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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理论与创业研究的融合受到众多学者关注，但学界对于二者的融合过程和研究主题仍缺少整体认

知，对于未来的融合方向缺少科学的判断。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过去 40 年间发表于社会学、管理学

和创业学顶级学术期刊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探索制度理论与创业研究的融合过程和研究主题，并据此判

断二者融合的研究方向。 

本文发现，制度理论与创业研究在融合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没有交集、研究对象产生交集、理论基础产

生交集三个阶段，融合过程逐步深入。依据标志性文献出现的时间和所属学科差异，本文将这三个融合阶

段划分为缺少融合阶段（1983 年之前）、组织生态学者发起研究对象的融合阶段（1983~1991 年）、管理

和创业学者推动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融合阶段（1992 年至今）。按照因果关系的不同，二者融合的主题

包括制度影响创业和创业影响制度两个方向。前者可分为稳定的制度和制度变革各自如何影响创业，其中

稳定的制度主要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创业；制度变革影响创业，则是通过产生新的制度环境，进而产生与

创业相关的合法性、机会和资源等，影响个体或组织的创业决策、过程和绩效。创业影响制度方向的研究

则形成了“制度创业”这一重要领域。制度理论和创业研究的融合，不仅解决了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

要瓶颈问题、加深了学者对于制度和创业的理解，也为制度建设和创业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两个领域在相互融合的同时，也通过各自发展产生了新的理论进展和研究问题，为进

一步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为此本文分别从制度理论和创业研究视角出发，基于前沿理论和研究

问题讨论了二者融合的重点研究方向，以及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相关研究。 

本文考虑制度和创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对之前大多关注单向影响的研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读者深

入理解制度与创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增加了社会学视角的文献，本文不仅将同类综述文章认定的制度理论

和创业研究融合的开始时间提前了约十 年，还指出组织生态学者最早关注了该研究话题，弥补了当前综述

文章仅关注创业学和管理学期刊的不足。第三，基于前沿理论和研究问题，本文讨论了二者融合的重点研

究方向以及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相关研究，有助于“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

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也有助于发现创业活动的一般规律、完善创业理论体系，进而为

创业实践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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