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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海外人才归国创业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海外人

才跨国创业具有双重网络嵌入的特征，即技术网络嵌入和市场网络嵌入。 同时，创业网络

是动态变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海外跨国企业，不同性质的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

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 创业阶段主要划分为创建期和成长期：在创建期，海外市场网络对

跨国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显著，海外技术网络对跨国新创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而在成长

期，海外技术网络对跨国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显著，海外市场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不

显著。 海外跨国创业企业需要分阶段利用特定的网络整合优势资源，推动自身成长，而地

方政府应当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扶持跨国创业企业建立和维持海外网络，促进跨国创业企

业和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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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各地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

活动。 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创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跨国技术转移和知

识溢出效应明显。 因此，这一新兴的创业形式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1]。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网络视角已成为创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2]，关系网络嵌入对

创业企业的成长甚至成功与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 海外高层次人才跨国创业这一新型的

创业形式，具有技术网络嵌入和市场网络嵌入双重网络嵌入特征[4]。 由于跨国创业企业新进入

缺陷（the liability of newness），双重网络嵌入能推动跨国创业企业资源获取和持续成长[5]。 然而

关于目前关于跨国创业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静态研究，网络的动态性研究明显不足[6]。 创业

网络是动态变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不同性质的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差

异性[7]，因此有必要加强跨国创业网络嵌入的动态研究，针对不同创业阶段采取措施，进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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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创业资源的优化整合，最终促进跨国创业企业健康成长。 所以，本文将以创业阶段理论为

视角，探析跨国创业技术网络嵌入和市场网络嵌入在创业不同阶段对新创绩效的影响，以期能

为跨国创业企业分阶段利用特定的网络整合优势资源，推动自身成长提供借鉴建议和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跨国创业企业网络嵌入

企业的发展需要嵌入一定的特定网络，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企业处于一定的环境中，企业

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它与外部环境构成的网络特征。 Granovetter 指出企业经济行为和其他社

会行为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地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8]。 新创企业由

于新创障碍和小的障碍而无法具备成长所必须的资源，仅仅依靠企业内部资源的成长非常困

难，因此通过嵌入一定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故而

创业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新创企业的发展提供潜在的

资源。 目前关于创业企业的网络划分，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给出了划分标准，有正式网络和非

正式网络[9]、商业网络和政治网络二维度划分 [10]以及商业社会网络、制度社会网络以及技术社

会网络三维度划分[11]。 Anderson 等根据跨国创业企业在海外业务开展以及学习成长的客观需

求，将跨国创业企业网络嵌入划分为技术网络嵌入和市场网络嵌入[4]。 技术网络嵌入是指跨国

创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技术创新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探索性学习来保证自身技

术的领先程度。 市场网络嵌入是指跨国创业企业与供应商、销售商以及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

进行市场开拓和经营，从而使自身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本文将沿用 Anderson 等的划

分标准，将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网络嵌入分为技术网络嵌入和市场网络嵌入。

（二）创业阶段理论

近些年来，随着创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日益突出，创业过程研究也日益兴起。 关于

创业过程的定义，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主要是 Gartner 等以及 Bhave 的定义。 Gartner 等认为创

业前的商业计划成为现实企业组织这一过程所发生的事件都属于创业过程[12]。 而与此不同，Bhave
则认为创业过程是一个反复修正、并非呈现线性的实际过程，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是各

种创业元素不断整合、动态发展的 [13]。 而关于创业阶段的划分，J.Galbraith 根据新企业成长过

程， 认为创业过程 分为五 个阶段： 原理的 验证 阶段 （Proof-of-principle Stage）、 雏 形阶段

（prototyle Stage）、模型销售阶段（Model-shop Stage）、启动阶段（Start-up Stage）、自然增长阶段

（Natural Growth)[14]。 Holt 从企业生命周期出发，认为创业过程会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创业

前阶段（pre-start up stage）、创业阶段（start up stage）、早期成长阶段（early growth stage）及晚期

成长阶段（later growth stage）[15]。 而在国内学界，姚峰等认为，创业阶段是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

初期，从企业设立阶段开始，可以一直延伸到企业快速扩张阶段，一些企业的创业阶段可以一

直延续到企业进入稳定期为止。 并将创业过程划分为：创业培育期、创业发展期、创业成熟期

和创业衰退期[16]。 彭华涛在研究创业企业社会网络演化图谱时，将其创业过程划分为：起业阶

段、建业阶段、守业阶段、传业阶段以及再创业阶段[17]。 Leung 等根据跨国人才在海外创办企业

多为高科技型公司实际情况，认为这些跨国创业企业渡过创建前期资源不足之后，将面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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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术产品面临升级换代以及市场扩展等问题， 能否持续成长将直接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否，

因此将创业过程划分为创建期和成长期[18]。 本文研究的海外跨国创业企业主要多为高科技型

公司，将沿用 Leung 等的划分标准，将创业过程划分为创建期和成长期。

（三）新创企业绩效

关于新创企业绩效，传统的理论界通常采用财务绩效对新创企业绩效进行划分。 在平衡积

分卡中，主要以销售额、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对新创企业绩效进行测量，但是 Covin
等认为新创企业成长不仅是“数量”的增强，应当还包括企业成长的“质量”，用单纯的财务指标

并不能很好地反应资源秉性和产出价值[19]。 因此他们在界定新创企业绩效时，从财务指标和成

长指标两个视角对新创企业进行测量，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公司主营净收益率、公司市场占有率、

公司投资收益率，而成长指标将主要包括公司资金周转速度、公司净收入的增长速度、公司销售

额的增长速度、公司新员工数量增长速度、公司市场份额增长速度以及新产品开发速度。 他们设

计量表的维度划分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采纳。本文认为跨国创业企业这一新兴的创业形式，创业企

业具有较强的成长性，沿用传统财务绩效标准将难以较好衡量企业绩效，因此本文将借鉴 Covin
等对新创企业绩效维度划分标准，认为海外跨国新创企业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19]。

三、假设的提出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于创业网络对海外人才创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

影响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创业网络尤其是海外网络在创业企业各不同发展阶段对跨国创

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的研究还有待拓展。 不同类型的海外网络对于跨国创

业企业成长绩效相对重要程度， 是依据跨国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活动内容、

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确定的。

（一）海外跨国创业企业创建期网络嵌入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

海外跨国创业企业在创建期往往面临着资源不足、组织结构简单、缺乏核心竞争力等一

系列问题，但对于跨国创业企业而言，最急需解决的是产品在市场的开拓和产业化，如何保证

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适销对路的产品，从而验证创新技术的可行性[20]。 只有良好的产品市场策

略，通过技术开发设计满足市场需求，才能赢得市场的认可[21]。 因此跨国创业企业需要通过嵌

入市场网络，加强与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本地企业良好关系，获取市场的各种经验知识，这些

无形资源储备，有着宝贵的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也更有利于这些跨国企业能够取得持续成

长[22]。 同时跨国创业企业在创建期，充分利用与各种企业协会、市场伙伴共享的关系网络、资源

等，抓住市场机遇，推动自身财务绩效的提高。

海外跨国创业者自身所拥有国外较高的学历并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水平，他们在初创期

之所以能得到政府、风险投资等机构的亲睐主要在于跨国创业企业往往具有较为领先的专利

技术和技术研发团队。 这些跨国创业者在创业初期的战略重点是将自身先进技术水平产业

化，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植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23]。 因此，这些跨国创

业企业在初创期无论是在知识的广度还是深度， 都足以保证他们创办企业的技术领先性，通

过嵌入技术网络来进行开发学习，提升技术先进水平，并不能很好的提高新创企业绩效。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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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创建期，相比海外技术网络，海外市场网络的利用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二）海外跨国创业企业成长期网络嵌入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

随着海外跨国创业企业步入成长阶段，已初步解决企业生存的问题，这时通过持续的技

术创新就应当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海外跨国创业企业在企业性质上多属于高新技术产

业，具有产品更新换代快、技术变革期短的特点，因此跨国创业企业必须通过与原先留学海外

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团队保持良好的联系，通过嵌入技术网络保证技术的持续领导，占据技

术革新的主动地位。 有效的技术网络嵌入有助于这些跨国创业者进行知识搜寻，进行探索性

学习[24]，从国内外技术源头寻找和获取外部先进技术，从而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 [25]。 技术产品

的更新换代将有助于企业调整相应的经营范围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从而继续保有产品对市场

的占有率，提高跨国新创企业绩效。

海外跨国创业企业在成长阶段，已经度过了初创期的生存困境，创业企业的产品拥有一

定的市场占有率。 姚峰等认为在创业成长阶段创业企业具备的主要特征是利润和销售额快速

增长、市场占有率快速提高、重视创新、开始培育核心能力、进行多样化的尝试等 [16]，因此这一

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进产品的可行性，持续提升技术水平。 嵌入市场网络并不能有效提

高新创企业绩效，相反过度的网络嵌入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和锁定效应 [26]。 通过市场网络嵌

入，进行多样化的营销和管理，将会使跨国创业企业将重心放在市场进一步推广和开拓，却忽

视了自身核心技术的转型升级。 由于海外跨国创业企业多为高新技术型企业，在成长期不注

重技术的提升将阻碍企业长期成长绩效的提高。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成长期，相比海外市场网络，海外技术网络的利用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构建海外跨国创业技术网络和市场网络嵌入在不同创业阶段对新创

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具体影响模型可见图 1：

图 1 在不同创业阶段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

注：五角星符号代表不同创业阶段跨国创业网络嵌入对新创企业绩效起主要影响因素

四、结 论

本文对跨国创业双重网络嵌入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将海外跨国创业

网络嵌入分为技术嵌入和市场嵌入，并根据创业过程理论分析了创建期和成长期双重网络嵌

入对跨国新创企业的不同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创建期，市场嵌入相比技术网络对新创

企业绩效作用更为明显；而在成长期，技术网络嵌入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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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海外跨国创业者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创建到成长过程中协调好不同

网络的作用。 在初创期通过嵌入市场网络，借助与供应商、销售商以及企业之间的良好合作，

可以帮助跨国创业者满足市场需求，进行市场开拓，进而顺利实现产品的市场化，将原先的先

进技术转化为商业回报，推动创建初期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并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随着

跨国创业企业步入成长阶段，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要想保持持续的发展，必须进一步进行自身

技术的转型升级，保持自身核心的领先程度，因此通过嵌入技术网络，与各高校、科研院所以

及学术团体保持密切联系，进行知识搜寻和技术学习，进而推动产品的改进和创新开发，最终

将有助于提高跨国创业企业绩效。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的过程中，要重点分析归国创业者的海外

网络嵌入现状，应当按照这些跨国创业企业目前所属阶段，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扶持跨国创业企

业建立和维持海外网络，并且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跨国创业者通过嵌入网络，获取相应的

资源来促进企业自身良好发展。 地方政府只有动态分析不同的创业发展阶段、不同情境条件下

的网络关系特征及其变化，才能帮助跨国创业企业规避网络锁定效应和网络嵌入负效应，才能

更好地为跨国创业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促进跨国创业企业和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是提出一个关于不同海外跨国创业网络对不同阶段对新创企业

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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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Insertion of Overseas Talents’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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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more and more oversea el ites come back to their homeland to start their own
career,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transition of China. This career -
founding trend has two main features: technological network insertion and market network inser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 is changing which affects the new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The entrepreneurial stag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creating period and growing period.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market network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new firms’ performance in creating stage
and the technololgical network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new firms’ performance. On the contrary,
the technololgical network has significant on the new firms’ performance in the growing stage and the market
network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new firms’ performance. Oversea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firms need to use a specific network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ir own growth.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target to guide and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overseas network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Key words: oversea elite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technological network; market network; new firm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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