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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疫情暴发使创业即兴这一组织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手段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

了探究如何在组织中更好地激发创业即兴，已有研究侧重于从认知视角、动机视角和行为视角

识别创业即兴的前因，却鲜少关注工作情景特征这一重要的行为预测因素。差错管理氛围作

为一种支持性的工作情景，会促使创业团队成员产生一系列积极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可能是激

发创业即兴的重要情景特征。

　　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围绕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两个维度，从创业团队层面引入团队促

进焦点和团队创业激情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差错管理氛围影响创业即兴的双路径模型。引入

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团队促进焦点与创业即兴、团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之间

发挥的调节作用。采用两时点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来自河南、河北、江西、辽宁、湖北和广西

等地的 108 个新创企业团队的数据，运用 Mplus 8.3 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差错管理氛围能够促使创业团队做出更多的创业即兴；差错管理氛围既可

以通过团队促进焦点这一认知反应激发创业即兴，又可以通过团队创业激情这一情感反应激

发创业即兴，且团队促进焦点与团队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环境动态性在团队

促进焦点与创业即兴、团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之间均起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从工作情景特征出发，丰富了团队层面创业即兴前因变量的研究；从认知情感系

统理论出发，揭示了差错管理氛围影响创业即兴的机制和边界。为理解差错管理氛围如何促

进创业即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回应了学者们对“关注动态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创业活

动”的呼吁。研究结果为企业管理者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有效激发创业即兴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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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新冠疫情下，五菱生产线快速转产口罩等一系列

行为，为助力企业即时抗击疫情和履行社会责任做

出了突出贡献，这种组织即时采取行动以快速应对

突发事件的行为被学术界称为即兴行为 [1−3]。尽管如

此，由于新创企业具有的“小而新”等特性不利于其

获取资源 [4]，往往掣肘了其在面对不确定性环境带来

的冲击时做出即兴行为，致使其难以快速决策以把

握转瞬即逝的机会 [5]。时代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终

止创业公司占新增创业公司的比率已由 2019 年的

10.600% 激增至 29.810%[6]。在此情形下，即兴行为对

于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5]，创业团

队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开展创业即兴成为理论界和实

践界广为关注的热点议题。

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情景刺激是行为的重要

预测因素，在特定的情景刺激下，每个个体都会形成

由认知单元和情感单元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特

个性系统，进而做出一定的行为反应 [7]。然而，已有

研究主要从单一的认知视角 [8]、动机视角 [9] 和行为视

角 [10] 探讨如何激发创业即兴，却忽视了工作情景特

征这一重要的行为预测因素对于创业即兴的影响。

即兴行为往往建立在不充分的资源储备和事先规划

的基础上，创业团队可能因担心偏离计划或预期而

不敢实施创业即兴 [11]。从这一视角看，差错管理氛

围作为一种支持性的工作情景 [12]，充分体现了创业

团队对即兴行为的承受力和包容度，可能是创业即

兴的重要情景刺激源。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认知

情感系统理论，探讨差错管理氛围能否影响创业团

队的认知和情感反应两条路径进而激发创业即兴，

为工作情景特征如何影响创业即兴提供理论依据。

 1  相关研究评述

创业即兴是创业团队通过整合现有的认知、情

感和资源以自发且即时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行为 [13]。

与一般的创业行为相比，创业即兴存在两个方面的

显著特征：一方面是原计划外，即创业即兴是非事前

计划的一种行为 [13]；另一方面是快速即时，即解决方

案的设计和执行间隔较短甚至融合 [14]。已有研究针

对创业即兴的前因变量进行了初步探讨，从认知视

角，有研究表明创业团队的认知能力和交互记忆系

统越强，团队越有可能即兴应对意外 [7−8]。从动机视

角，有研究表明创业团队效能感和和谐型激情分别

能够为团队成员带来“能做”和“想做”动机，进而会

对创业即兴产生激励作用 [9]。从行为视角，有研究表

明团队对资源就地取材和将就使用会促使团队产生

即兴行为 [10]。综上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团队

认知、动机和行为对于创业即兴的影响，而根据认知

情感系统理论，情景刺激也是行为产生的重要诱因 [8]。

由于未能事先规划并且存在资源限制，创业团队成

员很有可能因担心工作结果与原本的计划或预期偏

离而不敢实施创业即兴 [11]，在此情形下，组织中正视

和包容差错的工作情景能够有效化解成员对于偏离

计划或预期行为的惧怕心理 [15]，从而可能有助于激

发创业即兴。

差错管理氛围作为一种支持性工作情景特征，强

调正确看待和积极处理差错，能够使成员感知到创

业团队应对和处理差错的积极性 [16]，充分体现了创

业团队对不确定行为的承受力和包容度 [12]。已有研

究发现，在高程度差错管理氛围下，团队对于差错行

为的包容度更强，有助于消除成员对于未知事件的

担忧 [17]，促使团队成员产生建设性越轨行为和提升

团队成员的突破性创造力 [15,17]。此外，已有研究也发

现可以容忍差错发生甚至在理想状态下支持差错的

组织能够促进即兴发挥 [13]，但该研究并未探讨其中

的作用机理。综上可见，差错管理氛围很有可能是

诱发创业即兴产生的重要情景，有必要对二者关系

进行进一步考察。

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情景刺激会激活成员内

部一系列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其行为

的产生 [7,18]。就认知反应而言，由于差错管理氛围为

成员应对差错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程序，在创业团队

中创造了一种支持性环境，有助于提升成员对于积

极结果的共同信念 [19]。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创业

团队更乐于转向新的创业活动并整合现有资源即时

应对始料未及的变化。从这一视角看，团队促进焦

点作为成员为达到团队目标而不断努力的共同信

念 [20]，可能是传导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影响的

认知因素。就情感反应而言，由于良好的差错管理

氛围为成员应对创业中偏离计划或目标的行为提供

了指引，有助于激活其对创业的积极情感 [21]。在这

种情感的影响下，创业团队能够更加积极地搜寻、协

调和运用已有资源即时解决计划外的创业难题。从

这一视角看，团队创业激情作为成员参与创业活动

的共同积极情感 [21−22]，可能是传导差错管理氛围对创

业即兴影响的情感因素。

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进一步认为，外界环境因素会

通过与成员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产生交互作用影

响其行为的产生 [8]。换言之，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创

业激情并非在真空中发挥作用，其对创业即兴的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已有研究

表明，环境特性是影响组织管理行为的重要边界条

件 [23]，当外界环境的动荡程度较高时，创业团队常常

面临未知的难题和机遇以及信息和时间的约束 [24]。

这不仅会推动具备促进焦点的创业团队积极调整其

认知模式，还会增强富有激情的创业团队对群体性

自我的保护意识，从而驱使整个团队更加主动地整

合现有资源即时解决突发事件。环境动态性表征了

外界环境的动荡程度和不可预测性 [25]，环境动态性

高意味着创业团队感知到的环境要素状态是不确定

的，环境变化对创业团队的影响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创业团队回应变化导致的后续结果是无法确定的[26−27]。

从这一视角看，环境动态性可能是塑造创业即兴的

关键情景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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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的影响，考察团队促进焦

点和团队创业激情在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之间

的中介作用，考察环境动态性这一环境特征在产生

创业即兴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

差错管理氛围是组织认识和应对差错的共同实

践和程序 [28−29]，具备这种氛围的创业团队主张积极看

待差错、高效处理差错和尽可能发挥差错的积极作

用 [12]。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成员在特定情景刺

激下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8]。差错管理氛围

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景特征，能够使成员感受到创业

团队的开放性，并且可以通过交流和学习即时获得

现有资源 [28]，助力创业团队开展即兴行为。因此，本

研究预期差错管理氛围正向影响创业即兴。具体来

说：首先，差错管理氛围体现了对差错的正视和包

容 [28]。在差错管理氛围下，成员会认为出现差错是

创业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会因担心或畏惧出错而

止步不前或对潜在的机会视而不见 [17]，这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鼓励创业团队以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方式即

时解决紧急问题。其次，差错管理氛围强调差错的

高效协同处理 [30]。在差错管理氛围下，成员能够借

助实时反馈的内部互动机制识别计划外的状况 [12]，

缩短甚至融合应对行为的设计和执行间隔，有利于

创业团队在短时间内应对计划外的状况。最后，差

错管理氛围将差错视为成长的机会或资源 [30]。在差

错管理氛围下，成员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差错加深对

彼此所具备知识或技能的了解 [29]，提高创业团队获

得现有资源的可能性，有利于创业团队快速配置、整

合和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即时决策。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具有正向影响。

 2.2  团队促进焦点的中介作用

团队促进焦点是成员对积极结果敏感、倾向于

采取进取策略和敢于冒险的集体认知 [19, 31]。认知情

感系统理论认为，特定的情景会激发成员的认知反

应 [8]。差错管理氛围是一种支持性工作环境 [12]，会影

响成员的潜在预期和共同信念 [30]。因此，本研究预

期差错管理氛围正向影响团队促进焦点。具体来说：

首先，差错管理氛围提倡有效识别、沟通和分析差错，

能够营造相对宽松和包容的环境 [32]。这种开放的工

作环境使成员感受到来自创业团队的自主支持性，

能够使其感知到追求理想、成就和发展是被鼓励

的 [33]，从而激发成员努力实现创业团队最大潜力的

共同信念，增强团队促进焦点。其次，差错管理氛围

主张就出现的差错进行交流学习，能够提供不断寻

求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机会 [30]。这种协调互动的过程

使成员更充分地认知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使其以更

有利于创业团队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 [34]，

从而引导成员采取进取导向的策略开展创业活动，

增强团队促进焦点。最后，差错管理氛围强调快速

胜任差错，能够向成员传递积极解决差错会带来进

步的理念 [28]。这种理念鼓励成员挑战现状，提升成

员的冒险心态和风险偏好，从而使其将注意力集中

在想要实现的目标上而不是可能出错的地方 [35]，增

强团队促进焦点。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差错管理氛围对团队促进焦点具有正向影

响。

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认知反应是联结情景刺

激和行为的关键 [8]。因此，本研究预期团队促进焦点

正向影响创业即兴。具体来说：首先，在具备促进焦

点的创业团队中，成员能够在获取积极结果的方向、

强度和持久性等方面保持协调一致 [20]。这能够提升

成员认知模式的相似度，使其具备更高的灵活协调

能力 [36]，从而使创业团队能够迅速有效地共享、配置

和利用各类现有资源，应对需要即时解决的问题，促

进创业即兴。其次，在具备促进焦点的创业团队中，

成员倾向于主动寻求进步和改变 [37]。这能够帮助成

员积极有效地开展沟通、协调和分工等活动，使其在

面对外部变化时能够快速统一行为方式 [38]，从而使

创业团队能够即时聚焦突发事件设计和执行应对方

案，促进创业即兴。最后，在具备促进焦点的创业团

队中，成员对风险有一定的偏好 [39]。这能够鼓励成

员不要因害怕失败或受到惩罚而不再探索新领域，

使其有意识地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联合决策，从而

使创业团队能够以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方式应对

计划外的难题，促进创业即兴。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团队促进焦点对创业即兴具有正向影响。

综上，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差错管理氛围为

成员应对差错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程序，在创业团队

中创造了一种支持性和包容性环境。通过解读差错

管理氛围蕴含的支持性和包容性信息，成员能够更

好地认知其追求的创业目标并主动以合乎规范的举

措获取积极结果，从而提升团队促进焦点。随着促

进焦点的增强，创业团队能够更加乐观地看待环境

变化，更乐于转向新的创业活动并更愿意承担风险，

从而更有可能整合现有资源即时应对始料未及的变

化。因此，差错管理氛围能够通过团队促进焦点影

响创业即兴。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团队促进焦点在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之

间起中介作用。

 2.3  团队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

团队创业激情是成员基于共享的创业身份，通过

参与创业活动形成的共同积极情感 [21−22]。认知情感

系统理论认为，特定的情景会激发成员的情感反应 [8]。

差错管理氛围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景特征，会影响成

员的感受和情绪 [30]。因此，本研究预期差错管理氛

围正向影响团队创业激情。具体来说：首先，在艰难

曲折的创业过程中，差错是在所难免的，差错管理氛

围强调积极应对差错 [30]。这使成员能够感受到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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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温暖和信任 [40]，激发成员产生对创业活动的

共同热爱之情，提高团队创业激情。其次，差错管理

氛围旨在最小化差错的消极影响和最大化其积极影

响 [28]。在这种目标和价值观下，成员会主动围绕差

错进行沟通、分析产生差错的原因并商讨处理差错

的方案 [12]。这使成员感受到自身与其他成员的关联，

激活并提升其对创业团队身份的集体认同，提高团

队创业激情。最后，差错管理氛围降低了成员开展

创业活动的压力，提升了其安全感 [30]。这使成员感

受到的共同积极情感和共享身份认同互相影响并彼

此促进 [41]，促使成员形成“我们都是自己人，并且我

们对共同的创业目标充满激情”这种集体共享的积

极情感，提高团队创业激情。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差错管理氛围对团队创业激情具有正向影响。

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情感反应是联结情景刺

激和行为的关键 [8]。因此，本研究预期团队创业激情

正向影响创业即兴。具体来说：首先，“我们的创业

团队是积极的”这种共同情感体验能够促进团队内

部的良性互动 [42]。这能够增强成员对潜在问题和机

会的敏感性，能够拓宽其对突发情况的积极认知 [43]。

在面对多变的环境时，创业团队能够灵活调节集体

认知模式，以快速处理不曾预料的事情，从而促进创

业即兴。其次，“我们是一个整体”这种对共享身份

的认同能够使成员感受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分

子 [21]。这能够提升成员对开展创业活动意义和价值

的感知，使其更有可能实施主动行为 [44]。在面对突

发情况时，创业团队会以解决问题为重心并主动整

合现有资源开展行动，从而促进创业即兴。最后，具

备激情的创业团队倾向于采用大胆进取的方式解决

问题或实现目标，不受限于先计划后执行的模式 [22]。

这能够提高成员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动机，使其更有

可能把握潜在的机会 [14]。在面对意料之外的状况时，

成员会同步计划和实施兼具可行性和创新性的解决

方案，从而促进创业即兴。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6 团队创业激情对创业即兴具有正向影响。

综上，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良好的差错管理

氛围促使成员感受到来自团队的温暖和信任，促进

成员形成一致的团队身份认知，为成员应对创业中

偏离计划或目标的行为提供指引，能够提升其对创

业活动的积极情感体验，从而激发团队创业激情。

随着团队创业激情的提升，成员拥有更加积极的情

感体验和自主动机，拥有更加强烈的获取信息和资

源的动机，能够自发搜寻、协调和运用已有资源，即

时解决计划外的创业难题。因此，差错管理氛围能

够通过团队创业激情影响创业即兴。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7 团队创业激情在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之

间起中介作用。

 2.4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是创业团队所处环境中各要素的变

化程度和不可预测性 [45−46]。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

论 [8]，在高动态性的环境下，基于对积极结果的追求，

具备促进焦点的创业团队更加倾向于主动调整其原

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准则，以快速且有创意地行动 [37]。

因此，本研究预期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团队促进焦

点与创业即兴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当环境动态

性较高时，意味着核心产品换代速度、技术变革速度

和营销策略更换速度很快，创业团队面临较大的生

存和发展压力 [47−48]。在此环境下，具备促进焦点的创

业团队感知到外界环境变化对实现积极结果的威胁，

促使其进一步调整认知模式并倾向于使用进取导向

的策略 [37]，使创业团队同步设计和执行方案的行为

有所增加，进而促进创业即兴的产生。当环境动态

性较低时，意味着技术与市场等要素之间固有的联

结关系相对稳定，创业团队遭受不确定性和时间压

力的约束大大降低 [26]。在此环境下，由于时间宽松，

具备促进焦点的创业团队感受到的危机感大幅减少，

导致其迫切利用现有资源即兴发挥的可能性也往往

较低。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8 环境动态性在团队促进焦点与创业即兴之间

起调节作用，即当环境动态性较高时，团队促进焦点

对创业即兴的正向影响更强。

同时，依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 [8]，在高动态性的

环境下，基于对集体身份和创业活动的热爱，具备激

情的创业团队更加有勇气在短时间内探索和实施新

方案 [49]。因此，本研究预期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团

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当

环境动态性较高时，意味着市场中顾客需求和主要

竞争对手的活动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创业团队面

临的风险大大增加 [5]。在此环境下，具备激情的创业

团队对外部变化的警觉性较高，这使其情感保持在

高度激活状态并倾向于联合决策 [22,49]，使创业团队为

快速解决问题而进行创造性尝试的行为有所增加，

进而促进创业即兴的产生。当环境动态性较低时，

意味着可用于分析和预测的信息增多，创业团队遭

受的冲击较小 [50]。在此环境下，环境的变化并不是

一种难以接受的体验，充满激情的创业团队倾向于

在可控范围内尽量尝试更多的策略 [51]，可能不会即

刻做出应对，进而削弱创业即兴的产生。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9 环境动态性在团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之间

起调节作用，即当环境动态性较高时，团队创业激情

对创业即兴的正向影响更强。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1。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收集和样本统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调查时间

为 2022 年 1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研究样本为来自河

南、河北、江西、辽宁、湖北和广西等地的新创企业

团队，成立时间在 5 年以内。在进行问卷调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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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联系创业团队负责人，将其作为联系人并

协助提供参与调研的团队成员名单。在获得名单后，

研究团队按照联系人姓氏首字母缩写  + 名单顺序的

方式为创业团队领导编号，并按照创业团队领导的

编号  + 该成员在本团队名单中的顺序的方式为创业

团队成员编号。

本研究进行两个时点的调查，其中间隔 1 个月。

在第 1 时点，研究人员将调查问卷发放给 141 个创业

团队，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 3 人，由创业团队成员

(不包含团队领导 ) 评价差错管理氛围、团队促进焦

点、团队创业激情和团队防御焦点，回收 135 个创业

团队的数据。在第 2 时点，研究人员将调查问卷发放

给在第 1 时点提交问卷的 135 个创业团队，由创业团

队领导评价环境动态性和创业即兴，并填答人口统

计学信息和创业团队背景信息，回收 127 个创业团队

的数据。剔除有明显错漏和团队中问卷填答人数少

于 3 人的问卷，最终获得 108 个创业团队的有效数据。

由于本研究中所有变量均为团队层面的变量，研究

人员将由创业团队成员填答的数据聚合到团队层

面。

108 个创业团队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

在团队规模方面，平均团队规模为 3.352 人，SD = 1.396。
在领导性别方面，男性 71 人，占 65.741%；女性 37 人，

占 34.259%。在领导年龄方面，平均年龄为 29.537，SD =
6.207。在领导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 5 人，占 4.630%；

本科 73 人，占 67.592%；硕士 27 人，占 25%；博士 3 人，

占 2.778%。 在 所 属 行 业 方 面 ， 互 联 网 35 个 ， 占

32.408%；人工智能 10 个，占 9.259%；信息技术 26 个，

占 24.074%；材料 8 个，占 7.407%；生物医药 3 个，占

2.778%；电子 12 个，占 11.111%；能源 5 个，占 4.630%；

其他 9 个，占 8.333%。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涉及的量表全部采用发表于权威英文学

术期刊上的成熟量表，采用翻译  − 回译的方法将其

翻译为中文，以确保测量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本研

究中测量的所有变量题项见表 1，均采用 Likert 7 点

评分法，1 为非常不符合，7 为非常符合。

(1) 创业即兴 (EI)。采用 VERA et al.[14] 开发的测

量创业即兴的量表，共有 7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6。
(2) 差 错 管 理 氛 围 (Emc)。 采 用 CIGULAROV  et

al.[29] 开发的测量差错管理氛围的量表，共有 16 个题

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5。
(3) 团队促进焦点 (Pof )。采用 NEUBERT et  al.[31]

开发的测量促进焦点的量表，共有 9 个题项，将题项

的参照点转移至团队层面 [52]，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5。
(4) 团队创业激情 (Tep)。采用 SANTOS et al.[22] 开

发的测量创业激情的量表，共有 13 个题项，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4。
(5) 环境动态性 (ED)。采用 MILLER et al.[46] 开发

的测量环境动态性的量表，共有 5 个题项，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8。
(6) 控制变量。本研究参考熊立等 [9]、王艳子等 [52]

和朱秀梅等 [53] 的研究，选取团队规模、领导性别、领

导年龄和领导学历作为控制变量。此外，SHIN et al.[33]

认为团队中可能同时存在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防御

焦点。因此，本研究将团队防御焦点也作为控制变

量，采用 NEUBERT et al.[31] 开发的测量防御焦点的量

表，共有 9 个题项，将题项的参照点转移至团队层面 [51]，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2。
 3.3  数据分析策略

由于差错管理氛围、团队促进焦点、团队创业激

情和团队防御焦点由创业团队成员评价，在将个体

层面的数据聚合到团队层面之前，需检验各变量的

聚合指标是否满足要求。本研究通过计算各变量的

Rwg 均值、Rwg 中位数、 ICC(1) 和 ICC(2)，验证其在团

队层面的效度，数据聚合效果检验结果见表 2。
根据已有研究，Rwg 均值和 Rwg 中位数达到 0.700

符合经验标准， ICC(1) 达到 0.050、 ICC(2) 达到 0.500
符合经验标准。由表 2 可知，虽然差错管理氛围的

ICC(2) 为 0.276，低于临界值 0.500，但其 Rwg 均值、Rwg
中位数和 ICC(1) 均高于临界值 0.700 和 0.050，且单因

素方差分析中 F(107, 254) = 1.382，p < 0.050。因此，本

研究认为，将差错管理氛围、团队促进焦点、团队创

业激情和团队防御焦点聚合到团队层面是可行的。

团队促进焦点

团队创业激情

差错管理氛围 创业即兴环境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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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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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4.1  区分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χ2

df

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模型的区分效度，结果见表 3。与其他 4 个模

型相比，5 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  = 1.711，TLI =

0.948，CFI = 0.953，SRMR = 0.053，RMSEA = 0.044，表明

本研究的 5 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变量测量题项

Table 1  Measuring Items of Variables

变量 测量题项

创业
即兴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能当场处理意外的事情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在采取行动时随机应变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经常想办法立即应对不
曾预料的情况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尝试用新方法解决问题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能够识别出新工作流程
中出现的机会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愿意承担在工作中提出
新想法的风险

在创业过程中，我们团队在工作过程中显示出一
定的创造力

差错
管理
氛围

对于我们来说，差错有利于改进工作流程

差错为我们的后续工作提供重要信息

差错揭露了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

当处理一项任务时，我们可以从差错中学到很多

犯错后，我们思考如何改正它

发生差错后，我们全面地分析它

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花时间考虑清楚

犯错后，我们试着分析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

在工作中，我们会思考如何避免差错

虽然会发生差错，但我们不会放弃最终目标

当出现差错后，我们会立即更正

当发生差错时，我们通常知道如何改正它

团队成员没能力纠正差错时会求助于其他成员

当出现差错时，我们会向其他成员请教如何继续
开展工作

如果出现差错后无法继续工作，我们可以依靠其
他成员的帮助

我们会与别人分享差错，以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

团队
促进
焦点

我们会抓住机会努力实现发展目标

我们倾向于在工作中承担风险以取得成功

我们如果有机会参与高风险但高回报的项目，较
大可能会接受

我们可能会因为不能晋升而找一份新工作

我们认为成长机会是找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专注于完成能使自身进步的工作任务

我们花大量时间思考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

我们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影响工作优先级

我们经常感受到希望和抱负的激励作用

续表 1

变量 测量题项

团队
创业
激情

找到新方法解决未被满足且可以商业化的市场需
求令我们兴奋

对我们团队来说，寻找产品或服务的新思路是一
种享受

我们有动力思考如何使现有产品或服务更好

审视环境以寻找新机会令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方案是我们团队的重要身份
职责之一

创建一家新企业令我们兴奋

拥有自己的企业使我们的团队充满活力

对我们团队来说，培育一项新业务是令人愉悦的

新创企业团队中的一员是我们重要的身份

我们真的很喜欢找到合适的人来推广产品或服务

为团队寻找合适的人才令我们愉快

我们有动力推动其他团队成员和自身让企业发展
得更好

培育并发展企业是团队重要的身份责任

环境
动态
性

本企业所在行业的核心产品换代速度很快

本企业所在行业内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

本企业营销策略更换速度很快

本企业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活动变得越来越难以
预测

市场上的顾客需求越来越难以预测

团队
防御
焦点

我们专注于正确地工作以增加工作稳定性

我们专注于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作

我们认为履行自身的工作职责很重要

我们努力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义务

我们通常专注于完成能满足我们安全需求的任务

我们竭尽全力避免在工作中的失误

我们认为工作安全感是找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专注于避免工作中的失败

我们很小心地避免在工作中遭受可能的潜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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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研究虽然采用多来源的方法进行数据收

集，但差错管理氛围、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创业激情

由创业团队成员评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基

于此，本研究首先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

验，在未经旋转时，第 1 个方差的解释率为 34.472%，

低于 40% 的标准。其次，本研究参考 PODSAKOFF et
al.[54] 的做法，加入共同方法潜因子，结果表明，∆TLI =
0.006， ∆CFI =  0.006， ∆SRMR =  0.014， ∆RMSEA =  0.003，
变化量均低于临界值 0.020。综合来看，本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见

表 4。差错管理氛围与团队促进焦点显著正相关，r =
0.231, p <  0.050； 与 团 队 创 业 激 情 显 著 正 相 关 ， r =
0.285, p < 0.010；与创业即兴显著正相关， r = 0.236, p <
0.050。团队促进焦点与创业即兴显著正相关， r =
0.387, p < 0.010；团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显著正相

表  2  团队层面数据聚合效果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for Team-level Data Aggregation Effect

变量 Rwg均值 Rwg中位数 ICC(1) ICC(2)

差错管理氛围 0.982 0.987 0.102 0.276

团队促进焦点 0.950 0.968 0.423 0.710

团队创业激情 0.979 0.984 0.566 0.814

团队防御焦点 0.947 0.967 0.408 0.698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模型
χ2

df
TLI CFI SRMR RMSEA

5 因子模型 Emc, Pof, Tep, ED, EI 1.711 0.948 0.953 0.053 0.044

4 因子模型 Emc, Pof + Tep, ED, EI 3.929 0.785 0.796 0.101 0.090

3 因子模型 Emc, Pof + Tep + ED, EI 5.601 0.663 0.677 0.108 0.113

2 因子模型 Emc, Pof + Tep + ED + EI 6.947 0.564 0.582 0.129 0.128

单因子模型 Emc + Pof + Tep + ED + EI 8.997 0.414 0.438 0.161 0.149

　　注：  + 代表因子合并。受篇幅所限，4 因子模型、3 因子模型和  2 因子模型均只列出拟合度最好的模型。

表  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创业
即兴

差错
管理氛围

团队
促进焦点

团队
创业激情

环境
动态性

团队
规模

领导
性别

领导
年龄

领导
学历

团队
防御焦点

差错管理氛围 0.236*

团队促进焦点 0.387** 0.231*

团队创业激情 0.398** 0.285** 0.371**

环境动态性 0.147 0.101 0.180 0.211*

团队规模 0.079 0.012 0.104 − 0.028 − 0.089

领导性别 − 0.008 − 0.192* − 0.091 − 0.010 0.075 0.014

领导年龄 0.027 − 0.068 − 0.014 − 0.033 0.216* − 0.028 − 0.075

领导学历 0.032 0.072 − 0.027 − 0.027 − 0.091 0.013 0.081 − 0.216*

团队防御焦点 0.042 0.401** 0.236* 0.130 0.016 0.171 − 0.157 0.001 0.009

均值 5.586 6.000 5.541 5.707 4.809 3.352 1.343 29.537 2.259 5.453

标准差 0.930 0.446 0.845 0.883 0.849 1.396 0.477 6.207 0.586 0.787

　　注： **为p < 0.010， *为p < 0.050，下同；领导性别上，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2；领导学历上，大专及以下取值为1，本科取值为2，
硕士取值为3，博士取值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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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r = 0.398, p < 0.010。上述结果为假设检验提供了

初步支持。

 4.3  假设检验

 4.3.1  主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检验主效应，检验结果见

表 5，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597, SE = 0.232, p < 0.050，H1 得到验证。

 4.3.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见表 6。差错管理氛围对团队促进焦点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 = 0.441，SE = 0.169，p < 0.010；团队促进焦点

对创业即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300，SE = 0.135，
p < 0.050。因此，H2 和 H3 得到验证。差错管理氛围

对团队创业激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591， SE =
0.218，p < 0.010；团队创业激情对创业即兴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β = 0.289， SE = 0.142， p < 0.050。因此， H5

和 H6 得到验证。

差错管理氛围通过团队促进焦点对创业即兴的

间接作用显著，β = 0.132，SE = 0.084，95% 置信区间为

[0.020, 0.364], 不包含 0。差错管理氛围通过团队创业

激情对创业即兴的间接作用显著， β =  0.171， SE =
0.115，95% 置信区间为 [0.014, 0.490], 不包含 0。在加

入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创业激情两个中介变量后，

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β =
0.342，SE = 0.245，95% 置信区间为 [ − 0.172, 0.798]，包
含 0，说明二者在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之间起完

全中介作用。因此，H4 和 H7 得到验证。为了了解团

队促进焦点和团队创业激情两条路径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进一步对两条中介路径的差异进行检验，中

介效应之差不显著，β = − 0.039，SE = 0.138，95% 置信

区间为 [ − 0.335, 0.220]，包含 0，说明两条路径不存在

显著差异。

 4.3.3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进行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见图 2。
由图 2 可知，团队促进焦点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

对创业即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284，SE = 0.124，
p < 0.050。因此，H8 得到验证。团队创业激情与环境

动态性的交互对创业即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392，SE = 0.146，p < 0.010。因此，H9 得到验证。为了

表  5  主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Main Effect

路径 估计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差错管理氛围→创业即兴 0.597* 0.232 [0.127, 1.040]

控制变量

团队规模 0.045 0.059 [− 0.060, 0.166]

领导性别 0.082 0.177 [− 0.261, 0.431]

领导年龄 0.021 0.018 [− 0.017, 0.055]

领导学历 0.002 0.183 [− 0.328, 0.389]

团队防御焦点 − 0.053 0.148 [− 0.348, 0.244]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路径 估计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差错管理氛围→团队促进焦点 0.441** 0.169 [0.079, 0.748]

团队促进焦点→创业即兴 0.300* 0.135 [0.043, 0.572]

差错管理氛围→团队促进焦点→创业即兴 0.132 0.084 [0.020, 0.364]

差错管理氛围→团队创业激情 0.591** 0.218 [0.080, 0.533]

团队创业激情→创业即兴 0.289* 0.142 [0.002, 0.572]

差错管理氛围→团队创业激情→创业即兴 0.171 0.115 [0.014, 0.490]

差错管理氛围→创业即兴 0.342 0.245 [− 0.172, 0.798]

中介效应之差 − 0.039 0.138 [− 0.335, 0.220]

　　注：路径  4 为加入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创业激情两个中介变量后的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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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观地体现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环

境动态性的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为标准将其分为高、

低两组，绘制调节效应图，见图 3 和图 4。由图 3 可知，

环境动态性越高，团队促进焦点与创业即兴之间的

关系越强，H8 得到进一步验证。由图 4 可知，环境动

态性越高，团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之间的关系越

强，H9 得到进一步验证。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为考察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的影响，本研究

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引入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

创业激情作为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

通过两时点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研究

结果。

(1) 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具有差错管理氛围的创业团队更加正视差错的

发生，有着积极处理差错的共同实践和程序。此时

团队成员能够通过探讨差错加深对彼此能力的了解，

提高获得现有资源的可能性和速度，有利于创业团

队进行即时决策，诱发创业即兴。

(2) 团队促进焦点在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之

间起中介作用。当创业团队具备良好的差错管理氛

围时，能够营造宽松包容的环境，向成员传递积极差

错思维会带来进步的理念和提供不断成长的机会。

进一步地，创业团队具备更灵活的协调能力，能快速

统一行为方式，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促使创业团队

主动运用现有资源快速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和紧迫

的突发问题。

(3) 团队创业激情在差错管理氛围与创业即兴之

间起中介作用。当创业团队具备良好的差错管理氛

围时，能够使成员感受到来自团队的温暖以及自身

与其他成员的联系。进一步地，创业团队更加积极

地看待突发情况，感知创业活动的意义，不局限于固

定的模式，促使创业团队自发搜寻、协调和运用已有

资源即时解决计划外的创业难题。

(4) 环境动态性在团队促进焦点与创业即兴、团

队创业激情与创业即兴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与低

动态性的环境相比，在高动态性的环境下，创业团队

必须对不可预见的变化做出更迅速的反应，并且常

团队促进焦点

团队创业激情

差错管理氛围 创业即兴环境动态性

0.217

0.441** 0.334*

0.591** 0.475***

0.284*

0.392**

注： ***为 p < 0.001。

图  2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Figure 2  Model Path Analysi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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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动态性对团队促进焦点与

创业即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Promotion Focus and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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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境动态性对团队创业激情与

创业即兴关系的调节作用

Figure 4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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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面临未知的难题和机遇以及信息和时间的约束。

在此环境下，具备促进焦点的创业团队能够感知到

对实现创业成功的威胁，具备激情的创业团队会因

高度的警觉性而保持在高度激活状态，从而促使创

业团队即时借助现有资源做出应对。

 5.2  理论贡献

随着组织愈发重视即时采取行动以快速应对突

发事件，如何触发创业即兴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揭示了创业即兴产

生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理论贡献具体体现在以

下 3 个方面。

(1) 从工作情景特征出发，丰富了团队层面创业

即兴前因变量的研究。已有团队层面的研究主要关

注个体特质 [11]、团队属性 [8] 和团队行为 [10] 等因素对

创业即兴的影响。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成员在

特定情景刺激下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8]，这意

味着创业即兴很有可能受到情景特征的影响，但已

有研究忽略了对创业团队工作情景与创业即兴的关

注。基于此，本研究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视角，提出

并检验差错管理氛围这一支持性工作情景对创业即

兴的正向影响，为从工作情景角度探究创业即兴的

前因变量提供了实证支持，也响应了马鸿佳等 [55] 关

于从创业团队层面关注即兴行为前因的号召。

(2) 从创业团队层面出发，丰富了差错管理氛围

结果变量的研究。差错管理氛围作为组织中的重要

工作情景，关于其作用后果的研究已得到学者的积

极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考察差错管理氛

围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的影响 [15,56]。实

际上，差错管理氛围作为一种表征主观规范的工作

情景，也能够影响创业团队对外部变化的反应，但已

有研究尚未关注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团队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以创业团队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差错

管理氛围与团队成员的创业即兴行为之间存在正向

关系，拓宽了理论界对于差错管理氛围在团队层面

作用后果的认识。

(3) 从认知情感整合的角度揭示了差错管理氛围

影响创业即兴的过程机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一

的认知 [8]、动机 [9]、行为 [10] 与创业即兴之间的关系，

而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创业团队成员作为理性

与感性相结合的复杂综合体，往往在外部情景刺激

下同时产生理性认知和情感冲动，进而引发其做出

相应的行为反应 [8]。基于此，本研究从认知情感系统

理论视角，将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同时纳入研究框

架，构建差错管理氛围影响创业即兴的双路径模型，

发现团队促进焦点和团队创业激情在差错管理氛围

与创业即兴之间起中介作用，为理解差错管理氛围

如何促进创业即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

 5.3  管理启示

不确定性环境下组织能否触发创业即兴以应对

突发情况，对于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从

创业团队层面构建创业即兴的触发过程模型，探讨

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的影响机制，为创业团队

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启示。

(1) 差错管理氛围不仅能够为创业团队开展创业

行为提供开放包容的工作情景，而且能够依附在创

业团队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上，起到锦上添花的

作用。因此，一方面，在管理方式上，创业团队领导

可多向成员提供发展性反馈以表现出对差错的正视，

也可在团队内部建立畅通的交流机制以支持成员共

同讨论、剖析和总结差错。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引

导创业团队成员关注潜在的成长和进步，以提升团

队促进焦点这一认知反应，同时激发其对创业团队

和创业活动的热爱，以增强团队创业激情这一情感

反应，从而促进创业团队开展即兴行为。另一方面，

在文化建设上，创业团队可通过定期召开研讨会共

同探讨差错管理的流程和规范，将探索、包容和鼓励

等主题融入到前期的文化建设中，从根本上降低创

业团队成员对差错的担忧。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鼓

励创业团队成员采取积极策略应对变化，同时促使

其多关注情感互动而非经济获益，从而提升创业即

兴。

(2) 除了内部因素之外，创业团队也应当密切关

注环境动态性这一外部因素。在动态性高的环境下，

创业团队感知的风险较大，更需重视可能随之而来

的认知模糊和激情消退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其能否即时采取行动应对困境。基于上述考虑，

创业团队要对所处环境有足够的敏感性，并且能够

依据环境变化调节成员的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从

而制定合适的战略行动。例如，创业团队可通过组

织交心会、茶话会和团建小游戏等活动了解成员的

认知和情感状态，借助引导训练让成员有意识地练

习和自我调整，培养其敢于冒险的心态和积极的情

感状态，从而主动拥抱环境变化。又如，创业团队可

引导其威信较高的关键成员有意识地表达面对变化

时的警觉性和进取导向，从认知上增强成员看待环

境变化的积极性，进而降低行为风险感知，从情感上

提升成员应对环境变化的内驱力，增强面临风险时

即时采取行动的倾向，从而为有效应对环境变化保

驾护航。

 5.4  研究局限和展望

(1) 虽然本研究采用多时点的设计和多来源的数

据收集方式，但这尚不足以充分反映研究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采用实验法或解释性案例等

方法开展研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 尽管本研究从工作情景特征出发考察差错管

理氛围对创业即兴的影响，但尚未关注到中国情景

的特殊性。未来研究可结合中国的创业团队可能拥

有的异质性因素，进一步考察在中国的创业环境下

创业团队即兴行为的诱发因素。

(3) 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从工作情景

特征出发，通过认知反应和情感反应的整合视角探

讨创业即兴的产生机制。但实际上，遭遇重要事件

的突发性和新颖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同样是创业即

兴发生的重要因素。未来研究可通过事件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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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事件强度和事件时间因素对创业即兴的影

响机制。

(4) 本研究关注团队外部因素环境动态性在模型

后半段的调节，并采用创业团队领导主观感知的方

式进行测量，未能揭示团队内部因素的调节作用以

及在模型其他阶段是否存在边界条件，同时对于环

境动态性的测量也需要更加客观。一方面，未来研

究可同时探讨团队内、外部因素如何在不同阶段调

节创业即兴的产生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是否会导

致差错管理氛围对创业即兴产生非线性影响。另一

方面，未来研究可通过对客观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代

理变量，以更准确地测量环境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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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gnificance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as a means for organization to respond quickly to emergencies has
been heightened by the outbreaks of the COVID-19.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better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in organiz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identifying the antecedents of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from cognitive,
motivational,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s, yet the important behavioral predictor of work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has not been
much focused. The error management climate as a supportive work situation will prompt a range of positive cognitive and af-
fective responses in entrepreneurial team members, which may be an important work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 to stimulate entre-
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Based on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system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response and emotional re-
sponse,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team promotion focus and 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s mediators from the entrepreneurial
team level, and constructs a dual-path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on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
tion. It also introduce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s moderator and discusses its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eam promotion focus
and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and between 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Using a two-
point questionnaire, this study collects data from 108 start-up teams in Henan, Hebei, Jiangxi, Liaoning, Hubei, and Guangxi,
and uses Mplus 8.3 software for data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vali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error management climate can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teams to make more entrepreneurial impro-
visations.  Error  management  climate  can  not  only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through  the  cognitive  response  of
team promotion focus, but also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through the emotional response of 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m promotion focus and 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Environmental dynamism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eam promotion focus and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and between 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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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ing from the work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enrich the research on antecedents of entrepren-
eurial improvisation at the team level. Based on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system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nfluence mechan-
ism and boundary of error management climate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insight
for understanding how error management climate can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 and also responds to the call of
scholars for “paying attention to how to better carry ou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under dynamic environ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on how to effectively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impro-
visation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
Keywords：entrepreneurial improvisation；error management climate；team promotion focus；team entrepreneurial passion；en-
vironmental dyna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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