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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６８７位在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卓越导向和成

长导向对大学生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影响，而利益追逐对创业意向无显著影响；环境因素的引入对预测个体

创业意向有增量效度，能够在个体特质水平之外解释个体创业意向的变异；背景因素中的年龄、性别对创业

意向的影响不显著；创业大赛对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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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的高校扩招，我国的高等

教育开始大众化，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
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０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６３０万

人。目前，大学生的创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的

问题，如钟玉泉、彭健伯［１］进行了《大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

能力培养研究》，还有学者从制定大学生创业鼓励政策、设

立大学生创业基地、建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等角度

进行了分析，但国内学者多集中于政策性方面，没有从本

源上研究对个体创业行为有很强影响效力的创业意向。
本文以 Ｋｒｕｅｇｅ和 木 志 荣［２］等 观 点 为 基 础，认 为 大 学

生创业意向是大 学 生 是 否 愿 意 从 事 创 业 活 动 的 一 种 主 观

态度，是对大学生具有创业者特质的程度和能力的一般描

述，是对创业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以往学者对创业意向

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特质因素，通过研究创业者

的个人特质 来 揭 示 驱 使 个 体 创 业 的 内 部 诱 因。本 研 究 认

为通过引入环境 因 素 来 预 测 个 体 的 创 业 意 向 更 符 合 实 际

发展状况，因此在个体特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环境因

素、大学生背景因素以及学校创业教育等因素。

１　变量的测量

１．１　样本选取

本研究主要以济南高校的本科生四年级、硕士生二年

级、博士生二年级、ＭＢＡ二年级以及毕业３年内的往届毕

业生为主，共发放问卷９８５份，收回有效问卷６８７份。其中

男生３８５人，女生３０２人；理学专业学生人数占１５．６％，工

学专业人数占４２．０％，经济与管理专业人数占１８．９％，人

文社科专业人数１６．１％，艺 术 专 业 人 数５．７％，其 它 则 占

１．６％。

１．２　创业意向的测量

本文以西方成熟问卷为基础，编制创业意向问卷。问

卷的填答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分 制，１为 十 分 不 符 合，５为 十 分 符

合。
用２５个问题测 量 大 学 生 的 创 业 意 向，经 过 因 子 分 析

和信度分析，保留了２１个问题。这２１个问题通过因子分

析聚合为５个维度，分别为：①创业意愿，即大学生对将来

自己创业的意愿与倾向，信度为０．８１０７。②创 业 准 备，即

大学生已经做好创业的准备，可能一毕业就准备去创业。
它包括４个问题，信度为０．６５５２。③责 任 创 业，即 大 学 生

选择创业是基于自己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它包括６个问

题，信度为０．８７９２。④财富创业，即大 学 生 选 择 创 业 是 为

了追求财富、地位，它包括２个问题，信度为０．６１６３。⑤困

难感知，即大学生对创业可能带来的挑战、困难的想象与

感知，它包括２个问题，信度为０．５９２５。

５个维度两两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其 中，创 业 意 愿

和创业准备的相关性最强，表明那些具有较强创业意愿的

学生更倾向于做好创业准备；其次是创业意愿和责任创业

之间的相关性，表明大学生较强的创业意愿更多地来自于

对社会的责任感；再次是责任创业和财富创业之间的相关

性，表明绝大部分大学生能够把追求财富、地位与社会责

任感较好地 结 合 在 一 起。而 创 业 困 难 感 知 与 其 它 各 维 度

的相关性虽然显著，但系数相对较低，表明大学生对创业

有理性认识。

１．３　影响因子的测量

同样的创业环 境 在 学 生 头 脑 中 的 反 映 会 因 学 生 知 识



背景、对创 业 的 关 注 与 兴 趣 及 周 围 环 境 特 征 的 不 同 而 不

同，所以我们对学生所测的创业环境只能是其感知的创业

环境，经过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保留了４５个问题。４５个

问题聚合成了１２个维度，分别是：①创业 网 络，指 学 生 的

家庭或亲戚朋友、同学能够在创业中为其本人提供各种支

持的程度。它包含５个问题，信度为０．７９８　２；②地区条件，
是指所在地区或城市的经济活跃程度，反映了获取创业所

需资源的难易程度，它包含６个问题，信度为０．７９０　３；③创

业氛围，是指周围人群对创业的态度或创业的实践，它包

含５个问题，信度为０．７８４　３；④地区支持，是指当地政府及

社会环境对创业的态度及提供支持的程度，它包含５个问

题，信度为０．７６７　０；⑤创业教育，是指所在学校通过正式

或非正式方式对大学生创业给予的引导与培训、教育，它

包含３个问题，信度为０．７４６　８；⑥学校支持，是指学校对大

学生创业的各种政策支持及实际帮助，它包含４个问 题，
信度为０．７１５　７；⑦创业认知，是指大学生对创业意义与后

果的认知，它包含３个问题，信度为０．６０８　５；⑧社会宣传，
是指大学生接触到的各种媒体对创业的宣传，它包含３个

问题，信度为０．６８９　８；⑨市场技术，是指市场及科学技术

的发 展 有 利 于 创 业 的 成 功，它 包 含３个 问 题，信 度 为

０．６５７　５；⑩政策政局，是指国家政治稳定或政策法规的改

变提 供 了 创 业 成 功 的 机 会，它 包 含３个 问 题，信 度 为

０．６４７　０；⑾国家经济形势，是指国家产业政策或经济形势

的变化为创业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它包含２个问题，信 度

为０．６３３　５；⑿政府制约，是指当地政府提供的创业服务效

率低下，或管制太多，不利于创业，它包含２个 问 题，信 度

为０．４２０　２，偏低，但考虑到该维度的现实性，保留了该项

目。
在专业背景方 面，用 了５个 问 题 进 行 测 度，聚 合 到 两

个因子上：一是专业创业支撑，表示所学专业对独立创业

的支撑，它包含３个问题，信度为０．６８７　０；二是专业就业难

度，是指所学专业在当前的就业难度，它包含２个问题，信

度为０．６４４　４。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统计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１５．０对数据统计分析，发现：
（１）父母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在创业意愿及创业准备

方面，显著高于父母没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父母拥有企

业的大学生在创业意愿方面，显著低于父母没有企业的大

学生。这是一 个 看 起 来 很 奇 怪 的 结 论。不 过 现 实 中 这 种

现象经常存在，很多拥有企业的父母因为太过辛劳，或者

因为对经营环境的认识，反而不太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走自

己的路，去经营企业。
（２）大四学 生 以 及 研 究 生 二、三 年 级 的 学 生 可 能 因 为

就业压力问题，在创业准备方面显著高于其它群体；大学

生来源于城镇还是农村，对其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在

创业意愿方面，理学和工学专业的显著高于人文和艺术专

业的，经济管理 专 业 的 介 于 中 间；在 创 业 准 备 方 面，理 学、
工学和艺术 专 业 的 显 著 高 于 人 文 和 经 济 管 理 专 业 的，艺

术、理学和工学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在这些创业影响因

素中，又分为责任创业方面，理学、工学和人文专业的显著

高于艺术专业的，经济管理专业介于它们之间；财富创业

方面，理学、工学专业显著高于人文专业的，经济管理和艺

术专业介于其中。
（３）实习 经 历 的 影 响。在 创 业 意 愿 方 面，没 有 实 习 经

历的显著低于在大中型企业有经历的；在政府社团实习的

与有其它实习经历及无实习经历的无显著差异；在小型企

业实习的显著低于在大中型企业有实习经验的；有创业经

历的与其它 各 种 方 式 及 无 实 习 经 历 的 无 显 著 差 异。在 创

业准备方面，没有实习经历的显著低于有大中型企业、政

府社团及自己创业实习经历的；在政府社团实习的仅高于

没有实习经历的，与其它各种实习经历的都无显著差异；
在小型企业实习的显著低于在大型企业实习的，与其它方

式无显著差 异；有 自 己 创 业 经 历 的 仅 高 于 没 有 实 习 经 历

的，与其它各种方式无显著差异。在个体工商户实习的与

其它各种方式，包括无实习经历的均无显著差异。
（４）男女性 别 在 创 业 意 愿、创 业 准 备 和 责 任 创 业 方 面

表现出显著差异。如在创业准备和创业意愿方面，男性显

著高于女性，而责任创业方面女性显著高于男性。经济管

理专业学生的创业意向高于理工、人文专业的，而理工、人

文专业间无 显 著 差 异。经 济 管 理 专 业 的 学 生 对 经 济 情 况

的了解多，与社会经济层面的接触也多，相对于其它专业

的学生，其具有较高的创业意向也是理所当然的。
（５）地区条 件 对 大 学 生 创 业 意 向 有 一 定 影 响，其 均 值

为３；创业教育和物质取向两因子的均值得分低于３。创业

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随受创业教育的增多先增后减，
呈倒Ｕ型趋势。这说明高校的创业教育亟需加强，而学生

对物质方面的追求相对较弱，更多地是追求精神方面的成

长、自身价值的实现等。

２．２　回归分析结果

在分析各因子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时，本文采用逐步回

归法，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以背景因素为基础，逐步引入个体特征因素。方程整

体被解释的 卡 方 也 发 生 了 显 著 性 变 化。这 说 明 个 体 特 征

因素能够从不同的方面预测个体的创业意向。卓越导向、
成长导向、风险承担均达到了０．０１的显著水平（β＝０．１７６，

Ｔ＝４．５６７，Ｐ＜０．０１；β＝０．１７６，Ｔ＝４．５６７，Ｐ＜０．０１；β＝
０．１３７，Ｔ＝３．８５７，Ｐ＜０．０１；β＝０．１２３，Ｔ＝３．１０３，Ｐ＜
０．０１）。同 时，专 业 就 业 难 度（β＝０．１６７，Ｔ＝４．５８２，Ｐ＜
０．０１）和专业创业支撑（β＝０．１３２，Ｔ＝５．０６０，Ｐ＜０．０１）在

０．０１显著水平下均对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而利益追逐

在０．１０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大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 求 相

对较弱，经验缺乏对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
随后，我们将创业环境因子放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创业认知、创业教育、地区支持、社会宣传、创业氛围、创业

网络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而是否参与创业大赛与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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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 系 未 达 到 显 著 性 水 平（β＝０．０１７，Ｔ＝１．１０３，Ｐ＞
０．１０），这说明了 对 创 业 大 赛 的 效 果 需 要 质 疑。与 预 期 相

符，当创业环境因子引入回归方程后，方程整体被解释的

卡方也发生了显著性变化。
表１　个体特征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Ｎ＝６８７）

变量
Ｓｔｅｐ１ Ｓｔｅｐ２ Ｓｔｅｐ３ Ｓｔｅｐ４ Ｓｔｅｐ５ Ｓｔｅｐ６ Ｓｔｅｐ７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卓越导向 ０．３４４　 ８．７３９　 ０．３１６　 ８．１２９　 ０．２８５　 ７．３６０　 ０．１９０　 ３．９２７　 ０．２０３　 ４．２００　 ０．２１６　 ４．４４６　 ０．１７６　 ４．５６７
专业就业难度 ０．１８５　 ６．６３９　 ０．１６６　 ５．９９０　 ０．１６３　 ５．８９９　 ０．１４８　 ５．２９８　 ０．１５８　 ５．５８２　 ０．１６７　 ４．５８２
专业创业支撑 ０．１５８　 ５．１０３　 ０．１５４　 ５．００１　 ０．１３１　 ４．１１１　 ０．１２９　 ４．０６０　 ０．１３２　 ５．０６０

成长导向 ０．１６１　 ３．２８２　 ０．１５０　 ３．０５９　 ０．１７８　 ３．５１７　 ０．１３７　 ３．８５７
利益追逐 ０．０９３　 ２．９７５　 ０．０９５　 ２．２１３　５　０．１１５＊ ２．１１７
风险承担 ０．０１７　 ２．９９５　 ０．１２３　 ３．１０３
经验缺乏 －０．０７７＊＊－１．９７３
Ｒ２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３

Ｒ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９
Ｆ　 ７６．３６４　 ５１．８９８　 ４５．９９９　 ３７．３２３　 ３５．０９４　 ２９．１８１　 ２７．８１３

表２　环境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Ｎ＝６８７）

变量
Ｓｔｅｐ１ Ｓｔｅｐ２ Ｓｔｅｐ３ Ｓｔｅｐ４ Ｓｔｅｐ５ Ｓｔｅｐ６ Ｓｔｅｐ７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系数 Ｔ值

创业认知 ０．４０９　 １０．７０５　 ０．３２９　 ８．３９６　 ０．２５０　 ６．１５２　 ０．２２１　 ５．３５７　 ０．２０３　 ４．８５９　 ０．１９３　 ５．１３５　 ０．２１３　 ４．９７５
创业教育 ０．２４５　 ６．７６９　 ０．２２５　 ６．２９５　 ０．１８２　 ４．８６８　 ０．１２３　 ３．３５６　 ０．１７２〗 ３．９７５　 ０．１９７　 ３．７６５
地区支持 ０．１７９　 ５．９２３　 ０．２７８　 ５．９３２　 ０．１８１　 ４．８５４　 ０．１３７　 ４．７３９　 ０．１２９　 ４．３４２
社会宣传 ０．１３４　 ３．６４９　 ０．１０３　 ３．１３２　 ０．１７１　 ３．７５６　 ０．１６９　 ３．９７８
创业氛围 ０．１４５　 ４．４１４　 ０．１０３　 ４．４１３　 ０．０９７　 ３．７５１
创业网络 ０．２２２　 ３．９９７　 ０．２３２　 ３．２７３
创业大赛 ０．０１７＊＊ １．１０３
Ｒ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９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６９

Ｒ２　 ０．１０７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６７
Ｆ　 ６１．８９８　 ５０．９９９　 ４１．３２３　 ３５．０９４　 ３０．１８１　 ２３．４５６　 １９．７８１

３　研究结论

根据前文的研 究，卓 越 导 向、成 长 导 向 和 风 险 承 担 的

企业家特征因素均对个体的创业意向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这与前人研 究 结 论 一 致。大 学 生 的 个 体 专 业 背 景 对 其 创

业意向有显著影响，这主要与个体对风险的承担和未来职

业生涯的选 择 相 关 联。创 业 行 为 会 给 职 生 涯 带 来 极 大 的

不确定性，如果个体是风险规避的，其选择创业作为职业

生涯发展的可能性就低；反之，那些对潜在创业失败风险

具有一定容忍力的人，会觉得创业更有吸引力。是否有创

业经验以及物质 利 益 对 大 学 生 个 体 创 业 意 向 的 影 响 不 是

很显著，因此大学生本身对物质方面的追求还是相对比较

弱的，其更多追求的是精神方面的成长、自身价值的实现

等。
环境因素对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对创业的认知会影

响个体对创 业 的 态 度。创 业 需 要 个 体 具 有 相 关 的 创 业 技

能和市场运营等方面的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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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因子，如

创业认知、所受到的创业教育、创业氛围、创业网络以及地

区支持、社会宣传确保了大学生个体对创业资源的获得。
研究发现，是否参加过创业大赛对大学生个体的创业意向

无显著影响。
本文选择了个 体 特 质 因 素 和 环 境 变 量 因 子 来 预 测 大

学生的个体创业意向。分析结果显示，环境因素对预测个

体创业意向有增量效度，能够在个体特质水平之外解释个

体创业意向 的 变 异。此 结 果 提 示 研 究 者 在 今 后 应 使 用 个

体特质水平因素和环境因素来预测个体创业意向，以便取

得更好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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