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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安全视角的女性创业心态分析

应 小 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深入探讨了女性创业心态的特点。 虽然有研究显示女性和男性在创新创业

方面都享有共同的心态特征，从而提示可能并不存在具有特异性的女性创新创业心态特征，但从进化心理学和

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独特的女性化的创新创业可能存在。 基于这样的理论考虑，提出女性化创新创

业的“安全创业兼顾”假说。 通过对女性化创业心态调查数据的分析，从感知和认知层面、动机和决策层面、行
动层面和自我评价层面，将安全需要与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对创新创业所面临的心理基

本矛盾作为分析重点，归纳、总结和预期了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创业的基本方式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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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女性的创新创业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

相对于国外对此领域较多的研究文献，国内对女

性创新创业的研究才刚刚起步［１］。 ２０１５ 年麦肯

锡全球研究院在发布的《平等的力量：性别平等

如何为全球经济创造 １２ 万亿美元的增长》研究

报告中指出如果女性能在经济活动中更好地发挥

其潜力，那么到 ２０２５ 年全球 ＧＤＰ 将超出通常预

期的 ２６％，达 ２８ 万亿美元；该报告还估算了缩小

性别差距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中国女性对

ＧＤＰ 的贡献将会达到 ４１％，报告在关于中国地区

的讨论中指出，“在互联网经济的大环境下推动

女性创业，为女性提供有效的资金获取渠道以及

女企业家的培训”是消除职场性别差异的有效途

径［２］。 与上述报告相一致，来自淘宝的统计数据

显示，女性卖家比例已高于男性且其店铺好评率

也略高［３］。
本研究将从社会心态角度［４］，围绕女性创新

创业心态规律和特点进行研究和讨论［５］。 心态

是指女性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一种弥散

性的社会心境状态，这种心境状态既可能是情绪

性的，也可能是认知性的，并且包含着社会价值判

断的成分，象其他类型的社会心态一样，女性创业

心态也具有群体共享性的特征，为女性创业群体

所共享，并可体现在她们对创业相关的各种环境

条件和自身条件的感知和认知、创业的动机形成

和行为决策、实际采取的创业行动以及对创业情

况的理解和评价等各个层面和方面。 心态因素与

女性创业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特点等相对比

较客观的外在因素不同，它能够在更加基本的内

在层面上影响和决定个体的感知和表征方式以及

反应和应对方式，从而通过主客观的交互作用增

强或弱化某些因素的影响。 同样地，心态因素也

有别于相对比较明确或者容易习得的其他一些个

体自身因素如从业经验、技能和知识储备。 这些

个人素质虽然也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积累才能

具备，但有意识的学习和有目的的经验和能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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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会无时无刻不受到个体的态度、动机、偏好、天
性以及习惯的影响，只有在这些微妙的心态因素

所提供的背景支撑和协同作用之下，系统深厚的

专家知识和技能才能最终在一个人身上形成。 因

此，创新创业的心态因素在反映和反制于外在客

观因素的同时，也影响和左右着个体的知识经验

获取的方向和方式，是创新创业活动的认知执行

主体和心理表征界面。

　 　 一、女性创新创业心态

　 　 探讨女性创新创业心态规律和特点，我们需

要考虑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女性创新创业心态

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创业

心态的问题”，对此，目前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

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创新创业是一项富有挑战性

的社会活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创新创业心

态规律和特点具有很大的共性。 例如，Ｃｏｈｏｏｎ 等

人通过对高科技企业中男性和女性创业者的背景

和经历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结论：男女两组人在创

业兴趣和追求财富方面十分相似［６］。 而 ２０１０ 年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也发现男性和女性创业者的创

业动机基本相同，其目的都是为了供养家庭、丰富

职业生涯和取得经济独立。 甚至有观点认为，创
新创业究其本质而言是男人的游戏，即使是女性

的创新创业者，也具有显著的男性特质，Ｇｕｐｔａ 等

人的研究发现那些自认为有男性特质的女性（也
就是通常所谓的女汉子）的创业动机会更加强

烈［７］。 这意味着女性的创新创业心理与一般意

义上的（男性主导的）创新创业心态在本质上没

有什么差别，因此我们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

女性的问题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
另一种观点与上述男女创新创业心态的无差

别观相反，而是致力于寻找男女创新创业心理差

异，而这些研究也总是能在两性之间找到差别。
例如，有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有着完全不同

的创业动机，男性的创业动机是为获得财富和寻

求有挑战性的工作，而女性的创业动机多是为获

得独立并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８］。
有研究者在对男女创业动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提高自身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是男性的主要创业动

机，对女性而言，则更多是希望获得成就和社会认

可［９］。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在对于社交和人际

网络的构建方式以及企业发展方式的态度和看法

上，女性也会比男性更加保守一些［１０］［１１］。
在审视这些揭示女性和男性在创新创业心态

上的差异的研究时，需要考虑到两个问题。 其一，
如同所有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一样，同一性别之

内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往往会比两性之间的差

异更大，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创新创业心理千差

万别，此女与彼女之间的差别很有可能大于两性

之间的整体差别。 其二，从手头的一组数据中找

到统计上差异显著的两性间的差别，这对于研究

者而言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但所找到的这

种差异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男性和女性在创新创业

心态方面究竟是“大同”背景下的“小异”，还是二

者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的问题。

　 　 二、女性化的创新创业的心态特点：理
论分析

　 　 本研究将讨论的重点聚焦于讨论“女性化

的”创新创业心态规律和特点而不是女性人群的

创新创业心态规律和特点，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后
者是基于对实体化的女性研究对象的考察和研

究，而前者则聚焦于对“女性化”的心态特征和倾

向的考量，在理论上，这种“女性化”倾向可能与

心理分析中所设想的女性心理原型相关，可以并

不只局限于女性个体。
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现代人的心理特点

与种群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的经历有关。 因此，
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所承担的社

会分工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心理特

点和认知偏向［１２］。 例如，由于女性担负生育和抚

养子女的责任，女性长期承担着生育、照顾后代、
采摘和养殖等职责，较之主要负责狩猎和战争的

男性具有更加注重安全保护和勤奋积累的特点。
因此女性对于安全的敏感性和心理需求会显著地

高于男性，而其冒险性也会相应地比较低。 在以

狩猎、采集和种植为生的部落中，女性的主要责任

是采集和种植，与男性在狩猎中追求大猎物的捕

食策略不同，采集和种植的特点是积少成多，循序

渐进，以小量然而却稳定的方式获得持续不断的

积累，这决定了女性获取物质资源的策略具有坚

持和渐进的特点。 而从文化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来看，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往往主导着社会结构的

构建、维持和改造，而在语言产生后，这种构建和

改造主要是借助于提出新的宗教社会文化概念以

及抽象哲学和科学概念来实现，与偏向于概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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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理性驱动的男性化认知风格不同，女性更加

富于感性，并有可能更多地保留了对于那些未被

人类语言有效编码的丰富感受和体验，从而形成

一种基于个体化情感和经验的认知、选择和行动

策略，较之更富突破性和颠覆性色彩的男性创新

创业心理更具兼顾性、建设性和感性化的特点。
进化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心理学的分析视角提

示我们存在着一种有别于男性化认知风格的女性

化认知风格，而这种认知风格上的差异也会体现

在创新创业过程中，从而形成有别于男性的女性

化创新创业心态规律和特点。 可以说，女性化创

新创业心态规律和特点问题完全有理由作为一个

独特而有效的研究课题而存在，因为这是人类进

化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女性化认知风

格作用的结果。 有一项关于男性和女性创新风格

差异的初步研究的观察结果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个

问题。 该项研究探讨了个体的攻击性和创造性之

间的关系，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男性大

学生被试的创造性与其攻击性之间存在着达到统

计学上显著水平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对男性而言，
其攻击性越强则创造性也越强；但是在女性大学

生被试身上，这种正相关不但不存在，甚至表现出

了相反的趋势，也就是女性的创造性越高则攻击

性倾向可能会越弱［１３］。 这一发现提示男性化的

创新和女性化的创新可能是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

创造性取向。 男性化创新更有可能具有破坏性创

新（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特点，这种创新能够对

现有的建构及运作方式形成挑战，并最终将旧事

物淘汰出局；而与这种具有挑战性、破坏性和颠覆

性意味的创新不同，在原有建构和运作方式的基

础上进行改良和改进的革新策略则具有明显的女

性化的亲和性和建设性的特征，这种创新的意图

并不在于挑战或者推翻原有的方式，而是对之加

以补充和完善。 与上述男性化的颠覆式创新与女

性化的建设性革新之别相对应，女性化的创业方

式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的特点。 例如，本调查表明

女性更高比率地选择了相对比较保守和成熟的餐

饮和零售领域开展其创业活动，并通过对服务质

量的改进和特色项目的改进来拓展业务，这相对

于既有行业而言，无疑是一种继承和改良的发展

思路。
（一）女性化创业心态中的安全兼顾特点

按照需要层次理论［１４］，安全是人最基本的心

理需要之一，相比于一般的就业应聘，自主创新创

业是一条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道路，因而安全

感是个体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所要触及的第一道心

理防线。 个体必须在保证安全还是追求冒险、追
求稳定还是追求发展、维持享受现状还是寻求变

化和自我实现之间做出选择。 不同于更富冒险精

神和更讲求全身心投入的男性化创新创业，在女

性化的创新创业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安全的保护

（广义的安全不但包括人身安全，还可以涉及健

康、家庭、财产、社会关系、声誉形象、甚至生活习

惯等许多方面）。 因此，女性化的创新创业势必

会在创新创业的项目和规模选择、资金投入以及

发展模式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安全创业兼顾”的

特点。 以家庭和创业之间的关系为例，研究表明

多数女性创业者选择了二者兼顾的发展模式，愿
意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二者之间维护

平衡［８］。
（二）女性化创业心态中的感性和经验特点

在感性和直接经验的驱动下构思和选择创新

创业项目是女性化创新创业另一个特点。 例如，
在台湾学者陈文江的一项研究中，就曾经报告了

一位在网络上寻找哺育母乳相关信息的女性发现

和结识了一群有同样需要的妈妈，从中找到商机，
并进而开创经营哺乳等妇幼相关用品的网店的例

子［１５］。 与这个例子相类似，女性因受到自己带孩

子的需要的启发而创办幼儿园［１６］，因自身网购的

经验和需要而创办网店，因自身使用某种产品或

参与某种培训从中获得裨益并最终选择在这个方

面开展创业活动的例子也多有报道。 这种“将家

务变为业务”、“由客户变商户”的转型式创新创

业特点正体现了女性化创业的感性启动特点。 需

要指出的是，前述女性化创新创业“将家务变为

业务”有别于那些相对于传统的家务劳动方式而

言是高度创新的家用电器设备（如电饭煲、微波

炉、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的发明。 在这些设备

的发明之初，研发者采用了全新的技术思路来解

决日常家务问题，而女性化的创新创业则是在基

本保持传统方式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改

良，实现服务的精准化和舒适化。
（三）女性化创业心态中的规模选择特点

女性化的创新创业具有从小做起、勤俭起家、
稳步发展的特点，这个策略与安全兼顾的发展思

路密切相关。 Ｃａｒｔｅｒ 和 Ｂｒｕｓｈ 分析了 ８００ 多名新

生代企业家，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创业者更不愿

意自己的企业规模庞大［１１］，尽管这种差异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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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企业家所从事的行业性质差别（如高新技术

行业和服务业）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

在创新创业中可能更加注重稳妥和安全的心态特

点。 在对 ３０ 位女性创业者的个案调查中，发现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间，女性创新创业者得到风险投

资极少（不足 ５％） ［１７］，虽然这个数据未能说明女性

创新创业者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获得和利用风投，
但却与女性所选择的创新创业领域通常不具备实

现颠覆性创新变革的潜力以及女性倾向于寻求良

好自主控制之下的企业发展模式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女性化的创新创业具

有以安全为根本，以感性驱动的补缺型或建设型

革新为起点，以坚持勤奋和逐步积累为发展策略

的心态特点。

　 　 三、“安全创业兼顾”假说视角下的女

性化创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

　 　 我们将通过一项女性创新创业的调查数据，
分析和解释我们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女性创新创

业的“安全创业兼顾”的心态特点。

（一）调查说明

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和宝能

科技园联合进行的一项国民创业心态调查，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期间，通
过凯迪网络调查平台问卷宝 ＡＰＰ 收集。 参与调

查的有效样本总量为 １１７６７ 人，通过对该样本人

群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分类，我们从中获得了目前

正处于创业状态的女性 ４８４ 人，其中，首次创业的

女性为 ２３３ 人，边上班（上学）边创业的女性为

１６８ 人，失败后准备（正在）再次创业的为 ８３ 人。
（二）参与调查的女性创业者的基本情况

参与此次调查的创业女性教育程度以中等教

育（高中、中专、技校、职高等）和大专大本为主；
年龄在 ３５ 岁以下占七成以上；年轻化和知识化是

参与此次调查的女性创业者的基本特点。 农村和

城镇户口各占一半，本地占到六成左右，而外地占

四成左右。 在家庭收入方面，创业女性的收入属

于中等及偏上的水平（见表 １）。

表 １　 参与调查的创业女性的基本情况

教育程度 百分比 户口 百分比 年龄 百分比 家庭月收入 百分比

初中及以下 ７．２％ 本地城镇 ２８．３％ １５ 岁及以下 ０．６％ 无收入 ３．１％
中等教育 ３０．４％ 本地农村 ２９．１％ １６－２５ 岁 ２８．１％ ２０００ 以内 １２．６％
大学专科 ２５．２％ 外地城镇 ２１．５％ ２６－３５ 岁 ４４．４％ ２００１－４０００ ２１．１％
大学本科 ２７．３％ 外地农村 ２１．１％ ３６－４５ 岁 １３．６％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 ２０．３％
硕士研究生 ４．１％ ４６－５５ 岁 ６．８％ ６００１－８０００ １３．２％
博士研究生 ５．８％ ５６ 岁及以上 ６．４％ ８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７％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 ９．１％
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 ４．３％
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３．１％
５００００ 以上 ４．６％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三）分析框架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描述和分析，
从感知和认知层面、动机和决策层面、行动层面和

自我评价层面探讨女性创业者的心态特点，并利

用安全创业兼顾假说对这些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

（见下面图 １）。
　 　 其一，创业内外部条件的感知和认知。 首先，
我们在调查中研究和分析了当前女性创业者对社

会信任情况、对创业环境的感知、存在的创业担忧

以及在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调查女性创业

者的创新效能感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情况，结果

见下页表 ２。
　 　 对社会的信任是个体产生和维持安全感并促

成其创新创业动机和行动的重要心理基础。 大约

四分之三的女性创业者对社会有一定的信任程

度。 对于所处的社会持基本信任的态度是开展创

新创业活动的基本心态前提，这一点对于特别注

重安全感的女性而言尤为重要。 与对社会的信任

相关，在创业女性被要求对当前的创业环境做出

总体评价时，有约一半的创业女性对当前自己所

处的创业环境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而认为当前环境

不太适合或非常不适合的人数只占约一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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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安全创业兼顾”分析框架

但有接近四成的创业女性对此做出了较为模糊的

判断（“一般”），这可能与她们对社会经济状况与

创业环境的担忧有关。 创业女性在被问及创业过

程中最担忧的问题时，担忧创业的外部影响因素

（如经济形势不好、商业环境差、管理部门不作为

以及政策变化）的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且略高

于对创业自身直接包含的要素（如资金、合伙人

和决策判断）的担忧，这说明创业女性对整体性

的宏观的社会经济情况与创业环境是有担忧的。
与上述担忧相对照的是，创业女性在被问及创业

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困难时，资金和好项目

与创业自身因素直接相关。 因此，女性在创业过

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她们

内心的担忧，创业女性对社会经济环境和创业环

境心存疑虑，即使她们并未真的在现实中遇到这

类问题，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环境缺乏信

心和安全感，如何提高人们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的信心以及对社会环境的信任，仍是鼓励女性开

展创新创业的一项重要课题。

表 ２　 女性创业者对外部环境条件的感知和认知

社会信任 百分比 创业环境 百分比 创业担忧 百分比 创业困难 百分比

完全不信任 ３．９％ 非常不适合 １．９％ 经济形势不好 ２３．８０％ 资金 ２１．５０％

不太信任 ２１．７％ 不太适合 １０．３％ 资金困难 ２２．１０％ 好项目 １６．７０％
有点信任 ３２．２％ 有点适合 ３９．０％ 商业环境差 １６．５０％ 合适的合伙人 １５．１０％
比较信任 ２８．１％ 比较适合 ３６．４％ 合伙人（团队）合作不佳 １２．６０％ 好的创业规划 １４．００％
完全信任 １４．０％ 非常适合 １２．４％ 决策失误 ８．９０％ 机遇 １０．５０％

管理部门不作为 ６．８０％ 家人的支持 ８．３０％
讯息缺失 ４．８０％ 企业管理知识 ７．００％
政策变化 ４．１０％ 办公环境 （ 硬 件 设

施、配套服务等）
６．００％

其他 ０．４０％ 其他 ０．８０％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在女性创业者对自身能力的感知和判断方

面，本研究重点调查了与创新创业密切相关的创

新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身所拥有的接受挑战

并能灵活有效地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的认知和信

心，创新效能感可以通过对诸如“经常能提出新的

点子和建议”、“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自身创造

力强”、“对新任务中的挑战能自如应付”等这样

一些问题来进行测量。 调查表明，此次参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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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创业者的创新效能感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在 １～５ 点评分，均值为 ３．６４）。
综上所述，通过对创业女性对创业的内、外部

条件的感知和认识的调查分析，我们注意到，对社

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的担忧以及对创业环境的

顾虑有可能影响创业女性心理安全感，而包括创

新自我效能感在内的一些自身能力特点的培训会

帮助女性创业者获得控制感和安全感，增强其创

新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其二，动机和决策层面。 表 ３ 列出了创业动

机、创业行业选择、如何在创业中发挥自身优势的

调查结果。
在创业动机方面，与传统认为女性的创业可

能与某些外部因素的逼迫（如家庭收入不足）有

关不同，此次参与调查的女性创业者具有年龄较

轻且文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因此追求发展是多数

女性创业的动机，有近四分之一是希望通过创业

获得更大发展，两成多的是因为先创业不找固定

工作会有所发展，另两成是由于现在的或能找到

的工作不理想而想自己创业试试。 在创业的方式

方面，至少有占三分之一的人（３４．７％）是边上班

（上学）边创业的模式，这种兼顾性的特点显示了

女性化创业求稳求全的特点。
与此相应，在行业选择方面，相对于利用和发

挥“自身优势”而言（１０．５％），有更多的女性将选

择的着眼点放在既有的“市场需求” （３４．１％）和

“竞争情况”（１４．５％）上，反映了女性较易受到他

人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也较为现实，这与寻求安全

和稳定的心态是一致的。
竞争是任何一项创业活动都会面临的问题，

因此如何选择并获得优势是创新创业中需要优先

考虑的问题之一，结果发现选择全新领域的女性

只有约两成，其他的八成女性均倾向于选择风险

较小的传统行业，但希望能通过独有的社会资源、
技术手段、市场稀缺性甚至是模仿优秀者来获得

竞争上的优势，表现出一种“保证大稳妥，追求小

优势”的安全兼顾特点，与此同时，在传统领域选

择新的经营方式或新技术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女性化创新创业具有建设性创新或者“革

新”的特点。

表 ３　 女性创业者的动机和决策

创业动机 百分比 行业选择 百分比 优势获得 百分比

个人的工作和发展都很好，但想通

过创业得到更大发展

２４．４％ 市场需求 ３４．１％ 传统的业态，但具有别人没有的

社会资源

２４．２％

不想找工作，先创业看能不能闯出

一片天

２３．１％ 发展前景 ２０．９％
全新的业态，还没有人尝试过

２１．５％

（现在的或能找到的）工作不理想，
想自己创业试试

２２．７％ 竞争情况 １４．５％ 传统的业态，但具有别人没有的

经营方式

１８．４％

现在国家大力鼓励创业，我觉得是

个机会

１３．８％ 投资回报 １１．４％ 传统的业态，具有别人没有的新

科技（新发明、新发现或专利）
１６．９％

工作不好找，决定自己干 １１．４％ 自身优势 １０．５％ 传统的业态，效仿那些做得好的

企业

１１．８％

亲朋好友创业鼓动我参加 ４．５％ 相关政策 ５．２％ 不清楚 ７．２％
个人的工作和发展都很好，但想通

过创业得到更大发展

２４．４％ 退出成本 ３．５％

不想找工作，先创业看能不能闯出

一片天

２３．１％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其三，行动层面。 被调查的女性创业者目前

从事的行业、规模大小、办公场地见下页表 ４。
与创业女性的内、外部条件的感知认识特点

以及动机和选择特点相关，调查发现女性化创业

具有常规化和流行化的特点。 餐饮行业接近三

成，ＩＴ 和互联网等目前较为流行的行业占两成多；
整体上女性创业规模相对较小；在创业场地上，一

半以上的女性利用自己住宅、租用居民楼和写字

楼、使用孵化基地、以及购置拥有固定的办公场

地，但约四成没有固定办公场所。 可以看到女性

创业的实际情况是，她们选择了传统的餐饮或流

行的网络电商领域，企业规模较小，办公场地灵

活，可以说是较好地兼顾了创业安全，控制了可能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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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女性创业者的创业行动

从事行业 百分比 创业规模 百分比 创业场地 百分比

餐饮行业 ２８．１％ １～３ 人 ３３．７％ 将自己的住宅作为办公场所 ２２．１％
ＩＴ、互联网 ２２．７％ ４～６ 人 １６．５％ 不提供固定场地，有需要会临时租用 １８．４％
快销行业 １６．１％ ７～９ 人 ２２．１％ 不提供场地，所有工作线上协调 １２．６％
电子商务 １４．７％ １０～２０ 人 １７．４％ 租用居民房并改装成办公室 １２．４％
文化产业 １０．７％ ２１人及以上 １０．３％ 不提供固定场地，会使用公共场所或约定咖啡厅 １０．３％
其他 ７．６％ 租用写字楼 １０．１％

使用创业孵化基地提供的场地 ６．８％
已购置办公场地 ６．２％
其　 他 １．０％

总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其四，评价层面。 该方面的调查关注的是女

性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程度和对成功的归因。
创业的成功程度在调查中采用了主观自评的

方法，从 １ 非常不成功到 ５ 非常成功的 ５ 分评价，
结果显示平均分为 ３．１８，较为积极。 在对于创业

成功的归因方面，有 ３１．８％和 ２９．５％的创业女性

认为个人能力和人脉经验是创业成功的个人主要

原因，而创新思维、专业技术、行业经验以及家庭

背景分别为 １４．７％、１２．０％、７．６％、４．３％。 因此，在
创业的自我评价方面，女性创业者是基本满意的，
并且将能力和关系列为几乎同等重要的成功因

素，同时，也有 ３４％的人将成功归因于创新思维、
专业技术和行业经验，显示女性创业也同时具有

创新性、技术化和专业化的特点。 值得指出的是，
调查也发现女性的创业成功分数与她们的社会信

任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３６５），
创业成功分数也与她们的生活满意感评分存在显

著的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２８２），这提示因素之间

具有联动关系，能够相互提高和促进。
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发现女性创业者的

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成功程度的相关系数达到

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相关系数 ０．３２８），创新效

能感与创业成功密切相关。 由于我们目前所处的

是一个新技术不断发展、社会迅速持续变迁的时

代，因此，创新能力对于成功创业而言至关重要，
创新和创业是密不可分的两种心理能力。

结　 语

　 　 本研究结合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探讨了女性在

创新产业过程中所可能具有的心态特点，尝试提

出了女性创新创业心态的“安全创业兼顾”的理

论构想。 该构想认为“安全”还是“冒险”是女性

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心态矛

盾，对于这一基本矛盾的处理方式影响和决定了

女性创新创业的思路和方式。 基于上述理论构

想，本研究进一步对 ２０１５ 年年底收集的女性创业

心态调查结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尝试用安全

创业兼顾的创业心态假说对实际调查所获得的数

据进行理论上的考量和解释。 研究表明，一方面，
就对创业的自身条件和外部社会条件的感知和评

价而言，目前的约有五至七成的创业女性持基本

积极或乐观的态度，这为她们形成和产生通过创

业追求个人发展的创业动机和意愿提供了前提条

件和基本的心理安全保障。 而另一方面，也有相

当比例的女性对创业的整体外部经济、社会和管

理环境感到有相当程度的担忧，并在资金、伙伴和

决策等方面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 这些潜在的

风险和实际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女

性所选择的创业方式和路径，使她们倾向于选择

较为稳妥或者两不耽误的兼职创业，并倾向于在

传统行业和当下流行的行业领域内进行相对较小

规模的发展，并在场地、资金利用等方面体现了较

强的灵活性，也更加注重安全和实用，从而最终出

现的是女性创业较低的失败率和中等偏上的成功

评价。 未来应为女性创业提供更加稳定、安全的

社会条件，并在培训、资源、伙伴等方面提供更加

符合女性化创业心态特点的帮助，以促使更多的

女性加入到万众创新创业的社会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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