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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调查分析 

刘群，孟永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201418；安徽马鞍山市教育局，安徽马鞍山，243000） 

[摘要] 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促进大学生就业，对于当前高校来说，是颇具紧迫感和时代感的命题。创业行动 

的产生源于创业意愿的形成，文章通过剖析上海地方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大学生的创业想 

法来源与创业动机，专业、学历及工作经历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亲友创业经历及自我创业教育参与程度对创业意 

愿的影响， 学校和政府鼓励措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等， 以期探究影响上海地方高校的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为提高创业教育效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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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宏观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严重威胁到国家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如何开展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加强对大学生创业意识和技能的培养，以创业带动就 

业，使大学生都能学有所成，充分就业，给国家做出 

更大的贡献，就成为一个颇具紧迫感和时代感的命 

题。在校大学生群体作为潜在的未来大学生创业的生 

力军，其对创业的认识与意愿有助于加深对如何开展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探索。本次调查研究是在上海地区 

进行的，上海地区经济发达，市场化较高，代表着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较具典型性，能让我 

们对目前中国的大学生创业的现实有一个更全面的 

了解。 [1] 

二、调查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调查方法 

本文的大学生创业意愿是指大学生选择在未 

来是否创业的可能性。调查在上海的  10 所地方高 

校进行，一共发出问卷 2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0 
份。调查对象是上海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鉴于本研究的研究 

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我们选择了一个二分变 

量，根据对问题“你认为你未来会创业吗？”的是 
/否的回答，来表示是否有创业意愿。笔者认为，创 

业意愿作为个体的心理活动，是动态的、不断发展 

变化的，它的形成和改变可能受到家庭、学校的教 

育环境、社会关系等一切可能接触到的外界事物的 

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可以统称为社会网络。 [2] 

（二）数据分析 

主要对 200份有效问卷的应答数据进行统计， 对其 

中138份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问卷进行重点剖析， 从 

大学生的创业想法来源与创业动机、 专业对创业意愿的 

影响、学历对创业意愿的分析影响、兼职工作经历对创 

业意愿的影响、亲友创业经历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创业 

教育参与程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学校和政府鼓励措施 

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大学生创业意愿 

的现状，进而了解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 
1. 创业意愿的现状 

我们把创业意愿设计为一个虚拟变量，通过对 

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进行统计，笔者发现，在 200份 

有效问卷中，有  138 人选择“未来会创业” ，占被 

调查者总数的 69%， 有 62 人选择 “未来不会创业” ， 

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31%，如表 1 所示。 

表 1 未来创业意愿 

变量 样本量  % 

是  138  69 

否  62  31 

[收稿日期]  20120727；[修回日期]  20120925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新路径开发研究” （yyy10048）；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2009 年引 

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上海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新路径探析” （YJ200923） 

[作者简介] 刘群（1980），女，河南新蔡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网络与社会管理；孟永（1980）， 

男，安徽泗县人，安徽省马鞍山市教育局职员，主要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青少年教育.



专题调研 刘群，孟永：上海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调查分析  97 

2. 创业动机的现状 

创业动机，通过对问题“准备创业的最直接原 

因”的回答来测量。从表 2 创业动机中可以看出， 

在  138 位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中，有  69 人选择 

的准备创业的最直接原因是“就业压力大” ，占到 

了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50%。大家通常可 

能会认为，大学生创业是主观自愿的，但是调查结 

果反馈回来的信息却告诉我们有半数的大学生创 

业是迫于客观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压力而不得不为 

之。而在没有创业意愿的 62 名被调查者中，有 19 
个人选择在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会准备创业，占没 

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30.6%。大学生找到 

自己喜欢的工作也不是一件易事，在严峻的社会压 

力下，大学生的思想在渐渐转变。创业，是他们走 

出校园，立足社会的一种新的方式，见表 2。 

表 2 创业动机的形成原因 

创业意愿 
准备创业的最直接原因 

是  %  否  % 

就业压力大  69  50  19  30.6 

准备创业的朋友带动  14  10.1  5  8.1 

家庭和学校的支持  19  13.8  8  12.9 

有资金或项目  23  16.7  27  43.5 

其他  13  9.4  3  4.9 

总计  138  100  62  10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机就是， “有资金或项目” 

会增加被调查者的创业意愿。在 138 位有创业意愿 

的被调查者中，有  23 人选择的准备创业的最直接 

原因是“有资金或项目” ，占到了有创业意愿的被 

调查者总数的 16.7%。 在没有创业意愿的 40 名被调 

查者中，有  27 人选择在“有资金或项目”的情况 

下会准备创业，占没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43.5%。这反映出大学生的务实需求，资金或项目 

的确是大学生创业的第一需要，是一个有待突破的 

客观瓶颈。再者，家庭和学校的支持以及准备创业 

的朋友带动也都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产生了直接 

的影响，这反映出社会网络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影 

响在本次调查中还是比较客观地存在着。 [3] 

3. 创业想法的来源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创业想法的来源进行统计，笔者 

发现，朋友对大学生的创业想法影响最大，其次是 

家庭影响和传媒影响，再者是学校创业氛围的影 

响，见表 3。 

如表 3 所示，在 138 位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 

中有  43 位被调查者选择创业想法是受朋友影响， 

占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31.2%。 无独有偶， 
2010 年的《北京青年创业基本状况调查》报告也指 

出，30%的被调查者认为对自己创业意愿影响最大 

的是朋友， 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相似。 作为大学生， 

假如周围同学有准备创业的，这就会带动了其他人 

创业，或者合伙创业。在创业过程中，如果遇到了 

什么困难，朋友也会在精神上给予支持鼓励，有些 

有经验的朋友更会在技术上支持，因此每个大学生 

的朋友网络对其创业意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表 3 创业想法的来源 

被调查者 
创业想法来源 

样本量  % 

家庭影响  31  22.5 

朋友影响  43  31.2 

传媒影响  30  21.7 

学校创业氛围影响  17  12.3 

其他影响因素  10  7.3 

总计  138  100 

在  138 位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中有  31 位被 

调查者选择创业想法是受家庭影响，占有创业意愿 

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22.5%.家庭是个人的首要群体， 

家庭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深远，家人的创业想法或做 

法都会给大学生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在  138 位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中有  30 位选 

择“创业想法是受传媒影响” ，占有创业意愿的被 

调查者总数的 21.7%。对于创业者来说，自身没有 

足够的经验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一定要 

有创业所需的各类资源，并有能力对这些资源做一 

定的整合使其能够产生效益，传媒作为一个资源整 

合的平台，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所需的资源。目 

前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大学生的舞台扩大，这也极 

大地刺激了大学生创业的意愿。 
4. 专业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理工类和经管类、文史类、医学类等不 

同专业学生的创业意愿选择进行统计后，笔者发 

现，在 78 位理工类被调查者中有 61 位被调查者选 

择有创业意愿，占理工类专业被调查者总数的 
78.2%；在  42 位经管类专业的被调查者中，有  33 
位经管类被调查者选择有创业意愿，占经管类专业 

被调查者总数的 78.6%； 在 54位文史类专业的被调 

查者中，有  40 位被调查者选择有创意意愿，占文 

史类专业被调查者总数的 74.1%；因此可认为理工 

类、经管类和文史类学生在创业意愿上差异不是很 

大，但是经管类学生创业意愿略高于理工类学生， 

理工类学生创业意愿略高于文史类学生。不同专业 

有着不同专业优势，教育方式和内容的也不同，从 

而在不同程度上锻炼了和改变了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通过被调查者的选择，可以认为专业对创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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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有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差别不是很大，如表 
4 所示。 

表 4 专业与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意愿 
专业 

是 否 
总计 

理工类  45  17  58 

经管类  33  11  44 

文史类  40  14  54 

医药类  2  10  16 

其他  18  10  28 

总计  138  62  200 

5. 学历对创业意愿的分析影响 

以学历为类别变量，对是否有创业意愿进行分 

组，可以看到，样本大部分为本科生，专科生和硕 

士学历的调查样本量较少，如表 5所示：在进一步 

讨论不同学历在创业意愿上的差异时，笔者发现， 

在 46 位专科学历的被调查者中，有 36位专科被调 

查者选择创业意愿， 占专科被调查者总数的 78.3%； 

在 140 位本科被调查者中，有 100 位本科被调查者 

选择有创业意愿，占本科被调查者总数的 71.4%； 

在  14 位硕士中，有创业意愿的只有  2 位，占硕士 

被调查者总数的 14.3%。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专科 

学历的创业意愿比例比本科学历的高，本科学历有 

创业意愿的比例比硕士学历的高，呈现出学历层次 

越高，自主创业意愿比例越低的趋势。一般来说， 

创业可能要经历一个更加艰苦的过程，高学历的毕 

业生认为自己攻读高学历已付出很多了，所以更追 

求安稳的工作。相比之下，学历较低的毕业生在巨 

大的就业压力下更容易接受创业的艰辛，对创业的 

意愿更为强烈，见表 5。 

表 5 学历与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意愿 
学历 

是 否 
样本量 

专科  36  10  46 

本科  100  40  140 

硕士  2  12  14 

总计  138  62  200 

6. 兼职工作经历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大学生的工作经历因素进行分组统计 

后，可看出有兼职工作或实习经历的学生的创业意 

愿高于没有兼职工作实习经历的学生， 如表 6所示。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在 122 位有兼职工作经历 

的被调查者中，有 92位被调查者选择有创业意愿， 

占有兼职工作经历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75.4%；在 78 
位没有兼职工作经历的被调查者中，有  46 位被调 

查者选择有创业意愿，占没有兼职工作经历的被调 

查者总数的 58.9%， 相差 16.5 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 

有无工作经历的学生在是否有创业意愿上存在显 

著差异，并且有工作经历的学生的创业意愿显著高 

于没有工作经历的学生。对于有工作经历的人来 

说，他们接触社会多，社会人脉比较广，获取相关 

创业资源相对比较多，有更强烈的创业意愿自然也 

就可以理解。 

表 6 兼职工作经历与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意愿 

是 否 
总计 

是  92  30  122 
兼职工作经历 

否  46  32  78 

总计  138  62  200 

7. 亲友创业经历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可看出亲友中有创 

业经历的比亲友中没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有更多 

的创业意愿。如表 7所示。 

表 7 亲友创业经历与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意愿 
创业经验 

是 否 
总计 

父亲  11  7  18 

母亲  20  5  25 

兄弟姐妹  14  6  20 

其他亲戚  49  21  70 

好友  19  8  27 

同学  15  7  22 

往届校友  10  8  18 

总计  138  62  200 

从表中可以看出，亲友中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 

比亲友中没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创业。其 

中，母亲的创业经历对子女的创业意愿影响最大， 

在母亲有创业经验的 25 位被调查者中，有 20 位被 

调查者有创业意愿，占母亲有创业经验的被调查者 

总数的 80%。其次，其他亲戚有创业经验对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影响巨大。在 138位有创业意愿的被调 

查者中， “其他亲戚有创业经验”的被调查者有  49 
位，占有创业意愿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35.5%。亲友 

的创业经历会传授给大学生，会在大学生创业过程 

中给予技术指导。然后是好友、同学和往届校友的 

影响。 有句话说的很好，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同 

时，大学生已经把同龄群体视为最为重要的生活圈 

子之一，周围的好友和同学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也 

很大。从表 7 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亲友是否有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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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还是存在显著的差异。 
8. 创业教育参与程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 

创业教育的参与程度，主要用两个指标来测 

量。一个指标是参加过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的次 

数， 另一个指标是创业计划大赛的参与情况。 首先， 

从参加创业方面讲座或培训次数角度进行分析，通 

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如表 8所示。 

表 8 参加创业教育培训次数与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意愿 总计 参加过创业方面的 

讲座或培训次数 是 否 

0 次  28  29  57 

1～2 次  88  29  117 

3～5 次  14  2  16 

5 次以上  8  2  10 

总计  138  62  200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共有  57 位被调查者从来 

没有参加过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占被调查者总 

数的 27.5%，其中有创业意愿的共 28人，占从来没 

有参加过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的被调查者总数 

的 49.1%；共有 145 位被调查者参加过创业方面的 

讲座或培训，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72.5%，其中有创 

业意愿的被调查者共 110人，占参加过培训的被调 

查者总数的 75.9%，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55%。在参 

加过 1至 2 次创业教育培训的 117 位大学生中，88 
位有创业意愿，占参加过 1 至 2 次创业教育培训的 

被调查者总数的 75.2%。在参加过 3 至 5 次创业教 

育培训的 16位大学生中，有 14 位有创业意愿，占 

参加过  3 至  5 次创业教育培训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87.5%。在参加过 5 次以上创业教育培训的 10 位大 

学生中， 8位有创业意愿，占参加过 5次以上创业 

教育培训的被调查者总数的 80%。可以看到，是否 

参加过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对大学生的创业意 

愿存在显著影响，参加过创业教育培训的大学生的 

创业意愿的比例较高，另外，参加过创业方面讲座 

或培训的次数越多，创业意愿的比例越高。这与被 

调查者参加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次数有着很大 

的关系，参加的次数越多，学习到的创业知识与创 

业技能更多，对自己创业效能感越强，有创业意愿 

的比例也越多。 

发端于清华大学的创业计划大赛给大学校园 

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它可以使每一位参与者都 

有所收获，收获到很多在校园里、书本中得不到的 

东西。创业计划大赛使大学生创业知识与技能得到 

系统培训，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得到培养，综合素 

质得到全面提高，同时也培养了大学生的团队精 

神。创业计划大赛帮助参赛者建立良好的创业关系 

网络。 参赛者通过比赛， 将有机会接触风险投资家， 

通过对具有实际运作价值的产品进行投资可行性 

分析，参赛者可以向风险投资家充分展示自己的产 

品和服务的巨大市场前景，为进一步创业臝得资 

金。参赛者还将有机会结识商界和法律界人士，为 

未来创业建立良好的商业网络。本次调查的数据也 

显示出了参加创业计划大赛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 

联度很高。 

表 9 创业计划大赛于创业意愿的关系 

创业意愿 总计 
创业计划大赛 

是 否 

校内比赛  40  3  43 

上海市比赛  15  1  16 

全国比赛  4  2  6 

其它比赛  5  3  8 

没参加过  74  53  127 

总计  138  62  200 

如表 9 所示，从创业计划大赛方面分析，通过 

对大学生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的数据进行统计，参加 

过各类创业计划大赛的被调查者共有  73 人，有创 

业意愿的共  64 人，占参加过各类创业计划大赛的 

被调查者总数的 87.7%；没有参加过任何创业计划 

大赛的被调查者共有  127 人，其中有  74 位被调查 

者选择有创业意愿，占没有参加过创业计划大赛的 

被调查者总数的 59.8%。 在 43位参加过校内创业计 

划大赛的被调查者中，有  40 位被调查者选择有创 

业意愿，占参加过校内创业计划大赛的被调查者总 

数的 93%；从数字比例上可以看出，是否参加过创 

业计划大赛与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还是有很密切的 

关联的，且参加过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的被调查者 

的创业意愿比例高于没有参加过创业计划大赛的 

大学生创业意愿比例将近 28 个百分点。 
9.  学校和政府鼓励措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分 

析 

学校的鼓励措施，是通过对问题“学校提供什 

么措施，大学生会有创业意愿”的回答来进行统计 

分析的，这是一道多选题，允许一个被调查者选择 

多个选项，所以样本总量的统计数字不是  200。笔 

者发现，学校的鼓励措施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影响 

很大。

从表  10 中可以看出，在学校的鼓励措施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 “介绍创业经历” 。 “介绍创业经历” 

的鼓励措施被选了  88 次，占的被选比例为 44%， 

所占比例最大，这也说明介绍创业经历的鼓励措施 

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最大。对于大学生创业来 

说，缺乏很多创业资源，尤其成功的创业经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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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提供对学生介绍创业经验，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 

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次， “提供环境和服务”的 

鼓励措施被选了  84 次，占的被选比例为  42%。大 

学生创业面临这资金的缺乏，大学可以将大学生自 

主创业纳入大学科技园区，提供场所、实验设备等 

环境和服务，解决创业前期的资金不足的问题，使 

大学生创业没有后顾之忧，因此也就会使大学生更 

愿意自主创业。排在第三位的则是“引导树立自主 

创业理念” ，共有 74 人选择此鼓励措施，占的被选 

比例是 40%。学校引导大学生树立创业理念，思路 

决定出路，理念决定思路。而创业精神正是我们改 

革开放时代广大青年所应该提倡的，也是我们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所体现的。作为创业的引导方面， 

学校应该把这种精神贯穿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把 

创业意识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 

容，尤其是把大学生职业规划设计作为引导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创业理念的起始点和突破口，帮助大学 

生确立适合自己实际的职业理念，引导大学生选择 

适合自己成长的职业创业发展道路。对于其他因 

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创业的意愿。总 

的来说，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对于大学 

生创业的重视程度，对大学生鼓励措施是否完备，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创业意愿。 

表 10 学校鼓励措施 

被调查者（N=200） 
学校鼓励措施 

被选频次 被选比例% 

学校提供配套资金  76  38 

提供环境和服务  84  42 

将创业课程纳入必修课  56  28 

介绍创业经历  88  44 

引导树立自主创业理念  80  40 

进行创业思维训练  71  35.5 

其它鼓励措施  4  2 

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措施，我们是通过对 

问题“政府提供什么措施，大学生会有创业意愿” 

的回答来进行统计分析的，这是一道多选题，允许 

一个被调查者选择多个选项，所以样本总量的统计 

数字不是  200。政府的扶持措施对大学生的创业意 

愿影响很大。 

从表  11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扶持措施对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上，大学生们最看重的是大 

学生科技创业基金扶持，排在第二位的是政策支 

持，第三位的是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服务，然后是健 

全的社会保障和税收优惠。排在首位的“大学生科 

技创业基金扶持”被选了 105 次，占的被选比例为 
52.5%；这与学校鼓励措施中所讨论的问题相识， 

资金短缺还是阻碍大学生创业很大的因素，政府为 

大学生创业提供创业基金扶持，可以帮助大学生创 

业成功起步。第二位的政策支持被选了  98 次，占 

的被选比例为 49%，第三位的“社会化专业化管理 

服务”被选了 88 次，占的被选比例为  44%，健全 

的社会保障和税收优惠被选了  87 次，占的被选比 

例为 43.5%。从被调查者反馈的信息中，我们可以 

看到，政府在大学生创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导向 

作用，大学生期待政府不只有宏观政策和方向，更 

希望有具体化的措施解决实际问题。政府提供社会 

化专业化管理服务，以及政策的支持，在经营中解 

决技术难，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都会增 

强学生创业意愿。 

表 11 政府扶持措施 

被调查者（N=200） 
政府扶持措施 

被选频次 被选比例% 

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扶持  105  52.5 

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服务  88  44 

政策支持  98  49 

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税收优惠  87  43.5 

宣传舆论鼓励  37  18.5 

创业基地和设施等硬件扶持  10  5 

其它扶持  10  5 

总的来说，学校的鼓励措施给大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思路，政府的扶持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一个 

健康的环境，可以增强大学生创业的安全感，学校 

的鼓励和政府的扶持对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而 

言是必不可少的。 [4] 

三、研究结论与局限 

（一）研究结论 

从大学生的创业想法来源与创业动机、专业对 

创业意愿的影响、学历对创业意愿的分析影响、兼 

职工作经历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亲友创业经历对创 

业意愿的影响、创业教育参与程度对创业意愿的影 

响、学校和政府鼓励措施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等几个 

方面来分析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现状，进而了解影响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了解了大学 

生的创业想法来源与创业动机，发现了一些对大学 

生创业意愿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并形成了以下主要 

研究结论: 
1.  亲身经历过创业教育会增促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 

创业教育的参与程度，我们主要用两个指标来 

测量。一个指标是参加过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的 

次数，另一个指标是创业计划大赛的参与情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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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和表 9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参加过创业 

方面的讲座或培训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存在显著 

影响，参加过创业教育培训的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的 

比例比没有参加过创业教育培训的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的比例高，另外，参加过创业方面讲座或培训 

的次数越多，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比例越高。被调查 

者参加创业方面的讲座或培训次数有着很大的关 

系，参加的次数越多，学习到的创业知识与创业技 

能更多，对自己创业的意愿也就越强。 
2.  大学生外在的社会网络直接影响其创业意 

愿 

通过对大学生亲友中是否有创业经历等外在 

社会网络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的分析，我们 

看到，亲友中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比亲友中没有创 

业经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创业。其中，母亲的创业 

经历对子女的创业意愿影响最大，其次，其他亲戚 

有创业经验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影响巨大。然后是 

好友、同学和往届校友的影响。亲友的创业经历会 

影响大学生，能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给予技术指 

导，这使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困难能及时的解 

决，这样大学生自主创业风险越小，因此选择创业 

的大学生也就越多。 
3.  学历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存在一定的逆向影 

响，专业的影响不大 

从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学历对大学生创业意 

愿存在一定的逆向影响。专科学历的创业意愿比例 

比本科学历的高，本科学历有创业意愿的比例比硕 

士学历的高，呈现出学历层次越高，自主创业意愿 

比例越低的趋势。而理工类、经管类和文史类等不 

同专业学生在创业意愿上的差异却不是很大，但是 

经管类学生创业意愿略高于理工类学生，理工类学 

生创业意愿略高于文史类学生。不同专业有着不同 

专业优势，教育方式和内容的也不同，从而在不同 

程度上锻炼了和改变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 

被调查者的选择，可以认为专业对创业意愿有一定 

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差别不是很大。 
4. 学校与政府的支持影响 

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大学生社会网络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和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 

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学校的 

鼓励措施中，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介绍创业经历” 

“提供环境和服务”和“引导树立自主创业理念” 。 

学校引导大学生树立创业理念，思路决定出路，理 

念就决定思路。 

在政府扶持措施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上， 

大学生们最看重的是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扶持，排 

在第二位的是政策支持，第三位的是社会化专业化 

管理服务，然后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税收优惠。政 

府在大学生创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大 

学生期待政府不只有宏观政策和方向，更希望有具 

体化的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总的来说，学校的鼓励措施给大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思路，政府的扶持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一个 

健康的环境，可以增强大学生创业的安全感，学校 

的鼓励和政府的扶持对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而 

言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创业扶持项 

目越多越完备，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 

影响。

（二）研究局限 

虽然本研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调查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上，所获取的有效问卷数量也能 

够基本满足实证分析的要求，但是本研究问卷的发 

放主要采用的是方便抽样而非随机抽样，这可能会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样本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的不足，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更加科学的随机抽样方法， 

以获得代表性更好的样本数据。另外，本研究的样 

本主体主要为上海地方高校的学生，上海地区的创 

业氛围比较浓厚，人们的创业意识也比较活跃，因 

此围绕本地区的样本采集范围难免给所得结论带 

来一定的地域特征，对研究结论的推广和普及就会 

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除此之外，本研究调查问卷 

的发放对象主要为全日制在校专科和本科学生，在 

有限的研究时间和问卷发放能力下，对硕士及博士 

研究生涉及不多，这也为本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 

性。 

总而言之，在就业压力大的背景下大学生创业 

意愿的引导，不是大学生个人、社会、学校、政府 

任何单一方面能够做到的，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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