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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业蕴含失败的风险，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是否还会选择再创业？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

资源基础理论，对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合全球创业观察（GEM）、

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报告和世界银行三个数据库，构建了涵盖 5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创业失败对再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失败学习在创业失败和再创业

意愿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性别差距负向调节有过失败经历的男性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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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创业活动往往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Jenkins 和 Mckelvie，2016［1］），根据《福

布斯》2015公布的结果显示，新创企业的死亡率高达 90%。作为创业的一种普遍现象，

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是一蹶不振还是重头再来？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

讨。有研究表明失败并不意味着创业生涯的终结，就像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

母”。尽管失败为创业者带来了心理、经济或其他层面的打击，但也为创业者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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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供学习的机会和知识（杨学儒等，2019［2］；Lafuente 等，2019［3］），创业者可

以从失败中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并作用于后续再创业（谢雅萍等，2017［4］；徐幸

子等，2019［5］；Vaillant 和 Lafuente，2019［6］）。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很少有

学者关注创业者进行失败学习和再创业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失败可以转化为再创

业的行动？以及个体和文化差异会对再创业过程造成何种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创业

失败现象进一步进行研究，从而为创新创业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参考。

目前关于创业失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失败到再创业的过程展开的。

Amankwah-Amoah 等（2018）［7］通过多案例研究，揭示了创业失败后的四个不同阶

段：悲伤与绝望、过渡、形成和遗留阶段。学者们根据失败后的不同阶段，对失败

成本、失败恢复和归因、失败学习以及再创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早期的研

究更多地将失败看作是一种打击，关注失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创业失败理论，

失败对创业者来说是一种创伤。伴随失败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情感成本和社会成

本，表现为创业者的财物损失、悲痛心理以及社会地位下降和声誉的损失（Cope，

2011［8］；Baù 等，2017［9］）。学者们认为创业失败对创业者的身体和精神来说都是

一个具大的冲击（Wei 等，2019［10］；Shepherd 和 Wiklund，2006［11］），由此诱发

的悲观情绪会影响学习效率以及创业选择（杨小娜等，2019［12］；Shepherd 和

Wiklund，2006［11］），这也使得失败恢复成为这一观点下的研究重点。如Wei等（2019）［10］

研究发现，创业者必须要重视情绪管理，才能最小化悲伤的干扰并实现快速恢复。

然而失败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创伤恢复，更在于成长和学习。因此，失败的积极

作用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将目光放在如何最大化失败的价值和作用上，重点

关注创业者的失败归因和失败学习。关于失败归因，学者们大多认为归因可以分为

两个方面：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陈阳阳等，2019［13］；Yamakawa 和 Cardon，

2015［14］）。作为个人进行事件和行为解释的机制，能否对失败的过程和源头进行

准确的归因，通常会对学习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Yamakawa 等，2015［15］；杨特等，

2019［16］）。而失败学习作为创业者从失败向成功过渡的关键机制，更是受到了众

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 Danneels 和 Vestal（2020）［17］的研究发现包容和接纳失败

并不能起到作用，只有从失败中学习才能够对再创业产生有利影响，由此可以看出

失败学习发挥的重要作用。目前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创业失败现象进行了研究，研

究角度不断地丰富，但是却存在内容较为分散的问题，对于创业失败的跨越和传导

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其中，失败学习作为再创业的起点，在失败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

文将失败学习作为研究的中介变量，深度挖掘失败到再创业过程的作用机制。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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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对于“创业失败——失败学习——再创业”的理论逻辑大多基于经验学习

理论。Mueller 和 Shepherd（2016）［18］认为该理论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当新的信息

和现有的知识相融合时，学习就发生了。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失败学习是个体主

动实现的过程（Yamakawa 和 Cardon，2015［14］），创业者的理性思考推动着认知的

转变和经验的积累，并为下一次创业做好准备。然而，具体是何种因素或动机使得

失败创业者产生学习行为及再创业行为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

体存在一定的基本需求，如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胜任困难的工作、与他人社交等，

特定行为的产生会满足个体的心理需求，促使个体在内部动机的推动下追求某些具

体的目标。失败虽然会对创业者造成一定的冲击（Wei 等，2019［10］），但失败同样

会激发创业者的挑战欲，对于成功的内在渴望以及外部潜在的压力都会强化个体对

于再创业的追求。因此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从个体需求和动机层面，尝试对失

败到再创业的过程机制进行解读。

另外，创业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活动，失败经历对创业者来说产生何种影响，在

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对

国家之间的个体和文化差异关注不足，无法揭示创业失败过程的普遍性规律。虽然

有部分学者结合特定的情境来分析创业失败和再创业之间的关系，如陈阳阳等

（2019）［13］研究发现，创业者容易受到成功导向文化的影响，在创业失败后会出

现失败坚守和急于再创业以证明自身实力的情况。但是却忽视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

化差异性，对于性别差距因素在创业过程的影响更是鲜有涉及。性别差距的存在也

就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境下男性和女性会被赋予不同的角色期待，并可能会迫于社

会压力做出特定的行为以满足或逃避现存的期待。在经历创业失败后，男性和女性

所感知到的不同的环境支持可能会影响其面对失败的态度，并作用于创业的自我效

能感和再创业意愿。因此有必要引入个体性别和性别差距因素来探讨失败和再创业

之间的关系。再者，初创企业的成立往往面临资源的匮乏，对于经历过失败的创业

者来说，财务损失可能会使再创业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当个体由于收入较少而处于

资金的窘困处境时，创业活动对于个体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可能会受制于现实的财

务状况，从而降低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因此，收入状况也可能是创业失败和再创

业意愿之间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必要予以重视。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创业失败这一现象，探究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并将失败学习作为中介变量，将个体的收入状况、性别以及性别差距作为调节变量，

来揭示个体从失败走向再创业的过程。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了自我决定

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个体的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出发进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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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突出了创业者的内在需求以及动机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创

业失败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另外，本文在研究当中还关注到了各国性别差距

以及收入因素对失败和再创业意愿的影响，深度剖析了文化环境和个体差异在再创

业意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丰富以往研究的同时为创业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创业失败与再创业意愿

创业失败是新创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关于创业失败的定

义，学者们进行了充分地探讨。例如，Ucbasaran 等（2013）［19］认为创业失败是指

没有达到企业家计划的最低经济可行性门槛；Jenkins 和 Mckelvie（2016）［1］提出

财务视角下的创业失败通常以公司破产或资不抵债作为创业失败的标志；郝喜玲等

（2017）［20］提出新创企业失败是现实与创业者预期目标逐步偏离所累积的结果。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创业失败的内涵进行了讨论，但总的来看，学者们大多比

较认同失败意味着企业经营状况与预期不符（杨学儒等，2019［2］；Mueller 和

Shepherd，2016［18］；Cope，2011［8］；陈阳阳等，2019［13］）。基于此，本文认为创

业失败是指由于企业经营和创业者的目标相偏离，从而做出的业务暂停或关闭企业

的决定。

失败是创业企业需要面临的常态，虽然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但这并没有阻挡经

历失败的创业者选择再次创业（王华锋等，2017［21］）。研究发现，创业者大多将

失败看作后续创业成功的一个试错环节（陈阳阳等，2019［13］），也就是说创业失

败 其 实 并 不 意 味 着 创 业 生 涯 的 终 结（ 杨 学 儒 等，2019［2］；Ucbasaran 等，

2010［22］）。

那么，创业者从失败走向再创业的过程受到何种动机的推动呢？根据自我决定

理论，人们有自主、胜任和关系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意味着人们可以自

主选择自己的行动；胜任需求蕴含着人们对于富有挑战性工作的渴望；关系需求是

指人们对与他人建立联系并得到尊重的愿望，三种基本需求的满足构成个体产生行

动的内在动机。失败的经历使创业者产生类似逆反的心理，尝试克服创业失败的困

难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对于成功的渴望使得他们倾向于完成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因此表现出更高的再创业意愿（张秀娥和王超，2019［23］）。另外，

已有研究表明失败对创业者的自尊以及与他人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Cope，

2011［8］），对于关系的追求使得创业者倾向于再次创业来重新证明自己的能力、重

塑形象和关系网络。戈岐明等（2020）［24］认为，个体在创业活动中所投入的情感

要素和创业行为的认同感呈正相关关系。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基于自主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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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困难的胜任感以及创业所蕴含的社会认同感，使得其对于创业的目标追求更加

强烈，从而更愿意后续再创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失败对再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2.2 性别差距的调节作用

经历创业失败后，再次创业这一行为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

内在动机的驱动使创业者具有较高的再创业意愿，但是这种动机很容易受到环境力

量的影响。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国家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望等方面可能

存在很大的差别，从而影响不同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研究，可将性别差距定义为不同性别身份在经济、政

治、教育等方面参与以及可获得的机会和条件上存在的差异。自我决定理论认为，

社会环境中的各项因素可以建设性地调节人们的情绪和行为，但也可能会在不同程

度上阻碍或者无法提供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机会（Ryan 和 Deci，2000［25］）。

性别差距的存在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在经历创业失败后，所面临的社会

包容度以及重启创业的难易程度的差别。社会固有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并不适合成

为商业领袖（李纪珍等，2019［26］），这也使得男性创业者背负着过多的社会期待

和压力。在经历创业失败后，由于担心自己的再创业行为会受到他人的非议，男性

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会降低，再创业行为对个体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重要性可能也

会被弱化。

积极的反馈能够增强个体的行为动机和感知能力（Deci 和 Ryan，2000［27］），

但对于经历过失败的男性创业者来说，社会环境的负向反馈和约束会使其丧失心理

自由感和胜任感，从而削弱其再创业意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性别差距对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具有调节作用，性别差距越大，相较于

女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更低。

2.3 收入状况的调节作用

依据资源基础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开不资源的支持。如果创业者希望能够

重启创业并取得较好的经营绩效，就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源条件。在具体的资源类型

上，Miller 和 Shamsie（1996）［28］将创业资源划分为运营资源和知识资源。作为重

启创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创业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资本的支撑。已有研究发现，个

人和家庭的收入及财富通常是启动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Rouse 和 Jayawarna，

2006［29］）。苏靖等（2013）［30］认为，在不考虑创业收益以及个人能力的情况下，

个人所拥有的初始资本对其创业决策起到决定作用。因此，收入状况作为个人财富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对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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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历过失败的创业者来说，创业失败造成的财物损失可能会使创业者陷入

经济困境。低收入的生活状态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可能会打击创业者的信心、降低创

业的自我效能感。失败的内疚感胜过对再创业成功的渴望，从而降低其再创业意愿。

然而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现有的财务资源可以成为其撬动创业的主要资本来源。

相 较 于 低 收 入 群 体 来 说， 他 们 能 够 提 供 更 多 的 抵 押 品（ 张 舰 和 Rozelle，

2017［31］），也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从而把握商机开展新业务，并从创业活动中

实现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外部资源的支持一方面缓和了创业失败所造成的心理负

担，另一方面强化了其再创业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收入状况正向调节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2.4 创业失败和失败学习

创业失败并不等于个人的失败，过去的创业经历对创业者来说通常是一种宝贵

的经验（Vaillant 和 Lafuente，2019［6］）。Lafuente 等（2019）［3］提出实践经验作

为学习的前提，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为创业者提供了以此学习的机会。关

于失败学习的定义，学者们大多认为失败学习是创业者利用失败经历的信息来修正

现有的知识和认知，并实现经验和技能等提升的过程（王华锋等，2017［21］）。但

是学习并不是自动产生的（Yamakawa 和 Cardon，2015［14］），只有创业者对失败加

以思考并实现认知的改变才能实现学习。

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是一件具有价值的活动。在内部动机的驱动下，创业者

对于创业往往保持较高的热情、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Yamakawa 等，2015［15］）。

在面对失败事件时，出于内在的兴趣或外在的压力，创业者会更加重视克服困难、

从失败事件中挖掘自己的不足，主动地增加时间和精力反思自身进行有效的学习，

以便能够在后续创业中取得成功。另外，Ryan（1995）［32］提出在内部动机的推动下，

个体能够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中体会到满足感。创业者从过去的失败经历中重新审

视自己，通过自我认知挑战和技能的提升，创业者能够从失败学习中获得较高的成

就感，并体验到对于失败的掌控感（张秀娥和王超，2020［33］），从而进一步增强

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的动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失败对失败学习具有正向影响。

2.5 失败学习的中介作用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且不可模仿的资源和能力是持续

性竞争优势建立的基础。知识类资源所具有的较高的获取成本和较难的模仿性（王

玲玲和赵文红，2017［34］），有利于创业者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并增强其再创业意愿。

一方面，创业者通过失败学习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这类资源构成创业者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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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人力资本，可以帮助创业者撬动所需的其他资源。当创业者感知到自己的创

业技能和知识增强以后，会更加强化其再创业的信心和意愿（Mickiewicz 等，

2017［35］）。另一方面，Kucel 和 Vilalta-Bufi（2016）［36］提出，企业家技能的核心

是创造或识别机会的能力。失败学习为创业者积累的经验，不仅可以为后续再创业

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张秀娥和王超，2020［33］），而且使得他们更容易从外界

环境中发现有价值的机会，提升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从而激励创业者进行再创业选

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失败学习对再创业意愿具有促进作用。

失败事件为企业家上了宝贵的一课，然而有学者提出，虽然失败是一种学习资

源，但是如果创业者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则很难将学习机会转化为再创业的积极作

用（张秀娥和王超，2020［33］），而这其中的重要传导机制就是失败学习。一方面，

从失败中学习蕴含着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出于外界的压力或者内在挑战自我的兴

趣，创业者会更加主动地进行失败学习。另一方面，创业者能够从失败学习中获得

认知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对于商业机会的识别能力和再创业信心，使其更加愿意

投入到再创业活动当中。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失败学习在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数据库，分别是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GEM）、世

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报告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GEM 研究计划自 1998年启动以来，

每年持续收集和创业活动相关的数据。其中，成年人口调查（APS）作为 GEM 数

据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了人们对创业的参与、动机和态度等方面的内容。每个

经济体至少有 2000个样本，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以确保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有效避免了统计偏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是世界经济论坛对性别差异程度的量化，

主要反映了经济、政治、教育和卫生四个关键领域的男女相对差距，涵盖一百多个

国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另外，本文所选取的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由于个别国家存在数据的缺失，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补充。通过三个数据

库的匹配，最终获得 54个国家 168174个有效样本，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德国等国家，构建了以 2016年为基准的横截面数据。

3.2 变量测量

（1）创业失败。根据 GEM 数据库中的题项 “您是否在过去 12个月出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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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或退出所经营的企业？”来衡量，是为 1，否为 0。

（2）失败学习。创业者是否能够从失败中实现认知能力的提升是衡量失败学习

的重要标准，本文通过题项“您是否具有开始创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来衡量

（Mickiewicz 等，2017［35］），是为 1，否为 0。

（3）再创业意愿。以往学者大多采用“您是否期望在未来三年开始新的创业？”

来测量（Acheampong 和 Tweneboah-Koduah，2018［37］），本文参考以往学者们的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将创业者未来的再创业意愿以及现阶段的尝试综合起来，扩大变

量的涵盖范围，根据题项“您是否期望在未来三年开始新的创业？或您目前是否在

尝试开展自主创业或公司内部创业？”来衡量，是为 1，否为 0，考察被调查者对于

创业的态度和意愿。

（4）调节变量。性别差距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

衡量男性和女性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的可获得程度、政治权利等方面存在的差

距，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不同国家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性别差距指数的得分越高，

表示该国家的性别差距程度越小。收入状况根据 GEM 数据库对于收入层次的调查

和划分来确定，下 33% 为 1，中间 33% 为 2，上 33% 为 3。性别的衡量被区分为两类，

男为 1，女为 0。

（5）控制变量。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一些特征可能会对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

产生影响，因此参考以往的研究（杨学儒等 2019［2］），本文对国家层面的人口总数、

人均国民收入和失业率，个体层面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进行控制，其中人口总数、

人均国民收入、失业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对数化处理。年龄被划分为 7

个 层 次，0-17 为 1，18-24 为 2，25-34 为 3，35-44 为 4，45-54 为 5，55-64 为 6，

65-99为 7。教育程度被划分为四个层次，小学及以下为 1，中学为 2，大学为 3，研

究生及以上为 4。

3.3 模型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下的回归模型：

S=β0+αi×Controli+ε （1）

S=β0+β1F+αi×Controli+ε （2）

RS=β0+αi×Controli+ε （3）

RS=β0+β1F+αi×Controli+ε （4）

RS=β0+β1F+β2S+αi×Controli+ε （5）

RS=β0+β1F+β2S+β3 I+αi×Controli+ε （6）

RS=β0+β1F+β2S+β3 Index+β4G+β5 F ×G+β6 F×Index+β7 G×Index+αi×Controli+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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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β0+β1F+β2S+β3 Index+β4G+β5 F ×G+β6 F×Index+β8 F ×G×Index+αi×Controli+ε （8）

式（1）和（3）检验控制变量与失败学习、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式（2）、

（4）和（5）检验失败学习对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的中介作用；式（6）检验收入

状况的调节作用；式（7）和（8）检验性别和性别差距的调节作用。

其中，F 表示创业失败经历；S 表示失败学习；RS 表示再创业意愿；I 表示收

入状况；Index 表示性别差距指数；G 表示性别；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

教育状况、人均国民收入、人口总数和失业率；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根据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创业失败和失败学习、再创业意愿呈

正相关关系（r=0.114，p ＜ 0.01；r=0.145，p ＜ 0.01）；失败学习和再创业意愿呈正

相关关系（r=0.3，p ＜ 0.01），如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创业失

败
0.038  0.190  1

2 失败学

习
0.483  0.500  0.114** 1

3 再创业

意愿
0.273  0.445  0.145** 0.300** 1

4 收入状

况
1.981  0.819  -0.003  0.084** 0.047** 1

5 性别差

距指数
0.712  0.050  -0.057** -0.077** -0.229** -0.005  1

6 性别 0.500  0.500  0.019** 0.124** 0.086** 0.074** -0.030** 1

7 年龄 4.178  1.476  0.001  -0.028** -0.180** -0.046** 0.182** -0.028** 1

8 教育状

况
2.215  0.896  0.002  0.098** 0.062** 0.261** 0.066** 0.013** -0.068** 1

9 人均国

民收入
9.786  0.906  -0.060** -0.078** -0.211** -0.010** 0.517** 0.028** 0.138** 0.188** 1

10 人 口

总数
17.048  1.619  -0.025** -0.067** -0.033** 0.045** -0.151** -0.001  -0.004  -0.065** -0.133** 1

11 失 业

率
1.916  0.849  -0.015** -0.008** -0.111** -0.024** 0.227** -0.052** 0.051** -0.016** 0.007** 0.020** 1

注：** 代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2 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 logit 回归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检验创业失败、失败学习和再

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收入状况、性别和性别差距对失败和再创业意愿的调节

作用。在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时，对变量进行中心化，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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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的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失败对失败学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0.132，

P ＜ 0.001）, 假设 4得到验证。这表明失败为创业者提供了认知改变和提升的机会，

内在的心理需求推动着创业者从失败中反思自身、直面失败，而不是过度地沉浸于

失败的痛苦之中。模型 4表明，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β=0.146，P ＜ 0.001），假设 1得到验证。创业失败并不等于个体创业生涯的终

结，失败事件为创业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激发了创业者的再创业意愿。模型 5表明，

失败学习对再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0.379，P ＜ 0.001），假设 5得

到验证。创业者从失败学习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增强其再创业的信心，从

而提升再创业的可能性。通过依次检验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根

据模型 2、模型 4和模型 5的结果可知，失败学习的中介效应成立，假设 6得到验证，

表明创业失败通过失败学习正向作用于再创业意愿。

模型 6的结果表明，失败和收入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β=-0.012），假

设 3并未得到验证。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也就意味着个体收入状况越高，再创业意愿

越低。但是实证结果显示，这种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考虑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或者是因为随着各国对创业活动的支持，信贷资金、孵化平台

以及政策优惠等全方位为创业活动的开展助力，资金因素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力度

逐渐减小。

为了能够检验性别以及性别差距的三重调节效应，本文参考 Dawson 和 Richter

（2006）［38］的做法，在模型 7中加入自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的两两交互项，之后

在模型 8中加入三者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性别差距指数越大，经历过失败的男性创

业者再创业意愿越高（β=0.013，P ＜ 0.05）。性别差距指数得分越高，也就意味着

该国家的男女差异程度越小，男性和女性在创业活动的参与以及社会的支持方面存

在较少的差距。即使是经历了失败，男性创业者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包容。相较

于性别差距较大的国家来说，男性创业者面临较少的来自刻板印象所带来的压力，

因此再创业意愿较高，假设 2得到验证。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调节效应，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检测，如图 1。结果表明，

性别差距指数的增大（即性别差距减小），强化了经历过失败的男性创业者的再创

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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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失败学习 再创业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Age -0.006* -0.008** -0.201*** -0.207*** -0.223*** -0.223*** -0.208*** -0.208***

Education 0.127*** 0.127*** 0.116*** 0.117*** 0.089*** 0.087*** 0.087*** 0.087***

GNI -0.122*** -0.115*** -0.252*** -0.246*** -0.229*** -0.228*** -0.171*** -0.171***

Population -0.082*** -0.08*** -0.065*** -0.061*** -0.034*** -0.035*** -0.05*** -0.05***

Unemplo-

yment
-0.005 -0.003 -0.106*** -0.107*** -0.118*** -0.118*** -0.089*** -0.088***

Failure 0.132*** 0.146*** 0.119*** 0.131*** 0.132*** 0.131***

Study 0.379*** 0.379*** 0.369*** 0.369***

Income 0.009* 0.008* 0.008*

FI -0.012 -0.011 -0.011

Index -0.148*** -0.146***

Gender 0.073*** 0.073***

FG -0.009 -0.007

Findex -0.009* -0.019**

Gindex 0.000 -0.002

FGIndex 0.013*

卡方值 3945.324*** 5853.545*** 10933.433*** 13107.595*** 23454.295*** 23460.632*** 25073.031*** 25077.423***

伪 R 方 0.033  0.048  0.115  0.136  0.234  0.234  0.249  0.249 

注：*** 代表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0.05 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Findex -0.009* -0.019**

Gindex 0.000 -0.002

FGIndex 0.013*

卡方值 3945.324*** 5853.545*** 10933.433*** 13107.595*** 23454.295*** 23460.632*** 25073.031*** 25077.423***

伪 R 方 0.033 0.048 0.115 0.136 0.234 0.234 0.249 0.249 

注：***代表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代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代表在 0.05 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图 1 性别*性别差距的调节作用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通过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如表 3 所示。在更换

模型设定之后，可以发现创业失败、失败学习和再创业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

且结果依旧显著。根据模型 6 和模型 8 的结果可知，失败和收入的交互项并不显著，收入状

况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而失败、性别和性别差距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和原结论

一致。这表明不同的模型设定并不影响主效应、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文的实证

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3 LPM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失败学习 再创业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Age -0.006* -0.007** -0.150*** -0.151*** -0.146*** -0.146*** -0.134*** -0.134***

Education 0.113*** 0.111*** 0.087*** 0.085*** 0.057*** 0.057*** 0.056*** 0.056***

GNI -0.108*** -0.101*** -0.198*** -0.190*** -0.165*** -0.165*** -0.121*** -0.121***

Population -0.073*** -0.069*** -0.052*** -0.048*** -0.030*** -0.030*** -0.040*** -0.040***

Unemployment -0.004 -0.003 -0.081*** -0.080*** -0.081*** -0.081*** -0.061*** -0.061***

Failure 0.106*** 0.132*** 0.103*** 0.106*** 0.102*** 0.100***

Study 0.269*** 0.269*** 0.258*** 0.258***

Income 0.000 0.000 0.000

FI -0.003 -0.002 -0.002

-0.2 

-0.15 

-0.1 

-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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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性别 * 性别差距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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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通过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如表 3所示。

在更换模型设定之后，可以发现创业失败、失败学习和再创业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发生变化，且结果依旧显著。根据模型 6和模型 8的结果可知，失败和收入

的交互项并不显著，收入状况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而失败、性别和性别差距

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和原结论一致。这表明不同的模型设定并不影响主效应、

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3  LPM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失败学习 再创业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Age -0.006* -0.007** -0.150*** -0.151*** -0.146*** -0.146*** -0.134*** -0.134***

Education 0.113*** 0.111*** 0.087*** 0.085*** 0.057*** 0.057*** 0.056*** 0.056***

GNI -0.108*** -0.101*** -0.198*** -0.190*** -0.165*** -0.165*** -0.121*** -0.121***

Population -0.073*** -0.069*** -0.052*** -0.048*** -0.030*** -0.030*** -0.040*** -0.040***

Unemployment -0.004 -0.003 -0.081*** -0.080*** -0.081*** -0.081*** -0.061*** -0.061***

Failure 0.106*** 0.132*** 0.103*** 0.106*** 0.102*** 0.100***

Study 0.269*** 0.269*** 0.258*** 0.258***

Income 0.000 0.000 0.000

FI -0.003 -0.002 -0.002

Index -0.081*** -0.079***

Gender 0.048*** 0.048***

FG -0.006 -0.002

Findex -0.014*** -0.026***

Gindex -0.025*** -0.027***

FGIndex 0.016***

F 值 799.838*** 979.517*** 2314.127*** 2383.334*** 3780.713*** 2940.547*** 2027.587*** 1893.511***

R 方 0.025  0.036  0.081  0.099  0.168  0.168  0.178  0.178 

注：*** 代表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0.05 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4 内生性检验

根据是否经历创业失败，可以将本文的样本划分为两类：处理组（经历创业失败）

和控制组（未经历创业失败）。前文的实证分析在不考虑样本潜在差异的情况下直

接进行回归，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因而无法准确地得知创业失

败经历的影响作用来自于其本身还是其他变量。因此，为了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样本配对偏差，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的方法进行分析。

PSM 的核心思想在于将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多个混杂变量降维成一个倾向得

分值，通过“准实验”的构造来得到变量的净效应。在进行样本匹配之前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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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匹配变量，本文借鉴杨学儒等（2019）［2］的做法，将本文的控制变量作为待

筛选变量，并通过 logit 回归检验其显著性。结果显示人口总数、人均国民收入、失

业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显著，因此将这些变量作为样本匹配的匹配变量。接着，

本文采用 1 : 1最近邻匹配的方法，通过 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值，结果满足共同支

撑假设和平衡性假设。

基于匹配后的样本，本文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研究结论具

有一定的稳健性，假设 1、假设 2、假设 4、假设 5以及假设 6得到验证，假设 3并

未得到验证。不同的是，控制了混杂变量的干扰以后，收入状况对于失败和再创业

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考虑潜在的机会成本的存在，高收入群体开展再创

业的机会成本较高，因此可能会降低其对于创业的追求；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

创业的机会成本较低，而且创业活动所蕴含的潜在高收益以及社会地位的转变等方

面都将增强其再创业意愿。

表 4  PSM 后回归分析

变量
失败学习 再创业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Age -0.011*** -0.012*** -0.192*** -0.198*** -0.214*** -0.216*** -0.2*** -0.2***

Education 0.127*** 0.127*** 0.134*** 0.134*** 0.109*** 0.102*** 0.101*** 0.101***

GNI -0.104*** -0.098*** -0.282*** -0.276*** -0.255*** -0.249*** -0.183*** -0.183***

Population -0.092*** -0.09*** -0.074*** -0.07*** -0.051*** -0.053*** -0.067*** -0.067***

Unemployment -0.003*** -0.002 -0.122*** -0.123*** -0.131*** -0.129*** -0.091*** -0.091***

Failure 0.119*** 0.142*** 0.119*** 0.134*** 0.136*** 0.134***

Study 0.358*** 0.356*** 0.346*** 0.346***

Income 0.058*** 0.057*** 0.057***

FI -0.02** -0.019* -0.019*

Index -0.161*** -0.159***

Gender 0.073*** 0.073***

FG -0.008 -0.006

FIndex -0.002 -0.013*

GIndex -0.004 -0.006

FGIndex 0.014*

卡方值 3439.663*** 5001.808*** 14707.503*** 17099.754*** 26931.018*** 27183.061*** 29290.642*** 29296.076***

伪 R 方 0.016  0.023  0.080  0.093  0.146  0.147  0.159  0.159 

注：*** 代表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代表在 0.05 水
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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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自我决定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失败学习为中介变量、性别以及各

国性别差距为调节变量，揭示了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1）创业失败经历对再创业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尽管有学者表明失败往

往会对创业者造成沉重的打击，较高的失败成本成为创业者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本

文结合 54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发现，创业失败具有其积极作用。个体具有胜任、自

主和关系的基本心理需求，失败所带来的外在压力以及创业者自身所被激发的对于

目标追求和战胜困难的欲望，双向推动着创业者提升再创业的意愿。

（2）失败学习在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创业者可以从失

败中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并作用于后续再创业，失败学习不仅能够帮助创业者增

强对于失败的掌控感、提升再创业信心，而且能够形成创业者独特的竞争优势，而

再创业则为个体提供了发挥失败学习正向作用的有效渠道。

（3）性别差距和创业者性别在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将

国家层面的文化环境以及个体层面的性别特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揭示了外部环境

对于失败再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差距越大的国家，相对于女性来说，有过失

败经历的男性创业者再创业意愿越低。性别差距潜在地蕴含着一个国家对于不同性

别的刻板印象，失败对于男性的负面影响在性别差距严重的国家被进一步放大，再

创业活动对于创业者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也被缩减。而对于女性来说，较少的约束

和社会压力为其创业活动增添了自主掌控感。从两性的角度来理解创业失败的相关

问题，也为未来创业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一些启示。

5.2 理论贡献

（1）本文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创业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拓

展和延伸了自我决定理论。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创业失败理论、经验学习理论等

（Mueller 和 Shepherd，2016［18］），较少从个体内心需求的层面来理解失败到再创

业的过程机制。根据自我决定理论，需求的满足会提升个体行为的偏好程度和内心

的幸福感。本研究证实失败经历并不可怕，创业者从失败中反思自身、挑战自我并

尝试再创业能够使其体会到失败的掌控感并增强行为动机。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进

一步从心理层面关注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拓展了自我决

定理论在失败领域研究的应用范围。

（2）本文在研究中引入了性别差距指数，通过失败、性别和性别差距的三重交

互效应来检验一个国家的文化环境会对不同性别的创业者产生何种影响。创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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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其感知到的环境支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存

在的性别差距会对个体的再创业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同时也表明在创业失败研

究中关注性别差距等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5.3 实践启示

（1）对于创业者来说，失败并不意味着创业生涯的终结。创业者应当更加注重

长远规划，主动从失败中进行学习、实现自我认知的改变。失败虽然会带来一定的

成本，但是失败经历对于创业者来说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从失败中学习所获

得的信息和知识的积累不仅能够形成创业者独特的竞争优势，而且能够帮助其在下

一次创业中取得成功。从失败到再创业的过程同样也是创业者不断实现心智改变和

提升的过程，勇于直面失败、挑战自我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失败的积极作用。

（2）对于国家层面来说，应当加强宽容失败的创业环境营造。激发大众创业活

力离不开良好的创业环境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成果从文化环境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

探索，也为实践层面政策的改善提供了一些启示。性别上的差异使得创业者在面对

不同的文化氛围时会做出差异化的创业选择，但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对于创业失败

的包容度。政府应当从政策制定、教育宣传等方面努力打造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同时加强对失败创业者的关注，从心理辅导和创业支持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

帮助创业者正确地认识失败，鼓励创业者从失败中进行学习。

5.4 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结果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

不足：①首先，变量的衡量主要是依据 GEM 数据库的题项设置，大多采用单一题项，

这种测量方法不免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可以考虑采用多样的衡量方式，提升对

于创业失败、再创业意愿等因素的测量准确度以及结论的可靠性。②虽然本文采用

了跨国大样本数据，但是对于再创业意愿的衡量多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识，测量结

果可能和实际的创业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未来可以考虑采用个体追踪调查

的方式、构建面板数据，充分把握失败再创业者的动态。③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因素会对失败和再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现实情况中创业环

境涉及多个要素，具体哪些因素或者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失败和再创业意愿

之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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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
tio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54 Countries

TIAN Zeng-rui, CAO Wen-hui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contains the risk of failure. Will entrepreneurs who have experienced 

failure choose to start a business again?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Resource-

based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d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Combined wi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and the World Bank, cross-sectional data covering 54 countries 

were constructed for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Learning from failure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d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gender gap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male entrepreneurs 

who have failed.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learning from failure;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