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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

构的形成，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

促进就业、拉动社会需求、增加财富创造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及综合竞

争实力的增强。如何衡量和提高企业创业绩效成为

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创业型经济”自首次被提出以来，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探讨，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各

派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因

素、影响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

果。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在创业初期仍

然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如资金不足、管理不善、规

模较小等，导致企业创业风险较高。随着理论的成熟

发展，不少学者从社会资本观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

社会资本在企业创业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帮

助企业发现创业机会，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1]，拓宽

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由于企业经营模式逐渐从物

质资源经营转向资本经营，这使得社会资本成为企

业发展的核心资源[2]，在信息传递、资源获取、网络

联系等方面有着积极影响，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稀缺

性资源，并进一步完善现有社会关系，构建新型关系

网络，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创业企业而言，社会

资本带来的经济效应更为显著，关乎企业能否在初

创期“存活”下来，并影响企业的后续发展，对创业绩

效有着较大的解释力度，因此，探寻社会资本与创业

绩效的内在关联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文献回顾

在对社会资本与企业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

部分学者从社会资本的结构、认知、关系三个维度进

行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可以推动创业绩效提高，并强

调了吸收能力发挥的中介作用[3]。顾颖、房路生[4]以

初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关系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企业生存率正相关，与

企业成功率负相关；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企业生存

率和成功率均相关；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

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社会资本的研究

议题。关于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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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能力的视角，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详细阐述了社会资本对

创业绩效发挥作用的过程，并揭示了动态能力发挥

的中介作用[5，6]。也有学者从自然主义哲学的角度

出发，对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

分析，阐述了社会资本的具体运作方式，指出社会资

本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影响因素[7]。

鉴于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存在相互依赖的关

系，其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是积极而显著的[8]，有

助于企业创业过程的顺利实施[9]。从创业导向的视

角来看，企业层面的基本信息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创

业绩效，而创业者层面的基本信息对社会资本与小

微企业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通

过引入创业团队效能感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对提

高企业创业绩效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10]。企业

特质对社会资本与企业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一

定的调节作用[11]，但企业规模、所属行业、企业性质

以及成立年限等异质性因素产生的调节作用是否具

有同质性学术界并无统一定论，且以企业特质为调

节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也不多见。因此，本文从

企业特质的四个异质性因素入手，研究不同维度社

会资本对不同类型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并提出改

善企业创业绩效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高企业创业

绩效提供实践指导。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研究模型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Bourdieu[12]提出，其指

出社会资本是各类资源的整合体，与公众熟知、认可

的体制化关系网络密切相关，并将其分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不同的形式，强调了其集

体性。Coleman[13]进一步对社会资本的特征进行总

结，指出社会资本是难以量化的无形资源，在社会网

络中广泛存在。随后，国内外学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将其划分为不同维度：①三维度

说，即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14]；②基于系

统主义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次说；③基于不同内

外部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15]；④信任、规范、

网络等层面的社会资本[16]等。本文采取学术界通行

的分类方法，即三维度说。

企业创业绩效是企业在创业阶段利用各种创业

资源进行创业活动的整体效果，有助于产生新的企

业价值。但关于创业绩效的内涵，学术界存在不同的

标准，大体包括以下三类：创业绩效是一定期间的行

为活动，是一定期间的表现结果，是主体拥有的能

力。基于此，本文认为创业绩效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创业活动的最终结果，反映了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生存，能否获得从弱变强的动态生长。在衡

量指标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从主观绩效和客观

绩效两个层面进行研究[17]。为增加创业绩效衡量指

标的多样性，本文采用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

方法，从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财务绩效的视角进行

衡量。此外，企业层面的基本信息将影响社会资本与

创业绩效的关系，产生异质性特征，故本文以企业所

属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及成立年限为调节变

量，建立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假设

1. 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

个维度，即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

结构维度从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角度出

发，衡量组织与外部联系的程度，决定了组织拥有的

资源。网络规模越大，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和外部资

源越充足，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越有利。处于初创期

的企业加强企业内部及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可

准确评估所处环境，有效识别商业机会，获得发展

所需的关键资源，促进企业开创新的业务、稳步发

展[18]。

关系维度从社会关系资本对个体的作用角度出

发，用于衡量各个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程度、被认可程

度，主要集中于相互信任、友好的特别联系中。由于

人力、物质和结构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19]，企业信任程度越高，人、财、物等资

源越容易整合在一起，进而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20]。

开放、共享、信任、社会化关系有利于提高企业绩

效 [21]，随着社会资源的交换及交流合作，企业凝聚

力和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强。

认知维度从促进实现组织目标所共有的范式角

图 1 理论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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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用于衡量网络成员中的语言、价值取向及表

达方式的相同或相似程度。认知社会资本强调企业

在市场和行业中能够获得的认可程度，直接影响创

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共同的语言、价值观念和

表达方式，可以加大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力度，为创业

绩效带来积极影响。

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存在较强的内部

关联[22]，且不同的社会资本结构之间存在交互作

用[23]。因此，本文认为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与企业

创业绩效正相关，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H1a：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H1b：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H1c：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2. 企业特质与创业绩效。不同行业企业的资金

需求量、投资回收期、融资结构、风险等各不相同。由

于企业倾向于与自身背景相同或相近的企业建立联

系，相比行业外联系，行业内的联系更为紧密。从外

部环境看，与企业发展最具有直接关联性的是其所

处行业，因市场环境、发展机会、竞争状况等因素存

在明显差异，企业的创业导向等也不完全相同，导致

创业绩效不同[17]，因此，行业特殊性是影响企业社

会资本及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鉴于新兴行业能够

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提供创新性的产品或服务，本文认为所属行

业正向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与传统行

业相比，新兴行业中社会资本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

响更大。

不同规模的企业拥有的资源总量及资源配置能

力不同，社会资本量和经营绩效也存在较大差异。有

学者研究指出，企业规模越大、信息和资源流动性越

强，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但也有学者认为社

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绩效、产出率具有一致性正向影

响，且在规模大的企业中更明显。谢洪明等[24]研究

发现，大规模企业的社会资本、网络强度对管理创新

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这在小规模企业中并不显著。

基于上述信息，本文认为企业规模正向调节社会资

本与企业创业绩效的关系，且企业规模越大，社会资

本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越大，能帮助企业获

得更多的外部资金，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增强市场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按照企业性质划分，则企业分为国有、民营、股

份制和其他企业四类。以国有企业为例，其在社会经

济发展中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

于其他企业，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小。但层层代理增

加了代理成本，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发展动力，经营绩

效较低。相反，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较强，管理者更

重视社会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助于提高经营绩

效。张萍、俞静[25]从智力资本、股权结构的角度研究

其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所有权性质影响企

业经营绩效，且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明显低于民营企

业。因此，企业性质不同，资源整合能力和投资效率

也存在显著差异[26]。本文认为，企业性质调节社会

资本与企业创业绩效的关系，且在非国有企业背景

下该调节作用更强。

社会资本具有可累积性，通过与网络结构中其

他企业之间的长期联系获取稳定、可靠的资源，并进

行自我再生产。同时，社会资本具有自身价值，不仅

能为供给方带来收益，也能为接受方带来可靠的社

会资源，并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收益以促进良性循环。

一般而言，企业成立年限越长，其掌握的商业信息越

丰富，与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等网络成员之间的

社会关系也会越稳定，这有利于企业获得生存及发

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也将更显著。

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成立年限正向调节社会资本与

企业创业绩效的关系，且企业成立年限越长，该调节

作用越强。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特质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之间的

关系。

H2a：企业所属行业正向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

绩效的关系，与传统行业相比，新兴行业中社会资本

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更大。

H2b：企业规模正向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

的关系，且企业规模越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业绩效

的影响程度越大。

H2c：企业性质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

系，且在非国有企业背景下该调节作用更强。

H2d：企业成立年限正向调节社会资本与创业

绩效的关系，且企业成立年限越长，该调节作用越强。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所需数据及相关信

息，问卷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性质、成立年

限、所属行业及员工人数）、社会资本三大维度（结构

维度、认知维度及关系维度）、企业创业绩效（生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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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长绩效及财务绩效），采用 Likert五点量表法

进行设计，共20个测量问项，5至1分同意程度依次

递减。

本次调查共发放 300份问卷，调查对象均为企

业工作人员，收回问卷217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

173份，有效回收率为57.7%。样本企业中，处于传统

行业的企业占比63%，新兴行业占比37%；国有企业

占比约35%，非国有企业占比约65%；员工人数50人
以下占比 6%，50 ~ 100人占比 13%，100 ~ 200人占比

16%，200人以上占比65%；公司成立年限1年以下占

比3%，1 ~ 3年占比7%，3 ~ 5年占比19%，5年以上占

比71%。

（二）变量的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为保证数据的可得性，借鉴现

有学者的研究选取以下指标衡量创业绩效，如表 1
所示。

2. 解释变量。结构维度体现了网络成员之间的

联系，本文选取联系的频繁程度、密切程度及联系对

象的数量进行衡量；关系维度体现了网络成员联系

的质量，可基于信任程度、信守承诺程度及损人利己

趋向衡量；认知维度体现了网络成员认知的范式，可

基于共同价值取向、各成员是否有共同语言及共同

表达方式衡量（见表2）。

3. 调节变量。企业特质不同会导致社会资本对

创业绩效的影响出现异质性特征，本文选取企业所

属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成立年限四个因

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

系的调节作用。

五、实证分析

（一）信度及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可用于衡量问卷数据的可信度及稳定

性，一般以Cronbach α系数反映，系数 0.5是最低可

接受的信度水平，该系数越大，表明各测量指标的相

关性越强，信度越好。效度检验可用于衡量测量项的

正确度，常用因子分析进行构建，可简化数据的基本

结构。通过SPSS 17.0软件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由表 3 可知，除财务绩效 Cronbach α系数为

0.583之外，各量表的系数均在0.7以上，大于统计规

定的临界值，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较好，可进行进一步

分析检验。

样本的 KMO 和 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结果如

表 4所示。表 5则列示了因子分析解释的总方差的

结果。

成
分

1
2
3

初始特征值

合计

4.119
1.113
1.001

方差的
百分比

45.768
12.367
11.122

累积
百分比

45.768
58.135
69.257

提取平方和
载入

合计

4.119
1.113
1.001

方差的
百分比

45.768
12.367
11.122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2.311
2.271
1.651

方差的
百分比

25.677
25.232
18.348

累积
百分比

25.677
50.909
69.257

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近似卡方

df
Sig.

0.800

662.073
36

0.000

项目

结构维度

关系维度

认知维度

生存绩效

成长绩效

财务绩效

测量项数

3
3
3
2
3
2

Cronbach α
0.727
0.793
0.703
0.732
0.709
0.583

社会资本

结构维度V

关系维度R

认知维度K

测量指标

A1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频繁程度

A2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

A3企业联系对象的数量

A4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

A5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损人利己的趋向

A6企业与网络成员之间信守承诺程度

A7企业与网络成员有共同价值取向

A8企业与网络成员有共同语言

A9企业与网络成员有共同表达方式

创业绩效

生存绩效

成长绩效

财务绩效

测量指标

B1企业目前未出现过财务资金困难

B2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B3企业市场化程度较快

B4企业销售额增长较快

B5企业相对于同业竞争者投资回报增长率较高

B6企业新业务销售收入占比较大

B7企业相对于同业竞争者利润率增长较快

表 1 企业创业绩效测量指标

表 2 社会资本量

表 3 信度分析结果

表 4 KMO和Bartlett's球形度检验

表 5 解释的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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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表 5 可知，样本的 KMO 值为 0.800，
Bratlett's球形度检验得出的伴随概率值为 0.000，低
于显著性水平 0.05，表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能够进

行因子分析。提取三个公共因子后，方差累积贡献率

为 69.257%，各指标的载荷系数符合要求，表明社会

资本的变量结构具有较好的效度。

（二）回归分析

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创业绩效为被解释变

量，利用Eviews 6.0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6所示。

模型 1是在不考虑企业特质的调节作用时，测

量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与企业创业绩效的关系。其

中，结构维度回归系数显著（b=0.340，p<0.01），表明

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支持

H1a；关系维度回归系数显著（b=0.309，p<0.01），表
明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支持

H1b；认知维度回归系数显著（b=0.371，p<0.05），表
明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支持

H1c。
一方面，资源的可得性是提高企业创业绩效的

重要条件。社会资本反映了企业在网络关系中拥有

的各种潜在和现实资源，有效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

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知识、技术等，掌握全方位的市

场信息，并率先做出合理的决策。另一方面，社会资

本对提高企业业务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在结构维度方面，企业与供应商的长期

合作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加强与客户的沟通

联系有利于保证产品销量的稳定性；与其他企业的

合作有利于发挥产业集成效应。在关系维度方面，企

业与其他网络成员相互信任、信守承诺有效降低了

谈判或交易费用。在认知维度方面，与其他主体的合

作关系有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语言和

表达方式，有效节省了交易时间，使业务运行更加高

效。因此，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业绩效均有

正向影响。

（三）调节作用分析

1. 所属行业的调节作用。在模型 1的基础上进

行扩展，由表 6模型 2可知，企业所属行业对关系及

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

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b 分别为 0.023 和 0.028，p>
0.1）；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

企业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

用显著（b=0.224，p<0.05），部
分支持H2a，说明在新兴行业

背景下，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对

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回

归方程为：

Y=0.027+0.430V+
0.050I+0.224V×I （1）

企业所属行业对结构维

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

的调节作用如图2所示。

相比传统行业，新兴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

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政策支持和财税支持，缩短了

产业培育周期，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既能缓解企

业初创期的资金压力，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又能帮助

企业更快渡过初创阶段，取得竞争优势。此外，新兴

行业产品、技术更新换代较快，企业需主动加强与政

结构
维度
与

创业
绩效

关系
维度
与

创业
绩效

认知
维度
与

创业
绩效

模型1

V

R

K

c

系数b

0.340∗∗∗

0.309∗∗∗

0.371∗∗

0.026

模型2

V

I
V×I
c

R

I
R×I
c

K

I
K×I
c

系数b

0.430∗∗∗
0.050

0.224∗∗
0.027

0.717∗∗∗
0.079
0.023
0.058

0.448∗∗∗
0.021
0.028
0.016

模型3

V

S
V×S

c

R

S
R×S

c

K

S
K×S

c

系数b

0.656∗∗∗
0.163
0.142
0.080

0.639∗∗∗
0.293∗∗∗
0.118∗∗
0.198∗∗
0.516∗∗∗
0.348∗∗
0.144∗
0.204∗

模型4

V

N
V×N

c

R

N
R×N

c

K

N
K×N

c

系数b

0.510∗∗∗
0.005

0.194∗∗
0.010

0.731∗∗∗
0.114
0.007
0.055

0.437∗∗∗
0.123
0.061
0.059

模型5

V

F
V×F

c

R

F
R×F

c

K

F
K×F

c

系数b

0.701∗∗∗
0.284∗∗
0.289∗∗
0.106

0.752∗∗∗
0.310∗∗∗
0.116∗∗∗
0.155∗∗
0.471∗∗∗
0.419∗∗∗
0.137

0.20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c为常数。

表 6 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回归结果

新兴

传统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创
业
绩
效

结构维度社会资本

图 2 所属行业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

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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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供应商、科研机构的密切联系，准确把握市场信

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且，由于短期内难以形成

共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等，与其他网络成员的相互信

任程度也不及传统行业，故在新兴行业背景下，相比

关系及认知维度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对提

高企业创业绩效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

2. 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由表 6模型 3可知，企

业规模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

作用并不显著（b=0.142，p>0.1）；对关系和认知维度

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b=
0.118，p<0.05；b=0.144，p<0.1），部分支持H2b。企业

规模越大，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对企业创

业绩效的贡献越大，回归方程分别为：

Y=0.198+0.639R+0.293S+0.118R×S （2）
Y=0.204+0.516K+0.348S+0.144K×S （3）
企业规模对关系维度、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

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分别如图3、图4所示。

一方面，企业规模越大涉及的业务范围越广泛，

与之联系的网络成员就越多，但在有限的资源环境

中，企业难以与所有成员保持频繁、密切的联系，结

构维度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企业规

模扩大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实现规模经

济，且容易获得金融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网络成员的

信任，使企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企业组织

结构不断调整以适应规模变化，与网络成员的内外

部沟通更加高效，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

升。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更趋向于建立广泛的关系

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以提高创业绩效。

3. 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由表 6模型 4可知，企

业性质对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

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b分别为 0.007和 0.061，p>
0.1）；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

作用显著（b=0.194，p<0.05），部分支持H2c。非国有

企业背景下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对企业创业绩效的影

响更大，回归方程为：

Y=0.010+0.510V+0.005N+0.194V×N （4）
企业性质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

的调节作用如图5所示。

在图 5中相交点之前，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对国

有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更为突出，原因可能是结构

维度社会资本在达到一定量之前，政府支持、社会融

资支持等对国有企业初期发展至关重要，对创业绩

效的影响更大。而非国有企业存在人员流动性大、与

网络成员联系不紧密等问题，导致结构维度社会资

本与创业绩效的相关性不强。但随着结构维度社会

资本的积累，非国有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克服

了国有企业缺乏发展积极性、沟通效率低等弊端，重

视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效率，主动加强

与网络成员的密切联系，构建合理的网络架构，资源

匹配能力不断提升，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增强。

4. 企业成立年限的调节作用。由表 6模型 5可

规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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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4

0.2

0

创
业
绩
效

认知维度社会资本

规模大

规模小

1.4

1.2

1.0

0.8

0.6

0.4

0.2

0

创
业
绩
效

关系维度社会资本

图 4 企业规模对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

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 3 企业规模对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与

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规模大

图 5 企业性质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

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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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

创
业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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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企业成立年限对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

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b=0.137，p>0.1）；对结构

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显

著（b=0.289，p<0.05；b=0.116，p<0.01），部分支持

H2d。企业成立年限越久，结构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

对创业绩效的贡献越大，回归方程分别为：

Y=0.106+0.701V+0.284F+0.289V×F （5）
Y=0.155+0.752R+0.310F+0.116R×F （6）
企业成立年限对结构维度、关系维度社会资本

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分别如图6、图7所示。

随着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企业

制度建设、组织架构等逐渐完善，与网络成员的合作

更加稳定，联系更为密切，相互信任程度更高。在互

惠和信任的基础上，双方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意愿越

强，越能有效促进资金、技术、知识等资源的转移，进

而对企业创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企业成立年

限越久，结构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贡

献越大。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研究了其与创业

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社会

资本的积累能提高企业创业绩效；企业特质对各维

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同，其中，

企业所属行业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

系具有调节作用，且在新兴行业背景下的贡献更大；

企业规模对关系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

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企业规模越大对创业绩效的

贡献越大；企业性质对结构维度社会资本与创业绩

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背景下的调

节作用更大；企业成立年限对结构及关系维度社会

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成立时间

越久发挥的作用越大。

（二）对策建议

传统行业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技术先进型

企业的合作，向市场提供多样化、创新性的产品和服

务；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关系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

对创业绩效发挥的作用较弱，企业应加强与网络成

员的沟通联系，通过构建广泛的结构维度社会资本

提高创业绩效；国有企业在结构维度社会资本积累

到一定程度后，对其依赖性降低，企业应提高发展的积

极主动性，重视结构维度社会资本在创业绩效中的

应用；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应加强结构和关系维度社

会资本的投入，随着成立年限的增加、企业规模的扩

大，结构和关系维度社会资本对创业绩效的贡献会

越来越大，并带动认知维度社会资本的增长。因此，

创业企业应充分发挥各维度社会资本在创业绩效中

的作用，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适时调整，进而提升创业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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