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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中国背景下 ,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可划分为两层次 (个体特质水平和个体资源水平)六维

度 (成就动机、风险承担、自主性、创业回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 。这较之于传统对创业意向影响因素

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个体特质水平因素已有长足的进步。个人特质水平因素和个人资源水平因素在预测

个体创业意向方面具有良好的互补性 ,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可以更准确掌握个体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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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 he determinant s of individual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 ure. In the past t hree decades , under t he almost sam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 some ent rep reneurs achieved much more success in doing new

business t han ot hers. The researchers began to pay at tention to t he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which can have great impact s on t he ent rep reneurial behaviors. Based on t 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st ruct ural interview , t he article focuses on const ructing a model of describing what factor impact s

will be on individual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 ( EFA and CFA)

were used to provide evidence t hat t he measurement tools are reliable and valid.

First , in a pilot research , an indigenous model of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 was built wit h

142 samples. Second , on t he basis of t he former research , an integrated model was const ructed

with 560 samples , which consist s of two level factors (individual disposition level and individual

resource level) , and six dimensions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 autonomy , risk taking , payoff ,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f uture employment ) .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factors of

dispo sitional level and t he factors of resource levels are complementary in p redicting individual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Three individual disposition level factors (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

　



autonomy and risk taking) all achieved t he significant level of t he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The

individuals t hat have high level of expectation to t heir career seem have great interest in starting

new business. Meanwhile t he individuals t hat st rongly want to cont rol their fate are also easier to

choose to be self2employed. The individual’s risk taking ori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The result s also p rovide st rong support t hat individual resource

level factors are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 he mechanism of how individuals form t heir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Key words : ent rep reneurial decision ;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 determinant s of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s

一、引　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很多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传统的大型公司已经很难为国家解决大量新

增人口的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大量的剩余社会劳动力被一些小型的创业型企业所吸收。这

使得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些学者们逐渐将他们的目光转移到中小型企业创立研

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由于不同领域研究者的贡献 ,目前创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管理学

分支 ,有大量的学者专门从事创业相关问题研究。国内有关创业意向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对此概

念的探讨和创业意向在联结个体动机和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背景下 ,创业意向的研究方

兴未艾。张玉利等指出 ,个体层面的创业意向往往是一个国家创新力的重要标志[1 ]9 ;胡喆华、褚俊

虹和梁巧转也对创业意向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 ,且尤其关注女性和男性在考虑创业决策时的

影响因素[2 ]140 。

创业意向 ( Ent rep reneurial Intention) 是潜在创业者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 ,是对

人们具有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 ,是创业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由

于建立一个新企业的决策可以被视为一种深思熟虑的个体行动或者有计划的个体行为 ,因此个体

的创业意向对个体的创业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效力[3 ] 。在此假设基础上 ,个体创业意向研究比研

究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探索使个人产生创业意向的因素一直是创业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早期的创业研究多集

中于探索影响创业的宏观因素 ,例如 :有关创业扶持政策、对小企业的融资服务等。而心理学领域

在创业研究方面的探索多集中于对创业者特质的研究。仅仅使用一些个人特质对创业行为进行预

测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而近期研究者将个体资源作为传统个人特质的补充手段预测个体创业

行为 ,取得了不错的预测效果。

风险承担 ( Risk Taking)是企业家所应具备的首要条件 ,只有具备冒险勇气的人才能迎接挑

战 ,投入时间、精力和财力并承担可能的损失。Boden 和 Nucci 提出 ,创业者是愿意并能承担风险

与责任 ,同时结合生产方式和信誉 ,以期获得利润和声望的人[4 ]428 。个体成就动机 ( Achievement

Orientation)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个体创业意向特质水平因素。当个体对自己的人生成就具有较

高水平的期望时 ,创业作为一种职业生涯的选择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创业能够为个体带来

其他选择所无法提供的心理和物质满足感。McClelland 和 Boyatzis[5 ]740 以及 McClelland 和

Burnham[ 6 ]109的一系列实证研究 ,均指出个人的成就动机是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驱动力。研究者

发现 ,很多创业者选择创建自己的事业是为了追求主宰自己生活、自主安排生命阶段 ,因此认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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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自主性 (Autonomy)的需求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一种可以自主掌控工

作节奏和人生进程的职业生涯选择 ,创业拥有比受雇于他人更大的自由空间。这是一部分创业者

创业的重要动力源[7 ]21 。根据以上讨论 ,本研究提出以下个体特质水平因素与个体创业意向之间

的关系假设 :

假设 1 : 个体自主性特质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关。

假设 2 : 个体成就动机水平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关。

假设 3 : 个体风险承担特质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关。

在创业研究早期 ,众多关于创业者个人特质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描述创业者特征的资料。同时 ,

仅仅使用个体特质和人格水平的因素预测个体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为的研究思路 ,也由于其预测

效力不高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8 ]260 ,[9 ]10 。20 世纪初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引入情境因素 ,以此

作为对传统仅使用个人特质预测个体创业意向的补充。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近期学者关注

个体资源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

个体对创业所需资源的可获得性是个体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 ,个体是否已经具备创业

所需的管理知识、运营团队、市场渠道、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融资支持等 ,均会影响个体对创业的了解

是否成熟的评估[ 10 ]63 ,[11 ]125 ,[12 ]35 。创业回馈是另一个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个体资源水平因素。

创业回馈描述个体对创业所带来的一系列工作负担、压力、风险、物质和声望回馈等的综合评

估[13 ]1270 。个体对自身未来就业情况的预期也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个体认为

自己的技能和经验积累在未来不会面对就业困难的情况时 ,个体自我创业的意向不会太强

烈[14 ]119 ;反之 ,当个体认为自己的资源不足以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就业问题 ,个体可能会选择短期

内可能有风险但长期有利的个体创业[15 ]152 ,[16 ]530 。根据以上讨论 ,本研究提出以下个体资源水平因

素与个体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假设 :

假设 4 : 个体对自己拥有创业所需资源的评估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关。

假设 5 : 个体对创业回馈的评估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关。

假设 6 : 个体对未来就业形势的预期与个体创业意向呈正相关。

假设 7 : 同时使用个体资源水平因素和个体特质水平因素预测个体创业意向具有更好的预测

效度。

以往的研究较少采用系统的分析方法来验证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且国内对创业的

研究特别是创业基础研究相对较少 ,仅有的少数研究多集中于创业现象的描述和一些创业者人口

结构信息的分析。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 ,首先编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意向影响因素

问卷 ,并且检验其相关测量属性。而且 ,目前学界对个体资源水平能够补充个体特质水平信息、预

测个体创业意向的讨论还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推进相关理论的进一步。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描述

本研究样本由两部分组成。首先 ,在正式施测之前为了检验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对问卷进

行了试测 ,在确定问卷工具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后才进行正式的施测。因此 ,此部分样本由两部分组

成 :分别为 142 人的试测部分样本和 560 人的正式实测样本。试测样本来自 4 个行业 ,包括建筑、

化工、IT 服务和餐饮服务行业。此部分问卷主要用于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调查问卷发放 314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42 份 ,有效回收率为 45 %。样本信息分布的基本情况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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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测样本( N = 142)

人数 百分数

性别
男 63 44. 1

女 79 55. 9

年龄

25 岁以下 7 4. 9

26～30 岁 27 19. 0

31～35 岁 36 25. 3

36～40 岁 52 36. 6

41～50 岁 20 14. 0

51 岁以上 0 0 　

文化程度

高中 6 4. 2

大专 56 39. 5

大学 73 51. 4

硕士 7 4. 9

工作经历

1 年内 5 3. 5

1～2 年 27 19. 0

3～5 年 66 46. 4

6～10 年 21 16. 1

11 年以上 23 16. 2

职业经历

2 家 57 40. 1

3～5 家 62 43. 6

6～9 家 20 14. 0

10 家以上 3 2. 1

创业经历

0 次 121 85. 2

1 次 20 14. 0

2 次 1 0. 7

3 次以上 0 0 　

正式施测样本来自 12 个行业 ,包括冶金、物流、电信、建筑、能源、化工、IT 服务和餐饮服务等

行业。调查问卷发放 1 023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60 份 ,有效回收率为 55 %。样本信息分布的基本情

况见表 2 :

表 2 　正式施测样本( N = 560)

人数 百分数

性别
男 209 37. 3

女 351 62. 6

年龄

25 岁以下 56 10. 1

26～30 岁 239 42. 7

31～35 岁 89 15. 9

36～40 岁 155 27. 6

41～50 岁 16 2. 8

51 岁以上 5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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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人数 百分数

文化程度

高中 38 6. 8

大专 159 28. 3

大学 302 54. 1

硕士 61 10. 8

工作经历

1 年内 40 7. 2

1～2 年 130 23. 2

3～5 年 185 33. 1

6～10 年 84 14. 9

11 年以上 121 21. 6

职业经历

2 家 246 43. 9

3～5 家 237 42. 3

6～9 家 59 10. 6

10 家以上 18 3. 2

创业经历

0 次 439 78. 4

1 次 52 9. 3

2 次 43 7. 7

3 次以上 26 4. 6

(二)测量工具

1. 创业意向影响因素问卷。由于中国背景下个体创业意向的相关研究较少 ,本研究以现有的

西方成熟问卷为基础 ,同时整合前期文献综述和访谈研究的成果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构建本研究的

测量工具。

首先 ,文献综述。对前人有关创业意向的研究进行回顾 ,整理相关的理论框架 ,搜集大量影响

个体创业意向的具体内容和项目。其次 ,访谈细化。以前人的理论框架为指导 ,采用结构化访谈技

术 ,系统性引导个体外化他们在考虑创业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通过对 20 名被访者的结构化

面谈 ,整理相关的测量项目问题 ,同时辅之以开放式的问题 ,让被测试者列举他们所关注的额外方

面。整理以上两个步骤的结果 ,为后续问卷提供测量项目。再次 ,问卷形成。对相关文献项目和访

谈结果进行总结 ,对所得项目进行归类、汇总和演绎 ,形成初始问卷。初始问卷结构如下 : (1) 个人

特质 :风险承担 (4 个项目) 、成就动机 (4 个项目)和自主性 (4 个项目) ; (2)个人资源 :创业回馈 (5 个

项目) 、资源获得 (5 个项目)和未来就业 (2 个项目) 。最后 ,问卷修订。为了保证英文问卷项目在反

应过程中的严谨性 ,我们采用了重译程序。先将英文问卷相关项目翻译成中文 ,然后由两名具有硕

士英文水平和相关研究理论背景的研究助手独立将中文问卷翻译为英文。通过这个程序 ,未发现

中文问卷有系统的翻译偏差。在此基础上 ,分别寻找 4 名具有硕士、本科、专科和高中文化水平的

被测试者 ,对问卷的可读性等问题进行评价。主要评价问卷是否能够被准确理解、问卷项目是否有

歧义等。根据被测者的建议 ,研究者修正了问卷的排版模式 ,使得作答更加方便、友好。正式问卷的

填答方式采用 Likert 7 级量表自陈回答 ,1 表示“非常不同意”,4 表示“中性”,7 表示“非常同意”。

2. 创业意向问卷。创业意向问卷直接采用成熟量表 ①。该问卷包含 4 个项目 ,经过多次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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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检验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通过 Davidsson 等人的实证研究报告可知 ,该量表的一致性信

度为 0. 74 ,重测信度为 0. 88。原问卷填答方式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自陈回答 ,为了保证问卷前后

项目和回答模式的一致性 ,本研究采用 Likert 7 级量表自陈回答。

(三)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专业统计软件包 SPSS 12. 0 统计手段 ,主要包括 :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探索

性因素分析、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首先 ,为了验证个人特质水平和个人资源水平各因素的结构效度 ,我们分别使用试测数据 ,根

据特征值大于 1、因素负荷不低于 0. 5 等标准 ,在各个层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3

和表 4。在个体特质水平上 ,去除那些交叉落在不同维度上的题目后 ,共得到 3 个维度 ,每个维度

含 4 个项目的个体特质水平创业意向影响因素量表。12 个项目在 3 个维度 (风险承担、自主性和

成就动机)上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 734、0. 812 和 0. 772。在个体资源水平上 ,去除那些交叉落在

不同维度上的题目后 ,共得到 3 个维度 ,创业回馈和资源获得维度各含有 5 个项目 ,而未来就业含

有 2 个项目。12 个项目在 3 个维度 (创业回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 上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1882、0. 753 和 0. 494。以上结果说明两个水平上的个体创业意向影响因素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结果。

表 3 　个人特质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N = 142)

测量项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1 :风险承担 　α= 0. 734

　　为了让我的生活更充实些 ,我常主动寻求变化 0. 85 0. 14 0. 01

　　不断体验新鲜事物可以让我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0. 80 0. 03 0. 11

　　我总是喜欢用已有的方式处理问题 0. 73 0. 22 0. 15

　　我总是喜欢相对固定的环境或者生活 0. 68 0. 27 - 0. 10

因素 4 :自主性 　α= 0. 812

　　当我身处一个团队中 ,我倾向于让别人当头 0. 17 0. 71 0. 20

　　与别人比起来 ,我比较难接受父母、老师或者领导的权威 0. 13 0. 63 0. 13

　　我会经常按照既有的规定行事 ,很少越轨 0. 07 0. 61 0. 25

　　我一般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0. 10 0. 58 0. 31

因素 5 :成就动机 　α= 0. 772

　　很难理解有人在已经很成功后 ,还要追求更高的目标 - 0. 13 0. 05 0. 64

　　对我来说 ,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是非常重要的 0. 012 - 0. 09 0. 58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总是倾向于做得比一般人好 0. 19 - 0. 13 0. 56

　　我总是试图不断地提高和突破自己 0. 28 0. 26 0. 51

各因素解释变异的百分比 25. 41 24. 26 23. 15

特征根 2. 93 2. 58 2. 44

941第 4 期 钱永红 : 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



表 4 　个人资源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N = 142)

测量项目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1 :创业回馈 　α= 0. 882

　　大部分的创业者都过得不错 0. 86 0. 15 - 0. 11

　　建立一个自己的企业风险很大 0. 84 0. 06 0. 09

　　有个自己的企业意味着将失去大部分的闲暇时间 0. 80 0. 16 - 0. 04

　　就改善个人的财务状况而言 ,开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帮助不大 0. 78 0. 01 0. 10

　　开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将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0. 75 0. 19 0. 25

因素 2 :资源获得 　α= 0. 753

　　对创业项目 ,我有很好的财务预期 0. 047 0. 81 - 0. 09

　　我认为创业技术提供是完备的 0. 048 0. 74 0. 10

　　我认为创业的融资不会有问题 0. 159 0. 72 0. 20

　　我认为创业的社会资本 (主要指网络)已经具备 0. 261 0. 59 0. 39

　　我认为创业的市场进入时机已经成熟 - 0. 180 0. 57 0. 43

因素 3 :未来就业 　α= 0. 494

　　未来找到理想工作机会不大 ,所以不得不自己办企业 0. 249 0. 098 0. 79

　　相比其他职业选择 ,开办企业更能实现我的人生目标 0. 109 0. 048 0. 77

各因素解释变异的百分比 34. 75 22. 11 19. 44

特征根 3. 84 2. 13 1. 31

在检验本研究相关假设的过程中 ,我们首先将一些个体背景信息纳入回归方程 ,然后将个体特

质水平的 3 个因素放入回归方程 (见表 5) ,结果显示 :风险承担、自主性和成就动机均达到了 0101

的显著性水平 (β= 0 . 224 , T = 4 . 788 , P < 0 . 01 ;β= 0 . 291 , T = 6 . 479 , P < 0 . 01 ;β= 0 . 251 ,

T = 51427 , P < 0 . 01) 。同时 ,3 个个体特质水平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后 ,方程整体被解释的卡方也发

生了显著性变化 ( △R2 = 0 . 242 , F = 43 . 74 , P < 0 . 01) 。这说明 3 个个体特质因素能够从不同的方

面预测个体的创业意向 ,研究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 5 　创业意向影响因素逐步回归结果( N = 560)

变量
Step1 Step2 Step3

Beta T Beta T Beta T

工作年限 0. 180 3 3 3. 046 0. 145 3 3 2. 830 0. 134 3 3 2. 766

工作经历 0. 059 0. 914 0. 093 1. 643 0. 075 1. 409

教育程度 - 0. 277 3 3 - 4. 661 - 0. 171 3 3 - 3. 157 - 0. 163 3 3 - 3. 135

创业经历 0. 259 3 3 4. 375 0. 153 3 3 2. 888 0. 138 3 3 2. 749

风险承担 0. 224 3 3 4. 788 0. 208 3 3 3. 279

自主性 0. 291 3 3 6. 479 0. 167 3 3 2. 634

成就动机 0. 251 3 3 5. 427 0. 147 3 3 2. 349

创业回馈 0. 101 3 1. 995

资源获得 0. 290 3 3 4. 984

未来就业 - 0. 068 - 0. 817

R2 0. 126 0 . 368 0. 547

△R2 0. 126 0 . 242 0. 179

F f or △R2 12. 46 3 3 43 . 74 3 3 30. 22 3 3

N 354 354 354

　　注 :因变量 = 创业意向 , 3 表示 P < 0 . 05 , 3 3 表示 P < 0 . 01 ,进入回归分析将背景信息缺失的样本去除后 N 为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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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我们将创业回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放入回归方程检验其余假设 ,结果显示 :在创业回

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三个维度中 ,仅有创业回馈和资源获得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β= 0 . 101 ,

T = 1 . 995 , P < 0 . 05 ;β= 0 . 290 , T = 4 . 984 , P < 0 . 01) ,而未来就业预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未达到

显著性水平 (β= - 0 . 068 , T = - 0 . 817 , P > 0 . 05) 。与预期相符 ,当 3 个个体资源水平因素进入回

归方程后 ,方程整体被解释的卡方也发生了显著性变化 ( △R2 = 0 . 179 , F = 30 . 22 , P < 0 . 01) 。

此结果说明 :个体对创业能够带来回馈的评估和个体对创业所需资源的准备对个体创业意向有

重要的影响。此外 ,个体资源水平因素能够在个体特质水平因素外 ,解释个体创业意向的变异 ,

具有增量效度。由此 ,研究假设 4、假设 5 和假设 7 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假设 6 未得到实证

支持。

四、结　论

根据本研究得出的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特质对个体的创业意向具有重要的影响。3 个个

体特质水平因素均对个体的创业意向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个体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

体创业意向。那些对自己的人生成就具有较高期许的个体 ,表现出对创业更高的兴趣。同样 ,对自

己命运主宰的愿望和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特性 ,也使得创业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更具吸引力。

最后 ,个体对创业所带来风险的好恶也是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决定因素。创业选择往往会给职业

生涯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个人偏好会影响个体对创业的态度 ,个体越是具有

规避风险的特质 ,选择创业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可能性越低 ;反之 ,那些对潜在创业失败风险具有

一定容忍能力的人 ,会觉得创业更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 ,个体所具有的个人资源也是决定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创业所能带

来回馈的个体评估会影响个体对创业的态度。创业需要个体具有相关的管理技能、市场渠道、

运营团队和社会网络等方面的资源 ,个体对这些资源的拥有状况同样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决

定因素。

传统对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个体特质水平因素 ,通过研究创业者的性格特征

揭示驱使个体走上创业道路的内部诱因。近期的研究发现过去仅仅探讨特质水平因素的不足 ,

通过引入个体的特异性环境因素来预测个体的创业意向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通过对相关文献

的回顾 ,本研究选择了三个个体资源水平因素 (创业回馈、资源获得和未来就业) ,作为特质水平因

素的补充 ,预测个体创业意向。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个人资源水平因素对预测个体创业意

向具有增量效度 ,能够在个体特质水平之外解释个体创业意向变异。此结果提示研究者在今后

可同时使用个体特质水平因素和个体资源水平因素来预测个体创业意向 ,以便取得更好的预测

效果。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限制 ,如果可以取得更大的测量样本 ,本研究的结论可以更具说服

力。同时 ,样本的来源主要来自华东和华南地区 ,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 ,这也影响了本研究的生态

效度。今后的相关研究应该控制以上因素可能引起的系统干扰。

总而言之 ,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是创业学领域的一个前沿性问题。本文通过大样本实证研

究构建了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两层次六维度结构问卷 ,为相关的理论探讨作了基础铺垫工作。此

外 ,通过同时检验个体特质水平因素和个体资源水平因素 ,笔者发现两个层次因素在预测个体创业

意向方面的互补性。本研究的结论为今后在中国背景下探讨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奠定了一定的研究

基础 ,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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