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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会识别是影响企业家创业及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机会识别问题研

究是学术界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通过检索筛选出 1996—2018 年发表的有关机会识别研究的 93
篇重要外文论文,采用知识图谱方法对发文分布、学者个人贡献、研究主题、高频关键词共现等

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有关机会识别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梳理分析机会

识别的概念、维度、测量方法以及有关机会识别的前因和后果研究。 此外,随着企业国际化浪潮

的兴起,作为企业国际化首要环节的国际机会识别问题成了机会识别领域一个新的热点研究方

向,且相关文献非常稀少,提出研究先验知识、先前经验对国际机会识别的作用关系及作用机制

问题是国际机会识别的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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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机会识别是企业家创业及企业经营领域中的一

个关键环节。 机会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

营领域的选择、企业绩效甚至企业未来发展的空间

乃至成败。 有关机会识别问题一直是企业界和学术

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有广泛的研究兴趣,
不少学者已将机会识别理论应用于企业家创业、企
业绩效及成长、企业发展战略乃至企业国际化等多

个研究领域,并从先验知识、关系网络、创业警觉性、
企业家认知等多个视角对机会识别内在过程进行了

探讨,同时也研究了机会识别所带来的结果。 相关

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目前鲜有学者对机会识别

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综述,为此,本文采用文献

计量分析以及文献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机会

识别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
一、机会识别相关文献的检索过程

为确保更多、更准确地收集到机会识别的关键

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在 WOS 核心数据

库、ABI / INFORM 经济管理全文库、Google 学术镜像

进行关键词检索。 由于机会识别有多种表述,如机

会识别(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Opportunity Rec鄄
ognition)、机会发现(Opportunity Discovery)、机会创

造(Opportunity Creation)等,为此,在上述几个数据

库中不断切换检索词并按照相关性进行检索,同时

用时间、被引量进行排序,检索到相关文献 215 篇。
为确保文献的更高质量,本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

人工筛选,剔除一些与研究主题不太相关的文献以

及一些普通刊物文献,最终筛选出 1996—2018 年期

间发表的有关机会识别研究方面的 93 篇重要文献,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文献的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

二、基于知识图谱的机会识别文献计量分析

在搜集到的 93 篇企业机会识别研究文献基础

上,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的发文情况、学者贡

献、研究主题、关键词共现等进行可视化分析。
(一)发文情况分析

文献分布趋势汇总见表 1。 1996—2018 年发表

有关机会识别研究的论文总计 93 篇。 其中,1996—
2006 年发表有关机会识别论文共计 6 篇,说明这期

间机会识别还未引起学者们积极关注;2007—2018
年共计有 87 篇论文收录于 WOS 核心数据库,尤其

是 2011 年和 2016 年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 10
篇,这表明机会识别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研究

领域。



表 1摇 论文期刊分布

研究领域 期刊名称 1996—2006 年 2007—2018 年 小计

创业类
(21 篇)

国际创业行为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Research) 0 5 5
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 3 4
国际小企业杂志(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0 4 4
国际创业与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0 2 2
创业战略学报(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0 2 2
国际创业与小企业(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0 1 1
创业与区域发展(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0 1 1
创业研究杂志(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0 1 1
家族企业评论(Family Business Review) 0 1 1

商务类
(21 篇)

世界商业杂志(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0 2 2
商业风险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0 8 8
国际商业评论(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 2 3
非洲商业管理杂志(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0 2 2
商业经济与管理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gement) 0 1 1
小企业经济(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0 4 4
商业伦理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0 1 1

管理类
(21 篇)

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0 2 2
管理学院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0 1 1
管理学报(Journal of Management) 0 3 3
管理观察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0 1 1
商业研究学报(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0 1 1
组织战略(Stategic Organization) 0 2 2
中国管理研究(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0 1 1
欧洲国际管理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0 1 1
管理研究学报(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0 1 1
企业家研究的前沿(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arch) 0 1 1
组织研究方法(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0 1 1
中小企业管理(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0 5 5
亚太地区管理学报(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0 1 1

管理科学
类(9 篇)

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 2 1 3
欧米茄国际管理科学杂志(Omeg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0 1 1
管理决策(Management Decision) 0 2 2
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 0 2 2
南非经济与管理科学杂志(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鄄
ence) 0 1 1

创新类
(7 篇)

产品创新管理杂志(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0 2 2
技术创新(Technovation) 1 1 2
研发管理(R&D Management) 0 1 1
产业与创新(Industry and Innvation) 0 1 1
创新管理政策实践(Innvation Management Policy Practice) 0 1 1

营销类
(4 篇)

欧洲市场营销(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0 1 1
国际消费者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0 1 1
国际市场营销评论(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0 1 1
国际市场营销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0 1 1

教育类(1 篇) 教育管理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Education) 0 1 1
项目类(1 篇) 项目管理杂志(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0 1 1
工业类(1 篇) 工业数据管理系统(Industrial Management Data Systems) 0 1 1
生产类(1 篇) 国际生产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arch) 1 0 1
组织类(1 篇) 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0 1 1
行政类(1 篇) 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0 1 1
心理类(1 篇) 应用心理学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Psychology) 0 1 1
移民类(1 篇) 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 0 1 1

服务类(2 篇)
服务理论与实践杂志(Journal of Service Theory and Practice) 0 1 1
服务业(Service Business) 0 1 1

合计(篇数,占比 / % ) 6,6郾 5 87,93郾 5 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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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通过对文献的领域类别进行梳理统计,发现创

业类(21 篇)、商务类(21 篇)、管理类(21 篇)、管理

科学类(9 篇)、创新类(7 篇),这 5 个领域内关于机

会识别研究的期刊论文均超过 7 篇,合计达 79 篇。
由此可知,机会识别的研究属于多学科的交叉领域,
其中创业类、商务类和管理类领域的研究最多。 此

外,本文还发现在 1996—2018 年间,有关机会识别

研究的论文有 18 篇(占样本总量的 19郾 3% )发表在

SMJ、MS、JBV、JWB、AMJ、OMEGA 等国际顶级期刊

上,这说明机会识别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已受到国际

主流顶级期刊的关注与认可。
(二)学者的个人贡献

93 篇文献共涉及 214 名作者,采用分数分配法

对作者们的个人贡献作出相应评价,即每位作者贡

献=1 / N,其中 N 代表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研究

发现,关于机会识别的研究方面,发文最多的作者只

有 4 篇,调整后分值只有 2郾 67,说明关于机会识别

的研究在国际上还处在兴起阶段;从发文作者的地

域和机构来看,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大

学及相关研究机构为主,这说明机会识别的有关理

论及研究成果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人民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两位学者在 R&DM 期刊上发表了

有关国际创业的研究成果,说明机会识别已引起我

国双一流大学学者的关注;从学者的个人贡献来看,
目前对机会识别领域研究贡献最大的是 Baron,其
次是 Shane、Urban、Shepherd 等学者。 具体见表 2。

表 2摇 作者发文数量排名

排名 作者 单位 论文数 评分 国际重要期刊

1 Baron R A 纽约特洛伊伦斯勒理工学院拉里管理与技术学院 4 2郾 67 MS
2 Shane S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美国) 3 1郾 83 MS
3 Urban B[1]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3 1郾 83
4 Shepherd D A 印地安拉大学(美国) 4 1郾 67 AMJ
5 Muzychenko O[2,3] 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澳大利亚) 2 1郾 50
6 Park J S[4] 罗伯特戈登大学 2 1郾 50
7 Gregoire D A 锡拉丘兹大学(美国) 3 1郾 17 AMJ
8 Ucbasaran D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 3 1郾 00 JSV、ISBJ
9 Westhead P 达勒姆大学(英国) 3 1郾 00 JSV、ISBJ

10 Wright M[5] 英国诺丁汉大学 3 1郾 00 JSV、ISBJ
11 Zahra S A[6] 明尼苏达大学(美国) 3 1郾 00 SMJ、JMS
12 Gonzalez Alvarez N[7] 黎巴嫩大学 2 1郾 00
13 Kontinen T[8,9,10] 芬兰耶瓦大学斯基拉分校 2 1郾 00 IBR
14 Ojala A[11] 芬兰耶瓦大学斯基拉分校 2 1郾 00
15 Nicolaou N[12] 塞浦路斯大学 2 0郾 83 JBV
16 Andreas W[13] 东北大学(美国) 2 0郾 67
17 Charn P[14]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2 0郾 67
18 Foss N J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2 0郾 67
19 Gielnik M M[15] 新加坡国立大学 2 0郾 67
20 Gruber M[16]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2 0郾 67 MS
21 Guo H[17] 中国人民大学 2 0郾 67 R&DM
22 Lyngsie J [18] 挪威经济学院战略与管理系 2 0郾 67 SMJ
23 Macmillan I C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2 0郾 67 MS
24 Su Z F 西安交通大学 2 0郾 67 R&DM
25 Thompson J D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2 0郾 67 MS

摇 摇 (三)研究主题分类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93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Time Slicing 时间间隔选 2 年,Threshold 中 TOPN
选择 50,(c,cc,ccv)的取值为(2,2,20),其他设置

默认,运行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有关机会识别

研究主要形成了 A、B、C 共 3 个较为明显的研究

主题。
主题 A 代表创业机会识别。 Shane 发表的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New Firm Creation》
为代表文献,从技术机会层面对创建高新科技企业

进行了研究。[19]机会识别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创

业机会识别,创业机会识别作为创业的首要环节一

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学者们已从创业

者特质、先前经验、关系网络、创业警觉性等一系列

视角研究了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问题。
主题 B 代表商业机会识别。 商业机会识别也

是机会识别领域中的研究方向之一。 部分学者从认

知、人力资本、信息获取等视角研究了商业机会识别

问题。 例如 Baron 研究了企业家如何通过“连接点冶
来识别新的商业机会的过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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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主题分类分析

摇 摇 主题 C 代表国际机会识别。 Zaefarian 等发表的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I鄄
dentification among Family Firms》为代表文献,该研

究探讨了家族企业如何识别国际机会的问题。[21] 在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企业国际化经营已逐渐

成为一种热潮,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首要环节的国

际机会识别问题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企

业只有识别到合适的国际机会,才能整合资源构建

运作能力,从而抓取机会跨越国界进行国际化经营。
目前虽然关于国际机会识别的研究文献还不多,但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整合等背景下,尤其是在

我国“一带一路冶战略的推动下,国际机会识别将成

为机会识别理论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成为机会

识别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方向。
进一步做共引文献分析,只选取被引频次大于

等于 10 次的 39 篇文献作为分析样本,共引文献分

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节点代表被引用文献,
节点旁边标注的是被引用文献的作者姓名;节点的

大小代表该作者文献的引用次数,即节点越大则意

味着该被引文献的引用次数就越多;两个节点之间

的线段代表它们被共引的情况,线段的粗细代表两

篇被引文献的共引次数,即线段越粗则意味着两篇

被引文献的共引次数就越多。
由图 2 可知,在机会识别研究领域,共引文献主

要聚成了 3 类:在玉类中,Shane、Baron、Ardichvuli

等作者的文献是主要被引文献;在域类中,Kirzner、
Zahra 等作者的文献是主要被引文献;在 芋 中,
Shepherd、Ucbasaran、Ozgen 等作者的文献是主要被

引文献。

图 2摇 共引文献分析

借助定量的文献共引分析结果,能较粗略地分

析出机会识别领域中的重要的代表性文献及作者,
以及有关机会识别的主要研究方向。

(四)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使用 Citespace 软件统计 1996-2018 年词频排名

前 20 位的关键词,根据 Citespace 的相关规则,构建

出机会识别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 其

中,Threshold 中 TOPN 选择 20,(c,cc,ccv)的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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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网络密度较少,说明该领域存在多个研究

热点主题。 在网络拓扑结构中,中心性高的节点往往

就是重要的节点,其中包含重要研究成果。

图 3摇 机会识别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由图3 可知,Opportunity Recogniti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是机会识别研究领域出现次数最多的

关键词;此外,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等关键词也有

一定量的出现频次,说明国际机会识别已成为机会

识别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三、机会识别研究的文献内容分析

(一)机会识别研究概述

1. 机会识别的概念。 关于机会识别的概念,不
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

角对其进行了界定。 Baron 把机会识别界定为面

对多样性刺激,创业者对商机的直觉,后来又进一

步把机会识别解释为“一个或多个认知过程,通过

这个认知过程,个体可以断定他们已经识别了一

个机会冶。 Eckhardt 等认为机会识别是指企业家对

外界信息进行获取、处理并对信息价值进行解读

的过程。[22]也有学者将机会识别看成一个由不同

阶段构成的完整过程。 例如 Lindsay 等将机会识

别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即机会搜寻、机会识别、
机会判断。[23]关于机会识别的来源方式,Chandler
等将其归为三种,即主动搜索、被动搜索和偶然

发现。[24]

2. 机会识别的维度与测量。 关于机会识别的

维度,目前学者们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更多地把它

看成一个一维变量;而 Ozgen 认为机会识别主要包

括两个维度:感知能力和警觉性。[25]关于机会识别

的测量,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识别到机

会的次数进行测量,另一种则是采用问卷式量表

进行测量。 Ozgen 开发了机会识别测量量表(共 6
题项) [26] ,Kevin 将机会识别分成机会搜寻、机会

联系、机会判断 3 个阶段,并开发出机会识别的量

表(共 11 题项) [27] , Melanie 等在 Ozgen 量表的基

础上进行修订[28] ,选取三个测量题项进行测量,并
得到学界的认可,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机会识别测量量表

变量 维度 测量题项 量表来源

机会识别 一维
在日常经营中,我产生了潜在的新想法
我对新的机会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警觉性
识别潜在的新机会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Melanie 等

摇 摇 3. 机会识别的研究概况。 围绕机会识别问题,
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 由于机

会识别是影响企业家创业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此,目前学者们针对机会识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创业机会识别领域。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冶
战略的提出,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有关创业机

会识别的研究热潮。 张红等针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研

究现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述,概述了创业机会识

别的前置影响因素、创业机会识别的过程、创业机会

识别的测量以及创业机会识别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29]有学者则是采用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等方

法,从先前经验、关系网络、创业学习、创业导向等不

同视角去解释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机理。 孙永波等

基于新创企业的 246 份调研数据对创业导向、外部

知识获取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导向会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

直接正向影响作用,也会通过外部知识获取的中介

作用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间接正向影响作用。[30] 张

浩等基于反事实思维的视角探讨了创业机会识别的

过程问题,研究认为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的机会识

别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

的创业警觉性起部分中介作用。[31] 还有学者基于一

些前置因素的探讨,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大众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现象中有关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

机理问题,并得出了一系列的研究结论。
(二)机会识别的本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针对机会的本源问题存在两类主要

观点。 一是发现的观点,即认为机会本身是一种独

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企业家能通过信息搜

寻与加工来发现机会,但由于企业家之间的个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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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存在显著差异[32],由此只有部分企业家能发现机

会,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警觉性、成就导

向、对风险的态度等个性差异会影响其机会识别。
企业家拥有的特定知识及信息能让其识别到他人不

能识别的机会。[33] 二是创造的观点,它主要基于认

知视角对机会识别过程进行解释,其思想来自于创

生理论。 机会识别是企业家利用其认知解读外界环

境信息并认知加工而创造出来的。[34] 企业家的主观

主义在机会识别中起重要作用,即企业家常常通过

主观思维来解读客观环境信息以创造机会。 机会识

别过程其实是企业家对环境信息进行复杂的认知加

工、创造的过程,而机会的“发现冶则是企业家机会

创造中的结果而已。 创造的观点认为企业家认知是

影响其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即认为企业家通

常是基于其既有知识并利用认知图示或警觉性来有

效识别机会。[35]许多学者将机会识别过程描述为受

到创造力的影响,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个自身的创

造性过程。[36]此外,最近学者在研究机会识别时,也
使用了从创造性文献中借来的方法,如创造性问题

解决[37]和发散思维[38]或创意生成活动。[39]

Kirzner 等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整合并认为

机会识别的方式往往介于两者之间:一是企业家偶

然地获取到新信息而意外发现到机会;二是企业家

基于其认知对外界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搜寻,并对

获取到的机会信息进行认知加工而识别到新的机

会。[40]从机会识别观点的整合视角而言,不论是机

会发现还是机会创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与企

业家认知有关。 在客观事实与企业家认知的交互作

用过程中,企业家利用既有知识和后继行为来进行

机会识别。[41]企业家既有知识所形成的特有“知识

走廊冶有助于提升其认知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企

业家获取及利用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对潜在机会信息

的解读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和警觉性,从而有利于企

业家高效识别潜在机会。
(三)机会识别的前因研究

机会识别往往是一种个体行为,企业家在机会

识别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许多学

者往往从企业家的个人特性因素来研究其对机会识

别的影响问题。 由此,基于企业家个人特性的机会

识别影响因素主要有:
1. 先验知识。 先验知识是个体通过积累而得的

一种重要的初始知识。[42]针对先验知识与机会识别

间关系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探究并发现先验知识是

影响企业家机会识别能力的重要因素。 Shane 等研

究了企业家先验知识影响其机会识别能力问题,并

认为先验知识对其识别机会及创建新事业具有重要

影响。 Davidsson 等研究认为企业家专业背景及受

教育程度所反映出的显性知识以及工作经历所反映

出的隐性知识,显著促进其机会识别。[43] 国内外不

少学者研究指出企业家先验知识的积累对其机会识

别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认为警觉性在这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即企业家积累的先验知

识会导致其警觉性增强,进而提升企业家的机会识

别能力。 先验知识是导致“信息不对称冶的重要原

因之一,企业家具备的特有知识让其具有高效识别

机会的独特潜质。[44]Helfat 等指出,企业家从先前工

作、教育及其他方式中吸取的先验知识,都将对企业

家认知行为和运用新知识能力产生影响。[45] 企业家

先验知识逐渐凝成其特有的一种“知识走廊冶,使得

企业家能识别到他人所难以感知的机会。[46] 依据创

业认知理论,企业家拥有的先验知识越多便越能增

大自我效能感,从而让企业家对其创业活动越有自

信,进而驱动其产生强烈的创业意愿[47],使其主动

搜寻及识别机会。[48]Shepherd 等实证研究发现先验

知识与机会识别正相关。[49]

2. 先前经验。 先前经验是指个体在先前的经历

中所获取的各种感性或理性的观念、认识及技能。
先前经验也是影响机会识别的一个重要因素[50],国
内外众多学者往往都从先前经验的视角去研究机会

识别问题。 肖方鑫等认为先前经验通过给企业家提

供信息与知识支持,从而促使企业家迅速而有效地

识别机会。[51]Westhead 等研究发现先前经验丰富的

企业家能识别到更多更有创造价值的机会,且企业

家拥有的先前经验的性质对其机会识别行为会产生

重要影响。[52]企业家的先前经验代表了企业家创业

之初拥有的初始知识,是影响企业家识别机会、发现

机会、创造机会,获取和整合资源的重要因素,先前

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掌握了有关市场、产品、资源等有

价值知识,因而发现机会的能力得到强化,企业家往

往能解读出与其先前经验密切联系的机会。[53] 先前

经验为机会识别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对企业家识

别机会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54]

3. 关系网络。 关系网络指的是个体嵌入到社会

结构之中的多层次人际关系网络,主要包括社会关

系网络、商业关系网络等。 关系网络也是影响企业

家机会识别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文沛研究认为企业

家关系网络能显著促进其机会识别。[55] 创业研究指

出了关系网络对企业家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社会网

络可能是企业家最显著的知识来源,即企业家能从

其积累的各种关系网络中获取有价值的机会信息,

·55·第 36 卷摇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尹剑峰:企业机会识别研究综述



进而能高效识别机会。 有学者认为,个人与人际网

络的接触可能是新思想的重要来源。 关系网络与企

业家所感知到的新机会数量有较高的相关性[56],即
企业家的关系网络越广,则其获取的机会信息就会

越丰富,进而能识别到的机会便会越多。
4. 企业家认知。 杨林认为企业家认知是企业家

通过学习和实践持续获取的知识与经验,经过累积、
沉淀及凝结而成的一种知识框架和信念体系。[57] 企

业家间由于知识结构、社会资本等的不同,从而形成

不同的认知模式并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而影响

企业家对外界环境信息的搜索和感知以及对潜在机

会信息的识别与利用。[58]客观机会只有经过企业家

认知加工后才能被识别及利用。[59] 在带有企业家主

观判断色彩的认知加工过程中[60],企业家由于其认

知因素的异质性,从而在机会识别方面存在很大的

差异性,不同企业家常常关注不同的机会,即使面对

同一个机会他们对其评价也往往各不相同。[61]

Shane 认为,企业家通过跟环境互动来识别机会且

与其认知过程相关;企业家的自信心、主观性和直觉

力等一系列认知特征会对其思考及决策行为产生影

响。[62]机会识别常常取决于企业家的信息搜寻能力

及意愿,企业家识别机会的过程本质是一个收集潜

在机会信息的过程,而企业家认知对其收集机会信

息的过程会产生影响。[63]机会识别是有关模式认知

的内在过程,先验知识、信息搜寻及创业警觉性等要

素构造的认知模式会影响企业家机会识别行为。
5. 创业学习。 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创业者以往积

累的知识及经验对新机会识别作用有限,创业者必

须不断去获悉新知识才能识别到优质创业机会,这
是一个持续的创业学习过程。 创业学习能提升企业

的机会识别能力。[64]Corbett 认为学习的过程和学习

不对称会影响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行为,且不同的学

习方式会对机会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65] 张红等通

过案例研究发现创业学习方式与机会识别方式之间

存在着匹配关系。[66]

6.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理论建构

是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的,被定义为“一个人相

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地履行创业的各种角色和任务的

能力的力量冶。 它强调行为、认知和其他个人因素

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 Krueger 等研究揭示

了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与对机会的感知增加之间的直

接关系。[67]

7. 警觉性。 Krizner 研究认为警觉性是影响机

会识别的一个重要因素。[68]在偶然发现机会的被动

搜索中,研究者强调机敏在机会识别中的作用。 引

起高度警觉的因素与个体的认知能力有关,如高智

力和创造力,或者乐观。[69]因此,无论是否涉及主动

搜索,警觉性在机会识别中都起着中心作用。[70]

8. 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企业家通过对信

息、知识、经验等进行反思与加工,进而创造出新思

维或想法的一种独特认知方式。[71] 国外学者采用理

论推演的方式阐述了创造性思维与机会识别之间的

关系。[72]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性的具体体现,有助于

企业家打破原有思维模式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新颖

方式。[73]张秀娥等实证研究发现创造性思维与创业

机会识别正相关,即创业者的创造性思维越强,则越

有可能识别到创业机会。[74]

(四)机会识别的后果研究

1. 机会识别与企业绩效。 机会识别是影响企业

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有关机会识别与企业

绩效的关系研究非常少。 Shane 等指出,创业机会

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业行为的价值创造潜

力,而创业机会的创新性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创

造潜力。 Gruber 等认为市场机会选择集有助于创业

者获得更高的绩效。 此外,创业者在进入市场前识

别出的机会数量与新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

且边际效益递减。
2. 机会识别与企业成长。 机会识别对企业经营

领域的选择及企业成长会产生重要影响。 Gielnik
等研究指出,创业者产生商业创意的原创性有助于

企业成长,而产生的商业创意数量则与企业成长不

存在相关性。
3. 机会识别与企业多元化发展。 在动态变化的

环境中,具有较强动态能力的企业家往往能根据环

境的变化而不断识别到新的发展机会,由此,新机会

的识别会诱使企业跨入新的行业而推动企业多元化

发展。[75]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研究结论

作为企业家创业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个核心

环节,机会识别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和文献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对国内外有关机会识别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

机会识别已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且正处于研究

的兴起阶段,并涌现出了一系列高水平成果。 通过

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在 93 篇文献样本中,属于

1996—2006 年间发表的文献只有 6 篇,而属于

2007—2018 期间发表的文献则高达 87 篇,不少研

究成果发表在 SMJ、MS、JBV、JWB、AMJ、OMEGA 和

RD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说明有关机会识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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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了井喷阶段。 目前学者们已针对机会识别的

概念、测量方法等方面做了一定量的研究,并基于关

系网络、先验知识、先前经验、企业家认知、自我效能

感、创业警觉性等系列视角对机会识别的过程进行

了探讨,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 但针对机会识别的

后果研究相对不足,即学者们较为忽视了机会识别

开发过程的研究以及机会识别对企业绩效、企业成

长影响方面的研究。
(二)未来研究方向

随着“一带一路冶战略的提出,我国企业兴起了

一股国际化发展的热潮,不仅仅是以往有条件的国

内优势企业前往海外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普通中

小企业尤其是制造型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沿着

“一带一路冶的路线图前往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

布局,以优化配置海外资源,进军国际市场以及获取

更大的国际市场发展空间。 由此,围绕我国企业的

国际机会识别问题正成为机会识别领域中的一个新

的研究方向。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从关系网络、商业

网络、知识等视角研究了企业国际化识别问题,
Niklas 基于知识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国际机会识别问

题,认为市场知识和国际化知识对企业国际机会识

别具有显著促进作用[76];Sahar 等研究了关系网络

与企业国际机会识别问题,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业
务关系网络、国际关系网络对企业国际机会识别具

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77]关于企业国际机会识别的

内在过程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1. 先验知识对企业国际机会识别的影响。 目前

学者们主要基于国内情境下研究先验知识对机会识

别的影响问题,而并没有探讨国际情境下先验知识

对企业国际机会识别的影响问题。 在国内市场环境

下,企业家积累的先验知识(如行业知识、教育培训

知识、特殊兴趣知识)等对其机会识别具有积极影

响;但在国际市场环境中,先验知识是否依然会对企

业国际机会识别产生积极促进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和检验。 Niklas 虽然从国际化知识的视角初步

探讨了企业国际机会识别问题,但国际化知识仅仅

是先验知识中的一部分特定知识,且不少国内企业

家对国际化知识的积累还非常欠缺,由此,企业家积

累的行业知识、教育培训知识、特殊兴趣知识等先验

知识是否有助于其识别国际机会这一问题还有待于

深入探讨。
2. 先前经验对企业国际机会识别的影响。 目前

学者们主要基于国内情境探讨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

识别、创业风险识别、创业能力及创业绩效等之间的

关系问题,但鲜有学者基于国际情境来探讨先前经

验与企业国际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问题。 Mikael 等
基于国际经验和网络结构的视角研究了中小企业国

际机会识别过程,并认为中小企业的国际经验越丰

富,就越能够有系统地寻找国际机会。[78] 但国际经

验只是先前经验中的一部分特定内容,对于我国许

多正准备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来说,许多企业家

并没有相关国际经验,而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企业

家积累的行业经验、创业经验、职能经验等各种先前

经验对企业国际机会识别是否有显著促进作用还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检验。
3. 先验知识、先前经验促进企业国际机会识别

的作用机制。 有关于先验知识、先前经验对企业国

际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问题,鲜有人对此展开研究。
先验知识、先前经验往往是企业家基于国内情境下

积累而成的,而在国际机会识别过程中,国际知识的

欠缺是制约企业国际机会识别的主要瓶颈,企业家

吸收能力在企业家先验知识、先前经验与国际机会

识别关系中起重要桥梁作用,由此,如何吸收国际相

关知识成了企业家识别国际机会的关键所在。 企业

家先验知识、先前经验对国际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

以及企业家吸收能力在先验知识、先前经验与国际

机会识别关系中的中介机制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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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Enterprise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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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issue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academia. In this paper, 93 important foreign papers 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published from 1996 to 2018 are retrieved and screened, and the publications and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of scholars,the
research topics and keyword co鄄occurrence of the literature are visually analyzed by knowledge map method.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domestic and abroad literatures, the content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literature is analyzed to summarize the
concept, dimension, measurement method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and con鄄
sequence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In addition, with the rise of the wave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s the primary link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hot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s very scarce. Therefore, this paper appeals to scholars to strengthen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that i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prior knowledge and previous experience to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i鄄
dentification.
Key words:priori knowledge; previous experience; relational network;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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