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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搜索相关数据库和著述对国内外企业家生命周期研究的相关文献的分析, 从时间和属性两个维度对企

业家生命周期的含义进行了解析,将企业家生命周期的文献分为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基于 CEO任期、基于企业家个体自然生

命周期和基于企业家身份四类,并据此, 对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强

调了本文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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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国外出现了借助企业生命周期来研究

企业家生命周期的文献, 90年代国内曾经出现过一次 /企业

家生命周期0的讨论热潮,近几年来, 关于企业家生命周期的

研究又逐渐受到关注。虽然关于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的正

式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但是关于企业家生命周期的概念、阶

段划分的基础等基本理论问题尚无被认同的框架。本研究

将围绕企业家生命周期的上述理论问题对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与总结, 以资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的进一步探索。

一  文献来源

本文所称企业家采用 H unte r( 2005)的界定法, 即一个被

称之为企业家的个体是当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实体, 或从

一个综合性企业中创造出一个新的企业,或使一个濒临破产

的企业起死回生, 或带领一个小企业成功转型到一个大型企

业 [ 1]。从这个角度来说, 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包括创业奠基

人、董事长、总经理和 CEO都可看作企业家。论文以 /企业

家0 (包括上述代称 )和 /生命周期0作为关键词和篇名在英

文数据库 (包括 EBSCO、B lackwe ll、Emera ld M anagem ent X tra、

Sping- L INK、ProQuest)和中文数据库 CNKI中搜索相关文

献, 共找到 21篇相关文献。另外, 还查阅到相关著作 3部。

我们的分析就建立在上述文献基础之上。

二  文献述评

(一 )企业家生命周期的含义

企业家生命周期是企业家的某些属性在企业成长或企

业家自然生命延续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因此,企业家生命周

期的含义可从两个维度来理解 ,即水平轴的时间维度和垂直

轴的属性维度。

1、企业家生命周期的时间维度

根据我们收集的文献,企业家生命周期的时间维度有四

类:第一类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基础。虽然组织生命周期理论

最早可追溯到 Penrose( 1952) [ 2], 但正式提出组织高层管理

者 /生命周期0理论的是W ard( 2002), 他提出了 /领导生命

周期0概念和理论。他的研究虽也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基础,

但他把企业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先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阶

段划分,并以此作为企业家 (领导 )的生命周期 [ 3]。国内的

王志平 ( 1995 ) [ 4]、沈建芳 ( 1999 ) [ 5]、谢获宝和徐晓莉

( 2005) [ 6]持有类似的观点; 第二类以 CEO 任期为基础。

CEO任期是指企业家以 CEO身份在一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时

期。H ambr ick& Fukutom i( 1991)提出了一个基于 CEO整个

任期的五阶段动态模型 (国内一般译为总裁生命周期, 也有

称之为企业家的管理生命周期 ) [ 7]。M iller& Sham sie( 2001)

则进一步研究了制片业 CEO任期的阶段划分问题 [8] ; 第三

类,以企业家个体的自然生命周期为基础, 研究从企业家出

生到创业、从业、再到退休整个生老病死时期 /企业家资源0

的变化情况 ( Hunter, 2005);第四类,企业家生命周期既不依

赖于产品或企业生命周期,也不限于企业家个体的自然生命

周期,而是基于 /企业家身份0, 即企业家完成一个创新过程

或完成 /企业家使命或职能0 (如张新兵和夏素英, 1998 [9] ;

丁栋 虹, 1999 [10]; 谢获宝等, 2006[ 11] ; 姜晓慧和 曲亮,

2007[ 12] ),这类文献主要由国内学者提出。

2、企业家生命周期的属性维度

属性维度是指在生命周期时间维度上有规律变化的企

业家特征或创造的价值, 具体来说有两类: 一是企业家的特



征, 如管理技能、领导技能或创新意识 ( W ard, 2002)、企业家

能力 (谢获宝等, 2006 )、CEO的承诺、任务知识、信息渠道、

任务兴趣、权力和风格 ( H ambr ick& Fukutom ,i 1991)、CEO决

策风格 (M iller& Sham sie, 2001)、企业家整体 /资源 0 (H un-t

e r, 2005); 二是企业家创造或追求的价值, 如企业家异质型

人力资本产生的边际报酬 (丁栋虹, 1999)、企业家价值 (谢

获宝, 徐晓莉, 2005)、企业家效用 (姜晓慧, 曲亮, 2007)。

(二 )企业家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

阶段划分是生命周期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企业家生命

周期阶段划分是以垂直轴 /属性0的变化和强弱为主要依据

的,阶段划分的详细情况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 国外的

研究,除 M iller& Shams ie研究特定产业, 得出三阶段模型

外,其他学者不论是以什么为基础来划分企业家生命周期

的,他们划分的阶段数量是一致的,即五个阶段; 国内研究对

企业家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差别较大, 少的有三阶段, 多的

到六阶段。

表 1 企业家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

文献类型 主要作者 研究对象 阶段数 阶段名 企业家的角色、任务或能力的变化

基于企业 W ard 一般企业 5 创建期 创建者:推销创意

生命周期 ( 1986, 2004 ) 增长期 加速者:发展文化、维持热情与士气

成熟期 维持者:保持效益与灵活之间的平衡

转折期 变革者:阻止下降、重塑组织活力

下降期 组织解散或兼并终结者

王志平 ( 1995 ) ; 一般企业 4 初创期 创新

沈建芳 ( 1999 ) ; 成长期 创新与营销

谢获宝,徐晓莉 成熟期 管理

( 2005 ) 衰退期 束手无策

基于 H am brick & 一般企业 5 响应期 对自己行为范式的承诺逐渐增强;关

CEO任期 Fuku tom i 试验期 于职务的知识由少增多;信息来源由

( 1991 ) 选择期 广到很窄;对职务的兴趣由高到低;

整合期 拥有的权力由弱到强

退化期

M il ler& 制片业 3 学习阶段 范式建立、试错并从中学习

Sham s ie ( 2001 ) 收获阶段 自信、敢做敢为

下降阶段 自负、固步自封

基于企业 H unter( 2005 ) 一般企业 5 准备期 知识、技能和资本的储备

家自然生 起步期 说服市场接受产品和服务

命周期 探索期 重新运作新的商业模式

扩张期 多元化战略,开发或增强相应能力

变革期 权力交接,退出企业家角色

基于企业 丁栋虹 ( 1999 ) 一般企业 3 边际报酬递增 引出微观新生产函数,打破宏观经济

家身份 边际报酬递减 均衡,在上述两者互动中实现边际报

边际报酬为负 酬递增的功能

谢获宝等 一般企业 6 培育 /步入 /成长 /成 没有具体阐述每个阶段企业家的角色

( 2006 ) 熟 /衰退 /退出阶段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文献整理

  (三 )企业家 /属性 0的周期

企业家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意义在于指出企业家的角

色、任务和能力的变化和成长 (详情见表 1)。W ard指出企

业家生命周期有创建、增长、成熟、转折、下降期五个阶段, 在

这五个阶段中企业家依次扮演创建者、加速、维持、变革和终

结者角色。H am brick& Fukutom i指出, CEO在任期内: ( 1)对

自己行为范式的承诺逐渐增强; ( 2)关于职务的知识由少增

多; ( 3)信息来源由广到很窄; ( 4)对职务的兴趣由高到低;

( 5)拥有的权力由弱到强。M iller& Sham sie则发现制片业

CEO任期内会经历范式确立、自我强化和固步自封三个阶

段。H unte r( 2005)以个体自然生命周期为基础,将企业家生

命周期划分为创业准备期、起步期、探索期、扩张期和变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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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阶段, 对应这五个阶段,企业家的任务经历能力储备、产

品和市场开发、商业模式创新、多元化战略、权力交接。

在国内, 虽然不同学者关于企业家在生命周期各阶段

/属性0的描述不一样, 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丁栋虹从异质

型人力资本角度界定了企业家 ,异质型人力资本是指具有边

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企业家的身份一定是某

种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家生命周期会经历创新

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增、边际报酬递减和边际报酬为负三个阶

段,这三个阶段所呈现的企业家功能与谢获宝、徐晓莉四阶

段模型非常类似, 即企业家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会经历创

新、创新与营销、管理、束手无策。

(四 )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方法

这里的研究方法是指针对企业家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

分和论证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规范分析、统计实证、多案

例分析、历史实证和函数分析五类 (见表 2)。

表 2 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方法归纳

文献类型 主要作者 主要方法 论据来源   主要研究内容

基于企业 ( 1986, 2004) 规范分析 文献、 领袖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各阶

生命周期 经验积累、个案 段特征描述及领袖对应角色

谢获宝和徐晓莉 规范分析 文献 企业家生命周期的内涵、各阶段

( 2005 ) 特征、影响因素及优化

基于 H am brick& Fukutom i 规范分析 经验积累、文献 CEO任期的阶段划分及对应的角

CEO任期 ( 1991 ) 色分析;模型的例外和变化;关

于任期与绩效有关命题的提出

M iller& Sham s ie 统计实证 1936- 1965年 203位 电影公司 CEO任期内的学习、任

( 2001 ) 好莱坞电影公司 期长短与绩效关系,并在此基础

CEO的统计资料 上提出了 CEO任期三阶段模型

基于企业家 Hun ter 多案例分析 1880- 1910年 133 企业家生命周期阶段划分、分析

个体自然生 ( 2005 ) 位新西兰企业家的 及对应的企业家特征和行为考察

命周期 多案例资料

基于 丁栋虹 历史实证 经济史资料 提出了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理

企业家身份 ( 1998, 1999) 论及其生命周期,并以此阐释企

业家的成长问题

谢获宝,张勇涛, 规范分析 文献 企业家生命周期内涵、阶段划分及

潘黎 ( 2006 ) 其演进模式、动力和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文献整理

  规范分析是五类方法中使用最多的方法,其基本分析思

路是: 文献、个案观察 ) ) ) 生命周期提出及阶段划分 ) ) ) 企

业家角色分析 ) ) ) 影响因素分析 ) ) ) 命题提出。这类研究

方法的主要不足是各个阶段有各自独立的论据,这难以反映

某个或某类企业家生命周期全貌,个案分析也不太可能建构

通用理论 ( E isenhardt, 1989) [ 13]。与规范分析中运用个案考

察不同, H unte r对新西兰殖民时期的企业家进行了多案例研

究, 他通过搜索企业家自传、公司史、产业史、新闻文章、风云

人物榜和全国名人辞典, 共获得 1880 - 1910年间 133名符

合他的 /企业家定义0和 /信息完备0两个标准的企业家资

料, 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使他发现了企业家生命周期的五阶段

模型。然而, 基于历史资料的多案例分析只针对特定时期特

定对象 (新西兰殖民时期的企业家 ), 因而并不能反映当代

企业家的行为特征, 也不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丁栋虹则透过

古今中外经济史,特别是关于企业家成长的历史资料, 从宏

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充分论证了自己提出的企业家异质型人

力资本及其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具有非常强的普适性。

M iller& Sham s ie考察了 1936 - 1965年 203位好莱坞电影公

司 CEO的时间序列资料, 运用统计分析法探讨了 CEO学习

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并根据分析结果提炼出了 CEO任期的

三阶段模型。相对前面的方法,随机抽样的统计分析得出的

结果更有说服力。不足的是,该模型局限于制片业这单一产

业,代表性不够。

三  总结与启示

论文从两个维度对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解析,从

时间维度将企业家生命周期归纳为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基于

CEO任期、基于企业家个体生命和基于企业家身份四类,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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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企业家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

我们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做出了有意的贡献。

在理论上, ( 1)现有企业家生命周期反映的是企业家的

某种属性 (如 H un ter的 /资源0 )或企业家创造的价值 (如丁

栋虹的 /边际报酬0 )随着时间延续的变动状况, 而这些 /属

性0或 /价值0并不是同一尺度,因此要给企业家生命周期下

一个明确的定义非常困难。所以,界定一个能广为接受的企

业家生命周期的概念是进一步研究该议题的基础。我们发

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企业家生命周期理论研究有一个

共同发展趋势, 即研究对象越来越回归到企业家个体,这主

要体现在: 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不以企业或任期为基础, 周

期性变化的 /属性0不再是企业的产出, 而是企业家的资源、

能力或价值。随着企业家能力研究越来越完善,企业家生命

周期界定的一个可能方向是以企业家 /能力 0作为变化的

/属性0; ( 2)既有的理论大部分是基于定性研究, 少量的案

例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是反映上个世纪 70年代以前 ,甚至 30

年代和 19世纪 90年代的情况,很少涉及新经济时代背景下

有关企业家的生命周期问题。因此,未来需要运用大样本的

统计分析法来研究当代和现代企业家生命周期; ( 3)大部分

的研究主要在于构建生命周期模型、阶段划分及相应的企业

家任务、角色、行为和能力描述, 而忽视了企业家这些 /特

征0是如何作用于生命周期阶段演变的。也就是说, 既然企

业生命周期由企业家个体 (非企业 )决定, 那么企业家是如

何决定或规划自己生命周期的。很大程度上,这需要从认知

和心理学视角去探索。

在实践上, 我们的评述为相关主体提供了可供比较的参

考框架。首先, 对于企业家自己来说,可根据自己、企业的现

有情况和对未来的预测, 参考我们提供的框架, 可超前进行

能力储备和角色转变的心理准备; 第二, 企业家更替是每个

企业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继任者的遴选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同样为选择适合企业未来的企业家提供了有价

值的参考。最后, 我们框架也可为猎头公司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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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view the Literatures on the L ife Cycle of Entrepreneur

LI Pei- s,i L I L i- x ia, DA I Zh i- hu i

(Univer sity of South Ch 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By sea rching the re levant da tabases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life- cyc le of entrepreneur and conc lud ing re levant re-

search, th is paper exp la ins the concept o f life- cycle o f entrepreneur from tw o d im ensions) ) ) per iod and property, and div ides the li-t

e rature on entrepreneurial life cy cle into four types, nam ely based on the life cyc le of firm s, based on the seasons o f CEOs ' tenure,

based on the natu ra l life cyc le of entrepreneur and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entrepreneur. Accord ingly, the stages and research m ethods

on en trepreneu rial life cyc le are in troduced and rev iew ed. F ina lly, the rev iew po ints ou t the flaw s o f ex isting literatures and h igh lights

the theoretica l and practical con tribution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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