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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想象：研究探析与未来展望

王    玲,  王亚茹,  裴旭美
（天津财经大学 商学院, 天津 300222）

摘　要： 作为创业行动的微观基础，创业想象在促进创意构思、创业决策及机会开发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已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然而，创业想象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概念界定不

清、研究层面单一及研究内容零散等问题，亟待通过系统文献梳理，厘清研究现状、洞察研究缺

口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由此，本研究在文献检索、编码与分析的基础上，厘清创业想象的研究

缘起、概念内涵及测量方法，从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提炼核心研究主题，并基于已有

研究评述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创业想象研究，对创业想象在创业实践

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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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想象是创业的源泉，能够产生新颖想法，形成新的产品、组织和行业（Chiles等，2010）。想
象也是了解未来的窗口，有助于创业者突破思维局限，预测可选择的目标并构思实现目标的手

段（Gaglio，2004；Kier和McMullen，2018），进而创造出未来新的可能性（McVea和Dew，2022）。
由此，创业是一门想象科学，始于想象，并由想象指导（Gartner，2007；Thompson，2018；Roundy，
2021）。例如，史蒂夫•乔布斯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想象如何将重达三十吨的商用电脑变得像

记事本一样薄，并送进千家万户，如今已成为现实。埃隆•马斯克曾想象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能

源和太空问题，开发出可重复使用的猎鹰系列星际飞船火箭来降低太空运输的成本。雷军引领

小米在行业内率先开展了“小米之家”“生态链模式”“AIoT平台”等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探索。

同时，在具有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的快

速迭代，信息资源的爆炸增长以及市场竞争的动态变化使得未来发展前景变得模糊不清，创业

者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愈发需要充分发挥创业想象以指导创业行动、提高创业效率并改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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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果（Chiles等，2021）。可见，创业想象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应对机遇与挑

战的关键力量。

已有研究表明，创业领域中的想象是指设想未来创业活动的心理图像（Gaglio，2004），产
生对环境和可能行动方案的预期、推测和信念（Chiles等，2010），从而激发出有关新产品、新服

务及潜在市场等方面的新颖创意（Davidsson，2015）。学者们据此对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和影

响效果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创业想象受到先前经验（Elias等，2022）、创业知识（Keating和
McLoughlin，2010）、创业警觉性（Chiles等，2007）和环境不确定性（Beckert，2021）等方面的重

要影响，并对创业机会（Chiles等，2007；2010）、创业叙事（Roundy，2021）、创业愿景（Stamm和

Gutzeit，2022）、创业决策（McVea和Dew，2022）、创意构思（Kier和McMullen，2018）、创业推理

（Cornelissen和Clarke，2010）、组织创造力（Thompson，2018）、价值创造（Elias等，2018）及组织

间创新（Roundy，2021）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作为兼具前沿性和挑战性的重要研究主

题，创业想象的研究仍处于初级探讨阶段，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基本且潜在的概念，推断其

内涵及对创业行动的作用，缺少对其理论内核的深入剖析（Roundy，2021；McVea和Dew，

2022）。具体可总结为以下问题：第一，理论内涵界定不清。不同学者就创业想象属于“能力”“行
为”或是“过程”的本质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第二，研究层面较为单一。大多数学者聚焦于个体层

面的创业想象研究，小部分学者对创业者与团队成员、潜在客户、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的集体

创业想象进行了初步探讨（Elias等，2018；Thompson，2018；Kier和McMullen，2020；Elias等，

2022；Roundy，2021），缺乏深入挖掘团队、组织及组织间层面集体创业想象的理论内核及不同

层面间创业想象的关系。第三，研究内容较为零散。已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个体创业想象的

理论内涵、影响因素及影响效果（Cornelissen和Clarke，2010；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
Brown等，2023），但缺乏系统的研究梳理，无法清晰呈现研究全貌，难以深入揭示创业想象在

创业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由此，学者们积极呼吁从深层次理解创业想象的前因、过程及效果

（Kier和McMullen，2018；Rose等，2021），亟须深入梳理现有研究，厘清创业想象的研究现状，总

结和提炼研究缺口，在此基础上为未来研究提供新思路。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在追溯创业想象研究缘起的基础上，分别从能力、行为和过程的视角

梳理创业想象的概念内涵，基于不同视角的对比分析和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重新界定创业想

象，并总结创业想象的已有测量方法及其不足。其次，基于文献整理、归纳和总结得到创业想象

的核心研究主题，提炼出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效果，并对已有研究进行深入评述。最后，

阐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基于研究评述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对创业想象的现有研究进行系统综述，旨在从如下方面作出贡献：第一，已有创业想

象的内涵存在界定混乱、研究视角不清等情况，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不同视角下创业

想象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创业想象进行重新界定，有助于学界深化对创

业想象概念的理解。第二，本研究总结创业想象的现有测量方法并指出其中不足，为后续量表

开发提供指引。第三，创业想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题相对零散，缺乏系统化的研究框

架，本研究从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两方面梳理创业想象的核心研究主题以展示研究全貌，从而

提升现有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第四，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并据此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拓

展创业想象的研究层面、研究视角、研究情境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未来研究提供助力。 

二、  文献检索、编码与分析

在文献检索方面，本研究以EBSCO、Web of Science、Wiley及Springer等核心数据库作为文

献检索数据库，设置检索关键词为“imagin*” AND “ ‘entrepreneur*’ OR ‘new ventu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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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up*’ OR ‘new firm*’ OR ‘new organization*’ OR ‘self-employment*’ OR ‘business owner*’
OR ‘opportunity*’ ”，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共得到182篇文献；在获得初始样本后，剔除与创

业想象无关的文献，从而保证最终样本的研究内容与创业想象高度契合。剔除标准主要包括：

（1）按照文献类型，删除书籍章节、书评、报纸、教学案例等非学术类论文等；（2）按照学科分类，

剔除属于计算机成像、摄影、建筑等与管理学无关的其他学科文献；（3）按照研究内容，剔除仅

关注创业或想象单一主题，而非创业研究领域中的想象，或是文献全文虽涉及创业想象，仅在

举例时提及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经过多轮筛选后，最终得到55篇样本文献，时间范围为

1996年至2023年。

本研究分别对文献的发表数量、发表期刊及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展现创业想象

的研究全貌。通过对样本文献发表数量进行整理，发现创业想象的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基本呈现

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四年（2020—2023年）文献发表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具体来看，2004年之

前共发表3篇文献，占总发表数量的5.5%；2005—2009年共发表7篇文献，占总发表数量的

12.7%；2010—2014年发表8篇文献，占总发表数量的14.5%；2015—2019年共发表16篇文献，占

总发表数量的29.1%；2020年至今发表21篇文献，占总发表数量的38.2%。以上说明创业想象研

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前沿学术热点，亟待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具体文献发表数量

分布情况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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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本文献的发表数量

 

依据样本文献出版的期刊，可知发表文献数量前四名的期刊分别是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4篇）、Organization Studies（6篇）、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5篇）、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3篇）等，其中，JBV和ETP属于创业管理领域的顶级期

刊，其他期刊也属于管理学国际刊物中认可度较高的期刊，为本研究提供了权威依据。

作为新兴的创业研究领域，学者们大多数基于理论研究（65.5%）挖掘创业想象的研究缘

起、概念内涵及作用等。其次，案例研究（18.2%）有助于探索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及过程机理；

实证研究（9.1%）主要用于验证创业想象的结果效应。此外，实验研究（5.5%）和定性比较分析

（1.8%）在创业想象的文献中应用较少，有待于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应用，具体参见图2。
为了更好地确定创业想象的研究主题，研究小组成员采用“背对背”方式对55篇样本文献

的研究主题进行编码分析。编码过程主要涉及初级编码和聚焦编码两个阶段（卡麦兹，2009）。
在初级编码阶段，研究小组成员分别对创业想象的相关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进行归

纳整理（杨俊等，2015），从而将每篇文献高度概括并凝结成一个或多个一阶标签；聚焦编码在

初级编码的基础上挖掘不同研究主题标签间的逻辑关系，对初级编码的结果进行归类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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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莉等，2011），形成二阶主题。由于文献

的聚合编码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构念，

本研究不再对聚合编码做进一步整合和凝

练。基于上述严谨的编码分析过程，本文统

计得出了100个一阶标签和12个二阶主题

（其他主题除外），按照标签数量由多到少

的顺序排列，具体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在

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剖析各研究主题

与创业想象之间的关系，以清晰呈现创业

想象的研究现状。 

三、  创业想象的理论内涵

（一）创业想象的研究缘起

“想象”的概念起源于哲学，是指通过对新的未来、行动、人工制品以及生存方式进行戏剧

 

表 1    创业想象的研究主题编码

一阶标签及代表性研究 二阶主题 标签数量
机会识别与评估（Packard和Burnham，2021）、机会发现（Popp和Holt，2013）、机会
创造（Chiles等，2007，2010）、机会形成（Mitchell等，2021）、机会生产（Jiang等，
2021）、机会实现（Ramoglou和Tsang，2016）、机会想象（Klein，2008）等

创业机会 21

先前经验（Felin和Zenger，2009；Cornelissen和Clarke，2010；McMullen和Kier，
2017；Kier和McMullen，2018；Thompson，2018；Mitchell等，2021）、过去和现在经
历（Elias等，2018；2022）、管理经验（Kor等，2007）等

先前经验 11

创造新价值（McVea和Dew，2022）、价值创造（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审
美价值创造（Elias等，2018）、社会创业企业价值创造（Brown等，2023）、国际创业
企业价值创造（Jones和Pitelis，2015）等

价值创造 10

内部和外部叙事（Wood等，2021）、叙事（Roundy，2021）、创业叙事（Stamm和
Gutzeit，2022）、创造性表达（Thompson，2018）、战略叙事（Rindova和Martins，
2022）、真相讲述（Dey和Mason，2018）、言语策略和手势（Clarke等，2019）等

创业叙事 9

个人愿景（Gartner，2007；Wood等，2021）、共享愿景（Garud等，2014；Thompson，
2018；Preller等，2020；Stamm和Gutzeit，2022）等 创业愿景 7

创业知识（Chia，1996；Keating和McLoughlin，2010；Packard等，2017；Kier和
McMullen，2018）、隐性知识（Elias等，2018）、显性知识（Thompson，2018）等 创业知识 6

决策可能选项和结果（McVea和Dew，2022）、决策环境（Packard等，2017）、决策的
认知脚本（Beckert，2021）、决策制定（Kier和McMullen，2018）等 创业决策 6

创意产生和选择（McMullen和Dimov，2013）、创意质量和数量（Kier和McMullen，
2018）、创意构思的绩效表现（Kier和McMullen，2020）等 创意构思 5

组织间创新（Roundy，2021）、创新来源（Cornelissen和Clarke，2010）等 组织间创新 5
技术、市场和制度不确定性（Beckert，2021）、市场模糊（Packard等，2017）、管理环
境不确定性（Alvarez和Porac，2020；Lecuna，2024）等

环境
不确定性 5

归纳推理（Cornelissen和Clarke，2010）、类比推理（Sergeeva等，2021）、推理和论证
（Felin和Zenger，2009）、隐喻（Elias等，2018；Clarke等，2019）等 创业推理 5

创业警觉性（Chiles等，2007；Felin和Zenger，2009；Kier和McMullen，2018）等 创业警觉性 4
睡眠（Gish等，2019）、冥想（Chiles等，2021）、场景（Chen等，2022）、团队配置
（Kier和McMullen，2020）、创业意向（Chang等，2016）、感知成功（Liang等，2017）、
组织创造力（Thompson，2018）等

其他主题 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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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本文献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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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彩排（dramatic rehearsal），即一系列思想试验活动，从而激发新的可能性，是人们理解和塑造

世界的方式（Dewey，1958）。而后，心理学家们将想象视为一种高级的心理功能，是一种整合感

官体验和大脑记忆形成心理图像的能力，用以预测未来现实和构思行动计划，从而调节人的行

为和情绪（Sartre，1978；Warnock，1978）。经济哲学家Shackle（1979）将“想象”的概念应用到经

济决策中，提出想象是人们在思考要做的事情和行动之间进行选择的心理过程，经济决策是一

种运用想象的主观建构行为，决策主体通过制定和选择“如何组织他们所掌握的手段以实现想

象的目的”的最优计划以指导行动（Lachmann，1986）。该思想延伸至组织管理领域，想象是结

合个人经验、主观理解和现有信息在心理上实施复杂的联想行为，能够创造一系列替代方案，

因而成为决定企业行动方案的关键要素（Witt，1998）。随着创业研究的逐渐兴起，学者们发现

想象是不断创造新经济结构的源泉，与打破原有规则和既定惯例的破坏性创新活动的创业内

核十分契合（Schumpeter，1942），提出创业想象（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的概念（Chia，
1996），但并未对其内涵进行界定。Chiles等（2007）从主观构建主义视角提出创业者基于想象

中的未来期望来创造机会，并不断地进行资源组合和重组以利用创业机会。随后，一系列研究

论述了创业想象对创意构思、机会发现和创造、组织创造力及价值创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Davidsson，2015；Thompson，2018；Kier和McMullen，2020；Brown等，2023）。然而，创业想象的

内涵鲜有被清晰地界定或测量（Kier和McMullen，2018；Lecuna，2024），创业想象的概念内涵大

多数沿用心理学领域的界定，且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这为创业想象的后续研究带来了一定

的挑战，亟须对创业想象的理论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并据此对创业想象进行重新界定。

（二）创业想象的概念内涵

基于创业想象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本研究发现学者们主要从能力视角、行为视角和过程

视角界定创业想象的内涵。在归纳整理和对比分析不同视角下创业想象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不

同学科的研究成果重新界定创业想象的概念内涵。

1.能力视角

能力视角下的学者们认为创业想象是基于经验、知识等构思未来新可能性的认知能力

（Chang等，2016），主要强调创业想象的前因和结果。心理学家们提出想象是将经验、知识、自

我意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等合成为一种不同于过去或现在感知现实心理图像的认知能力

（Taylor等，1998；Morosini，2010；Hsu等，2014a）。创业领域的研究者们在创业想象的内涵界定

中深化了经验和知识对创业想象的重要作用，并将想象的结果具体解释为新创意、机会、产出、

解决方案及利益相关者等。如创业想象是指运用先前经验形成心理表征，从而产生新创意的认

知能力（Liang和Chia，2014）。Kier和McMullen（2018）发现当创业想象与心理模拟创业中各种

任务相关场景所需的创新、沟通和管理方面的知识相结合时，形成了创造想象力、社会想象力

和实践想象力三种创业想象力（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veness），并强调了三种创业想象力的

结果。其中，创造想象力是指在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建立新颖联系的认知技能（Eckhardt和
Shane，2003）；社会想象力是将他人的想法、感受和意图转化为新创意的认知技能；实践想象力

是通过规划、组织及分析信息、资源或项目以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认知技能。

2.行为视角

从行为视角出发，创业被视为心理和身体的行为组合，创业想象是指发生在创业者头脑中

的主观认知行为，聚焦于创业想象的行为主体、行为内容及行为结果。其中，创业想象的行为主

体涉及创业者、创业团队及利益相关者等，想象多由创业者发起（Thompson，2018），通过叙事

等方式引发团队成员、客户、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集体创业想象（Elias等，2018）；创业想

象的行为内容主要包括心理创造和心理选择（Chiles等，2007）。心理创造是指创业者设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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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创业行动和结果（Rose等，2021），进而形成当前实际不存在的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的

心理图像（Roundy，2021）；心理选择指的是创业者结合自身主观期望将心理图像按照理想程

度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从中挑选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图像，进而决定后续行动方案（Shackle，
1979）。也有学者提出创业想象是一种冒险行为，行为内容涵盖起草和叙述创业愿景（Stamm和

Gutzeit，2022），从而形成对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合理解释来指导创业行动（Garud等，2014）。此
外，创业想象的行为结果涉及新产品、服务、市场及创业机会等。创业想象是具有创造性、生成

性和前瞻性的心理行动（mental act）（Felin和Zenger，2009），创业者跳出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框

框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Chiles等，2007），使得新的产品、服务和市场等在头脑中逐渐浮现出

来（Hjorth等，2015）。创业想象也是建立在类比和隐喻推理之上的一种具体化活动，有助于将

不同想法融合到单一指导图像中（guiding image），产生未来的主观期望（Chiles等，2013，
2021），从而发现或创造新的机会（Cornelissen和Clarke，2010）。

3.过程视角

持过程视角的学者们重点关注创业想象从输入到输出的全过程，强调创业情境的重要作

用，但不同学者对想象过程的描述有所不同。心理学家认为想象是指在不同信息、事件之间建

立新的联系，形成新表征的认知过程（Loasby，2001）。具有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人会以不同方式

理解这些联系，从而形成基于不同理解的多种认知表征。创业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创业想

象的过程与机会和资源密不可分，提出创业想象是创业者创造机会并主观定义资源的认知过

程（Lachmann，1956），创业者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过程为新生组织可选择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

手段提供多种可能性，进而形成创业机会（Davidsson，2015）。也有学者将创业想象界定为关于

世界可能的状态、样子及行动（look and act）的假设生成过程，用以预想创业机会（Gartner，
2007）。在此基础上，Thompson（2018）较为完整地将创业想象描述为嵌入在创业情境下的一种

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循环认知过程，包括初级想象和次级想象两个阶段。在初级想象阶段，创业

者将即时的感官体验（senses）与大脑记忆相融合，自发进行无意识想象，从而投射到具有个体

差异的内外部感知中；作为初级想象的延续，处于次级想象阶段的创业者是在无意识想象的基

础上，设置想象的初始条件以开展有意识想象，从而将内外部感知转化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且

当前不存在事物的心理图像。此外，Elias等（2022）研究发现创业想象表现为动态、复杂和情境

化的过程，并构建了创业者与客户之间集体创业想象的根茎过程模型（rhizomatic process
model），主要包含体验、早期创造、陷入僵局并孕育（gestating）、重新创造并评估想象的未来以

及选择和进取五个部分。

4.不同研究视角下创业想象内涵的对比分析

基于对能力、行为和过程视角下创业想象内涵进行的系统梳理，本研究从基本内涵、关注

点和局限性三个方面对不同研究视角下的创业想象内涵做进一步对比分析，参见表2。总结而

言，能力视角下的学者们认为创业想象是一种基于经验、知识等构思未来新可能性的认知能

力，主要关注创业想象的前因（如经验、知识、自我意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等）和结果（如新创

意、机会、产出、解决方案及利益相关者等）。但能力视角的内涵界定是从静态视角强调创业想

象的输入和输出两端，忽视了创业想象的内在动态过程，更缺乏关注创业情境对创业想象的重

要影响，难以揭示不同情境下创业想象的差异性；持行为视角的学者们认为创业想象是发生在

创业者头脑中的主观认知行为，关注创业想象的行为主体（创业者、团队成员、客户及投资人等

利益相关者）、行为内容（心理创造和心理选择、起草和叙述创业愿景等）及行为结果（新产品、

服务和市场等）。但其内涵鲜有涉及触发创业想象的前因，也同样缺乏对创业情境的关注；此

外，过程视角的学者们认为创业想象是嵌入在创业情境下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循环认知过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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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在内外部因素的触发下，创业者通过初级想象和次级想象产生未来心理图像的全过程。但学

者们对创业想象过程描述各有不同，难以达成统一。
 
 

表 2    不同研究视角下创业想象内涵的对比分析

研究视角 基本内涵 关注点 局限性

能力视角
基于经验、知识等构思未来新的

可能性的认知能力
关注创业想象的前因和

结果
忽视了想象的过程及创业情境

对创业想象的影响

行为视角
发生在创业者头脑中的主观认
知行为，包含心理创造和心理

选择等

关注创业想象的行为主体、
内容及结果

缺乏对想象的前因及创业情境
对创业想象影响的关注

过程视角
嵌入在创业情境下的无意识和
有意识的循环认知过程，涉及初
级想象和次级想象两个子过程

关注创业想象前因、过程及
结果，强调创业情境的重要

作用

对创业想象的过程描述较为分
散，差异性较大，难以统一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发现相比于能力和行为视角的内涵界定，过程视角的内涵界

定更为完整地反映了创业想象的前因、过程及结果，同时强调了创业情境的重要作用。过程视

角的内涵界定更具有合理性和解释力，但仍需进一步整合和完善。

5.综合不同学科的创业想象内涵界定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研究依据过程视角下创业想象的内涵界定框架，分别对与想象研究相

关的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背景下的概念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出不同学科背景下

想象前因、想象过程/内容、想象结果及想象的具体作用，从而为综合不同学科的创业想象内涵

界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就想象前因而言，本研究主要综合心理学和管理学对想象前因的理论归纳，将创业想象的

前因分别概括为外部感官体验和内部大脑记忆（Warnock，1978），前者包括技术、市场、文化等

创业环境激发的视觉、触觉和听觉等（Thompson，2018；Elias等，2022），后者涉及经验、知识和

自我意识等（Morosini，2010；Liang和Chia，2014）；从想象过程/内容来看，哲学研究者们认为想

象是一种思想试验活动（Dewey，1958），心理学家们将想象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心理模拟

（Kahneman和Tversky，1982），管理学家们将其进一步解释为心理创造和心理选择（Chiles等，

2007）。由此，本研究将创业想象的基本过程界定为心理创造和心理选择；对于想象结果，心理

学家们认为想象结果是当前不存在事物的心理图像（Taylor等，1998），经济学家们认为需要基

于主观期望对心理图像做出最优选择（Lachmann，1986），管理学者们将图像内容细化为新的

产品、服务及市场等（Kier和McMullen，2018）。由此，本研究提出创业想象的结果是通过心理创

造和选择生成的新产品、服务及市场等方面的心理图像；就想象在创业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基

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提炼出想象具有预测未来和构思计划以指导决策和行动的作用

（Sartre，1978；Shackle，1979），结合创业研究的相关成果，总结得出创业想象能够一方面预测

未来创业环境、行动及结果的多种可能性以形成未来目标（Felin和Zenger，2009）；另一方面，创

业想象能够构思实现目标的新颖手段（Lecuna，2024），构建新的手段—目标关系（Gaglio，
2004），从而指导创业决策和行动（Chiles等，2010；McVea和Dew，2022）。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综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创业想象重新界定为在外部感官体验

（技术、市场、文化等创业环境激发的视觉、触觉和听觉等）和内部大脑记忆（经验、知识和自我

意识等）多因素的共同触发下，创业行动主体（创业者、团队成员、客户、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

通过心理创造生成新产品、服务及市场等方面的心理图像，并从中做出最优选择，旨在预测未

来创业环境、行动及结果的多种可能性以形成目标，并据此构思实现目标的新颖手段，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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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的手段—目标关系以指导创业决策和行动。

（三）创业想象的测量方法

学者们认同创业想象对新企业创建和创业行动的重要作用，创业想象的测量问题一直处

于探索之中（McMullen和Kier，2017）。一些学者在沿用心理学中想象力的概念及维度的基础

上，从能力的视角开发了创业想象力的测量量表。Liang和Chia（2014）从构思想象力、启动想象

力和转化想象力三个维度开发了29个题项的想象力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Hsu等（2014b）将
其修改为27个题项，包含构思想象力12个题项，启动想象力6个题项和转化想象力9个题项，而

后被学者们应用于创业想象力的实证检验中（Chang等，2016）。进一步地，Kier和McMullen
（2018）基于问题解决、创造力、换位思考、共情和想象的先前研究，提炼出创业想象力的三个维

度，即创造想象力、社会想象力和实践想象力。作者共对16位创业者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化访

谈，将访谈材料编制成77个原始量表题项，并邀请21位该领域的专家对这些项目内容进行有效

性评估，以确保它们充分反映了每种形式的想象力，得到40个题项的量表。后续使用Qualtrics
在线调查软件对210名受访者进行量表测试，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剔除有问题的题项，最终得

到包含18个题项的测量量表，涉及创造想象力6个题项，社会想象力6个题项以及实践想象力

6个题项。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得到了后续创业想象力研究的采用（Kier和McMullen，
2020；Chen等，2022）。

然而，创业想象的现有测量方法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聚焦于

能力视角下创业想象力的量表开发，缺乏从行为和过程视角的创业想象量表，这可能是行为和

过程视角下的创业想象维度划分不一致导致的，有待于未来学者们深入挖掘行为和过程视角

的创业想象维度。第二，从量表题项的内容来看，已有量表未能体现出创业想象与其他领域想

象相比的独特性，仍存在创业要素融入不足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将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

团队及创业环境等创业要素纳入创业想象的量表之中，开发具有创业研究领域特色的测量量

表。第三，就研究情境而言，现有量表大多数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开发，该量表与中国情境的适配

性有待商榷，需要未来研究融入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因素，开发基于中国情境的测量量表。 

四、  创业想象的核心研究主题

依据文献编码结果，本研究将创业想象的核心研究主题进行归纳整理，主要涉及创业想象

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影响效应研究两个部分。其中，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包括先前经验、创业知

识、创业警觉性、环境不确定性等；创业想象分别对个体层面的创业机会、创业叙事、创业愿景、

创业决策、创意构思和创业推理等，组织层面的组织创造力以及组织间层面的价值创造和组织

间创新具有影响效应。

（一）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研究

1.先前经验

创业想象根植于创业者过去和现在的独特经历，这些经历形成包含感知和思想的先前经

验并储存在记忆库中，等待被激活（Elias等，2018，2022）。先前经验是创业者获得市场或行业认

知框架的基础（Cornelissen和Clarke，2010），为创业想象提供了原始材料，当创业者发挥想象的

时候可以从中提取信息（McMullen和Kier，2017），使创业者从全面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市场

（Thompson，2018），使其准确把握环境的变化，进而影响创业者对未来行动可行性和有效性

的想象（Felin和Zenger，2009）。同时，先前经验不仅能够激发创业者对未来机会的想象

（McMullen，2015），也有利于对利益相关者的想象（Mitchell等，2021）。创业者最初会从自己的

经验中汲取灵感，使用类比或隐喻来阐明想象中因果关系的基本图像或场景（Cornelisse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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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e，2010），并寻求从他人那里获得初步反馈，从而想象新的创业机会（Kier和McMullen，2018）。
创业者也可以运用先前经验开展对潜在利益相关者的想象。创业者在脑海中勾勒出未来利益

相关者的初始形象，通过发挥社会想象力获得更多信息，进一步确定哪些利益相关者能够为新

创企业带来价值（Mitchell等，2021），此外，由于个体对机会有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念，仅

凭个体经验难以直接为新生组织提供对机会前景和可能性的真正理解，因此，需要多主体聚合

彼此经验，驱动集体想象未来创业可能性，从而产生更广泛的看法（Felin和Zenger，2009）。如艺

术领域的创业者用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与客户的互动经验构建了信息和数据库，使他们能

够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进而想象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Elias等，2018，2022）。
2.创业知识

创业知识能够在不同信息、事件等元素之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创业想象（Keating和McLoughlin，
2010），也能够帮助创业者拓宽视野和思路，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选项，进而促进创业者想象未

来的产品和服务、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及其他创业活动（Packard等，2017）。创业想象与心理模拟

创业任务相关情景所需的创新、沟通和管理知识相结合，能够形成创造想象力、社会想象力和

实践想象力三种创业想象力技能（Kier和McMullen，2018）。研究发现创业知识中的隐性知识和

显性知识均对创业想象具有积极作用。隐性知识有助于创业者深化对世界的理解而展开想象

（Polanyi，2009），如艺术领域的创业者通过将自己的隐性知识与客户的偏好相结合，从而提高

想象产品的准确性（Elias等，2018）。创业者也可以通过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来开发新的

知识（Nonaka和von Krogh，2009），以新的方式进行反思、分享和组合，进而想象新的产品和服

务（Thompson，2018）。此外，创业知识是创业经验与创业想象间的关键桥梁，能够帮助创业者

将创业经验成功转化为创业想象，创业教育的任务之一便是探讨如何传授将经验和想象力结

合在一起的知识（Chia，1996）。
3.创业警觉性

创业警觉性是指在没有搜索机会的情况下注意到当前仍被忽视的机会的能力，表现为一

种无意识的注意力和敏感性（Kirzner，1973）。创业警觉性是创业想象的认知引擎，有助于创业

者敏锐地感知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现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以及挖掘新的资源组合

及用途等（Foss等，2019）。创业者通过感知、识别或体验到其他企业产品或服务的缺陷，或是看

到客户的问题或需求没有得到良好解决，从而触发创业想象（Felin和Zenger，2009）。同时，警觉

性较高的创业者能够对环境信息进行及时处理，提升创业者的想象力，有利于创意产生和选择

（Kier和McMullen，2018）。这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信息搜索和处理能力，能够快速搭建不同

信息之间的联系，从而捕捉背后的市场信号（Tang等，2012）。此外，创业警觉性强的创业者拥

有复杂且适应性强的认知框架（Baron和Ward，2004），他们倾向于搜索并注意环境变化和市场

不平衡，对与他们当前模式不匹配的信息及时做出反应，并根据不匹配信息调整现有模式

（Gaglio和Katz，2001）。因此，相比于警觉程度较低的创业者，警觉性高的创业者更善于“跳出

框框思考”以开展创业想象（Chiles等，2007）。
4.环境不确定性

想象是对外部环境的回应，是组织应对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反应（Daniel，2013）。环境不确

定性触发了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创业想象成为“管理”不确定性的关键（Alvarez和Porac，
2020）。在不确定的创业环境下，制度、技术、市场等方面未来特征是不可预测的，创业企业无法

仅凭过去的统计信息确定解决方案，需要依赖对未来的想象得出可能出现的潜在情况，并据此

制定出应对未来挑战的行动计划（Beckert，2021）。环境不确定性也促使创业者充分发挥想象

以创建不同的未来场景，进而不断评估和调整计划，并从中做出选择（Packard等，2017）。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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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动态变化使得时间维度成为创业者思考的核心（Lioliou等，2019），推动创业者快速想象

以提出解决方案并立即采取行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生存概率。此外，环境不确定性有助于提升

创业想象的创造空间（Lecuna，2024）。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创业者敏锐地察觉到当前市场中模糊

的盲点或矛盾，并赋予新的意义和无限可能性（Chia，1996；Packard等，2017），进而构建出未经

探索的未来愿景（Thompson，2018）。
5.其他影响因素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学者们还探讨了睡眠、冥想和场景等个体因素对创业想象的影响。研

究发现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创业者想象出更具发展前景和吸引力的创意（Gish等，2019）；行走冥

想（walking meditation）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提升前瞻性创业想象力的方式，通过身心协调来释

放内心的声音，拓宽创业者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产生新的创意（Chiles，2021）；与创业者背

景（包括知识、专长和经验）相匹配的熟悉场景更有助于激发创业想象力（Chen等，2022）。此
外，创业想象力的团队配置（相似性和互补性）对创意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具有团队相似

性的社会想象力能够产生更高质量的创意（Kier和McMullen，2020）。
6.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对创业想象的共同影响

先前经验、创业知识、创业警觉性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

并共同影响创业想象。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创业者需要在创业知识的指导下，灵活

运用先前经验打开创业想象的思路和空间，产生更多的新见解和创意（McMullen和Kier，
2017）；创业者也可以融合先前经验和创业知识不断修正和完善认知框架（Cornelissen和
Clarke，2010），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问题，提升想象未来多种可能的全面性和准确性（Elias等，

2018）；此外，环境不确定性能够激发创业警觉性，推动创业者捕捉环境变化产生的信息（McMullen
和Shepherd，2006），先前经验和创业知识能够促进创业者对获取信息的进一步筛选、整合和利

用，深入理解并建立不同信息之间的联系，提升预测和推断未来创业过程及结果的效率，从而

有助于创业者快速想象出解决复杂技术和市场等难题的可行方案。

（二）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研究

1.创业想象对个体的影响效应

（1）创业机会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创业想象与发现型机会和创造型机会均具有密切的联系。创业机

会可以在外部环境变化所触发的想象中被发现，也可以通过创业者主观想象及与外部主体互

动而内生创造。创业想象对发现型和创造型创业机会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机会内涵、机会来

源、机会产生时间及机会开发过程四个方面，参见表3。
发现型机会是指由外部环境变革所触发的想象形成的新的手段—目的关系（Shane，2003；

Felin和Zenger，2009）。创业想象是发现型机会的认知基础，对机会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

的主观感知和解释之上（Grégoire等，2010）。依据机会发现观，机会是由外部产生且客观存在

的，在环境中被动地等待发现（Kirzner，1973；Ardichvili等，2003；Eckhardt和Shane，2003），由
此，机会的存在先于创业想象（Popp和Holt，2013）。发现型机会开发过程涉及机会识别、机会评

估和机会利用（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创业想象在发现型机会开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在机会识别阶段，创业者可以基于心理模拟等想象活动打破原有手段—目的框架，产生多

个相互竞争的假设，从而识别创新性的市场机会（Gaglio，2004）；创业者也可以运用替代性想

象（如移情）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欲望（Packard和Burnham，2021），预测未来环境趋势，从而在现

有信息中识别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解决方案（Baron和Ensley，2006）。创业想象有助于创业者

发现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推理及即兴创作等内在机制来支持和实现机会识别（Kier和
 

4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7卷第3期）



McMullen，2018）；在机会评估阶段，创业想象是一种在实际创业行动开始之前的心理试错，有

助于减少物理实验和等待环境反馈所需的成本和时间（Felin和Zenger，2009）。创业者通过想象

能够对未来可能追求的可能性如新市场、新产品或结构所需的资源组合进行评估和判断

（Haynie等，2010），形成对环境反馈和未来行动的预期、猜测和信念（McMullen和Shepherd，
2006），进而筛选出具有吸引力的机会（Grégoire等，2010；McMullen，2015）；在机会利用阶段，

创业者利用创造性的想象不断重组能够产生利润的资源，构思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方案，并对不

同的行为反馈做好准备（Gaglio，2004）。
 
 

表 3    创业想象与不同类型创业机会间关系的对比分析

创业想象与发现型机会 创业想象与创造型机会

机会内涵
外部环境变革触发想象所形成的新的手段

—目的关系
想象生成的未来冒险活动、未来行动路径或未

来状态
机会来源 创业想象是发现型机会的认知基础 创业想象是创造型机会的内生来源
机会产生

时间
创业机会是客观存在于外部环境中的，产生于

创业想象之前
创业机会是由创业想象及与环境互动内生创

造的，产生于创业想象之后

机会开发
过程

机会识别：基于心理模拟等想象活动打破原有
手段—目的框架，产生多个相互竞争的假设

机会概念化：结合自身经验、知识及对环境的
理解想象初始创意

机会评估：通过心理试错对未来可能追求的可
能性如新市场、新产品或结构进行评估和判断

机会客观化：与其他主体进行认知和信息等多
次互动以修改、提炼和完善想象中的机会

机会利用：想象资源创造性的重组方式，构思
行动方案，对不同的行为反馈做好准备

机会实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并整合资
源，将想象中的机会转化为现实

代表性
研究

Gaglio（2004）；Felin和Zenger（2009）；
Grégoire等（2010）；Kier和McMullen（2018）；

Packard和Burnham（2021）等

Chiles等（2007）；Gartner（2007）；
Davidsson（2015）；Suddaby等（2015）；
Tocher等（2015）；Mitchell等（2021）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创造型机会被描述为想象生成的未来冒险活动、未来行动路径或未来状态（Davidsson，
2015）。持机会创造观的学者们认为，创业机会是创业者创造性想象的产物（Suddaby等，2015），
反映了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信念、愿望和判断，并在行动中表达为资源承诺（Sergeeva等，

2021），因而，机会产生于创业想象之后（Gartner，2007）。创业者通过想象未来形成的主观期望

并做出选择来创造机会（Chiles等，2007，2010，2013），用于解释创业活动中的多种可能性

（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同时，创业机会并不局限于创业者头脑中的图像，而是通过

创业者和潜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互动而构建出来的（Popp和Holt，2013；Thompson，
2018）。据此，学者们将创造型机会开发过程分为机会概念化、机会客观化和机会实施三个阶段

（Wood和McKinley，2010）。创业者结合自身经验、知识及对环境的理解想象初始创意以完成机

会的概念化（Tocher等，2015；Jiang等，2021）；机会客观化是指将脑海中想象的初始创意转化为

客观化机会的意会过程。创业者与其他主体进行认知和信息等多次互动（Thompson，2018），通
过一系列推理论证创意能转化为创业机会还是错误判断（Vogel，2017），从而强化、调整或替换

初始创意图像（Cornelissen和Clarke，2010），直至多主体就机会可行性达成共识（Shepherd，
2015）；最后，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信息交换和联系，不断细化和证明想象中机会的可取性

和可行性，将头脑中的机会转化为可观察的客观现实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Mitchell等，

2021），从而建立组织运行的合法性以推动机会实施（蔡莉等，2018）。
此外，Ramoglou和Tsang（2016）整合了机会发现观和创造观提出了机会实现观，认为在对

世界有利状态的想象中，创业者与可能的机会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认知接触。也有学者单独提

出机会的最佳特征既不是发现的，也不是创造的，而是想象的。不同于发现观和创造观强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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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价值的客观存在，机会想象强调收益和损失在创业行动完成之前不会产生（Klein，2008）。
（2）创业叙事

创业者通过创业叙事描述想象的心理图像，表达其现实意义并将其传递出去（Dey和
Mason，2018）。创业叙事主要涉及内部叙事和外部叙事两个子过程（Wood等，2021）。在创业行

动开始之前，创业者需要根据个人的知识框架起草内部叙事，即构建内在的心理描述（Haynie
等，2010），表达创业者对未来世界状态、因果关系以及行动影响结果的虚构期望（Beckert，2016）。
创业者通过回答起点、速度和顺序三个时间维度方面的问题来思考当前与想象的未来行动时

刻之间的时间距离（Wood等，2021），从而塑造具有合理性和合意性的未来世界（Rindova和
Martins，2022）。而后，创业者将自己精心设计的未来可能状态的内部故事“外部化”以构建外部

叙事，从而将个人心理图像置于社会互动之中（Garud等，2014）。创业者借助富有表现力的谈

话、手势、绘画、舞蹈等方式（Clarke等，2019），向外部主体创造性表达图像内容（Thompson，
2018）。例如，为了表达想象中的创新，创业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和接受程度精心构思创业

叙事，向投资者、潜在客户、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描绘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创新画面，能够降低

他们对想象中创新可行性、准确性和合意性的质疑，使得利益相关者接受和认可想象中的创

新，从而获得实现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支持（Roundy，2021）。
（3）创业愿景

创业愿景是指对想象未来实践中产生的可能状态的详细描述（Garud等，2014）。创业愿景

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信念，能够指导创业行动以减少不确定性，并对当前和未来发展做出合理

的解释来激励创业行动（Gartner，2007）。依据想象的主体不同，创业想象形成的创业愿景分为

个人愿景和共享愿景。一方面，创业者基于未来状态进行自我评估，构建时间校准的内部叙事，

从而塑造未来行动的个人愿景（Wood等，2021）；另一方面，共享愿景扩展了个人对创业愿景的

看法（Preller等，2020），将个人想象的心理图像置于创业愿景的话语协商中，对未来发展情况

进行评估（Beckert，2013）。创业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作用开展集体

创业想象，公开交换想法，比较心理图像的不同诠释，将自己的诠释与团队成员、潜在客户、投

资人等主体的诠释相融合，克服感官、记忆和感知的个体主观性，形成集体的共享愿景

（Elias等，2018）。此外，共享愿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集体认知互动的过程中动态构建出来

的。在集体创业想象中，创业者与客户、员工、投资人、供应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协商和修

改愿景内容，直至意见达成一致，进而形成和更新共享愿景（Stamm和Gutzeit，2022）。共享愿景

不仅体现了集体对未来可能性的共同理解，也反映了个体心理图像的本质内容。在个体感知这

些语言和行为表达的过程中，集体的共享愿景能够对个体的心理图像产生反馈效应（Thompson，
2018）。

（4）创业决策

创业想象是创业决策的基石，创业者通过想象汇集未来的可能选项及结果，为决策做好准

备，进而指导创业行动（Shackle，1979）。考虑到创业者尚未采取行动，没有相应的反馈作为决

策的基础，需要创业者依据他们想象的行动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判断（Kier和McMullen，
2018）。创业者结合先前经验和知识等开展创造性的想象，为每个设想构建一组选项和相应的

可能结果（Chiles等，2007），创业者可以通过对可能性的持续想象不断填充此集合，也可以通

过消除不合理的选项或结果进一步完善这些集合（McVea和Dew，2022）。同时，创业想象将决

策简化为一个认知上可管理的样本，消除不合理或不期望的结果，减少选项的考虑范围及其相

应的结果可能性，以降低决策环境的复杂性（Packard等，2017）。此外，创业想象为创业决策提

供了有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信息（McVea，2009）。创业者需要发挥社会想象力获得不同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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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对每个产品或服务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Kier和McMullen，2020），进而依

据各方需求做出决策（Beckert，2021）。
（5）创意构思

创意是指未来冒险活动初步且大多不完整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Vogel，
2017），表现为新产品、服务、市场及实现方式等方面的想象组合（Cornelissen和Clarke，2010；
Davidsson，2015）。创意构思指的是为新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等生成、开发和测试创意，包含

创意产生和创意选择两个子过程（McMullen和Dimov，2013）。创业想象力是解释创意构思的重

要前因，创造想象力能够促进创意的产生，实践想象力可以推动创意的选择，而社会想象力对

两者的作用兼而有之（McMullen和Kier，2017）。学者们通常以创意质量和数量来测量创意构思

的绩效表现。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视角，剖析创业者的创造想象力、社会想象力和实践想象力

对创意构思的影响（Kier和McMullen，2018）。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创业团队成员的想象力配置

对构思生成的创意质量差异的解释作用，从合意性、可行性和损益性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新创企

业的创意质量，从而表征创业构思的绩效表现。研究发现拥有异质性的创造想象力和实践想象

力的创业团队在思维上更具互补性，因而创意质量表现较好；而同质性的社会想象力有助于成

员间的沟通和协作，团队成员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充分理解彼此的观点和意向，减少团队内部的

分歧和矛盾，加强创业团队的凝聚力，提高整体的决策质量，进而改善创意质量（Kier和
McMullen，2020）。

（6）创业推理

创业推理是指创业者口头上与其他案例和经验进行比较，建立与熟悉领域之间的关系以

理解新的情境，从而向他人证明决策和行动的合理性（Lounsbury和Glynn，2001；Creed等，

2002）。想象得到的多种可能性需要进一步推理和论证，以形成更全面的推测、模型和理论，从

而形成创业行动的可行信念（Felin和Zenger，2009）。创业者通常运用归纳推理表达想象中因果

关系的基本图像或场景，证明一个新想法或新企业存在的合法性，使得利益相关者理解未来的

机会，从而获得接受和支持（Cornelissen和Clarke，2010）。归纳推理涉及类比推理和隐喻推理两

种方式。类比推理指的是将来自同一观察类别的案例结合在一起进行比较（Gavetti等，2005），
而隐喻是指跨类别事物之间的比喻（Cornelissen，2005；Clarke等，2019）。创业者使用类比或隐

喻的程度取决于其之前在相同或相似行业中的经验以及对这些行业的了解程度。缺乏相关行

业经验的创业者，在最初与他人谈论新创企业时，会以隐喻的方式扩展论点结构，而有经验的

创业者则会采用类比的方式形成对论点结构的归纳总结（Cornelissen和Clarke，2010）。此外，类

比推理能够对想象的机会进行阐述和解释，制定行动方案，并引导他们修正自己的猜测以更新

解决方案（Sergeeva等，2021）。创业者也可以运用具身隐喻（embodied metaphors）将想象故事的

意义和感知传达给客户，在感官层面上与客户建立联系以实现价值共创（Elias等，2018）。
（7）其他因素

一些学者探讨了创业想象对创业意向和感知成功的影响效用。Chang等（2016）探讨了创

业想象的三个维度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作用，发现启动想象能够积极影响创业意向的两个维度，

而构思想象仅积极影响创业信念，转换想象积极影响创业准备。Liang等（2017）研究发现构思

想象和转化想象对潜在农业社会创业者感知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2.创业想象对组织的影响效应

组织创造力是指组织成员在复杂的环境体系下共同创造出新想法、流程或思路的能力

（Woodman等，1993）。研究发现组织创造力是创业想象可能的输出结果之一（Kier和
McMullen，2018），创业者通过想象形成创造性的心理图像以找到方法渠道，从而提升组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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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Morosini，2010）。此外，Thompson（2018）将组织创造力界定为共享想象的审美和关系过

程，提出组织创造力是通过想象塑造而成的，创业想象形成的共享图像（shared image）是产生

组织创造力的基础，并构建了组织创造力形成的想象过程模型，包括四个阶段：①利用初级想

象形成对环境的感知；②基于次级想象将潜意识想象转化为有意识想象；③通过创造性表达来

展示心理图像；④相互感知彼此的心理图像，将组织成员反复想象的结果整合形成一个新的共

享图像并构建联合感知，从而提升组织创造力。

3.创业想象对组织间的影响效应

（1）价值创造

创业想象通常用来解释价值创造所必备的新组合产生过程（Cornelissen和Clarke，2010）。
创业者利用他们想象未来的主观期望以及他们对过去经验的主观解释，制定组合和重组资源

的计划，以开发他们创造未来商品和服务的潜力（Chiles等，2010）。同时，创业想象能够帮助创

业者发现更多稀缺、不可模仿和难以复制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创造更多价值（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创业想象在新价值创造过程中形成了创造想象力、社会想象力和实践想

象力三种技能表现形式。每种技能结合了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知识，通过心理模拟与任务相关

的场景以构思创意，进而创造新的价值（Kier和McMullen，2018）。此外，创造新价值的潜在机会

也来源于创业者想象潜在客户、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或愿望（McVea和
Dew，2022）。创业者在判断预期价值的情况下产生尽可能多的想法，以便在多主体谈判过程中

向可能持有反对意见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为新颖且有用的替代创意，从而为利益相关者创造

价值（Kier和McMullen，2020）。
（2）组织间创新

组织间创新是指多个组织共同实施了创造性想法并产生相应的结果，如生产新产品、采用

新方法、开拓新市场及获得新材料等（Damanpour，1991）。创业想象有利于创业者构思有关新

产品、新服务、潜在市场等方面的新颖创意（Cornelissen和Clarke，2010），并为实现创意而设计

资源组合，从而促进创新成果的产生（Dolmans等，2014）。在创业之初，创业者在头脑中想象创

新的可能来源，如解决客户或社会问题的新方法、尚未满足的客户痛点以及对市场趋势的警觉

等，形成以新颖方式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心理图像（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而
后，创业者通过类比和隐喻等推理方式构建和传达想象中创新图像的叙事，这些叙事具有现实

的内在一致性和说服力，能够吸引潜在客户、投资人、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使得利

益相关者相信新的产品、服务或技术的可行性和可取性，从而共同参与到组织间创新活动中

（Roundy，2021）。
（三）已有研究评述

通过对创业想象核心研究主题的总结和提炼，本研究发现学者们在研究层面、影响因素、

影响效应、研究情境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也存在一些研究缺口。第一，关

注于个体层面的创业想象，难以全面解析概念的理论内核。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层面创业

想象的理论内涵、测量、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而团队、组织及组织间层面的集体创业想象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二，聚焦于单一影响因素，忽视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对创业想象的驱

动机制。通过总结已有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者们重点探讨了先前经验、创业知识、

创业警觉性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单一因素对创业想象的影响，忽视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及对创业想象的共同影响，因而难以深入揭示创业想象的驱动机制。第三，着力于创业想

象的部分影响效应，亟待拓展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创业想象对个体、组织和组织间因素的影响

效应研究呈现较为零散的状态，缺乏系统性，具体可总结如下：（1）创业想象对个体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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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缺乏针对不同背景的非创业者进行剖析；（2）已有研究多以探讨创

业想象的积极影响效应为主，缺乏关注创业想象产生的消极影响效应，尚未挖掘创业想象产生

的“双刃剑”和非线性影响效应；（3）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直接影响效应，缺乏深入挖掘不同层面

创业想象对创业结果的中介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第四，偏重一般情境下的创业想象研究，缺

乏不同情境下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大多研究一般情境下的创业想象，少数学者探讨了艺术创

业、社会创业和国际创业情境下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缺乏探讨基于中国情境和跨

文化比较视角下的创业想象研究，难以揭示不同情境下创业想象的独特性。第五，主要采用定

性研究方法开展静态研究，动态视角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不足。学者们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

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分析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对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和定性

比较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不足。此外，学者们多采用静态的横截面数据开展实证检验，

缺乏从动态视角深入挖掘创业想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化及差异化作用机制。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从研究缘起、概念内涵、测量方法以及核心研究主题等方面对创业想象的研究

现状进行系统回顾，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创业想象缘起于哲学，属于哲学、心理学、经济

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其次，现有研究主要从能力视角、行为视角和过程视

角对创业想象进行内涵界定并开发创业想象力的测量量表；再次，创业想象主要受到先前经

验、创业知识、创业警觉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影响因素的影响；最后，创业想象能够积极影响创

业者的创业机会、创业叙事、创业愿景、创业决策、创意构思及创业推理等，对组织创造力、价值

创造及组织间创新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二）未来研究展望

1.拓展团队、组织及组织间层面的集体创业想象研究

创业想象不局限于创业者的个人实践，更是一种接近冒险的集体行动（Stamm和Gutzeit，
2022）。结合已有研究的初步探索，集体创业想象可理解为创业者与团队成员、员工等组织内部

成员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等主体通过语言、文字、图画、声音等媒介（Roundy，2021），创造性地表

达出创业者与其他主体对心理图像的个人诠释，将自己的诠释与其他主体的诠释相融合以达

成共识（Elias等，2018），形成统一的共享愿景（Preller等，2020），进而指导集体决策和行动（de
Mol等，2015）。可见，集体创业想象是从个体心理图像到集体共享愿景的思维涌现过程，其核

心在于多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参见图3。由此，未来研究可以辨析个体、团队、组织及组织间层

面创业想象理论内涵的异同，划分不同层面集体创业想象的维度并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为后

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方法工具。在此基础上，未来学者们可以从知识共享、信息交换、资源整

合等多主体互动视角出发，揭示不同层面集体创业想象的内在过程机理，并深入剖析不同层面

创业想象间的关系，进一步探明个体、团队和组织及组织间层面创业想象的相互作用机理，以

及不同层面集体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

2.探明创业想象的多元提升路径

创业想象的驱动因素涉及个体、团队、组织及环境等多个层面，未来学者们可以在理论分

析和探索性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炼个体、团队、组织及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多个因素，挖掘多因

素与创业想象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方法深入揭示创

业想象的多元提升路径。依据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三元交互模型，个体、行为和环境之间存在一

个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Bandura，1999）。在创业情境下，创业想象受到个体、行为和环境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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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也能够指导创业行为并塑造新的环境。由此，未来可以构建创业想象多层次前因模型。

例如，创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产生在面对障碍时的主动行为、努力和毅力，有助于创业者克服创

业想象得出的多重困难（McGee和Peterson，2019）；创业学习能够促进创业者获取新知识并内

化已有知识，从而促进创业想象（Sergeeva等，2021）；环境不确定性为创业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是激发创业想象的必要情境条件（Thompson，2018）。
3.完善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及中介作用机制

第一，探讨创业想象对非创业者的影响效应。现有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研究存在的一个基

本假设是想象主体是已经开展创业活动的创业者。但对于尚未从事创业活动的人们而言，创业

想象是一种心理试验的过程（Felin和Zenger，2009），他们会根据预测结果做出是否进入创业的

决策（贺小刚等，2024）。由此，未来可以探讨创业想象对非创业者的创业意向的影响效应，探究

富有想象力的人是否更倾向于成为创业者，以及不同个体背景（年龄、性别、职业、地区等）是否

影响创业想象与创业意向和决策之间的关系等。

第二，挖掘创业想象的消极影响效应。学者们大多数强调创业想象对不同层面创业产出的

积极作用（Thompson，2018；Kier和McMullen，2018；Roundy，2021），鲜有剖析创业想象可能存

在的消极影响。例如，过度的创业想象容易让创业者沉迷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忽视现实世界的

用户需求和客观条件（Chiles等，2007），从而产生一些不切实际且难以实现的想法。由此，未来

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创业想象的消极影响效应，如学者们可以深入探讨创业想象的“双刃剑”
效应，探明创业想象产生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不同中介传导路径；学者们也可以关注创业想

象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检验过度的创业想象产生的消极影响效应，并挖掘不同创业情境对创业

想象的消极影响效应的权变作用。

第三，推进创业想象对创业产出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依据“认知—决策—行为—结果”的
研究逻辑，未来研究可以从认知、决策和行为等多个视角出发，整合相关理论深入挖掘创业想

象对创业产出的内在作用机制。例如，基于精益创业理论，创业想象能够促进创业者快速迭代

思路，根据用户反馈输出新的产品假设，调整和完善最小化可行产品，直至与市场需求相一致

（Ries，2011）；依据效果逻辑理论，创业想象有助于创业主体看到尚未存在的一系列可用手段

产生的新产品或各种影响（Lecuna，2024），是创业主体利用现有手段所必需的认知技能

（Kier和McMullen，2018）。由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精益创业、效果逻辑等在创业想象与

创业产出之间的中介作用。

4.挖掘创业想象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

回顾已有研究发现，鲜有学者挖掘创业想象对创业决策、创业行动及创业产出等影响效应

的边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创业想象影响效应的全面认识。未来学者们可以从个

体、团队、组织及环境等不同研究层面挖掘创业想象的边界条件。受到已有研究成果的启发，本

研究分别从个体、团队、组织及环境等不同层面提出创业想象影响效应较为典型的边界条件，

 

创业者

团队成员

组织内其他成员

外部利益相关者

驱
动
因
素

个
体
创
业
想
象

个
体
心
理
图
像

互 

动

集
体
创
业
想
象

集
体
共
享
愿
景

创
业
产
出

 
图 3    不同层面创业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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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指引，具体如下。

（1）从个体层面来看，女性创业者能力弱于男性创业者的刻板印象（Foss等，2019），社会化

程度较低，在竞争环境中难以发挥最大潜力等原因（Harrison和Mason，2007），导致女性在从事

创业活动时容易出现融资困难、获得较差的外部评价和市场反馈等问题（Hora等，2022），使其

难以将想象中的未来成功转化为现实，因而弱化了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因此，性别可能是影

响创业想象影响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有待于未来进一步剖析和检验创业想象影响效应的性

别差异。

（2）从团队层面来看，团队创业激情与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密切相关。团队创业激情是指

基于团队身份认同的一种共享的积极情绪（Cardon等，2017）。具有创业激情的团队愿意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创业想象，团队成员之间的情绪传染有助于情绪趋同和凝聚，使得团队成

员优先考虑集体利益（朱秀梅等，2021），更容易将成员间的心理图像收敛并转化为共享愿景，

进而提升创业想象向实际行动转化的效率和效果。由此未来学者们可以进一步验证团队创业

激情对创业想象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

（3）就组织层面而言，已有研究探讨了创业想象对组织创造力的影响（Thompson，2018），
未来可以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组织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组织创新氛围是指

员工感知到组织环境中支持和认可创新活动的程度（钟熙等，2019）。当组织创新氛围较高时，

创业者及其员工的创新想法得到支持和鼓励，形成较高的创新动机，从而激发创业者及其员工

扩展想象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更多的创新方案；当组织创新氛围较低时，组织批评、回避和惩罚

等降低了创业者及其员工通过想象构思创意的积极性，使其遵循原有的思路和方法完成基本

任务，因而弱化了创业想象的影响效应。

（4）就环境层面而言，政府支持是指政府为支持创业活动给予资金补贴、税收减免、融资优

惠等形式的管控手段（Szczygielski等，2017）。在政府支持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相关政策的出台

和落实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资金压力，使其更有信心和资源将想象的创意转化为创业产出，强

化了创业想象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政府支持也可以向社会传递市场利好的信号，引导社会资本

向创业者投资（吕铁和贺俊，2019），进而有助于想象的机会成功实现。由此，未来可以进一步挖

掘政府支持对创业想象影响效应的调节作用。

5.探索基于中国情境的创业想象研究

创业想象具有社会嵌入性（Popp和Holt，2013），不能脱离其情境来理解（Beckert，2013）。现
有研究探讨一般情境下的创业想象研究，缺乏基于中国情境和时代特征的本土化研究。首先，

未来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开展本土化研究。例如，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庸思想

强调以多元化、整合、和谐的方式接受和处理矛盾（郑裕正，2013；郎艺等，2024），使得创业者更

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开展想象，采用灵活的策略整合不同的观点，平衡自身和他人的需求和利

益，从而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其次，学者们可以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深化创业想象研究。例

如，在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下，创业者强调独立自主，更注重自我感受，从而倾向于基于创业者

的个体创业想象进行决策和行动，而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下，创业者更重视与组织、社会成

员之间的关系（许龙等，2017），注重组织的集体利益并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更倾向于通过集

体创业想象达成共识，共同指导未来创业行动；此外，未来需要拓展创业想象的多元研究情境，

提升创业想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例如，未来学者们一方面可以探讨数字化情境下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创业想象的影响，数字情境下的开放性、灵活性及价值性

等特征是否可以强化创业想象对合作创新的影响效应，如何促进创业想象有效提升新创企业

的合法性（朱秀梅等，2020；郭海和杨主恩，2021；Nambisan和Baron，2021）；另一方面，生态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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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样性、网络性、共生性、竞争性及自我维持性等特征是否能够赋能创业企业开展创业想象

（蔡莉等，2016），生态情境是否更有助于新创企业基于创业想象与其他主体构建共生关系，从

而提升创业韧性。

6.丰富创业想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动态性

作为新兴的创业研究领域，学者们大多基于理论分析挖掘创业想象的概念内涵、维度及作

用等（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Lecuna，2024；Beckert，2021），一些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探

索创业想象的影响因素及过程（Elias等，2018，2022；Thompson，2018）；少数学者通过大样本实

证研究、准实验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检验创业想象的结果效应（Chang等，2016；Kier和
McMullen，2018，2020）。由于创业想象主要属于心理学和管理学交叉的研究领域，适合采用实

验研究方法探究认知视角的创业想象（Miller和Le Breton-Miller，2017）。未来学者们可以拓展

脑电和眼动实验、情境实验、准自然实验等方法进一步揭示创业想象的内在过程机理；此外，未

来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定性比较分析、问卷调

查、实证检验等多种方法，采用不同方法交叉检验创业想象的形成及作用机理，以提高研究结

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想象不仅是创业活动的开端，也持续存在于创业的各个阶段（Thompson，2018），创业想象

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起到持续且关键的作用（Stamm和Gutzeit，2022）。然而，现有研究聚

焦于企业创建期的创业想象过程及作用效果，且大多采用静态的横截面数据探讨创业想象的

影响效应，难以揭示不同发展阶段中创业想象的演化特征及对创业企业作用的差异性。未来学

者可以采用追踪调研法，获取动态连续数据以探明在创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层面创

业想象的动态演化、表现水平及差异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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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Research Analysis
and Future Prospects

Wang Ling,  Wang Yaru,  Pei Xumei
（School of Busines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Summary: This paper firstly sorts out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bility, behavior, and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racing the origin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research, redefines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methods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and their shortcomings. Then, based on
literature organization and summarization, it obtains the core research themes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extrac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and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in depth. Finally, it extracts research conclus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research.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originates from philosophy, which belongs to the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economics, management, etc.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evelops the measurement scale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bility, behavior, and process.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prior experience,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can positivel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s,
entrepreneurial visi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entrepreneurial ide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reasoning, and also has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value creation, and inte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This paper mainl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origin, conceptual connota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core research themes,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therein, so as to show the whole pi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research, provide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enhance th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nature of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imaginatio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research review;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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