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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母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尚缺乏研究。  本文聚焦大 
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境,  探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之间的作用 

机制,  并基于IT桔子数据库中 5147份衍生企业样本,使用ordered pro bit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研究发现:  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  此外,   
母体企业中本土企业占比在这一作用机制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母体企业的创业投资生 
态在这一作用机制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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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 ,   5G、  云计算、   大数据、  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大  

爆发促进了新一轮创业浪潮出现。   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 ,   众多大型企业在自身进行数  

字化转型的同时 ,   也在组织边界内外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业活动   (张玉利等  ,   2021 )   ,    

积极探索未知领域 ,   挖掘行业中大量涌现的新需求 ,   不断识别新的创业机会。   这些创  

业活动深刻影响了大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尤其是大型企业内部人员的认知与行为改  

变 。  因 此 ,   越 来 越 多 的 员 工  ( 或 高 管  ) 选 择 离 开 现 有 大 型 母 体 企 业 去 创 办 新 的 企 业 ,    

即衍生企业。   如互联网行业内令人瞩目的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等  "创业派系"  ,   这 

种由衍生企业所组成的创业组织群体 ,   已经成为实践中一种重要的创业形式   (陈晓红

虽然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衍生企业  ,   或者母体企业与衍生企业之间的  

关系  ,   但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说是母体企业与衍生企业存在某种联系  ,   母体企业可以通  

过这些关联对衍生企业进行管理。   鲜有文献将离职员工  (或高管  )  的母体企业工作背  

景视为与母体企业的一种联系  ,   这忽略了母体企业工作背景对创业者创办衍生企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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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进入战略的影响。   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母体企业员工  (或高管  )  到衍生企

业创业者身份转变的过程中  ,   母体企业如何对衍生企业创业产生影响尚缺乏进一步的  

探究。  创业本质上是一种新进入行为  ,   具体表现为企业决定以何种产品或服务进入新  

的或已经存在的市场 ( Lump kin  & Des s,   1996 )  。作为新创企业的初始战略选择,   
创业进入战略不仅对企业后续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of ek &  Tur ut,   2008  )   ,   而且还反  

映创业者在初始创业活动中对已有工作经历的行为折射。  可见 ,   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  

略与母体企业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很强的内在逻辑 ,   探索这一机制有助于深化对衍生企  

业创业进入战略的认识。

鉴于上述研究缺口  ,   本文从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出发  ,   探讨其对衍生企业创  

业 进 入 战 略 的 影 响 机 制  ,   并 通 过 进 一 步 细 分 母 体 企 业 的 相 关特征  ,   如本土企业和创  

业投资生态 ,   对母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母体企业相关特征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  

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本文着重讨论拥有母体企业工作背景的创业者 ,   其创业进  

入战略如何受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   以及母体企业相关特征 ,   如本土企业占比  

和创业投资生态等  ,   如何调节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之间的关  

系  ,   并 基 于 IT桔 子 网 站 的 公 开 数 据 ,   收 集 大 型 母体企业离职员工  (或高管  )创办的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   第一 ,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大型母体企业的衍生企业创业情  

境 ,   结合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   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   衍生创业、   模仿进入战略整  

合到同一研究框架中  ,   为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开拓新的视角  。第二 ,    以母  

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的作用机制为视角  ,   发现了母体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有正向影响作用  ,   这从理论上补充了  

母体企业行为对衍生创业的影响机制  ,   拓展了衍生创业研究内容。   第三 ,   从母体企业  

属 性 角 度 考 察 本 土 企 业 与 创 业 投 资 生 态 对 母 体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与创业进入战略关系的

二、  理论与假说

(一  )衍生企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1.衍生企业

衍生是指从成熟的企业中分离出新组织的现象  ,   强调新成立的企业与原有企业的  

密切关系   (李小康等  ,    2013 )   ,   新成立的企业被称为衍生企业。   由于学者对两者间  

密切联系的理解不同  ,   衍生企业定义可分为狭义衍生企业与广义衍生企业。   狭义视角  

认为借助母体企业中的资源、   技术、  知识等是衍生企业成立的必要条件   (  Garvin ,    

1983;  Elf ring  & FOSS,  2000 )  。Garvin  ( 1983)研究发现,  高科技行业中 ,  很多 

创业者利用母体企业的新技术发明成立新的企业。 Elf ring & FOSS ( 2000)将衍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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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定 义 为 母 体 企 业 中 的 个 人 或 者 某 个 部 门 利 用 母 体 企 业 的 专 门 化 知 识 与 能 力 创办一个

全新的企业。   广义视角的衍生企业定义放宽对两者间紧密联系的限定 ,   而只强调离职  

人员这一单一条件。 Agar wal et al.  ( 2004 )  以及Neck et  al.  ( 2004 )均认为衍生企 
业是母体企业的前员工离职后创办的新企业  ,   并未限定衍生企业的行业和市场进入范  

围。  因此 ,   本文采用广义视角的衍生企业定义探讨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衍生企业创  

业进入战略的影响机制。

2.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 字 经 济 已 成 为 推 动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新 引 擎 ,   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联  

动与融合 ,   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提升产业生产效率 ,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37.2万亿元 ,    占数字经济规模的比重为81.7% ,    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  

导力量。  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 ,   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姚小涛等 ,   2022 )   ,   也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   但由于学者从  

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 ,   侧重不同行业主体与转型过程 ,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尚未  

统 一 。  但 是 普 遍 认 为  ,   企 业 需 要 借 助 数 字 化 技 术 实 现 企 业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 warner  et 

al. ,  2019;  vial,  2021 ;  黄丽华等,  2021 )  。Bha radwa j  et  al.  ( 2013 )  认为数字化 

技术包括信息、   计算、  通信、  连接等技术及技术组合。   Nambisan  (  2017 )将数字技  

术分为三种不同的元素 ,  分别是数字组件、  平台和基础设施。  蔡莉等  ( 2019 )  将数字 

技术的属性归纳为包含   "可编辑性"   与   "可拓展性"   的内容属性 ,   以及   "开放性"  与

"关联性"   的结构属性。

现 有 研 究 关 注 数 字 化 技 术 如 何 帮 助 传 统 企 业 成 功 进 行 数 字 化 转 型  ,   但 鲜 有 文 献  

将母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的创业行为联系起来。   实际上  ,   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成功离不开企业内  部的个体   (姚小涛等  ,    2022 )  ,   例如具有   "数字领导力"   

( e-leadership )  的高管和数字化思维与技能的员工 (霍国庆等,  2008 )  。拥有数字 

化技能的员工  (或高管  )在离开母体企业后  ,   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和创  

业机会开发并最终创办新企业时 ,   是否仍会进入与母体企业相同或相似的行业这一问  

题尚缺乏相应的研究。

(二  )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衍生企业创业进入战略

与创业者先前的知识和经验紧密相关  (买忆媛等 ,   2011 )   。  shane  (  2000 )认为创业  

者从曾经的工作经验中积累了关于客户  、市场、  企业运营及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   形成  

了   "知识走廊 "   ,   这导致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机会识别时会结合先前积累的知识 ,   解读  

出与曾经就职企业存在关联的创业机会。   即使是在高科技行业 ,   绝大多数创业者仍会  

选择进入相似市场进行创业 ( cooper & Bruno,  1977 )  ,  因为创业者对其所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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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熟 悉 ,   越 容 易 将 获 得 的 新 信 息 转 化 为 行 为   ( cohen &   Levin thal,    1 9 9 0  )   ,   从 而 制

定创业进入战略。   此外 ,   工作经验中积累的知识能够帮助创业者在众多复杂的任务与

数字经济时代 ,   企业外部环境愈发充满不确定性  ,   为了更好地响应高频变化的市  

场需求  ,   众多传统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   顾客、  合作  

伙伴等的沟通交流能力  ,   有效降低沟通成本 ,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   以更敏捷的方式实  

现组织的价值创造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  (孙新波等  ,   2021 )   。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的  

统一需求 ,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样性、  碎片化、  个性化和场景化。  通过 

数字化技术 ,   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高频率的互动中  ,   传统企业能够不断地对行业内市

母 体 企 业 在 进 行 数 字 化 转 型 过 程 中  ,   通 过 引 入 数 字 化 技 术 精 准 识 别 行 业 现 有 需  

求 ,    同时开拓行业内的新需求。   创业者在母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   通过利用  

数字化技术 ,   一方面 ,   对行业内现有需求进行精准解读 ,   同时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    

降低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成本 ,   另一方面 ,   创业者对本行业的了解进一步加深 ,   对已有  

市场需求进行重新解读 ,   进而从新的角度拆分市场需求 ,   因此更容易识别出行业内新  

的创业机会 ,   重塑满足市场需求的路径。   综上 ,   当母体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 ,   源自  

母体企业的创业者 ,   在创办新的企业时 ,   更倾向于进入与母体企业相同或者相似的行  

业 ,   开展相似的业务 ,   即更倾向于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   基于此 ,   本文提出  

假说1 :

H1:   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有促进效应。

(三  )本土企业的调节作用

在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的号召下 ,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创业区域之一  

(朱承亮等 ,   2020 )   ,   本土企业更具备创新活力。   这是因为 ,   一方面  ,   在大多数传统  

行业中  ,   我国本土企业存在技术相对落后的现状 ,   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间的  

差距 ,   本土企业更具有实现技术赶超的动力。   数字技术的出现将我国与发达国家重新  

安置在同一起跑线。   为了摆脱工业体系内我国   "低端锁定"   的困境 ,   实现产业结构向  

中高端转型升级 ,   我国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 ,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   提出多  

项政策法规以促进本土企业   "守正创新"  。另一方面 ,   据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  2021 

年  )   》显示 ,   我国的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链等核心数字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   成功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数字原生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跨界竞争 ,   对传统行业  

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威胁 ,   从而刺激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   激发传统企业的  

创新潜力。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跨国企业来说 ,   进入我国市场  ,   最重要的是将母  

国已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移植到东道国相应的市场中  ,   所以更加注重对东道国已有市  

场 的 深 耕 ,   即 如 何 扩 大 市 场 占 有 率 ,   而 非 利 用 母 国 已 有 技 术 开 拓 东 道 国 内 新 的 市 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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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基于我国与跨国企业母国在政治、   文化、  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   跨国企业对其业

当母体企业为本土企业时 ,   该企业更加具有创新精神  ,   企业内的员工对我国本土  

市场的了解更深入。   一方面  ,   我国大部分传统企业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阶段 ,   更具有  

创新动力  ,   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与超越。   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与应用  ,   有助于  

传统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 ,   对本土市场更加深入的了解  

有利于创业者识别不同行业的创业机会 ,   减少与母体企业在同一市场进行直接竞争的  

可能性。

综 上 所 述 ,   母 体 企 业 即 本 土 企 业 占 比 在 母 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衍生企业选择基

H2:   本土企业削弱  了母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

的促进效应。

(四  )创业投资生态的调节作用

不同于传统的风险投资 ( venture  capital )  ,  企业创业投资  (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vc )不仅为被投资的新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   同时也会给予有利于新创  
企 业 成 长 的 增 值 服 务 ,   尤 其 是 通 过 提 供 资 本 市 场 中 难 以 获 得 的 专 用 性 资 产   (  park  et 

al.  ,   2012  )   。通过战略合作提供互补性技术与资源  ,   大型企业能够形成属于自身企  

业的创业投资生态。   创业投资生态系统中  ,   被投资的新创企业通过嵌入投资者网络 ,    

积极与合作伙伴建立关系  ,   从而获得新创企业生存与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  (汪建  

成等  ,   2021  )   。创业者在母体企业中不仅学习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数字化技  

术 ,   而且能够建立与行业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创业者进行机  

会识别,  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关系影响创业者进行创业机会偏好的选择与开发 (wry 
&  york,   2017 )  。因此 ,   母体企业的创业投资生态规模越大 ,   创业者在创办衍生企  

业之前能够拥有的外部关系越多。   为充分利用已有关系  ,   创业者愈发倾向于在相似的  

行业内进行创业。   换言之 ,   母体企业投资生态系统  ,   即创业投资生态 ,   在母体企业数  

字化转型促进衍生企业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战略的效应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

H3 :   母体企业的创业  
投资生态增强  了  母体企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对 其 衍 生 企 业  

选择基于模仿的创业进入  
战 略 的 促 进 效 应 。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  

假说推导  ,   本文的理论框  

架 如 图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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