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期 总第 !"# 期

$"%& 年 ! 月

商'业'经'济'与'管'理

!"#$%&'"()#*+%,**,-"%".+-*

()*! +),*!"#

-./*$"%&

收稿日期! $"%0 1"2 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环境差异影响下的新技术企业组织网络形成过程及机理研究$ %&%9"$%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法律翻译研究$%%#d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过程视角下

新企业组织网络构建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研究$%%!5470!"$$%&

作者简介! 张慧玉'女'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组织话语.创业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程乐'男'讲席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律话语.法律翻译研究)

创业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

张慧玉
%

!程'乐
%!$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

摘'要! %语言转向&下的创业叙事研究直接以创业者的故事讲述及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文本

资料为研究对象!以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贡献于创业研究"文章系统回顾创业机会识别(资

源获取(创新(制度创业及创业失败中的相关研究及其主要成果!以提炼创业叙事研究的发展脉

络与研究主题演化!并综合述评叙事对创业研究的主要贡献!进而在剖析现有研究局限的基础上

提出创业叙事研究的理论框架!展望主要研究议题及方向!以期在向中国创业研究界推介这一研

究方法及理论框架的同时!为后续研究(尤其是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叙事研究做铺垫"

关键词! 语言转向'创业叙事'创业行为'制度创业'创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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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G言

兴起于$"世纪["年代的!语言转向$促使组织管理学科重新审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

'实证主义长期

倡导的!镜子逻辑$

,$C!-

受到后现代主义
,91#-

及言语行为学派
,0-

的严峻挑战'学者们将组织及组织现象视为



社会性的语言构建
,&-

'改变以往仅仅将语言文本视为研究工具并对其进行操控的做法'基于语言特性
,[-

.

语言要素
,2-

及使用情境等挖掘语言性社会构建背后的权力结构.价值理念.制度逻辑等深层含义
,%'&'%"-

'

其中组织管理话语研究
,%%1%9-

与词汇分析
,%"-

是这一变革性转向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步'叙事进入创业学者

的研究视野'并在近年出现研究小热潮
,%#C%0-

)创业领域的标杆性学术期刊 0企业创业杂志1 %V$73(-%$&

67+*(2++W2(/73*(9&于$""&年开辟!创业叙事$专刊'不仅是创业叙事研究的里程碑事件'更极大地推动了这

一研究视角的后续发展)在 \dJ7;的商管财经资源检索平台 % dSOB@HOOJ)S/?H]/HQBH/& 同时以

!H@L/HN/H@HS/

!

$和!@.//.LB

!

$为关键词对文章摘要进行 d)),H.@ 搜索'发现%2[#1$"%#年间一共有$2[篇文章

与创业叙事相关'其中%["篇为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论文)从学术论文的具体发表年份来看'%2[#1$""#年发表

的仅$9篇'近十年共计%#0篇'而$"%$1$"%#年共计[!篇)近五年来'不仅学者们更加聚焦创业叙事本身'而且越

来越多的相关文章发表在主流创业或管理期刊上)这一搜索统计情况表明*创业叙事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视

角'尽管在语言转向之初并不受重视'但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并展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然而'相比国外逐渐兴起的良好势头'国内创业领域对此尚未涉足'而基于中国独特的语言体系以及

方兴未艾的创业热潮'中国特殊文化情境下的创业叙事必然呈现出其独特之处'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地探

索与挖掘)基于此'本文不局限于文献综述'力图在梳理并评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描述并提炼创业叙事研

究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演化以及未来研究趋势'以期在向中国创业研究界推介这一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的同时'为后续研究尤其是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叙事研究做铺垫)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创业叙事的

概念.分类与特点'通过系统回顾创业机会识别.资源获取.创新.制度创业及创业失败中的相关研究及其

主要成果综合述评叙事对创业研究的主要贡献'并提出创业叙事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而在剖析现有研究局

限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主要方向及研究议题)

二" 创业叙事的界定"分类及特点

#一$ 创业叙事的定义与分类

从广义上来看'创业叙事涵盖创业过程中所有与文本.话语等语言因素相关的内容'不仅包括商业计

划.新闻发布会等文本材料'也包括筹集资金.打造技术原型.培养客户等创业行为中涉及的言语交际活

动
,%0-

)叙事视角认为'创业者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表达创业愿望潜文本'而二者的结合生成创业叙事

中的核心文本)换而言之'创业者通过叙事将创业情境化
,%0-

)创业叙事是创业身份形成
,%&-

.创业活动协

调
,%[-

.创业未来构想
,%2-

以及创业意义构建
,$"-

等活动的基础)基于研究设计的需要'已有研究往往聚焦特

定的创业叙事'并深入分析其在创业行为.过程与绩效中的作用
,$%1$!-

)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创业叙事的概念'部分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分类)其中 ;V7)@@)/

,$9-

的分类受到较为广泛

的认可)他们将创业叙事分为个人叙事.一般性叙事及情境性叙事)其中个人叙事指的是创业者所讲述的经

历与故事'包括自传式的创业故事以及聚焦技术创新.突破等方面的愿景描述(一般性叙事指的是诸如商业

计划书之类的常规性文件及文本'包括刻画项目优越性及竞争力的营销叙事.具体规划项目从发起到成功路

径的战略叙事等(而情境性叙事指的是创业者很难施加主观能动作用的.镶嵌于情境中的叙事'包括历史叙

事与惯例叙事'前者讲述创业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历史'而后者以业内人士及公众共同认可的常识.信念等

形式出现'为创业者提供行业惯例.顾客偏好.社会期望等方面的指引)显然'这三个类别不仅叙事层次.视角

各异'而且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又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且均是推动创业进程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 创业叙事的特点

基于创业情境的特殊性以及创业机会.行为与过程的特点'创业叙事必然展现出有别于其他叙事的独

特之处'而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范畴'而且也是进一步围绕该范畴展开探讨的基础)

;V7)@@)/

,$9-

指出了创业叙事的一些基本特征*时序性'即叙事的产生是以经历.故事发生的时序为基础(施

为性'即创业叙事可以通过意义构建.话语互动等对创业行为及过程产生影响(可塑性'即创业叙事在内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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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素的影响下'将随着创业项目的进展及新企业成长发生演变(关联性'即不同类别.主题.目的的创业

叙事之间存在动态关联'共同刻画并作用于创业过程)而最重要的是'基于其分类理论';V7)@@)/认为创业

叙事具有互文性%B@LH/LHWLS.,BLP&'这是以话语的互文性
,$#-

为基础)创业者不仅将自身及其企业呈现.包含在

营销计划.募资计划等商业话语以及社交对话.人生规划等日常话语中'而且经常无可避免地被包含在他人

设计的故事情节中'从而自然经历叙事活动中最复杂.微妙的意义构建过程)蕴含在企业生成及成长中的互

文话语能力通过不同路径产生效应)一方面'源自不同行动者的创业叙事话语通常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通

过有机整合能够带来宝贵的创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故事讲述者视角.立场及观点各异'不同类别的

创业叙事话语经常会导致互文性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组织冲突'这也是新企业意义构建的必经过程)

这些针对创业叙事基本特征的挖掘并非简单侧重文本的语言性特征'而是将语言镶嵌在创业情境中'

既重视叙事的沟通交际.协调及认知性意义构建功能'也充分考虑创业行为与过程的目的性与动态性'并

将创业者的关键角色融合其中)由此可见'叙事不仅为创业研究提供了新颖有效的方法与思路'而且本身

独立构成研究者洞察.剖析创业行为与过程的重要研究对象)

三" 已有的创业叙事研究回顾与分析

!语言转向$将组织及组织现象视为语言性的社会构建'从语言视角来看'创业同样如此)纵观创业过

程或深剖特定创业行为'创业叙事均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构成性要素)基于此'已有研究分别聚焦不同的关

键创业行为'在描述.刻画各种特定创业叙事的基础上'剖析语言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已有的

创业叙事研究与一些特殊的研究主题结合甚密'如制度创业.创业失败等)

#一$ 叙事与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可以视为是创业者识别.把握与挖掘创业机会的过程
,$0-

)6./SR 和 6BS,B.@B

,$&-

以创业机会研究的

发现%RBO?)KH/P&与创造%?/H.LB)@&视角为基础'提出从叙事视角探讨创业过程中的机会问题)叙事视角引

导我们通过关联与时间路径关注创业机会'而机会的意义构建过程在关联空间与时间的互动中实现)叙事

视角下的关联维度将发现与创造视角融为一体)发现视角认为外部环境赋予敏锐的创业者可以把握的创

业机会
,$[-

'强调情境%?)@LHWL&(而创造视角认为创业机会是通过创造性想象.效果导向等过程内部生成

的'强调代表潜文本%OSTLHWL&的创业愿望)叙事视角下的关联与实践维度通过持续互动建构与创业相关的

意义'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创业者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成套社会.物质元素融入到可理解的叙事中'创

业机会由此形成)叙事将创业过程中的日常经历转化成有意义的故事'并非接受或拒绝事实'而是将事实

定格.塑造.融合到意义中
,%0- ,$21!"-

'创业者通过叙事意义构建就创业概念.原因.潜在障碍以及创业方式等

形成自身的观点
,!%-

)相关的创业者基于自身不同的过往记忆与未来期许'会从各自的优势出发呈现差异

化叙事'推动持续性的意义构建过程'以此呈现对机会的界定.理解与发掘%如下表所示&)

创业叙事研究代表文献及主要发现

研究主题 代表研究 主要发现

创业行为

机会识别

资源获取

创业创新

6./SR 和 6BS,B.@B!$"%!

叙事视角下的关联维度将发现与创造视角融为一体!促进创业者对机

会的识别与把握&

-./LH@O等!$""& 叙事话语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推动创业者的资金获取&

4)@HO等!$"%" 创业者运用叙事修辞策略来说服客户!获取合法性及其他创业资源&

]MB,,BNO等!$"%! 创业者通过叙事在关系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从而推动外部资源获取&

7/)OO.@ 等!%222 提出9<创业学习框架!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叙事密切相关&

6./SR 等!$"%9 创业叙事包括关联)时间与施为三个维度!均对创新至关重要&

制度创业
_.U/H@?H和 ]MB,,BNO!$""9 叙事变化对制度创业的作用有赖于创业者采取的行动与策略&

d.LLB,.@.等!$""2 制度创业者通过叙事说服现有制度中的行动者!构建新的制度逻辑&

创业失败

dP/@H和 JMHNMH/R!$"%# 叙事中的不同情绪状态影响创业者对失败创业经历的理解&

f),DH和 JMHNMH/R!$"%#. 失败叙事中有关创业导向的内容与后续绩效呈现 G形关系&

f),DH和 JMHNMH/R!$"%#T 创新项目失败率对叙事话语中的负面情绪内容有正向影响&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9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叙事视角下的时间维度强调跨时间叙事对创业机会形成与把握的重要性)创业叙事促使创业者既可

以通过回顾先前经历来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展望未来规划新企业将要达成的事情'以此激

发个体的创业意愿
,!% 1!$-

'促进创业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塑造
,!!-

'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促使个体认识到自身

!创业意识$的最佳方式'进而推动机会感知与识别的敏锐性)在创业过程中'新想法的形成很难万事俱

备'其在现实过程中的实施也远不是线性的过程'创业叙事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融合在一起)通过创业

叙事'关于过去的回忆与关于未来的期望均融入到对现今的关注中)一方面'创业者有关未来的创造性规

划塑造其有关过去的选择性回顾
,$2-

(另一方面'看待过去的方式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他们未来将要把握的

创业机会)

叙事视角下的创业机会识别研究表明'发现与创造均是创业机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叙事通过意义构

建与塑造不仅将二者融为一体'而且将为二者的跨时间.空间互动创造条件)以此为基础'创业者通过有目

的的叙事话语活动搜寻.识别并把握创业机会)创业的动态过程要求创业者根据动态形成的各种可能情

况.有关未来的概念性规划以及有关未来的选择性回顾不断做出叙事性调整'对可控范围内的创业机会进

行反复的.修正式的认知判断'引导.推进逐步展开的创业过程)

#二$ 叙事与创业资源获取

资源是创业机会识别与挖掘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创业成败
,!91!#-

)从叙事视角来看'语言和文

本不只是创业资源获取的工具或途径'而且可以看作是这一关键创业活动的基础性构成要素)

有效的创业叙事直接推动资源获取)-./LH@O等
,!0-

对高科技产业首次公开募股企业的招股说明书进

行质性叙事分析'发现叙事话语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推动创业者的资金获取)首先'叙事话语可以将新企业

有形.无形资产等信息用更加简洁.完整.一致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帮助潜在的资源提供者更好地理解创

业企业的情况及身份)第二'叙事话语能够清晰地阐释创业企业计划战略背后的机理'从而帮助潜在投资

者理解该企业如何开发创业机会及其项目的潜在性质与价值)最后'好故事能够将创业叙事话语与所在情

境中更宏观的话语联系起来'既能呈现创业项目的原创性与独特性'又不至于牵强附会.受人质疑'因而既

能引起潜在资源提供者的兴趣'又能推动他们参与其中)这些观点表明'有效的创业叙事话语不仅能够降

低创业项目及机会所能感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1![-

'而且能够鼓励.动员潜在资源提供者的投资行为)

创业叙事对资源获取的作用往往通过构建社会网络.获取合法性等来实现)]MB,,BNO等
,$!-

通过长时间

跟踪观察创业过程中同质网络关联的形成过程发现'创业者通过特定的话语程序或故事'将特定的信息传

递给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而以多种相似性%如共同宗教身份.国籍.移民经历等&为基础建立二元关联'最

终成为由多类同质关联构成的异质网络的核心成员'从而为外部资源获取占据有利的网络位置与机会)

4)@HO等
,$$-

认为'创业企业可以通过运用提供象征性框架及意义的制度逻辑叙事实现合法化'争取到潜在

客户)他们立足于以建筑企业为代表的新创专业服务企业'发现运用!专业$逻辑的修辞策略效果在争取

客户时最佳'而运用!商业$逻辑的策略不利于客户及其他资源获取)在资源获取过程中'新创企业运用动

机或能力词汇证实自身并说服他人'以获取合法性及其他资源
,!2-

)_)S@OTS/P和 6,P@@

,9"-

提出!文化创业$

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创业者通过讲故事的途径以既有的创业资源储备获取资金.创造财富的过程)他们聚

焦探讨创业叙事如何推动新企业身份认同的构建'而身份构建是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赋予新企业合法性的基础)创业者以企业特有资本及产业制度资本为基础'通过讲故事或创业叙事创

造有利于资源获取.绩效改善的竞争优势);V7)@@)/

,$9-

跟踪观察新企业创始人与实际及潜在投资者.员工.

合作伙伴.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会面发现'创业者相关叙事话语不仅能够在一般意义上提升企业合法性.

构建企业有形及无形价值.说服他人提供资金及其他资源支持'而且能够通过微妙的叙事意义构建影响新

企业行为及绩效)

叙事视角下关注创业资源获取的研究表明'叙事在这一关键创业行为中作用至关重要)事实上'围绕

外部资源获取的创业叙事研究尤其能够突出语言在创业过程中的角色)对于外部资源持有者而言'其对创

业个体及项目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途径获取的叙事文本'尽管创业者在进行描述与阐释时必

!9

'第 ! 期 ''张慧玉'程乐* 创业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



须以创业项目的真实情况为基础'但叙事语言的灵活多变及情境性使之可以通过主观设计的话语性类别

划分.意义构建说服潜在的投资者及其他资源持有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后者的决策往往有赖于此)

尽管用直接或间接来概括叙事在创业资源获取中的作用难以充分体现其中间机制'但有关创业网络构建.

合法性获取.意义构建的探讨为后续研究深入挖掘创业叙事的效应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 叙事与创业创新

成功的创业活动与创新密不可分'对于技术创业尤其如此
,9%-

)从叙事视角来看'创业叙事可以从多个

角度作用于创业创新过程'如*通过意义构建推动创新想法的形成.通过话语互动推动创新实践的发生及

演变.通过情境化陈述提高创新的被接受度等)7/)OO.@ 等
,9$-

%%222&提出了9<学习框架+++个体层面的直

觉% B@LSBLB@I&. 团 队 层 面 的 阐 释 % B@LH/N/HLB@I& 与 整 合 % B@LHI/.LB@I& 以 及 组 织 层 面 的 制 度 化

%B@OLBLSLB)@.,BaB@I&'可以视为是组织创新的基础)而在创业情境中'这四个方面均与叙事密不可分*直觉是

基于创业者的经验叙事'阐释有赖于创业者运用言语.文字.符号等叙事元素对个体想法进行解释'整合要

求在阐释的基础上通过成员互动达成共识'而制度化是相关行动者持续.长期互动的结果
,9!199-

)

6./SR 等
,%0-

直接探讨叙事与创业创新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认为创业叙事包括关联%/H,.LB)@.,&.时间

%LHQN)/.,&与施为%NH/D)/Q.LBKH&三个维度'而三者均在创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关联维度来看'

逐渐演进的创业叙事不仅反映出创业者对创新的愿景与驱动力'而且体现出利益相关者的付出与参与)一

方面'创业者通过叙事强调自身角色及与其他高地位行动者的互动'建立创新中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并以

此识别.实施自身及利益相关者感兴趣的创新机会)另一方面'创业叙事将来自于各种情境中的社会.物质

元素转化成系统.合理的陈述'促使利益相关者理解并接受创新
,9#-

)从时间维度来看'创业创新是逐渐展

开.推进的过程'创业叙事话语中暗含着时间.时机与暂时性'隐含在活动顺序中的时间概念与创业者的时

序经历相交织'而时间及暂时性以里程碑.路径图等形式显示出来'形成创新行动的时机)在创新中'创业

者与利益相关者必须理解已经发生过的情况'协调正在进行的活动'并设想适合未来发展的计划
,$&-

)为了

推动创新绩效'创业叙事中的时间排序及取向不仅要符合创业团队的要求'而且也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

许'符合自然规律及约定俗成的理念'同时必须在时间上维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协调'促使新企业与其

创新联盟在能力发展.资源获取上保持同步
,90-

)从施为角度来看'创业叙事能够促成行动能力'并赋予行

动意义)创业者运用相关叙事说服利益相关者可以视为是!向外推介$的过程'而利益相关者与创业者展

开探讨.提供支持%或反对或摇摆不定&的过程可以视为是!向内引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反复交替塑

造叙事话语'也正是创业创新活动的社会性构建过程)在经济回报不确定.同行模仿成风的创业创新活动

中'创业者必须运用恰当的叙事话语刻画创新活动获得的可行性与盈利性'并根据创新项目的进展不断调

整叙事内容.形式与策略
,9&-

'以更好地说服利益相关者
,!"-

)

在创新主导的竞争格局中'诸多企业组织均十分重视创新活动'而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创新不仅具有

关乎存亡的关键意义'而且呈现出有别于成熟企业创新行为的独特之处
,9[-

)相比既有成熟企业能够以积

累的合法性.声誉.创新历史等为创新行为背书'创业创新不仅面临固有的小企业缺陷与新进入缺陷
,92-

'

而且必须极力突破局限获得外界的初步认可'而恰当的叙事策略可以通过说服利益相关者.协调创新活

动.构建符合主流观念的类别意义为其打开合法性之门)6./SR 等
,%0-

所提出的三个维度充分体现了叙事与

创新的特点及二者在创业过程中的融合'系统地刻画.阐释了叙事在创业创新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并综合

考虑了作为创新主体的创业者.作为创新评估者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不仅以新视角和新方法丰富了已有

的创业创新研究'而且能以特殊的分析思路及全面的分析框架对不同主题下的创业叙事研究带来启示)

#四$ 叙事与制度创业

基于语言在制度化中的基础性.构成性角色
,#"1#!-

'叙事在制度创业中起到尤为特殊的作用)制度创业

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要说服现有制度中的行动者认识到做出改变的必要性'并动员他们参与其中'这便

要求他们在愿景沟通.人员动员中掌握特别的叙事技巧'在改变.破除既有制度的同时与制度中的其他行

动者和谐共处
,#9-

)为了做到这一点'制度创业者们不仅会通过话语对提出的愿景进行合理的框架构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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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会积极运用各种有效的修辞策略
,$%-

)这些修辞策略让创新点以比较熟悉的形式出现'而同时也会强调

变革的必要性)制度创业者整合.运用与既有制度逻辑相关的叙事'将所期望的新制度逻辑作为叙事的基

础'并将其中的价值观与利益点传递给潜在的同盟
,##-

)制度逻辑总是与特定的制度词汇相匹配'包括词语

结构.表达.意义等'制度创业者按照各自的目的通过控制这些话语元素操控.重组并表达制度逻辑
,$%-

)他

们会运用类比.比喻.对比等策略将变革愿景合理化
,#0-

)

制度创业者可以通过收集.运用与过往相关的象征性故事瓦解组织现状'颠覆既有的制度秩序'强调

有利于变革的观点)他们还可以将这样的故事理论化'以此表达更具普遍性的观点'吸引更多的支持

者
,#&-

)为了增强新制度逻辑的合法性'制度创业者采取各种有利于提高理解与接受效果的叙事风格'如深

受大众欢迎的悲喜剧风格.浪漫故事风格.讽刺风格等)部分叙事话语会与特定的组织.历史情境.社会运

动相联系'从而能够获得更多受众关注
,#[-

)通常'所选的叙事风格不仅将创新与传统叙事风格相融合'而

且强调创业项目的财务绩效)

_.U/H@?H和]MB,,BNO

,#2-

认为'叙事话语变化对制度创业作用重要且显著'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他们透

过0白鲸1%=$X4Y*"Z&.0人鱼童话1%L322[*%%4&等高人气影视作品观察社会宏观文化中对鲸鱼性质认识

的变化'进而指出这些变化为北美观鲸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非充要条件)这些文化话语的变化为观鲸

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但未能决定其最终形式)该研究表明'在制度创业中'宏观层面的叙事话

语活动能够为新制度领域的产生奠定基石'但这些基石如何构建成新领域则有赖于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

及策略)

从已有研究及其发现不难判断'叙事视角下的制度创业研究与组织制度话语研究密不可分)沟通制度

主义认为语言沟通处在制度理论的核心位置
,0"-

'组织管理的理论化.合法化.制度化及去制度化等均是话

语性社会构建过程
,0%-

'通过符号.象征.文本等语言要素及其情境化使用来实现
,9!-

)制度创业者正是通过

发起变革来挑战.影响.改变既有制度'激发新制度的生成与演进'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叙事话语的依

赖)与机会识别.资源获取等行为性创业叙事相比'制度创业叙事的难度和复杂度相对更高'因此'为了推

动创业进程'制度创业者战略性地运用修辞策略与相关行动群体积极互动'不仅要为新制度的出现创造新

的故事'而且要通过维系既有叙事为制度创业创造相对稳定的过渡性环境)基于此'叙事视角及思路对于

后续研究深入剖析制度创业过程至关重要)

#五$ 特殊的创业失败叙事

在较近的研究中'创业失败叙事逐渐形成一个独特而意义深远的主题
,0$109-

)与机会识别.资源整合.

创新等相对易观察.可测度的行为层面研究主题不同'创业失败问题十分复杂'各种内外部因素错综其中'

难以实现量化探讨'因此成为早期创业研究避而远之的主题)语言视角为创业失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叙事研究对于呈现创业者失败经历.剖析失败原因.分析失败对后续创业影响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dP/@H和 JMHNMH/R

,%#-

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八位创业者的创业失败叙事进行多案例研究'探讨叙事中

的情绪状态对创业者理解失败创业经历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者与新创企业在面对失败时存在差异'这

些差异反映在创业者叙事话语的情绪内容中'而这些情绪转而会影响他们对失败经历的理解)其中'叙事

中较高的负面情绪能够促使创业者更好地理解失败带来的损失'而较高的正面情绪能够为他们更好地理

解失败事件本身提供认知性资源)-.@LH/H等
,0$-

探讨利益相关者如何在处理创业失败的心理过程中运用

叙事话语)他们识别了一系列!叙事归因$+++即行动者通过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失败来处理失败以及他们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创业失败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构建过程'而创业者.受聘高管.员工以及媒体均以

不同的方式参与其构建)

f),DH和 JMHNMH/R 围绕创业失败叙事开展了系列研究)其中的一个研究
,0!-

以大学足球比赛类比创业

活动'以运动管理.创业导向.情感.意义构建叙事等理论视角为基础'提出创业导向相关的失败叙事话语

模型)他们通过分析大学足球队赛季首次失利后教练在媒体发布会上的话语文本发现*叙事话语中有关创

业导向的内容与后续绩效%下一场比赛的结果&呈现 G形关系'即叙事话语中较高或较低的创业导向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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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创业导向更能促使球队在后续表现中实现反弹(而负面情绪相关的内容与后续绩效呈现倒 G型关

系'即失败叙事话语中较低或较高的负面情绪比适中的情绪更能推动后续绩效反弹'比较积极的正面情绪

能够增强绩效'但增加到一定的点后'正面情绪将负向影响后续绩效)在另一个新近的研究中'他们
,09-

立

足于公司创业活动'挖掘组织叙事话语内容的前置因素'具体探讨创新项目失败率以及组织绩效如何影响

组织叙事话语的内容)他们以失败事件及情绪的意义构建理论视角为基础'建立叙事话语的关键绩效事件

模型'检验绩效事件对叙事话语内容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创新项目失败率对叙事话语中的负面情绪内

容有正向影响'而增加叙事话语中的正面情绪内容能够显著减少其中的负面情绪内容)并且'随着组织绩

效的改善'正面与负面情绪内容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突出)

基于创业失败的复杂性及相关数据收集难度'创业叙事为研究这一重要现象提供了有效的视角与思

路'研究者可以通过剖析创业者对自身失败经历的故事性叙述'探索.归纳导致失败的原因.过程及后续影

响)但如已有研究所示'创业叙事尽管以客观创业经历为基础'但深受创业者个人感性.情绪及性格特征的

影响'这在创业失败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认知性特征不仅影响创业者的叙事形式与内容'更对

叙事及失败创业经历的后续效应机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0!109-

)因此'探索性的创业失败叙事研究

对认知视角下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 述评及展望

创业叙事研究改变了实证主义仅把语言当作研究工具的传统'转而关注创业过程中语言叙事本身及

其使用'变革性地为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结合已有的创业叙事研究可以发现'其对

创业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理论视角的叙事研究关注并强调创业者个体及团队的

故事性讲述及创业过程中关键的文本资料'不仅改变了以往研究对语言元素本身的忽略'通过深度的语言

分析从内容与主题上丰富了创业研究'而且借用语言这一运用广泛.普适的多元化因素将表层创业行为或

现象与深层的创业者认知
,%0'9$-

.情绪
,%#-

.逻辑
,##-

等关键创业要素结合起来'从而为创业研究开辟了新的

探索与挖掘空间)JMHNMH/R

,09-

强调通过分析各种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创业机会'认为包含个人经

验.创业理念等因素的创业者内在认知%精神&与包含创业行为.质询性群体等因素的创业过程%世界&是

后续研究理解创业机会的关键之处)创业叙事正是联系精神与世界的桥梁'不仅创业者及相关行动者通过

话语进行积极互动'推动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而且我们往往是通过这些话语观察.捕捉.理解创业者.

创业行为及过程)

另一方面'作为研究方法的叙事分析强调对创业过程中语料文本的直接观察与剖析'并将语言本身作

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不仅弥补了实证主义传统对创业中语言性要素的忽略'能够为现有研究方法尤其是深

度案例研究提供有力的补充'而且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入探索与挖掘相关研究主题.尤

其是难以直接观察或量化测度的主题)鉴于创业个体.创业机会.创业行为与过程的高度复杂性'尽管已有

研究尤其是量化实证研究通过运用有效的量化数据普适性地得出大量因果性发现与结论'但其局限性也

逐渐凸显出来'如测度偏差严重.研究结果深受测度方式影响.难以深入剖析深层复杂研究主题等'而已有

的制度创业叙事研究
,#2'##-

以及创业失败叙事研究
,%#- ,0$109-

充分说明'这正是叙事研究的优势所在)

然而'必须指出来的是'尽管创业叙事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但依然存在较多的不完善之

处'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发展方向与空间)因此'本文在分析已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初步的创业叙事

研究框架'以期为后续研究做铺垫%见下图&)首先'从理论视角来看'尽管创业叙事是从语言视角来探讨

创业行为.过程及绩效相关的问题'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但现阶段的研究对叙事或话语视角的运用大

多停留在理念性层面'对语言文本的关注缺乏深度'理论上的跨学科融合不够'未能充分发挥语言学基础

理论的优势)面对语言转向带来的变革'组织及创业学者不无过度关注语言.忽视组织情境的担心'但就现

阶段而言'较多的创业叙事研究只是将叙事的理念运用到传统研究范式中'或对传统的案例研究!偷换概

念$'未能真正关注叙事的语言性特征及其对创业行为与过程的互动影响作用)基于此'未来的创业叙事

09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研究应当在平衡叙事文本与创业情境关注度的基础上'真正把叙事文本本身当作研究对象'关注叙事的本

质特征及其前因后果'并通过融合已有的创业研究成果与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如系统功能语言学.言语行

为理论.符号学等&'使文本分析与所聚焦的创业问题紧密.有机结合'这是利用跨学科视角实现理论突

破.构建新理论并逐步形成独特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

创业叙事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尽管叙事分析有力地提升了创业研究尤其是复杂研究主题的探讨空间'但已

有研究尚未充分发掘其潜力'对语言分析停留在表层'且与语言分析技术结合不够'主观性较强'研究发现

普适性容易受到质疑'因而在方法上缺乏独立性)语言是行动者主观意愿的表达'主观性强是语言分析固

有的特征之一'这与质性案例分析十分相似'但无论是语言学研究抑或案例研究'均通过分析方法的规范

化与标准化有效地提升了研究的客观性)后续的创业叙事研究可以遵循其发展路径'一方面运用规范的语

言分析技术进行文本分析
,%!1%9-

'以普遍认可的标准方法对语言进行深入.细致.有层次的分析'改善主观

性过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与其他成熟研究方法%如实证主义下的定量.定

性研究方法&结合'以提高研究的规范性)此外'基于跨学科特征及叙事研究的性质'未来研究可以更广泛

地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来提高数据收集效率以及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如*借鉴心理学的实验方法采集可控性

较高的数据(运用认知科学中的现代研究工具%如眼动仪.\̂ ]等&挖掘创业叙事背后的认知机制(通过脑

科学中的精密仪器设备与技术%如 D-̂ <.\\6.]\X等&寻求创业叙事产生效应的生理学阐释)这些途径均

能贡献于创业叙事研究方法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第三'从研究主题来看'已有的创业叙事研究依然局限在较少的研究问题上'具有极大的拓展与深化

空间)就主题拓展而言'未来研究不仅可以通过叙事分析更多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重要创业行为%如创业网

络构建.新产品市场开拓.创业融资等&'而且可以围绕创业叙事这一中心'就其前端影响因素及后端作用

机制进行探讨)哪些内外部因素影响哪些特定类别的创业叙事'不同类别的创业叙事及其特征如何影响创

业行为.过程与绩效2有关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创业叙事的前因后果)就主题深化而言'

未来研究可以在系统刻画创业叙事本质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前因后果机制的中介与边界条件'并

结合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对叙事背后的创业者认知进行深层次分析)与其他组织叙事相比'创业情

境下的叙事具有哪些本质性特征'哪些内外部因素影响创业叙事的前端影响机制与后端作用机制'特定创

业叙事及其主要特征背后存在哪些认知性阐释2这类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创业叙事

本身'而且可以融合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揭开创业过程中多重因果关系之间的!黑匣子$'尝试深度解释

创业行为.过程及绩效背后的作用机制与原理)

最后'就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叙事而言'必须在引介.借鉴已有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起步阶段即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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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关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主题上的完善'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充分考虑中国语言文化体系.制度环

境及创业情境的特殊性)鉴于当前近乎空白的研究现状'中国创业叙事研究应当坚持!中西结合.古今融

汇$的基本原则
,00-

'通过情境化借鉴国外创业叙事研究以及其他学科视阈下中国话语研究的成果剖析中

国创业叙事的主要特征'并通过中西对比.跨学科对比等方式挖掘其独特之处
,0&10[-

'进而以特征描述与剖

析为基础'分析中国创业叙事的前端影响因素与后端作用机制)而从长远来看'中国情境下的创业叙事研

究既要关注已有创业叙事研究发现在特殊情境下的普适性'也必须重视特殊情境下理论挖掘在其他情境

下的普适性'即要在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中国创业叙事体系并建立.保持该体系与国际创业叙

事研究的对话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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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3(\J* ĤD,H?LB)@O)@ LMH$"%" 3-̂ RH?.RH.U./R* RH,BKH/B@I)@ LMHN/)QBOH)DH@L/HN/H@HS/OMBN .O.DBH,R )D

/HOH./?M,4-*3?.RHQP)D-.@.IHQH@L̂ HKBHU'$"%$'!&%%&*%"1$"*

,$2-63̂ G: '̂ G̀-3̂ 3Jf3-53' 3̀̂ (n\]*].LM RHNH@RH@?H)/N.LM ?/H.LB)@2 ,4-*4)S/@.,)D-.@.IHQH@LJLSRBHO'

$"%"'9&%9&*&0"1&&9*

,!"-63̂ G: '̂ J7F<_:XF3' _3(XX *̀\@L/HN/H@HS/B.,OL)/PLH,,B@I' DSLS/HHWNH?L.LB)@O' .@R LMHN./.R)W)D,HIBLBQ.?P,4-*

;/I.@Ba.LB)@ J?BH@?H'$"%9'$#%#&*%9&21%92$*

,!%-8;̂ JJX̂ o-CXG;-<(\(F' 4GJJ<_3<' 6;\_J*7),,H?LBKBLPUBLMB@ H@L/HN/H@HS/B.,LH.QO*.QS,LBN,HC?.OHOLSRP)DMBIMC

LH?M@),)IPLH.QOL./LCSNO, -̂*+.@?)SKH/* 3?.RHQP)D-.@.IHQH@L]/)?HHRB@IO*3?.RHQP)D-.@.IHQH@L'$"%#*

,!$-835;__\3' 63<__5d*XMHBQN.?L)DH@L/HN/H@HS/OMBN HRS?.LB)@ )@ H@L/HN/H@HS/B.,.LLBLSRHO.@R B@LH@LB)@*MPOLH/HOBO.@R

NH/OBOLH@?H,4-*4)S/@.,)DJQ.,,dSOB@HOO-.@.IHQH@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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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 5̂X' _;G(JdĜ 5-' 6_5((- 3*_HIBLBQ.LB@I@.O?H@L?),,H?LBKHBRH@LBLBHO*?))/RB@.LB@I?S,LS/.,H@L/HN/H@HS/OMBN ,4-*

;/I.@Ba.LB)@ J?BH@?H'$"%%'$$%$&*992190!*

29

'第 ! 期 ''张慧玉'程乐* 创业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



,90- 3̀]_3(J' ;̂ _<̀;fJ <̀f 4*XHQN)/.,U)/A B@ OL/.LHIPQ.AB@I,4-*;/I.@Ba.LB)@ J?BH@?H'$"%!'$9%9&*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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