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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法对温州市中小微企业家心理资本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温州市中

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相对较高，企业家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研究讨论了基于E-PCI-S模

型的温州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途径，发现良好的宏观外部环境（E）通过一定的媒介和载体，

可以丰富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提升的可替代资源（S），从而推动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PCI）的提升，

实现企业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 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企业绩效；E-PCI-S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2.9; B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326 (2022) 02-0078-05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ts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Wenzhou Based on E-PC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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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ts influence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Wenzhou were investigated by adopt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Wenzhou was relatively high, and there was 
a promine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lso,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Wenzhou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was explored based on the E-PCI-S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rough certain media and carriers, a favorable macro 
external environment (E) can enrich the alternative resources (S) for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As a resul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CI)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repreneurs was promot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wa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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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的引领下，我国

中小微企业保持快速增长，数量占到全国企业总数

的九成以上，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也是

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1]。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频

繁，民营企业面临较大发展压力，如此背景下又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

对未来经济趋势的信心相对不足[2]。从经济活动主体

看，中小微企业、个体户、生活服务类和出口类企业

的发展更为艰难[3]。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

中小微企业的集聚地，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重冲击，2021年温州市场主体逆势增长，企业总

数首超30万、增速全省第一，良好的产业效益助力

温州成为新晋二线城市。作为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

地区之一，能够抵御历次冲击，成为中国民营经济

长盛不衰的代表性城市并非偶然[4]。本研究尝试基于

E-PCI-S模型，探究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

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特殊社会背景下通过提

升企业家心理资本实现企业绩效提升的实证与理论

研究依据，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

供决策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文调查对象涉及温州市12个县（市、区）的中

小微民营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统称为温州市中小微

民营企业家。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多样性、代表性，以

及调查数据的科学性，通过温州市企业综合服务平

台发布电子调查问卷，12个县（市、区）的中小企业

服务平台推送给区域内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家，收集

了384份调查问卷，去除按明显规律作答问卷，有效

问卷346份。

有效样本中，企业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

教育程度变量如下：男性284人，女性98人；35岁以

下104人，36～45岁149人，46～55岁78人，56岁及

以上15人；未婚45人，已婚292人，离异9人；初中（初

中专）及以下42人，高中（高中专）114人，大专或本

科173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17人。参与问卷调查的

企业家创业年限、所在区域、行业和企业规模显示如

下：创业年限3年以下占17.05%（59人），3～5年占

25.43%（88人），6～10年占22.26%（77人），11～20

年占20.52%（71人），20年以上占14.74%（51人）；所

在区域中，温州4个核心区（鹿城、龙湾、瓯海、洞

头）占25.43%（88人），3个县级市（乐清、瑞安、龙 

港）占25.15%（87人），5个县（永嘉、文成、平阳、

泰顺、苍南）占49.42%（171人）；行业分布上，第一

产业占4.62%（16人），第二产业占62.14%（215人），

第三产业占33.24%（115人）；企业规模上，中型占

41.04%（142人），小型占37.28%（129人），微型占

21.68%（75人），其构成比例符合温州中小微民营企

业家队伍真实结构。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编制“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

资本和企业绩效问卷”，包含人口学变量、新冠肺炎

疫情背景下中小微企业家心理资本情况、企业绩效

等三个部分，39道题，依托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匿名取样，使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企业家心理资本部分的问卷以Luthans的经典心

理资本测评体系为基础，研究认同在当前新冠疫情的

特殊环境中，针对企业家的心理资本研究，加入鲁银

梭等提出的“自我调节”维度[5]，引用谢重娜的“企

业家心理资本测评指标体系”[6]。运用SPSS20.0对企

业家心理资本测评指标进行信度分析，参与分析23

项，得出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41，信度很具可

靠性。

企业绩效量表部分采用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平

衡计分卡的衡量体系，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

习与成长四个维度测评企业绩效。运用SPSS20.0对

企业绩效测评指标进行信度分析，参与分析4项，得

出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2，企业绩效部分问卷

信度理想。

（2）对比分析法。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单样本t检验、

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

理资本与企业绩效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研究，查找

规律。

二、研究结果

1.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测评指

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运用SPSS20.0对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

资本测评有关的调查题项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结

果见表1。

2.与其他地区企业家心理资本比对

表2是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A）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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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州、北京等地新创企业家（B）的心理资本

比对。

表2显示，虽然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温

州中小微民营企业家的心理资本在各项指标及综合

指标上仍明显优于疫情前湖南、深圳、广州、北京等

地新创企业家的心理资本。

3.企业绩效测评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运用SPSS20.0对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绩效有

关的4个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财务层面包括企

业总体收入增长、生产率高，成本、资产和风险管控

好；客户层面包括客户对产品和服务满意，回头率

和新客户开发率高，投诉率低；内部运营层面包括

产品生产、销售率高，售后故障排除及时，售后评价

优良；学习与成长层面包括管理层和员工培训率高，

员工满意度高、流动率低，企业持续开展研发。分析

结果见表3。

4.企业家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对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的心理资本及各维

度与企业绩效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相

关性以及相关性程度。具体分析见表4。

表1 心理资本测评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自我效能 14 30 23.83 3.18

韧性 11 25 19.99 2.77

乐观 8 20 16.13 2.50

希望 12 25 19.60 2.78

自我调节 6 15 11.42 1.76

心理资本总分 63 115 90.97 11.19

表3 企业绩效描述性统计分析

题项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财务层面 1 5 3.67 0.897

客户层面 1 5 3.92 0.790

内部运营层面 1 5 3.94 0.754

学习与成长层面 1 5 3.87 0.797

总绩效 5 20 15.41 2.650

表2 温州与其他地区企业家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间的比较

心理资本维度 A B

自我效能 23.83 23.17

韧性 19.99 18.60

乐观 16.13 9.17

希望 19.60 18.83

自我调节 11.42 11.10

心理资本总分 90.97 80.87

表4 企业家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表

维度 自我效能 韧性 乐观 希望 自我调节 心理资本 企业绩效

自我效能 1

韧性 0.807** 1

乐观 0.641** 0.739** 1

希望 0.667** 0.721** 0.787** 1

自我调节 0.472** 0.539** 0.560** 0.628** 1

心理资本总分 0.868** 0.907** 0.873** 0.892** 0.707** 1

企业绩效 0.431** 0.459** 0.494** 0.529** 0.398** 0.541** 1

注：**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表4可知：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的心理资

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541，达到0.01的显著

水平，说明企业家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有显著

的正相关；企业家整体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大于各维度；企业家心理资本的五个维度对企业绩

效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其中希望和乐观相关

性最大，系数分别为0.529和0.494，其他项目次之。

5.企业家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 

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企业家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

作用，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统计结果显示，模型指标显著性为0.000，小

于0.01，模型拟合效果好，回归结果显著有效；F值

216.499数值大表明差异显著，说明企业家心理资本

的变动会明显影响企业绩效；R2为0.404，说明拟合

的方程能解释因变量企业绩效40%以上的变化。

表5 企业家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 平方和 均方 F值 T值 R方 显著性

回归  853.063 853.063 216.499 14.714 0.404 0.000

残差 1 256.943 3.940

总计 2 1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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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下，传统的

PCI模型所需要时间上的聚焦和空间上的集中均难实

现。因此，针对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及

其企业绩效的逆势增长现象，尝试基于E-PCI-S 模

型，从优化宏观环境和丰富心理资本干预替代对企

业家心理资本影响的两个角度，对提升企业家心理

资本，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开展阐述，详见图1。

1.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

关系

对温州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与企业绩

效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企业

绩效的相关性系数都达到了高显著正相关。国内外

众多学者也探索研究了心理资本与绩效的相关性：

Luthans等发现在个人层面上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是

正相关的[7]；Avey等发现心理资本与金融服务业的金

融和管理绩效是正相关的[8]；Avey等的元分析研究了

团队和组织层面心理资本与绩效的关系[9]；任皓等对

国内某国有企业66个工作团队的实证研究表明，工

作团队领导心理资本正向影响团队成员组织公民行

为[10]；周艳红等对IT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调节工作满意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11]。

2.宏观环境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的

影响

分析得出，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与企业

绩效相关度最高的是希望0.529，其次是乐观0.494和

韧性0.459，再次是自我效能0.431和自我调节0.398；

同时，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综合效应远远大

于心理资本各分项，达到了0.541，也就是说，心理

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需要几个方面共同发力，可

以实现1+1>2的效果。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温州

中小微民营企业家与心理资本各维度都优于疫情前

湖南、深圳、广州、北京等地的新创企业家，在乐观、

韧性、希望等三个维度差异明显。因此，对企业家心

理资本的干预不能只专注于一个角度，而是多角度

共同作用、整合发力实现宏观环境的优化才能达到

较好成效。就如张铭研究指出，应通过优化宏观创业

环境、开发民营企业家的心理资本来缓解甚至是消

除民营企业家自杀现象[12]。

3.可替代资源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

的影响

表3显示，在企业绩效层面，企业的内部运营绩

效是得分最高的项，其次是客户层面，再次是企业全

员的学习与成长层面，最后是财务层面。也就是说，

虽然企业财务的绩效排到了最后，但并没有因此影

响企业家内部运营和客户层面的绩效，这就说明，在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业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失望，放松对企业内部运营、客户维护等层面的管理

工作。然而在现实中，宏观环境的优化在疫情导致人

际封闭的状况下，很难实现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

资本的快速提升，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转变成中小

微民营企业家可替代的资源，来实现心理资本提升

的目的。因此，在优化宏观环境的同时，还要让各种

信息渠道保持畅通，让所有中小微民营企业能快速

体验成功/模仿他人

树立自信心

希望

自我效能 企业绩效

自我调节

韧性

乐观

构建资源/回避伤害

行业协会、工商联等提

供关爱支持

在线交流、公益课程，

提供自主学习

金融、法律及助企服务

员等提供个性化服务

云端技术服务平台，随

时提供政策兑现

政府政策大力支持

部门快速兑现政策

第三方助企平台构建

社会援助体系建设

商协会关爱机制建立

实时推送精准政策，提

供自主选择

目标和途径设计

执行障碍计划

说服和觉醒
企业家心理资本

开发积极的期望

改变影响过程

自我疏导技能

保持心态平和

PCI (心理资本)S (微观、可替代)E (宏观)

图1 基于E-PCI-S模型的温州中小微企业家心理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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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掌握各种信息，所以，构建一个包含所有中小微

企业的权威公共服务平台，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官

方权威的信息化平台给企业提供快速了解信息、交

流咨询、互通有无、学习提升的渠道，从某种程度上

替代了传统集中、专家式的指导，同样达到提升中小

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的效果，从而影响企业绩效。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结论：良好的宏观外

部环境（E），通过一定的媒介和载体，可以丰富中小

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提升的可替代资源（S），从而

推动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PCI）的提升，实

现企业绩效的提高。未来，全球形势加速变化，疫

情、金融、灾害等不确定因素还将持续存在，对政府

治理模式和新一代中小微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更多的

挑战。现就如何在不确定中通过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促进替代干预模式提升企业家心理资本以提升企业

绩效，确保社会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积极优化宏观环境

政府及社会各界要在金融危机、疫情、灾害等

特殊社会环境中，迅速反应，及时掌握中小微民营企

业家的现实困难，出台有针对性的助企惠企政策，让

企业家看到希望；完善部门政策兑现落地通道和机

制，让企业能够及时享受到政策，缓解困境，乐观面

对疫情；利用第三方助企平台通过大数据服务，开展

广泛在线交流，让企业快速解决发展难题，增强企业

家逆境中的韧性；法律、金融等机构及助企服务员

等援助体系要及时进入企业、小微园区提供服务，提

升企业家的自我效能；商协会要启动关爱机制，深

入企业问候关心企业家，积极号召社会力量、集聚防

疫物资帮助有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有效提升企业

家自我调节能力。

2.广泛提供可替代资源

进一步提升广大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快速应对能

力，就需要把宏观环境迅速转换成企业心理资本的

可替代资源。所以，要构建权威信息服务平台、集中

最广大中小微民营企业，及时发布各类政策咨询、实

用公益课程、远程交流学习探讨、物资技术供应交流

等服务，将可以为中小微民营企业家提供及时的可

替代心理资本提升资源。同时，针对一些重点或困难

行业、企业，可以采取上门服务、关爱慰问等举措，

快速把宏观环境转变成中小微民营企业家心理资本

提升可替代资源的良好途径。

3.高效提升企业家心理资本

打好组合拳，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多部门、多

角度、全方位构建企业家急需的政策资讯、交流提

升、支持关爱等良好宏观外部环境，并把外部环境通

过信息化平台、整合资源、一对一帮扶等措施转换成

可替代的心理资本提升资源，从希望、乐观、韧性、

自我效能和自我调节等维度给予中小微民营企业家

全方位支持，达到1+1>2的心理资本提升效果，从而

实现企业逆势增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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