步资金，既反映了他们对风

险的规避，又反映了女性创业较不容易获得资金

支持。 没有资金，就失去了吸引、整合资源的能

力，就无法形成企业独有的竞争优势 ［32］，预示着

女性创立企业成长速度的相对缓慢。 据此提出假

设：H2．3a 资金规模与 创业绩 效呈正 相关；H2．3b
资金来源多样性与创业绩效呈正相关

（4）管理风格与创业绩效

鲨鱼式管理以 “X 理论” 为基础是君主式管

理，戛裨鱼式管理以“Y 理论”为基础是放纵式管

理。 海豚式管理是蛛网式管理，吸纳了二者的优

点，摒弃了其缺点，在管理组织中既强调等级，更

注重协调，适度用权和放权，必要时授权，注重和

员工共享计划和目标，在组织中是指挥与协调中

心，海豚式的管理有助于激活队伍的活力。 女性

创业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并且偏爱合作型

的管理方式［33］，或者说柔性的管理风格 ［34］。 她们

所拥有的公司更可能是“家庭般友好的”，并提供

弹性工作制和工作收益分享，这种交互式的管理

风格表现出更加关心员工福利和个人关系，更少

关注正式的权力 ［35］，而这大多出于一种内部的动

因［36］。 “海豚式”的管理风格更适合女性创业者采

用。 据此提出假设：H2．4：女性海豚式管理风格与

创业绩效呈正相关。
3．创业支持与创业绩效

（1）家人的支持与创业绩效

家庭影响，尤其是父母的影响是引发女性创

业兴趣的先导因素，父母在建立个体创业意向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父母企业家的角色模板和个体

的创业绩效相关，那些父母是企业家的个体被发

现是高绩效者［37］。此外，“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
的协调转换问题以及由于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

盾带来的种种困难对创业女性的事业、 家庭生

活、身心、社会活动等都带来很大的影响［38］。 那些

实现了工作家庭平衡的女性，在业务上往往能达

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39］。 据此提出假设：H3．1：家

人的支持与创业绩效成正相关。
（2）创业政策支持与创业绩效

创业政策分别通过“激发创业动机、提供创

业机会和培育创业技能”三个途径来对创业活动

产生促进作用 ［40］。 针对创业者的政策如简化企

业的形成，确保融资的获得，对知识产权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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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税收政策将会影响个人是否愿意承担风险

进行创业 ［41］。 其中融资政策支持对女性尤为重

要，与男性同行相比，女性不太可能获得银行贷

款，即使贷款申请获得批准，也要支付较高的利

息［42］。 男性比女性创建的企业成长更快的关键原

因在于男性融到的资金更多［43］。 缺乏社会性别意

识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女性的需

求，但从长远看则是不可持续的，有效的创业政策

必须对特殊照顾的女性群体做出回应。 据此提出

假设：H3．2：创业政策的支持与创业绩效成正相关

（3）社会性别角色印象与创业绩效

在社会观念和文化环境方面，中外创业女性

都面临着类似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问题。 女性

被媒体看作能力不足的人， 根本不配作企业家，
女 性 企 业 家 的 报 道 也 较 少 见 诸 于 媒 体 上 ［44］。
Baughn，Chua 和 Neupert（2006）考 察 了 不 同 国 家

的女性创业状况， 发现创业活动频繁的国家中，
女性创业参与率更高，但却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

程度高［45］。 人们潜意识中的性别歧视使得他们能

够接受男老板的创业故事，但很难认同同样获得

成功的女性；性别歧视给女企业家造成很大的精

神压力，她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牺牲，进而对创

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据此提出假设：H3．3：社会

性别角色印象与女性创业绩效成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以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女性创业者

为样本展开调研，闽、浙、粤三地是女性创业活跃

区域，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 问卷由创业者个人

信息、创业实体的信息、创业过程特征、创业支持

与需求四部分构成，分别用于测量本研究模型中

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问卷编制经历了文献

研究阶段、专家咨询阶段、测试修改阶段，最终定

稿。 本 次 问 卷 填 写 对 象 为 女 性 创 业 者 本 人 ，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通过以下途径展开调

研：一是依托三地主流高校（如厦门大学、福州大

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调研符合研究需要的

EMBA、MBA 学员发放问卷 300， 回收 236 份，有

效问卷 213 份；二是通过当地的企业家协会随机

选取符合研究需要的女性创业者进行调研，发放

问卷 300 份，回收 248 份，有效问卷 233 份；三是

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进行调研，发放问卷 300 份，回

收 228 份，有效问卷 219 份。本研究共发放 900 份

问卷， 回收 712 份， 有效问卷 665 份， 回收率为

79．11％，有效回收率 73．9％，三省样本数量大致相

当，被试创业者行业包括生产行业、服务性行业、
高科技行业等，具有行业上的代表性。

（二）变量

1．因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因变量是女性创业绩效（Performance），按照

主观与客观评价、经济性与非经济性指标、个体

与组织层面相结合的原则，个体层面考量创业者

个人收入、生涯满意度，组织层面考量企业生存

绩效、成长绩效。 包含的具体指标有“个体收入满

足家庭经济需求的能力”、“对家庭事业兼顾的满

意程度”、“创业成就感”、“雇员数量”、“企业资产

总额”、“利润额”、“当前经营状况”、“未来经营状

况”。 绩效的八个度量指标，都可以做连续性变量

的处理， 通过因子分析 KMO 检验值达到 0．701，
且 Bartlett 球度检验值都在 0．05 水平得到统计检

验支持，共解释了 55．932％的变异，将这八个变量

指标合并成为一个绩效指标。
2．自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1）自变量 1：创业个体，主要考察人力资本、
社会网络、心理资本、创业动机四个子变量。 1）人

力资本用教育水平和先前经验来表征，其中教育

水平由学历和学科背景来衡量，二者可以反应创

业者学校教育的情况， 先前经验包含行业经验、
创业经验和职能经验，将教育水平和经验经过因

子分析，KMO 检验值为 0．771 且 Bartlett 球度检验

值都在 0．001 水平得到统计检验支持， 共解释了

61．736％的变异， 二者可拟合成一个因子人力资

本。 2）社会网络我们采用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两

个关键特性来表征，网络规模主要询问创业者与

多少亲戚朋友、同事、各级政府、管理机构、行业

协会、中介机构、合作伙伴、顾客、竞争对手进行

交流，网络强度则询问其交流的频率和深度。 经

过因子分析，我们发现用来衡量社会网络的两个

因 子 聚 合 在 一 起 ，KMO 检 验 值 达 到 0．803， 且

Bartlett 球度检验值都在 0．001 水平得到统计检验

支持，共解释了 77．432％的变异。 3）心理资本是由

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及韧性 4 个构念组成的一个

高阶积极构念。 经过因子分析发现用来衡量心理

资本的四个因子聚合在一起，KMO 检验值分别为

0．658 且 Bartlett 球度 检验值 都在 0．05 水 平得到

统计检验支持，共解释 63．474％的变异。 4）创业动

机主要考察机会驱动型和生存驱动型两种，通过

1、0、赋值处理成数值型变量。
（2）自变量 2：创业过程，主要考察创业策略、

合作模式、创业资金、管理风格四个子变量。 1）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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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策略主要考察偏稳健型策略和偏偶发型策略，
通过 1、0、赋值处理成数值型变量。 2）合作模式主

要考察个人创业、与家庭成员合作、与非家庭成

员合作三种方式，通过 1、2、3 赋值处理成数值型

变量。 3）创业资金主要考察初始创业资金和资金

来源两个方面，通过因子分析发现二者不能拟合

成一个因子，故对这个两个维度分开分析。 4）管

理风格考察戛裨鱼式、鲨鱼式、海豚式三种，通过

1、2、3 赋值处理成数值型变量。
（3）自 变 量 3：创 业 支 持，主 要 考 察 社 会、政

策、家庭三个自变量。 1）社会支持通过询问“社会

对女性创业的态度”来表征。 2）政策支持，询问金

融政策帮助程度、现有其他政策帮助程度、妇联

等以服务女性为主的相关机构的帮助程度来表

征，通过因子分析上述三个指标无法拟合成一个

因子，故对上述三个维度分开分析。 3）家庭支持，
主要考察“家人对其创业的态度”和“家务时间”
两个指标来表示，通过因子分析将这两个变量指

标合聚成为一个因子。 KMO 检验值分别为 0．786
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且 Bartlett 球度检验值都

在 0．001 水 平 得 到 统 计 检 验 支 持 ， 共 解 释 了

68．475％的变异。
（三）信效度检验

我们采用 Spss18．0 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首先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

信 度 （Cronbach a 系 数 ） 和 分 半 信 度 （Guttman
Split－Half 系数）作为信度指标。 统计结果分析表

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04，分半信度

系数为 0．708，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信度检验。我

们用问卷中涉及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各因素与

问卷总分间的相关来估计问卷的结构效度。 心理

学家 Tuker 指出， 一个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维度

与测验总体的相关在 0．3－0．8 之间， 各维度之间

的相关在 0．1－0．6 之间。 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均

在 0．215－0．503 之间， 各个因素与总分之间的相

关均在 0．328－0．521 之间， 这说明本问卷具有较

好的效度，通过效度检验。
四、女性创业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旨在揭示创业个体、创业过程、
创业支持三要素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方向、 性质和

强度如何，以此探讨出三要素对绩效的互动效应，
找出影响创业绩效的关键因素。 利用分层回归分

三个步骤进行检验， 分别以创业个体作为第一层

的自变量，为模型 1，创业个体、创业过程作为第

二层的自变量，为模型 2；创业个体、创业过程、创

业支持作为第三层的自变量，为模型 3，因变量都

是创业绩效，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三者均对创业

绩效产生影响，创业过程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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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业绩效的分层回归分析

注：* 显著性水平＜0．05， ** 显著性水平＜0．01，*** 显著性水平＜0．001，β 为标准化相关系数，Sig．为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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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 1 中，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心理资

本 和 创 业 动 机 均 对 创 业 绩 效 产 生 影 响 ， 假 设

H1．1、H1．2、H1．3、H1．4 通过验证。 其中社会网络

和创业动机对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创业者的个

人社会网络越是发达，创业过程中能获得资源供

给和支持帮助越多且质量也越高；越偏向于机会

型的创业动机，往往有更高的成就动机和追求卓

越的持续激情有助于克服困难坚持创业从而表

现出更高的创业绩效。
（二）模型 2 中，创业策略、管理风格、创业资

金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H2．1、H2．3a、H2．3b、H2．4
得以验证。 合作创业模式对创业绩效存在影响，
但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构建创业团队的标

准应该是充分考虑团队成员性格特质、资源禀赋

等的匹配性而不仅仅是基于亲属关系的考量。 创

业者创业资金和创业策略影响更显著，前者体现

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印证了先前研究

对融资难问题的关注，后者则印证了“预则立，不

预则废”，准备越充分，能增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

人的信心， 有助于获得资金等资源禀赋的供给，
从而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 合适的管理风格的采

用将有助于创业者带领员工共同创业。 加入创业

过程的各变量，创业个体的各变量对创业绩效的

影响程度都有所降低，其中社会网络、创业动机

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影响系数有所减低。 通过

系数比较可以看出，创业过程各变量显著提升了

对创业绩效的解释度，尤其是创业资金和创业策

略。
（三）模型 3 中，融资支持和家人支持通过显

著性检验，H3．1 通过验证，H3．2 得到部分验证。家

庭因素与绩效的相关系数为－．267＜0，即家庭越是

不支持的创业女性， 她们呈现出越低的创业绩

效。 反之，家庭支持程度越高，女性创业绩效越

高，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有助于女性更好的投入创

业，既能收获较高的客观绩效，同时能提升女性

创业者的幸福感知和创业满意等主观绩效。 融资

政策的支持能更好的帮助女性克服资金困局。 添

加创业支持要素时，其他的创业支持变量对创业

绩效影响不大，主要是创业过程变量对绩效影响

占据着主导地位，各变量的解释度总体高于个体

和支持要素的解释度。 值得注意的时，当加入创

业支持变量后创业策略和创业资金的影响增强

了，有了更好的融资支持和家人支持有助于解决

女性创业的融资难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女性更充

分的投入创业，从而有较好的创业准备以获得更

高的创业绩效。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构建 4P＋1F 的女性创业五要素研究框

架， 通过调查， 验证了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第

一，创业个体是主导创业的起因，人力资本是决

定创业的“先驱”，良好的心理资本是“保障”并最

终会影响到创业绩效，女性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

助创业者运营资源禀赋以克服创业障碍，机会型

创业动机的创业者更容易成功；第二，创业过程

中，稳健型的创业策略更能促进女性成功，创业

资金运用是决定创业能否成功的命脉，鼓励女性

采用海豚式管理风格，这既然契合女性特质也有

助于提升创业绩效。 创业过程发挥着更为重要的

影响作用，如何做好创业过程规划和控制成为关

键。 第三，创业支持对女性来讲意义更突出，尤其

是来自家人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创业与家庭的平

衡，进而提升创业绩效。 基于此，笔者认为“准备

充足”是女性创业成功的基础，无论是个体人力

资本、社会网络、心理资本储备还是创业策略选

择，都体现出“有备而战”方能一战成功；“成就导

向”是克服创业障碍的内在基石，面对创业的艰

辛，有着更高的成就动机追求卓越才能不断激励

自我奋斗、坚持创业；“过程投入”是关键，倡导女

性采用稳健型的创业策略、 海豚式的管理风格，
寻找匹配的合作伙伴，做好创业资金的运营；“政

策支持”是外援，建议构建纳入“性别”意识的创

业政策，运用多元力量帮助女性突破创业壁垒尤

其是家庭壁垒。
我们对女性创业绩效影响因 素作 了定量 研

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但是，有关女性创业的

各项研究才刚刚展开， 本文不免存在一定的不

足，有待深入。 一则受制于定量研究的局限，一些

对女性创业绩效有影响的难以量化的因素未能

纳入模型中， 使得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未

来的研究应当将更多的因素进行定量处理，提高

定量模型研究的效果。 二则，本文从个体层面展

开研究，今后可以考虑构建一个一体化的多层面

框架，以便在个人、企业、行业、地区、及国家层面

上进行分析，并为各个层面间联系的研究提供视

角。 三则，开展有效的问卷调查需要较多的时间

精力投入，本文先对闽浙粤三省女性创业者展开

调研，今后可覆盖全国各个区域，且可以纳入男

性创业者的样本以进行更直接的性别对比研究，
进而提升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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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与外部企业的联系， 了解市场的需求动向，
增强知识和技术转化应用能力，体现出其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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