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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对互联网创业融资绩效影响研究

王泽宇１　严子淳２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２．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引入强关系与弱关系社会网络特性变量，揭示其对创业融资绩

效的影响。借助数据挖掘技术生成１　５１７个创业 项 目 信 息 及 其 创 业 者 个 人 信 息 的 截 面 数 据

库，研究发现：创业者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教育水平，可通过影响创业者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创业经验、教育水平，间接地影响创业者创业项目绩效水平；同时，创业者自身的创业

经验、教育水平能够降低创业者对于外部社会网络关系的依赖，从而对上述创业者强、弱关系

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教育水平产生影响，并对创业者创业项目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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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国家“大 众 创 业、万 众 创 新”政 策 的 推

进与多层次资本市 场 的 发 展，大 量 涌 现 的 创 业

公司对于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在追 求 高 收 益 的 同 时，创 业 者 们 也 承

担着高失败率的风险。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发

展极大地改变了创 业 者 的 融 资 模 式，以 互 联 网

众筹为代表的各类利用互联网技术针对不特定

多数潜在 投 资 者 的 新 型 创 业 融 资 方 式 不 断 涌

现，并且吸 引 越 来 越 多 的 创 业 者 和 投 资 人［１，２］。
在诸多影响创 业 融 资 绩 效 的 因 素 中，创 业 者 所

处的社会 关 系 网 络 是 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重 要 方

面。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水平对提升创业业绩起

着积极的 作 用［３］。创 业 公 司 本 身 规 模 较 小、实

力不足，因此依 赖 于 从 外 部 社 会 网 络 获 取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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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社会 关 系 网 络 与 创 业 融 资、绩 效 等 各

个方面有着密切关 系：风 险 投 资 人 的 社 会 关 系

网络对企业创新绩 效 有 一 定 的 促 进 作 用，具 有

高知识储备的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对创业绩效

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４］。如何最有效地嵌入到

社会网络之中、精准 地 获 取 企 业 成 长 所 需 的 资

源，是 关 乎 创 业 成 败 与 融 资 绩 效 高 低 的 关 键

议题。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经常基 于

社会嵌入理论解释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

其创业融资 绩 效。然 而 现 有 理 论 中，创 业 者 社

会网络强弱关系的相关理论观点与现实情况产

生了冲突。根 据 社 会 嵌 入 理 论 的 主 流 观 点，创

业者在嵌入社会网 络 的 过 程 中，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成员的创业 经验 和 教 育 水 平 似 乎 更 加 重 要；

创业者强关系社会 网 络 数 量 少，成 员 更 新 迭 代

缓慢，强关系社会网 络 成 员 所 能 够 提 供 的 资 源

来源单一，难以给予创业者持续的创业协助；创

业者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则能够突破创业者旧

有的社会关系限制，且人数众多，占据的资源多

样化。通过与 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的 协 作，创

业者从外部嵌入性联系中能够获得更多非冗余

的桥连接，进而产生信息优势，有利于提高企业

融资绩效［５］。但 在 创 业 实 践 中，由 朋 友 和 家 庭

构成的强关系网络往往是创业初期的主要资源

提供者，并且创 业者 通 常 并 不 满 足 于 弱 关 系 的

建立，而是希望与具 有 高 质 量 社 会 网 络 特 性 的

人群建立起强关系社会网络［６］。因为强关系成

员往往基于情 感角 度 而 甘 愿 承 担 较 高 的 风 险，

为高不确定性的创业活动提供资源。已有的实

证研究也验证了在企业的初创阶段和早期成长

阶段，人际关系强度 对 知 识 资 源 和 资 产 资 源 均

产生了正 向 影 响［７］。由 此 可 见，当 前 学 界 所 持

主流观点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嵌入的实践检验

产生了冲突。一 些 研 究 引 入 了 制 度 环 境 因 素，

强调在市场化程度 较 低 下 的 制 度 环 境 中，强 连

接的作用更为突出，即 制 度 因 素 影 响 了 强 弱 关

系的孰强孰弱，为两 者 的 冲 突 现 象 提 供 了 可 行

的解释。尽管 如 此，已 有 研 究 大 多 将 强 关 系 和

弱关系“对立”和“割裂”开来，忽 视 了 两 者 之 间

的联动关系，即强关 系 网 络 是 否 会 通 过 影 响 弱

关系网络 而 对 创 业 者 的 融 资 绩 效 产 生 间 接 作

用？结合创业 的 实 践 情 境 而 言，这 一 研 究 问 题

将进一步拓展为：创业者应该如何利用“关系的

构建与开发”策略，如何以自身的努力通过强连

接发展弱连接，将弱连接转化为强连接？

为了打破上 述 悖 论 及“理 论 黑 箱”，并 探 求

相应的解决方案，本 研 究 以 互 联 网 创 业 为 研 究

情境，针对一家 全 球 领 先 的 产 品 众 筹 网 站 进 行

数据挖掘，建 立 起 涵 盖１４个 国 家 与 地 区、包 括

１　５１７个创业 项 目产 品众 筹 信 息 的 数 据 库。基

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社会嵌入理论，引入创业经

验与教育水平这两 项 强、弱 关 系 成 员 的 社 会 网

络特性，探究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的 创 业 经 验

与教育水平在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相应的特性

与创业融资绩 效 之 间 所 起 到 的 中 介 作 用，以 及

创业者本人的创业经验与教育水平对于上述关

系的调节作用。

２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２．１　“黑箱”的打破：强关系对弱关系的影响机制

社 会 网 络 关 系 强 度 的 概 念 最 初 由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８］提 出，根 据 关 系 强 度 的 不

同，他将人们周 围 的 社 会 关 系 网 络 分 为 强 关 系

与弱关系两类。关系强度可以从４个维度进行

测量：互动频 率、感 情 力 量、亲 密 程 度 以 及 互 惠

交换。在强弱关 系 理 论 的 基 础 上，“嵌 入 性”概

念得到了发 展，形 成 了 社 会 嵌 入 理 论。该 理 论

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而

不同的嵌入性关系结构将为嵌入主体带来差异

性的信息与资源。

社会网络关系理论在管理学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发展，尤其 是 与 创 业 现 象 的 结 合 更 是 日 益

得到关注［９，１０］。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的社会网

络特 征 能 够 显 著 影 响 创 业 者 的 创 业 绩 效，

ＲＵＥＦ［１１］认为嵌 入 到 优 质 的 社 会 网 络 中，能 够

为创业者的融 资 绩 效 带 来 积 极 影 响，并 通 过 实

证研究发现：社 会 网 络 中 的 弱 关 系 能 够 帮 助 创

业者更有效地摄 取 非 冗 余 的 信 息 与 社 会 资 源，

从而进行 高 质 量 的 创 新 活 动。ＫＡＮＧ等［１２］的

研究也证明，弱 关 系 比 强 关 系 能 够 更 有 效 地 帮

助 创 业 者 从 外 部 获 取 创 新 信 息。同 时，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８］ 的 强 弱 关 系 理 论 与

ＢＵＲＴ［１１］的结构 洞 理 论 均 认 为：在 社 会 嵌 入 过

程中，企业所建 立 的 弱 关 系 网 络 比 强 关 系 网 络

能够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由于强关系往往是

在性别、年龄、地 域 等 人 口 学 特 征，以 及 教 育 水

平、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

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因 此 创 业 者 周 围 的 强 关 系

与创业 者 本 人 的 背 景 具 有 更 高 的 相 似 性。由

此，强关系为创 业 者 所 带 来 的 信 息 通 常 会 具 有

更高的冗 余 性［９］。然 而，弱 关 系 由 于 更 多 地 跨

越了不同的人 口 学 与 社 会 经 济 特 征，因 此 能 够

为创业者充当“信 息 桥”的 作 用。进 一 步 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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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仅能够带来 非 冗 余 的 信 息，同 时 能 够 带

来异质性的资源。创业领域的学者基于社会嵌

入视角，对创业 者的 社 会 网 络 系 统 进 行 了 一 系

列的研究，并证 明了 创 业 者 社 会 网 络 中 弱 关 系

在提供非冗余信息与异质性资源方面的突出作

用，认 为 高 质 量 的 社 会 网 络 具 有 较 高 的 异 质

性［１３］。

为了探究创业者强、弱社会网络的创业 融

资影响机制，本研究 引 入 了 强 关 系 与 弱 关 系 成

员的社会网络特性，通 过 探 究 强 关 系 网 络 成 员

特性如何影响弱关 系 网 络 成 员 的 相 应 特 征，进

而影响创业融资绩 效，以 解 释 强 关 系 网 络 条 件

到弱关系网络条件，再 到 创 业 融 资 绩 效 的 影 响

作用机制。社会网络特性主要是指社会网络成

员教 育 水 平、创 业 经 验、地 域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因

素［１４］。ＣＯＨＥＮ等［１５］在社会嵌入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吸收能力这 一 概 念，认 为 创 业 者 社 会 网

络成员由于创业经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在创业者社会嵌入 的 过 程 中，吸 收 社 会 网 络 成

员必要资源与信息的能力也会不同。如果创业

者的社会网络成员 拥 有 更 充 足 的 创 业 经 验，那

么创业者则能够在 嵌 入 社 会 网 络 的 过 程 中，获

得来自周 围 成 员 的 更 加 丰 富 和 准 确 的 创 业 建

议，并且可以更容易 地 在 身 边 挑 选 到 资 历 丰 富

的创业伙伴或团队 成 员，从 而 提 高 整 个 创 业 团

队的人才质量。

在创业经验和教育水平方面，根据社会 嵌

入理论，如果创 业者 所 处 的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拥 有

更高的创业经验和 教 育 水 平，则 能 够 在 创 业 过

程中获取到 更 为 有 效 的 知 识 或 建 议。同 时，如

果社会网络成 员的 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 水 平 较 高，

也就说明创业者周围的社会网络成员能够占据

更加丰富、更加关键的社会资源，从而能够在资

源获取方面为创业 者 提 供 更 多 的 支 持，甚 至 一

些高素质的社会网络成员可以被直接转化为企

业所需的人才资源，为 创 业 者 提 供 坚 实 的 人 才

储备。从创业 融 资 绩 效 角 度，投 资 人 在 选 择 合

适的投资标的时，也 会 十 分 依 赖 于 通 过 其 所 在

的社会网络获取项 目 信 息 和 资 源，高 水 平 的 创

业者社会网络成员 水 平，能 够 为 投 资 者 和 创 业

者之间提供 可 靠 的 信 息 桥 梁。由 此，如 果 创 业

者能够通过自己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与更多实

力雄厚的投资人建 立 一 定 的 连 接，则 能 够 增 大

自己的项 目 被 优 秀 投 资 人 所 了 解 和 认 可 的 几

率。

虽然弱关系相较于强关系能够带来更加丰

富的、非冗余的信息和资源，而强关系也能够提

供弱关系 所 无 法 比 拟 的 高 质 量 信 息 和 情 感 承

诺，但不容忽视 的 一 个 方 面 在 于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着紧密的联系。ＨＩＴＥ等［６］强调了强关系在创

业者社会网络 起 源 初 期 的 重 要 性，但 是 随 着 创

业过程的推进，创 业 者 会 由 强 关 系 逐 渐 有 意 识

地拓展弱关 系。一 些 研 究 发 现，创 业 者 的 社 会

网络关系可能 存 在 着 由 强 变 弱 的 网 络 演 进、强

弱并存的网络更 新、由 弱 变 强 的 网 络 变 革３种

模式。这也说 明，创 业 者 的 强 关 系 网 络 可 能 会

通过影响弱关 系 的 形 成 而 影 响 创 业 绩 效，而 创

业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并

进一步开拓新的弱关系。具有相近性格特征和

社会经济特征的人之间更容易建立起社会关系

或者进一步 增 强 社 会 关 系。由 此，如 果 与 创 业

者具有更强社会关系的社会 成 员（如 家 人 或 者

朋友）拥有更高 的教 育水 平 或 更 丰 富 的 创 业 经

验，那么，这位创业者通过这些强关系社会网络

成员所间接认识并且结成弱关系社会网络的成

员，也可能具有更丰富的创业经验或教育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水 平 可 以 通 过

影响弱关系社会网 络 水 平，间 接 地 决 定 社 会 网

络系统中整体 的 信 息 与 资 源 的 质 量 水 平，最 终

影响创业者的融资绩效。

综上，本研究认为：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的

创业经验越丰富，所 带 来 的 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的创业经验也越 丰 富，进 而 促 进 创 业 融 资 绩

效的提升；强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的 教 育 水 平 越

高，所带来的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的 教 育 水 平

也越高，进而 促 进 创 业 融 资 绩 效 的 提 升。基 于

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ａ　 在 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的 创 业

经验与创业融资绩 效 之 间，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的创业经验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１ｂ　在 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的 教 育

水平与创业融资绩 效 之 间，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的教育水平起到中介作用。

２．２　创业者创 业 经验 与 教 育 水 平 对 于 强 关 系

社会网络成员水平影响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的

调节效应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等［１６］提出的高阶梯队理论认

为，人们所处 的 社 会 氛 围、文 化 环 境，自 身 的 教

育水平和创业经历等因素能够显著地影响其决

策过程与结果。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的创业经

验之所以能够影响弱关系网络成员的创业经验

水平，主要是由于：创业者为了弥补自身创业经

验的有效性，从 而 努 力 地 通 过 与 自 己 关 系 紧 密

的亲友拓展社会网络、增加弱关系成员，并且从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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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嵌入性关系结构中获得差异性的信息与资

源，而将信息转化为 资 源 优 势 还 取 决 于 获 取 信

息的意愿。如果一位创业者拥有更丰富的创业

经验，能够帮助其更 好 地 发 挥 所 处 社 会 网 络 位

置的作用，有助 于其 利 用 以 往 创 业 积 累 的 人 力

资本发现商业机遇［１７］，并且能够将过去 创 业 实

践中的重要洞 见应 用 于 当 前 的 创 业 活 动 之 中，

从而有利于提 升其 在 创 业 过 程 中 的 判 断 能 力。

而自身判断能力的 提 升，会 促 使 创 业 者 减 少 对

于社会网络关系中 的 经 验 与 信 息 的 依 赖，降 低

通过强关系成员发展弱关系成员的主动性和努

力程度［１８］，因而在建立弱关系网络的过 程 中 具

有更强的随意性，导 致 强 弱 关 系 成 员 之 间 的 创

业经验具有更小的 相 关 度，即 创 业 者 自 身 的 创

业经验负向调节了创业者强关系成员的创业经

验丰富程 度 对 于 弱 关 系 成 员 的 创 业 经 验 的 影

响。

与创业经验类似，如果一位创业者拥有 更

高的教育水平，也会 在 决 策 过 程 中 减 少 对 于 社

会网络成员教育水 平 的 依 赖，导 致 其 很 多 的 具

有较高教育水平的 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并 非

来自于创业者通过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间接结

识，导致强弱关系社 会 网 络 成 员 之 间 的 教 育 水

平具有更小的相关 度，即 创 业 者 自 身 的 教 育 水

平减弱了创业者强关系成员的教育水平对于弱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的教育水平的影响。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创业者自身创业经

验越丰富，强关 系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对 于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 员 创 业 经 验 的 影 响 越 小；创

业者自身教育水平 越 高，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育水平对于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的

影响越小。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ａ　关 于 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验对弱关系 社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的 影 响，

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起到负向调节效应。

假设２ｂ　关 于 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

水平对弱关系 社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 水 平 的 影 响，

创业者自身教育水平起到负向调节效应。

２．３　创业者创业经验与教育水平对于弱关系社

会网络成员水平影响创业融资绩效的调节效应

ＳＴＥＦＦＥＮＳ等［１９］认为，创业者自身的创业

经验能够提升创业者有效把握消费者心理与社

会情感，并且 基 于 此 进 行 价 值 判 断 的 能 力。创

业者自身的创业经 验 越 丰 富，越 能 够 基 于 过 往

创业经验对于消费者的理解与观察做出更系统

的决策［２０］。ＱＵＡＮ［２１］也发现，创业者自身的创

业经验有利于更准确地识别创业风险。已有的

关于消费者的 洞 察 和 创 业 风 险 的 识 别，会 与 弱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依据其创业经验所提供的信

息产生较高 的 冗 余 度。据 此，创 业 者 可 以 更 多

地依赖于自身 的 创 业 经 验 与 信 息 做 出 决 策，从

而降低弱关系网络创业经验对于创业融资绩效

的影响程度。

就教育水平而言，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等［２２］的研究

证明，较高的教 育 水 平 与 创 业 者 成 功 比 例 呈 现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丰 富 的 教 育 经 历 能 够 帮 助

创业者降低做出 正 确 判 断 的 时 间 和 资 源 成 本。

此外，受教育程 度 较 高 的 创 业 者 拥 有 更 强 的 组

织化认知水平，从 而 能 够 更 有 效 地 对 问 题 加 以

识别，比较与分析潜在的方案，预测未来的机会

与挑战，并基于此形成更为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而通过外部社会网络获取资源信息往往需要一

定的沟通成本，如 果 创 业 者 自 身 对 于 问 题 的 判

断能力、决策水平更高，则会减少对于外部决策

建议的依赖，从 而 降 低 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水平对于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程度。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创业者自身创业经

验越丰富，弱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对 于

创业融资绩效的影 响 越 小；创 业 者 自 身 教 育 水

平越高，弱关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 水 平 对 于 创

业融资绩效 的 影 响 越 小。基 于 此，提 出 如 下 假

设：

假设３ａ　 创业者自身的创业经验，对于弱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影响创业融资绩效

起到负向调节效应。

假设３ｂ　创业者自身的教育水平，对于弱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影响创业融资绩效

起到负向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推演假设，本研究借助中介调 节

方法和分布回归方法建立如 下 理 论 模 型（见 图

１）。

图１　模型示意图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数据收集

在已有创业 领 域 的 社 会 网 络 相 关 研 究 中，

研究者主要通 过 创 业 者 问 卷 调 查，旨 在 获 得 关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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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社会 网 络 特 性 与 创 业 融 资 绩 效 的 一 手 数

据。然而伴随着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比例日益提

高，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创业公司数量庞大，并且

呈现出明显的多元 化 的 趋 势：团 队 规 模 大 小 不

一，众多新型公司的信息难以获取；团队地域分

布分散，往往并不具备固定的经营场所；业务类

型多样。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通过问卷调查途径

对数据进行收集的 难 度，并 且 降 低 了 问 卷 调 查

数据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上述创业公司所呈现

的新趋势，促使本研究采用数据挖掘的手段，以
更加准确地获取丰富的创业者社交网络及创业

融资绩效信息。

本 研 究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一 家 名 为 Ｉｎｄｉｅ－
ＧｏＧｏ．ｃｏｍ的互 联 网 众 筹 网 站，建 立 该 网 站 的

ＩｎｄｉｅＧｏＧｏ公司自２００８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

于成为 一 家 大 规 模、多 元 化 的 投 资 平 台 公 司。

通过针对该网 站 进 行 多 个 层 面 的 数 据 抓 取，建

立起关于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数据库。该网站对

于创业者的一些个人社交账号信息（包括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ＬｉｎｋｅｄＩｎ等）进 行 了 披 露，并 记 录 了 创 业

者的社交活动信息与创业项目情况。本研究借

助ＰＨＰ软件，收集了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９
月的１　５１７个融资项目信息及创业者的个人与

社交信息（见表１）。
表１　ＩｎｄｉｅＧｏＧｏ．ｃｏｍ众筹项目创业者相关特征分类统计（Ｎ＝１　５１７）

性别 人数 教育水平 人数 创业经验水平 人数 国家或地区 人数 国家或地区 人数

男性 １　０６５ 博士学历 ５４ 有创业经验 ４１５ 美国 ７９１ 日本 ７９
女性 ４５２ 硕士学历 ４９７ 无创业经验 １　１０２ 英国 １３８ 澳大利亚 ３３

本科学历 ５６５ 加拿大 ２２９ 韩国 １６
本科以下学历 ４０１ 德国 ６９ 中国香港 １７

法国 １５ 中国台湾 ２８
新加坡 １７ 中国大陆 ７６

南非 ６ 智利 ３

　　之所以选择基 于 该 网 站 数 据 建 立 数 据 库，

主要考虑到以下几 点：①该 网 站 为 全 球 第 二 大

产品众筹类网站，迄今为止，已有数十万个来自

各领域的 项 目 在 该 平 台 上 注 册 并 进 行 产 品 众

筹；②ＩｎｄｉｅＧｏＧｏ．ｃｏｍ要 求 创 业 者 披 露 其 创 业

融资目标，并且 随时 更 新 已 经 达 成 的 创 业 融 资

额度，因此，根据上述公开信息可以获得创业项

目融资绩效数据，与 问 卷 等 一 手 数 据 相 比 更 加

客观、真实；③由于该平台要求入驻其中的创业

者将其多项个人信 息 进 行 登 记，涵 盖 了 创 业 项

目所属类别，创业者的性别、地域、教育水平、创
业历史、社交账户等多个信息维度，从而有利于

借助数据抓取方法收集上述方面的信息。

３．２　变量结构

（１）因变量　通过ＩｎｄｉｅＧｏＧｏ．ｃｏｍ进行产

品众筹的创业者，需 要 面 向 所 有 网 站 浏 览 者 明

确公开其众筹金额 目 标，在 众 筹 页 面 上 标 注 出

众筹的开始与截止 时 间，以 及 实 时 披 露 当 前 投

资者所认 购 并 扣 款 成 功 的 众 筹 产 品 销 售 总 金

额。如果在指定期限内项目众筹金额达到预先

公布的 目 标，则 该 创 业 项 目 的 众 筹 宣 告 成 功。

如未能达到预定金 额 额 度，参 与 众 筹 的 消 费 者

所支付的款项将会被全部返还。综合考虑上述

因素并借鉴 以 往 学 者 的 研 究 思 路［８］，本 研 究 选

取该众筹平台上创业项目的 最 终 认 缴 比 例（即

参与众筹的消费者所最终认缴的总投资额与项

目预定融资目标的比例）作为因变量，使用中介

调节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２）解释变量　本 研 究 首 先 定 义 教 育 水 平

和 创 业 经 验 水 平 的 变 量 生 成 方 法，根 据

ＷＩＴＴ［２３］的研究 成 果，通 过 创 业 者 自 身 以 及 社

会网络成员的平均 教 育 水 平、平 均 创 业 经 验 水

平生成相关的模型解释变量。

已有研究认为，现有互联网社交网络的 相

关互动能够体现用户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网络关

系和社会网络交往强度。在区分社会网络关系

强度方面，ＢＡＥＲ［２４］利用接近度、持续时间和交

流频率３个维度刻画社会网络成员的强度。

出于 数 据 可 得 性 问 题，本 研 究 从 创 业 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好友信息构造接近度、持续时间和交

流频率３个维度，即 利 用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与 创 业

者共同好友数量刻 画 接 近 度，本 研 究 用 创 业 者

在账户上认证社会网络成员的先后顺序的倒数

作为衡量持续时间 的 变 量；利 用 创 业 者 与 其 社

交网络成员在个人社交网络平台进行状态互动

的数目（对双方点赞和评论数量总和进行计算）

刻画交流频率变量。通过对上述３个维度进行

标准化并对其 标 准 化 结 果 进 行 加 总，构 建 创 业

者每个社会网络成员的社会网络交往强度的连

续变量［２３］。此外，为 了定 义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是 否

为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或者弱关系社会网络成

员，将互动数处于前１０％分位数的社会网络成

员定义为强关系社 会 网 络 成 员，其 他 成 员 为 弱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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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划分，本研究对创业者和其强 关

系或者弱关系社会 网 络 成 员 的 学 历 赋 值，基 于

相关社交网站中团队成员标注的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信息，把创 业者 和 其 强 关 系 或 者 弱 关 系 社

会网络成员的教 育 水 平 分 为４类，并 分 别 以 相

应取值代替：博士为３分，硕士为２分，本科为１
分，本科以下 为０分。根 据ＢＡＥ等［２５］的 研 究，

对强关系或者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赋值后分别

计算得出的平均分 值，即 为 强 关 系 或 者 弱 关 系

社会网络的教育水平。对于创业者和相关社会

网络成员的创业经 验，由 于 相 关 社 交 网 站 提 供

了所有创业者及其强关系或者弱关系社会网络

成员的职业属性，本 研 究 在 删 除 了 未 标 注 职 业

信息和标注无法识 别 的 创 业 者，以 及 其 强 关 系

或者弱关系社会网 络 成 员 后 进 行 匹 配，采 用 在

发起本次众筹行为 之 前，是 否 有 过 其 他 创 业 经

历来表示创业者，或 者 其 强 关 系 或 弱 关 系 社 会

网络成员先前的创业经验，有上述经验的为１，

没有为０，通 过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的 平 均

值来度量创业者强关系或者弱关系社会网络成

员的创业经验。
（３）控制变量　考 虑 到 创 业 者 对 于 众 筹 网

站的使用时间能够左右创业融资绩效，因此，本
研究将创业者注册此众筹网站的时间列为控制

变量。由 于ＩｎｄｉｅＧｏＧｏ．ｃｏｍ 平 台 上 的 创 业 项

目需要在众筹开始前设定众 筹 金 额 目 标（单 位

为万美元）并加以披露，各项目所设置的目标金

额差异会带来众筹 成 功 难 度 的 不 同，从 而 也 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创 业 融 资 绩 效，因 此 本 研 究

中也将创 业 者 所 设 置 的 目 标 金 额 设 为 控 制 变

量，将该众筹网 站 上 所 列 出 的 潜 在 投 资 者 对 于

创业项目的积极评价数量设置为控制变量。此

外，本研究添加 了 创 业 项 目 开 放 融 资 起 始 时 间

的季节虚拟变量，以 及 创 业 者 所 在 国 国 家 虚 拟

变量，从而控制可能的数据偏倚。

３．３　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的数据样本和变量的设定，本 研

究利用截面数据中介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

实证分析

Ｙ ＝α１＋β１Ｘ１＋∑γ１Ｚ＋ε； （１）

Ｘ２ ＝α２＋β２Ｘ１＋∑γ２Ｚ＋ε； （２）

Ｙ ＝α３＋β３Ｘ１＋β４Ｘ２＋∑γ３Ｚ＋ε， （３）

式中，Ｙ 表 示 因 变 量；Ｘ１ 表 示 创 业 者 强 关 系 社

会网络创业经验和教育水平；Ｘ２ 表示创业者弱

关系社会网 络 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 水 平；Ｚ表 示 控

制变量；ε表示模型 残 差；α１～α３，β１～β４，γ１～γ３
均表示回归系数。

４　模型回归结果和分析

本研究所采用的软件为Ｓｔａｔａ，首先输出了

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特征与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分别见表２和表３）。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

对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皆为显著，由表３可知，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多数低于

０．３。基于此结果可知，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

之间 具 有 较 低 的 相 关 性，并 且 通 过 计 算，平 均

ＶＩＦ 为２．５６（低于传统阈值６），ＶＩＦ 最大值为

５．６３（低于传统阈值１０），从而可以避免模型的

多重共线问题。

表２　各变量的统计特征（Ｎ＝１　５１７）

类别
创业融

资绩效／％

强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

强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
创业经验

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

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
创业经验

创业者
自身教
育水平

创业者
自身创
业经验

众筹网
注册时
间／月

目标
金额
／美元

项目
期限
／天

创业
认同度

１２技术
虚拟变量

平均值 ２．６１５　 １．４７５　 ０．０９７　 １．４７５　 ０．０９７ － － １７．１７６　 ６　９７３．４７５　 ２６．１５　 ２７．８０１ －
标准差 １．７４９　 ０．９９６　 ０．１０７　 ０．９９６　 ０．１０７ － － ２８．７６３　 ７　７０３．４０４　 ７．０９１　 ８４．５８９ －
最小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５００　 １０　 ０　 ０
最大值 ２７．８６　 ３　 ０．７５　 ３　 ０．７５　 ３　 １　 ７８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０　 ７９１　 １

表３　模型相关系数表（Ｎ＝１　５１７）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创业融资绩效 １

２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育水平

０．１６２＊ １

３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业经验

０．２８３＊＊＊ ０．０７９　 １

４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育水平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４＊ ０．２３１＊＊ １

５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业经验

０．１５６＊＊＊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６＊＊＊ ０．２９８＊＊＊ １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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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６网络教育水平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１＊＊＊ １
７网络创业经验 ０．０７９＊＊ ０．１４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５＊＊＊ ０．１８４＊＊＊ ０．０１７＊ １
８众筹网注册时间 ０．１８４＊＊＊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７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１＊＊－０．０１５　 １
９目标金额 －０．１３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９８＊＊＊ １
１０项目期限 ０．４１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１９５＊＊＊ ０．４９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０＊＊＊ ０．２０５＊＊＊ １
１１创业认同度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３＊＊＊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７＊＊＊ １
１２技术虚拟变量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４＊ ０．２４１＊＊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２０６＊＊＊１
注：＊＊＊、＊＊、＊分别代表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下同。

　　由于本研究互联网创业相关数据库为截面

数据，因此，选 用 截 面 数 据 中 介 调 节 作 用 模 型，
利用ＯＬＳ方法进行回归，结果分别见表４中的

模型１～模型７。
表４　模型回归结果（Ｎ＝１　５１７）

类别
创业融资

绩效
模型１

弱关系社会网络
成员创业经验

模型２

弱关系社会网络
成员教育水平

模型３

创业融资
绩效

模型４

弱关系社会网络
成员创业经验

模型５

弱关系社会网络
成员教育水平

模型６

创业融资
绩效

模型７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创业者自身教育水平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４．４９×１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强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

－０．００４＊＊＊

（３．３６×１０－４）

强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 水
平×创业者自身教育水平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弱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弱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 水
平×创业者自身教育水平

－０．００９＊＊＊

（４．７７×１０－４）
众筹网注册时间 ０．０１０＊＊＊ ２．７９×１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２．２８×１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５．２８×１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８．２２×１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目标金额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项目期限 －０．００３＊＊＊ －８．１９×１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８．２３×１０－５　 ０．００９ －３．４７×１０－４

（０．００１） （３．１７×１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３．１７×１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创业认同度 ３．６６×１０－４　 ５．１０×１０－６　 ３．４５×１０－５　 ２．３５×１０－４　 ５．１１×１０－６　 ３．０２×１０－５　 ２．１７×１０－４

（２．３９×１０－４） （６．８０×１０－６） （１．１７×１０－４） （１．６３×１０－４） （６．４３×１０－６） （２．３０×１０－４） （１．６８×１０－４）
技术虚拟变量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３）

季节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３１８　 ０．２５６　 ０．３０９　 ０．６８４　 ０．２６８　 ０．３１１　 ０．３８９
Ｆ １１．２８　 ８．３３　 ９．７９　 ４７．７３　 ８．９８　 ９．３８　 １２．４７
注：１．以实际融资和融资目标比为创业融资绩效因变量；２．括号内数值为模型标准误。下同。

　　根据模型回归 结 果，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业经验和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分别

对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与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弱关系

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与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能够 显 著 地 提 升 创 业 融 资 绩 效，并 且

在以创业融资绩效为因变量加入弱关系社会网

络成员创业经验与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

平的模型中，强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和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对创业融资绩效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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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所 减 弱。另 外，加 入 上 述 全 部 变 量 的

模型４和模型７，其Ｒ２ 值均高于未加入弱关系

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与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进行回归的模型１，因此，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创业经验与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

水平，对强关系社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和 强 关

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的创业融资绩效作用

分别存在中介效应。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强关系

成员的创业经验和 教 育 水 平，能 够 帮 助 创 业 者

结识创业能力和教育水平更高的其他社会网络

成员，并且通过社会 网 络 弱 关 系 成 员 的 创 业 经

验和教育水平的提 升，从 而 提 高 创 业 融 资 绩 效

水平。由此，假设１ａ与假设１ｂ得到验证。

在模型５、模型６中，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

和教育水平与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和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 员 创 业 经 验 的 交 叉 项，分 别

对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与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教育水平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影 响，并 且 上

述回归系 数 通 过Ｓｏｂｅｌ检 验。由 此 可 见，创 业

者自身创业经验和 教 育 水 平 的 提 升，能 够 减 弱

相应的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水平对弱关系社会

网络成员水平的影 响，创 业 者 可 以 通 过 提 升 个

人教育水平和 创 业 经 验 替 代 强 关 系 的 不 足，因

此假设２ａ和假设２ｂ得到验证。

进一步的，根据模型７的回归结果，创业者

自身创业经验和教 育 水 平，分 别 与 社 会 网 络 弱

关系的相关属性的交叉项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创

业融资绩效影响，并且上述回归结果通过Ｓｏｂｅｌ
检验。由此可 见，提 升 创 业 者 的 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水平，能够弥 补 创 业 者 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相关属性的不足，降 低 弱 关 系 社 会 网 络 成 员 教

育水平与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对创业

融资绩效的影响，因此假设３ａ和假设３ｂ得 到

验证。

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还利用分组 回

归方法，对数据 按 照 创 业 者 自 身 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水平中位 数 进 行 回 归，回 归 结 果 分 别 见 表５
和表６（限 于 篇 幅，省 略 了 控 制 变 量 的 输 出 结

果）。

表５　以创业经验中位数分组的回归结果

类别
　

创业者低
创业经验 　 　

创业者高
创业经验 　

创业融资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创业者低
创业经验 　 　

创业者高
创业经验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

　 模型３ 　 　 模型４ 　

　
创业者低
创业经验 　 　

创业者高
创业经验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

　 　 模型５　 　 模型６　 　

　
创业者低
创业经验 　 　

创业者高
创业经验 　

创业融资绩效

　 模型７ 　 　 模型８ 　
自变量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创业经验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Ｚ值 １３．４３５＊＊＊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Ｚ值 ３．５７８＊＊＊

中介变量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创业经验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Ｚ值 １．７９３＊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Ｚ值 １．８００＊

调节变量

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４．１５×１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创业者自身教育水平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９）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２２６　 ０．２６３　 ０．２４９　 ０．３１１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９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１
Ｆ　 ９．１７　 １０．４０　 ８．２８　 １１．１３　 ９．７９　 １４．２８　 １３．７０　 ９．９４
Ｎ　 ７６０　 ７５７　 ７６０　 ７５７　 ７６０　 ７５７　 ７６０　 ７５７

　　根据表５、表６的回归结果可见，创业者强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和教育水平分别对

弱关系社会网络创业经验和教育水平具有正向

的回归系数；弱关系 社 会 网 络 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

水平还对创业融资 绩 效 具 有 促 进 作 用；强 关 系

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和教育水平通过影响弱

关系社会网络成员的相关特性影响创业融资绩

效，因此假设１ａ和假设１ｂ得到验证。另外，所

有分组中，高数 值 分 组 的 相 关 回 归 具 有 相 对 较

低的回归系数，并 且 上 述 回 归 系 数 通 过 显 著 性

·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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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值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２ａ～假设３ｂ。
表６　以教育水平中位数分组的回归结果

类别
　

创业者低
教育水平 　 　

创业者高
教育水平 　

创业融资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创业者低
教育水平 　 　

创业者高
教育水平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

　 模型３ 　 　 模型４ 　

　
创业者低
教育水平 　 　

创业者高
教育水平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

　 　 模型５　 　 模型６　 　

　
创业者低
教育水平 　 　

创业者高
教育水平 　

创业融资绩效

　 模型７ 　 　 模型８ 　
自变量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创业经验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Ｚ值 ８．０５０＊＊＊

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Ｚ值 ５．３７６＊＊＊

中介变量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创业经验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Ｚ值 １．７５４＊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Ｚ值 ２．６００＊＊＊

调节变量

创业者自身创业经验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３．１５×１０－５） （１．１８×１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创业者自身教育水平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９）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３０　 ０．２０９
Ｆ　 １２．７７　 １３．２４　 ９．８８　 １１．３３　 １２．２５　 １４．０３　 １５．４３　 ９．４７
Ｎ　 ７４０　 ７７７　 ７４０　 ７７７　 ７４０　 ７７７　 ７４０　 ７７７

　　本研究还选用非 参 数 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 法 检

验模型整体的中介 效 应，通 过 反 复 抽 样 给 出 间

接效应（中介效应）置信 区 间，通 过 上 述 置 信 区

间是否 包 含０值 判 断 中 介 效 应 存 在 与 否。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次数设置为５　０００次，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强关 系社 会 网 络 成 员 创 业 经 验 通 过

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创业经验对创业融资绩效

的间接影响效果显著（ａ×ｂ＝０．００２，ｐ＜０．０１），

置信区间为［０．１９，０．７５］；强关系社会网络成员

教育水平通过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教育水平对

创业融 资 绩 效 的 间 接 影 响 效 果 显 著（ａ×ｂ＝
０．００２，ｐ＜０．０１），置 信 区 间 为［０．１１，０．６２］，都

通过了中介效应检 验，表 明 强 关 系 条 件 下 的 创

业经验和教育水平均影响弱关系条件下的相应

的社会网络成员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 水 平，进 而 影

响创业融资业绩，三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证明

了本研究的相关假设。

另外，利 用ＳＰＳＳ宏 ＭＯＤＭＥＤ检 验 有 调

节的中介作用，同样采取５　０００次随机抽样，利

用不同调节变量（创业者自 身 创 业 经 验 和 创 业

者自身教育水平）高于一个标准差数值、原数值

和低于一个标准差数值条件 下 间 接 效 应（中 介

效应）对比，分析不同调节变量对中介效应的整

体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７。由表７可知，在

较低的创业者 的 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 水 平 之 下，相

应的强弱关系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创业经验和

教育水平中介作用 较 高，随 着 调 节 变 量 水 平 提

高，整体上中介作用随之减缓，间接地证明了本

研究之前的结论。
表７　非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整体中介效应

　　调节检验（Ｎ＝１　５１７）

类 别
创 业 者 创 业
经 验 低 于 一

个 标 准 差

创 业 者
创 业 经
验 原 值

创 业 者 创 业
经 验 高 于 一

个 标 准 差

创 业 者 教 育
水 平 低 于 一

个 标 准 差

创 业 者
教 育 水
平 原 值

创 业 者 教 育
水 平 高 于 一

个 标 准 差

间 接 效 应（中
介 效 应ａ×ｂ）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２．１３×１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３．３７×１０－４

ＳＥ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Ｚ　 ４．２１　 ３．３９　 ３．９１　 ２．７９　 ３．０３　 ２．７６

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研究结论与启示

５．１　研究结论

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及强弱关系间存

在的“理论黑箱”作为研 究 起 点，基 于 社 会 嵌 入

理论，通过对产 品 众 筹 网 站 数 据 进 行 的 计 量 分

析，本研究最终形成下述３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①通过在社会嵌入理论中引入创业经验与教育

水平这两项社会网 络 特 性 变 量，探 究 社 会 嵌 入

过程中强关系 与 弱 关 系 之 间 的 联 系，发 现 了 创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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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嵌入的强关系社会网络特性对于弱关系社

会网络特性的重要 影 响 作 用：创 业 者 的 强 关 系

网络中整体创业经 验 越 丰 富，越 有 利 于 创 业 者

通过强关系网络找到具有更丰富创业经验的网

络成员，并与之建立弱关系；创业者的强关系网

络成员的教育水平 越 高，越 有 利 于 为 创 业 者 带

来高教育水平的弱 关 系 网 络 成 员，这 是 由 于 具

有更丰富的创业经 验、更 高 的 教 育 水 平 的 网 络

成员，其所处的社会 网 络 往 往 也 具 有 与 之 相 似

的高水平，并且 与创 业 者 形 成 强 关 系 的 高 水 平

网络成员，往往 也具 有 更 强 的 动 力 为 创 业 者 推

介优质的网络资源。②强关系通过正向影响弱

关系的社会网络特性（创 业 经 验 和 教 育 水 平），

从而对创业融资绩 效 产 生 间 接 影 响 作 用，即 弱

关系社会网络特性在强关系社会网络特性与创

业融资绩效之间所 起 到 的 中 介 效 应，使 之 能 够

更好地对现实中影响创业融资绩效的相关社会

网络机制做出解释。③提出了创业者自身创业

经验与教育水平对于强关系社会网络特性影响

弱关系社会网络特 性 的 调 节 效 应：创 业 者 自 身

创业经验对于强关系创业经验影响弱关系创业

经验、弱关系创业经 验 影 响 创 业 融 资 绩 效 均 起

到负向调节效应，创 业 者 自 身 教 育 水 平 对 于 强

关系教育水平影响 弱 关 系 教 育 水 平、弱 关 系 教

育水平影 响 创 业 融 资 绩 效 均 起 到 负 向 调 节 效

应。这是由于随着自身创业经验的增加和教育

水平的提升，创业者 在 获 取 高 质 量 的 弱 关 系 时

会减少对于强关系 的 依 赖，在 提 升 创 业 融 资 绩

效的过程中也会减少对于弱关系的依赖。

５．２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如下两点：①已 有

研究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分别探讨了社会网络的

强关系和弱关系对 创 业 者 的 影 响，大 多 数 研 究

强调了弱关系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取更有效的非

冗余信息和异质性资源［２６～２９］，比 具 有 较 高 冗 余

性的强关系更有效 地 提 升 了 创 业 绩 效，但 这 些

研究与柳青、王思聪 等 通 过 强 关 系 的 社 会 网 络

成功创业的现实案例相悖。聚焦于社会网络强

关系与弱关系对创业绩效 影 响 的“理 论 黑 箱”，

本研究通过解开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中间环节发

现，强关系与弱关系并非是相互独立的，强关系

的社会网络属性会对弱关系的社会网络属性产

生正向影响，由此打破了存在于二者之间的“理

论黑箱”，对已有社会嵌入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

了发展，在已有 强关 系 和 弱 关 系 的 研 究 基 础 上

补充了强关系对弱关系的影响作用。②尽管大

多数研究强调了社会网络弱关系对于创业绩效

的提升作用，但 也 有 一 些 研 究 强 调 了 创 业 者 对

于建立高价值强 关 系 以 促 进 创 业 成 功 的 倾 向，

但仅仅关 注 到 强 关 系 对 创 业 所 带 来 的 直 接 作

用［３０］。本研究解释了创业实践中强关系发挥重

要作用背后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强关系网络成

员固然由于其 与 创 业 者 较 紧 密 的 关 系，从 而 具

有更大的动力 为 创 业 者 带 来 信 息 和 资 源，对 创

业绩效产生直接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强关系

社会网络还通过对弱关系社会网络产生正面影

响，从而 对 创 业 绩 效 产 生 了 间 接 的 提 升 作 用。

对于强关 系 作 用 于 创 业 绩 效 的 双 重 机 制 的 发

现，也进一步丰富了社会嵌入理论。

５．３　实践启示

创业者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面临着有 限

资源和激烈竞争的 双 重 压 力，与 之 形 成 鲜 明 对

比的则是企业外部丰富而灵活的社会资源与合

作关系。于 是 如 何 高 效 地 嵌 入 到 社 会 网 络 之

中、合理地选择 与 不 同 的 对 象 建 立 差 异 化 的 关

系强度，成为了创业企业在双重压力下实现“突

围”、提升创业融资绩效的重要着力点。本研究

可以对创业者嵌入社会网络的实践产生如下几

项管理学启示：①兼 顾 从 强 关 系 中 直 接 获 取 资

源信息与借助强 关 系 拓 展 高 效 的 弱 关 系 网 络。

在企业内部资源有 限 的 情 况 下，建 议 创 业 者 充

分发掘现有强关系网络成员手中对于企业绩效

具有直接提升作用 的 资 源，在 激 烈 的 竞 争 环 境

下抢占市场先机。②通过丰富个人创业经验与

提高教育水平，进 而 从 社 会 网 络 中 收 获 更 高 质

量的创业信息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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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ＱＵＡＮ　Ｘ．Ｐｒｉ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Ｊ］．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３５（１０）：９４５－９５７．

［２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　Ｂ，ＳＥＸＴＯＮ　Ｅ　Ａ．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１（２）：

１４１－１５６．
［２３］ＷＩＴＴ　Ｐ．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Ｊ］．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６（５）：３９１－４１２．

［２４］ＢＡＥＲ　Ｍ．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９５（３）：５９２－６０１．
［２５］ＢＡＥ　Ｔ　Ｊ，ＱＩＡＮ　Ｓ，ＭＩＡＯ　Ｃ，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４，３８
（２）：２１７－２５４．

［２６］ＳＴＵＡＲＴ　Ｒ　Ｗ，ＡＢＥＴＴＩ　Ｐ　Ａ．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１９９０，

５（３）：１５１－１６２．
［２７］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　Ｓ．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

Ｔｉｅｓ：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８３，１（１）：２０１－２３３．
［２８］ＵＺＺＩ　Ｂ，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Ｊ．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２，２３（７）：

５９５－６１８．
［２９］ＰＡＬＬＯＴＴＩ　Ｆ，ＬＯＭＩ　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ｉ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２９（５）：３８９－４０３．
［３０］ＭＡＲＣＨ　Ｊ　Ｇ，ＳＨＡＰＩＲＡ　Ｚ．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Ｔａｋｉｎｇ［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９８７，３３（１１）：１　４０４－１　４１８．

（编辑　丘斯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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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　３００３００）经济与管理 学 院 副 教 授。研 究 方 向 为

组织与战略管理。Ｅ－ｍａｉｌ：ｘｍａｉｒｌｉｎｅ＠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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