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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及层次分析法，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能够 

全方位地了解影响创业的因素,避免进入大学生创业误区，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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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2010 
年高校毕业生达 611万人， 比 2008 年增加 52 万人，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在这种形势下， 

拓展新的就业渠道，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成为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之 

一。探讨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不仅便于大学生在 

校期间提升自身创业能力、培养创业技能，选择合 

适的创业项目，了解创业环境，更有助于高等院校 

重视创业教育，在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的过程中做 

到整体提升、重点击破，因此研究大学生创业影响 

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一、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大学生正处在从理论到实践、从学习理论知识 

到应用实践的阶段，大学生自主创业越来越成为专 

家、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它对学生本身及社会都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十年，大部分创业影响因素 

的研究都围绕企业的规模、所处地域、创业类型、 

农民工群体创业展开。 

关于大学生群体的创业影响因素研究，张志华 

（2007）从大学生创业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大学生 

创业及大学生创业典型案例的剖析，认为影响大学 

生创业的因素主要有大学生自身因素、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同学朋友因素、管理因素； 

赵帆、温亚飞、高贺斌、陶鑫（2009）仅针对影响 

大学生创业的个人能力素质进行了探讨，如持久的 

创业热情、吃苦耐劳、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坚毅 

品质、独特的个性、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团队 

协作能力、树立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能 

力，没有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其它因素; 闫明， 

安俊学(2009)对影响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因素分成主 

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兴趣、技能、能 

力、才能、动机、特征、经验等自身因素，客观因 

素包括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项目选择。 

综上，针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分析方法不足，笔者选 

用层次分析法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主观因素的干扰，对非定量因素进 

行定量分析，且在各层次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和计 

算上较为科学。 

二、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分析 

⒈ 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层次分析法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因素划分成 

相关联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的多目标、多准则 

的决策方法，是一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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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 [1] 。在总结以往创业影响因素，联系大学 

生创业实际的基础上，我们本着科学性、系统性、 

独立性的原则，影响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因素从社会 

支持、个人胜任力、高校创业教育、创业项目自身 

等四个方面去考虑。建立如图 1 所示的指标体系， 

并对有关因素指标的选取进行解释。 

2. 大学生创业基本影响因素 

（1）社会支持 

有关调查发现，大学生主要创业障碍有资金问 

题、创业信息支持问题、创业环境问题等。为了使 

创业者能顺利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资金、产品、政 

策、环境保障等)，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与整合利用 

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就是意识到的或实际的 

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提供的服务性或表达 

性的资源 [2] 。从社会支持的内容来看,本文将社会支 

持分为公共的社会需求、 社会文化、 政府政策支持、 

企业的帮扶、支持创业的法律法规 5 种。 

（2）个人素质能力 

目前，大学生自主创业成功率较低，对大学生 

创业胜任力进行研究将有利于创业大学生客观评 

估现阶段能力，明确努力方向，帮助在校大学生成 

功创业。笔者认为，大学生创业胜任力，即指大学 

生创业主体所具备的能够胜任创业绩效要求的创 

业知识、创业的标准、道德、创业的社会动机和创 

业特质。 

（3）创业项目选择 

据教育部的相关调查显示，学生创办的公司很 

大一部分创业失败是由于项目选择错误导致，因而 

大学生创业项目的选定是创业基本影响因素之一。 

大学生选择创业项目时应着眼于项目科技性、公益 

性、项目创业地点选择、项目行业选择、创业团队 

的选择、融资能力等方面。 

（4）学校创业教育 

大学生创业付诸实践的比例低有多方面的原 

因，既有社会的责任，也有学校、学生个人的因素， 

其中，学校教育是影响学生创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笔者认为高校创业教育应着眼于与教学活动 

的结合、与校园文化的结合、与职业生涯规划和就 

业的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与实践活动等 

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结合。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分 

析 

1. 构造影响因素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某元素，本层次与之 

相关的各元素相对重要性比较。本文层次分析法采 

用 19 标度方法给出数量标度（见表 1）。 

图 1 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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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HP法数量标度 

标度 定义 

1  两个因素对某个属性具有同样重要性 

3  两个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元素稍微重要 

5  两个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元素明显重要 

7  两个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元素重要得多 

9  两个因素比较，一个因素比另一元素极端重要 

2、4、6、8  需要在上述两个标准之间时的标度 

在获取数据时，为了比较各影响因素相对重要 

性程度，本文通过专家意见对同一层次的指标进行 

两两比较，专家填写的判断矩阵不可能满足完全一 

致性条件，为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要计算它 

的一致性比例 CR。当 CR<0.1 时，则认为判断矩阵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把判断矩阵表反馈到 

专家手中重新调整 [3] 。 

定义：  max CI CR 
RI ( 1) n RI 

λ 
= = 

−  . 

其中，一致性指标  max ( ) / 1 CI n n λ = − − ；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见表 2； 

表 2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值 

n  1  2  3  4  5  6  7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max λ 为矩阵最大特征值； 

n 为成对比较因子的个数。 

权重的计算采用方根法，其中  1 2 '  n 
i i i in w a a a = L 

给出  1 2 3 4 ~ , ~ , ~ , ~ , ~ i i i i i A B B C B C B C B C 各层次 

判断矩阵，计算指标值和一致性检验值，分别见表 
37。 

表 3 单层排序指标权重计算及检验结果 

A  1 B  2 B  3 B  4 B  0 W  一致性检验指标值 

1 B  1 1/5 1/3 1 0.0992 

2 B  5 1 3 5 0.5748 

3 B  3 1/3 1 1 0.1953 

4 B  1 1/5 1 1 0.1306 

max λ =  4.115 

CI =  0.0382 

RI =  0.90 

CR =  0.0425 

2. 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所有单排序的  1 . 0 CR < ，每个判断矩阵的一致 

性检验都可接受。 

计算同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最高层次总目标 

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称为层次总排序。这一过 

程是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逐层进行，通过矩阵 A 

的权重向量与矩阵  4 3 2 1  , , ,  B B B B  权重向量组合 

( ) T w w w w  4 3 2 1  , , ,  T w 0 *  ，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总排 

序计算结果如表 8。 

对排序总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结果具有 

满意的一致性。 

根据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 AHP模型计算结果， 

可知在大学生创业各个影响因素中，四个主要因素 

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依次为：个人素质能力、创业项 

目选择、学校创业教育、社会支持。其中，创业的 

标准、道德、创业的社会动机、创业特质、创业团 

队的选择、融资能力是重要因素。因此，为有效提 

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应该着重培养在校大学生创 

业胜任力，提升创业大学生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 

创业社会动机、多角度地培养大学生应具备的创业 

能力和特质，结合自身创业情况，选择合适的创业 

团队，考虑通过亲友、社会企业、政府等渠道争取 

创业资金。 

表 4 单层排序指标权重计算及检验结果 

1 B  11 C  12 C  13 C  14 C  15 C  1 W  一致性检验指标值 

11 C  1 5 1 7 1 0.337965 

12 C  1/5 1  1  3  1/2  0.130461 

13 C  1  1  1  7  1  0.24495 

14 C  1/7  1/3  1/7  1  1/3  0.04911 

15 C  1  2  1  3  1 0.237513 

max λ = 5.2924 

CI = 0.0731 

RI = 1.12 

CR = 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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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单层排序指标权重计算及检验结果 

2 B  21 C  22 C  23 C  24 C  25 C  2 W  一致性检验指标值 

21 C  1  1/5  1/2  1/3  1/4  0.063455 

22 C  5  1  3  1  3  0.353951 

23 C  2  1/3  1  1/4  1/3  0.092736 

24 C  3  1  4  1  1  0.27173 

25 C  4  1/3  3  1  1  0.218129 

max λ = 5.1972 

CI = 0.0493 

RI = 1.12 

CR = 0.0440 

表 6 单层排序指标权重计算及检验结果 

3 B  31 C  32 C  33 C  34 C  35 C  36 C  3 W  一致性检验指标值 

31 C  1  1  3  3  1/3  1/3  0.123482 

32 C  1  1  3  3  1/3  1/3  0.123482 

33 C  1/3  1/3  1  1/2  1/8  1/8  0.038138 

34 C  1/3  1/3  2  1  1/5  1/5  0.056201 

35 C  3  3  8  5  1  1  0.329348 

36 C  3  3  8  5  1  1  0.329348 

max λ = 6.0698 

CI = 0.0140 

RI = 1.24 

CR = 0.0112 

表 7 单层排序指标权重计算及检验结果 

4 B  41 C  42 C  43 C  44 C  45 C  4 W  一致性检验指标值 

41 C  1  5  5  3  1  0.364401 

42 C  1/5  1  1  1/2  1/5  0.070271 

43 C  1/5  1  1  1/2  1/5  0.070271 

44 C  1/3  2  2  1  1/3  0.130656 

45 C  1  5  5  3  1  0.364401 

max λ = 5.0053 

CI = 0.0001 

RI = 1.12 

CR = 0.0011 

表 8 总体排序及权重 

层次 
1 B 

0.0992 

2 B 

0.5748 

3 B 

0.1953 

4 B 

0.1306 
权重组合 排序 

11 C  0.337965  0  0  0  0.0335  11 

12 C  0.130461  0  0  0  0.0129  17 

13 C  0.24495  0  0  0  0.0243  12 

14 C  0.04911  0  0  0  0.0487  7 

15 C  0.237513  0  0  0  0.0236  15 

21 C  0  0.063455  0  0  0.0365  10 

22 C  0  0.353951  0  0  0.20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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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  0  0.092736  0  0  0.0533  6 

24 C  0  0.27173  0  0  0.1562  2 

25 C  0  0.218129  0  0  0.1254  3 

31 C  0  0  0.123482  0  0.0241  13 

32 C  0  0  0.123482  0  0.0241  14 

33 C  0  0  0.038138  0  0.0074  21 

34 C  0  0  0.056201  0  0.0110  18 

35 C  0  0  0.329348  0  0.0643  4 

36 C  0  0  0.329348  0  0.0643  5 

41 C  0  0  0  0.364401  0.0476  8 

42 C  0  0  0  0.070271  0.0092  19 

43 C  0  0  0  0.070271  0.0092  20 

44 C  0  0  0  0.130656  0.0171  16 

45 C  0  0  0  0.364401  0.0476  9 

四、结语 

层次分析法具有科学、实用、结论较准确可靠 

的特点，对多因素、多方案的分析评价具有实际意 

义，是一种便捷、有效的评价方法。本文运用层次 

分析法建立了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利用 

层次分析法对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 

量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主观因素的干扰，在 

各层次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和计算上较为科学。为 

大学生创业、高校创业教育以及政府决策提供参 

考。关于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因此指标体系的确立在日后的应用中还需要进 

一步细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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