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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出发，对其概念，维度以及测量方式进行综述研究。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微

观个体，宏观区域两个层面，对不同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的定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家精神发挥的主要场所，

是进行创新活动的主要市场主体。对微观企业个体的企业家精神的进行综述研究，为后文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发展能发挥的作用

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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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tudies its concept, dimension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hip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micro individual and macro region, with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entrepre-
neurship at different level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market economy,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pl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main market body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individual micro-enterpris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later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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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

强调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用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推动
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进一步肯定企业家精神在“十四五”规
划中的地位。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如何充分发挥企业
家精神，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
企业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创新驱
动发展的动力源泉，对发展实体经济，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提高
企业竞争地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家精神是
创造国家财富，创造价值的促进因素，能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市
场变革，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在企业家创业实践，
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可以提升企业组织管理、企业文化、商业模式、制度、技术等方
面的创新，不断推动企业生产系统的升级，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
率，将创新成果市场化，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是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

2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
最早将“企业家”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理论的是法国经济学

家Cantillon(1755) ，“企业家”理论也随之发展，他在其
著作《商业概览》中提出，企业家是具有风险承担意识的人。
企业家能够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和识别先前未被别人发现识别
的机会以及新市场，迅速做出决策并能在新市场创造价值。之
后John Stuart Mill(1848)将企业家的概念推广到经济管理学
以及其他的领域，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也随之发展。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拓展到心理学，金融
学，管理学等方面，这也导致企业家精神概念至今未能达成一
致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最早提出代表性
的观点是熊彼特（1912），他提出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

心[1]。企业家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发挥企业家
精神的过程中能快速高效的了解身处的环境和自身职能并积极工
作，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Agca(2008)等人的研究认为企业家精
神有效的可能性创新，创造自然技术以及融合技术创新等能力，
不仅在于对新产品，新工艺，新生产方式的创造，还表示对新市
场的识别，行业的重组[2]。德鲁克（2007）认为企业家精神
是基于思想和理论的一种行为特征，不局限于人格特征[3]。Rich-
ard（2010）以资源管理为视角，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打破已
有资源的限制，主动的发现识别机会，并有效利用新机会创造新
资源的一种个人能力[4]。Hisrich（2007）等将企业家精神定
义为企业家花费时间，耗费脑力，承担不确定性的风险，并获得
收益和个人满足感的回报，最终创造价值的一系列创造性的过程
[5]。Johnson(2018)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个体表现出的远大理
想，自信，以及积极行动的个人特质[6]。

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市场以及环
境因素，给出企业家精神的定义。李新春等（2004）认为企业家
精神是企业家的一种发现和识别机会并合理利用的能力[7]。鲁
兴启等（2006）提出，企业家精神实质上是创新和变革精神，追
求个人利益和市场竞争压力分别是企业家精神的内动力和外动力
[8]。靳卫东（2008）在研究者根据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特征，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在创新活动中承担不确定性和责
任性的一种能力[9]。靳卫东和高波（2008）认为企业家精神
是企业家群体所共有的一种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独具一格的价
值观体系，体现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战略决策风格，企业家做
决策一般基于先验知识和横向思维能力而不是决策模型[10]。吴
向鹏（2007）等认为从企业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企业家精神是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文化以及实现资本化的过程[11]。
蒋春燕（2006）的研究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是以创新、冒险及前
瞻性为特点的战略导向[12 ]。

综上，学者们认为企业家精神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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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解读。大多数学者对企
业家精神都是从行为和心理等特质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家的态度
和心理是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关键。但多数研究都认为企业
家精神是价值创造的体现。

3  企业家精神的维度
由于企业家精神概念的模糊性，企业家精神的划分维度和

衡量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研究难点。奈特(1921)认为企业家精
神包括创新精神和风险承担精神，企业家在需要承担未来不确定
风险的情况下进行创造性的活动[13]。Miler（1983）、Covin
和 Sle v in（1989）从创新性、竞争性、风险性、合作性、
主动性等多个维度衡量企业家精神。Lumpkin和 Dess（1996）认
为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创新、变革、冒险、独立性和竞争性五大
要素。Cvoin（2015）从心理体征出发，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创
新、冒、合作以及努力四个维度。韩书成（2021）认为企业家精
神的内核包含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方面，企业家创业精神就
是冒险精神。李小平（2017）认为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动
力，其内容广而丰富，包括但不限于创新创业意识，竞争意识，冒
险意识，冒险意识以及机会敏锐性。李西垚（2010）认为企业家
精神是具有创新、先动以及承担风险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都能激
发企业家的创新意愿。邢以群（1993）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
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的锻炼下以及承受企业成长的压力下
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意识和独特的心态，包括竞争意识、创
新创业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风险精神、超前意识等方面。

综合对前人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划分随着研究的
深入也在不断的扩展，但其核心依然是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包
含竞争精神，合作精神，超前精神和责任意识等。

4  企业家精神的测量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衡量，目前也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在具

体的实证研究中，很难构建精准的企业家精神指标体系。通过相
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总的来说，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有主观评测法
和间接代理法。主观测评法是通过量表的开发以及结构化的调查
问卷量化企业家精神。1991年Covin和Slevin从传统企业观点角
度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多个测量维度和指标的量表,并采用Likert
量表法对企业家精神进行量化，该指标量表得到国内外大多学者
研究扩展，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企业家精神研究指标量表。

之后很多学者试图从客观角度出发，寻找能够体现和评价
企业家精神相关的客观数据，为研究企业家精神提供更有利的
方向。多数研究使用GEM 的度量指标，在微观企业角度从侧面
反映企业家精神。吴娜（202 1）从企业家精神配置的角度出
发，分别使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和超额管理费用来衡量生
产性活动以及非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精神。张莉（202 1）等
从经营能力、创业能力、创新精神、责任精神四个方面评价
企业家精神，使用GEM 的度量指标，并采用熵值法综合衡量企
业家精神，实证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创新投入影响企业价值的
调节作用。李宏彬等认为（201 9）企业家精神宏观数据在一
定程度上仍然能够反映其微观特征集聚效应。现有文献也有使
用区域层面的自我雇佣比率，企业所有权比率，企业进入率和
退出率等作为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指标。自我雇佣比率是公认的
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标准数据指标，由于容易获得，也是最常用
的指标。李宏彬（200 9）在研究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使用个体和私营企业所雇佣的工人数占总
就业人口的比率表示自我雇佣率来衡量企业的创业精神。潘健
平（2015）在研究中用自我雇佣比率衡量企业家精神，实证
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袁红林和蒋含
明（2013）分别用个人和私营企业数量占区域企业总数量的比
重，私营企业雇佣人数占比来衡量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谢雪燕

（2 0 1 7）从企业家创新性、竞争性、管理能力、冒险意识四
个方面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标，选择研发投入比、超额利润率、
公司规模、总经理的从业时间和学历水平、资产负债率偏差等

综合指标实现了对新三板信息技术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分
析。毛良虎（2020）等人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遵循静态和
动态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包括创新能力、创业能力、财务能力
和成长能力四个维度的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确定一个综合衡量指标，实现了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家精神的
量化分析。

综上，对企业家精神的测量，大多都是进行主观测评法，
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多使用量表对企业家精神的各维度进行量
化，少数使用宏观层面的数据来定量分析企业层面企业家精
神。运用主观测评法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已经成熟，但受主观
因素的影响大。因此，研究企业层面企业家精神还需找到更加
科学的量化方法。运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直接定量分析企业家精
神，还有待完善相关理论基础。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发现企业家精神是一个非

常宽泛的概念，本文主要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对企业家精神的
概念，维度，测量方式以及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研究。由于研
究视角，研究目的不同，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也各不相同。研
究发现，对企业家精神的大多是抽象化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特征
的描述；对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设计
量表这种受主观意识影响较大的方式来进行企业家精神的量化。
少数研究通过宏观层面的区域数据来对企业家精神进行量化。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基于企业的视角，将企业家精
神的概念标准化，将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将企业层面的
企业家精神量化研究，通过数据来证明企业家精神在企业中的
作用，提高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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