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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独立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创业事件模型为基础，探讨学生的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独立

学院学生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和政策支持认

知对学生的创业意愿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这些要素能 70.7%地预测学生的创业意愿。同时，学生的性别、是否有

创业经历、专业、生源地等对创业意愿及上述预测因素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最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给出了教育

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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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在 2014 年 9 月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

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公开号召“大众创业、草根创

业、万众创新、人人创新”，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李克强总理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以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创新创业的浪潮席卷而

来。为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务院办

公厅 2015 年 5 月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总体目标是 2015 年全面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7 年普及创新创业

教育、2020 年健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1]。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经过四年多的实施，对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就业创业

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立学院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

承担了 30%以上本科生的培养任务，因发展时间

短，独立学院在学生的就业问题上尤其面临较大的

竞争压力[2]。而在“双创”环境下，毕业生自主创

业成为就业的路径之一。创业活动是有意向的计划

行为，所以研究大学生的创业行为及其机理非常有

价值，然而创业行为本身较难测量，且在校学生即

使想创业也更多的是处于准备阶段，因此，对大学

生创业行为的研究多从创业意愿切入。创业意愿是

指创业者为追求特定目标而投入时间、精力以及行

动的心理状态，是最好的创业行为预测指标[3]。 

关于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理论界已从

多视角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典型的有以 AJZEN

的计划行为理论[4]为基础，分析创业态度、主观规

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且证实了该

理论的适用性[5-6]；以 Shapero 的创业事件模型[7]为

基础，分析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行动倾向对创

业意愿的影响，Norris 等同时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

和创业事件模型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预测性，且创

业事件模型有更好的解释性[8]。范巍和王重鸣构建

了以个体性格特征、个体教育背景、经济环境、社

会环境为影响因素的创业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进

行了验证[9]。创业环境、社会资本、创业教育等对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也成为研究的热点[10-12]。 

可见，多数研究侧重从具体视角探讨大学生的

创业意愿，但创业活动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多要素的综合分析更便于找出当前影响大学生

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

拟以创业事件模型为基础，拓展至创业教育、创业

政策及个人背景等要素，以独立学院在校生为样

本，研究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结论将进一步丰富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相关理论，同

时对完善相关的创业政策及独立学院开展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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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有指导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创业事件模型与创业意愿 

创业事件模型是专门针对创业领域的一种意

愿模型 [7]。该模型中，创业意愿源于感知期望

(desirability，指创业前景对个人的吸引力)、感知可

行性(feasibility，指人们认为自己能够创业的程度)

以及面对创业机会采取行动的倾向(propensity to 

act，指个体做出某一决策的倾向，反应个体行动的

意志力和承诺)。Norris 等以即将毕业的商科本科生

为样本证实感知可行性、可知期望及行动倾向依次

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预测力为 40.8%[8]。作为

心理层面的经典创业意愿模型，侧重从内部心理角

度分析个体的创业机理，国内关于大学生群体创业

的研究从该视角展开的非常有限，笔者认为创业事

件模型同样适用于国内的学生群体。故提出如下 

假设： 

H1：大学生的创业感知期望正向影响其创业 

意愿； 

H2：大学生的创业感知可行性正向影响其创业

意愿； 

H3：大学生的创业行动倾向正向影响其创业 

意愿。 

(二) 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 

创业教育指以开发和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活

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心理品质等的教育[13]。

创业教育可以通过培养学生把握机会、获取组织资

源能力进而提高其创新创业能力[14]。多数研究认为

创业教育可以向大学生传授创业知识，同时能明显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15-17]。但也有研究指出创业

教育负向影响学生的创业意愿[18]。可见，创业教育

与创业意愿关系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独立学院创

业教育开展相对较晚，创业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创

业教育效果有待检验。本研究从学生所感知到的创

业教育对其获取创业知识、提升创业技能和品质等

方面探索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并提出

假设 4。 

H4：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认知正向影响其创业 

意愿。 

(三) 创业政策与创业意愿 

创业政策是政府为鼓励创业主体的创业活动

所颁布并落实的措施。全球创业观察提出了包含金

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商业

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等要素的创业政策模型，且对

创业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创业政

策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愿[19-21]。也有研究指出，创

业政策与创业意愿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22]。高校创

业教育得到重视之后，国家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很多

利好政策，若感知到政策支持，学生的创业意愿会

增强。因此提出假设 5。 

H5：大学生感知的创业政策支持正向影响其创

业意愿。 

(四) 个人背景与创业意愿 

个人背景指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自己

及家人有无创业经历、来自哪里等。有学者认为创

业意愿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有关，也有研究

表明学生户籍来源、受教育年限、专业、实践经历

等对其创业意愿有影响[23-26]。由此提出假设 6。 

H6：性别、年级、专业、自身创业经历、家人

创业经历、生源地等不同的学生在创业感知期望、

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

上存在显著差异。 

H6-1：不同性别学生在创业感知期望、感知可

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上存在

显著差异。 

H6-2：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创业感知期望、感知

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上存

在显著差异。 

H6-3：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创业感知期望、感知

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上存

在显著差异。 

H6-4：有无创业经历对创业感知期望、感知可

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存在显

著差异。 

H6-5：家人有无创业经历对创业感知期望、感

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存

在显著差异。 

H6-6：不同来源地的学生在创业感知期望、感

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支持认知上

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构建本研究如图 1 的创业意

愿影响因素模型。 
 

 
图 1  创业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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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设计与调研实施 

(一) 问卷设计 

1. 量表 

量表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设有从“完全

不认同-1”到“完全认同-5”五个选项。创业意向

主要参考了 Brenner[27]、Norris 等[8]的研究，设计了

5 个题项，典型的有“我认为我将来会创办自己的

事业；我认为我在未来 5 年创业的可能性大”。感

知期望、感知可行性主要参考了 Krueger[28]、Krueger

等[29]的研究，分别设计了 4 个题项，感知期望的典

型项目有“创业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会很享受

创办企业的过程，那种感觉很棒”。感知可行性的

典型项目有“对我来说创办企业的可行性很大；如

果创办了企业，我觉得成功的把握很大”。行动倾

向借鉴了 Davidsson & Wiklund 的研究[30]，设计了 6

个项目，典型项目有“即使我想出一个好的商业计

划, 我也不敢开办一个自己的企业来实现它(反向

计分)；如果创业我会竭尽全力经营发展我的事业”。

创业教育借鉴了段利民、杜跃平[10]的研究，设置了

如“大学教育提供了足够的创业教育课程”等 5 个

题项。创业政策参考了 Reynolds[31]、金先熙[32]的研

究，共设置了 9 个题项，典型的有“大学生创业可

以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大学生创业时的登记审批

程序简化便捷”。 

2. 背景信息 

本部分包含被调查者性别、年级、专业类别、

个人及家人是否有创业经历、户籍地、最希望得到

的政策帮助、所在学校开设的创业课程等。 

(二) 调研实施 

问卷设计完成后，首先在某班级进行了测试，

对于表述等问题进行了最终修正。正式调研实施时

间为 2018 年 3 月，本研究对象的主体是独立学院

学生，选取了位于南宁的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这两所院校通过任课老

师课堂发放并及时回收问卷)、位于柳州的广西科技

大学鹿山学院及桂林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

技学院 4 所高校(这两所院校主要通过在线填写问

卷)，共回收问卷 348 份，剔除回答不全面、前后矛

盾的，有效问卷 336 份。问卷录入及数据分析采用

SPSS23.0。 

四、结果分析 

(一) 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性别方面，男、女生分别占比为 49.7%、50.3%，

分布较为均衡；年级分布上，大一至大四分别为

18.8%、33.6%、20.8%、26.8%，因大一学生在接受

调查时仅经历一学期的大学生活，占比相对较少，

总体分布还算合理；在专业构成上，理工类占

29.2%、经管类占 54.5%、人文类占 9.8%，其他专

业的占 6.5%，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专业分布情况。被

调查者中 19.9%的学生自认为有过创业经历，80.1%

的无创业经历；52.7%的被调查者家人有创业经历，

高于家人无创业经历的(占比 47.3%)。45.8%的被调

查者来自城镇，来自农村的占 54.2%。如果要创办

自己的企业，50.3%的学生最希望政策给予启动资

金、融资支持方面的帮助，其次是创业场地及费用

扶持(占 22%)，15.2%的学生最希望获得税收优惠和

规制环境，最希望获得创业培训支持的学生仅占

12.5%。被调查高校开设创业教育课程的类型有社

会实践型(57.14%)、创业基础课型(56.55%)、创业

计划竞赛型(47.62%)、模拟试验型(44.64%)、调查

访问型(40.77%)、参观观察型(37.8%)、创业专业课

型(32.14%)。 

(二) 信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利用 Cronbanch’s α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以表

明问卷的稳定性。整体 33 个项目信度分析的

Cronbanch’s α值是 0.941；创业意愿为 0.869，感知

期望是 0.894，感知可行性是 0.737，行动倾向是

0.823，创业教育是 0.868，创业政策认知是 0.920，

除感知可行性外，都在 0.8 以上说明问卷测量题项

较为可靠。 

2. 效度分析 

利用KMO值和Bartlett球型检验来对各变量的

效度进行检验，采用分层因子分析检验建构效度。

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

业教育和创业政策认知的 KMO 值分别为 0.858、

0.815、0.769、0.791、0.787 和 0.939，且 Bartlett

球型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sig 为 0，表明测量变量的建

构效度较好。 

(三) 相关分析 

    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

创业教育和创业政策认知的均值分别为 3.15、3.44、

3.01、3.60、3.24 和 3.34，各变量均值均高于中间

值 3，其中行动倾向的均值最高，感知可行性最低，

但都在 4 以下，相对于最高值 5，说明被调查者的

创业意愿及创业影响因素认知并不高。 

表 1 变量间相关矩阵分析中，在 0.01 水平上各

变量间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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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业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

政策支持与创业意愿的相关矩阵表 

 
创业 

意愿 

感知 

期望 

感知 

可行性 

行为 

倾向 

创业 

教育 

政策 

支持 

创业意愿 1      

感知期望 0.783**      

感知可行性 0.743** 0.713** 1    

行动倾向 0.632** 0.670** 0.570** 1   

创业教育 0.772** 0.830** 0.770** 0.674** 1  

政策支持 0.714** 0.736** 0.671** 0.587** 0.722** 1 

** p＜0.01 

 

(四) 回归分析 

利用复回归强迫进入变量法分析感知期望、感

知可行性、行为倾向、创业教育及政策支持认知对

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首先，各自变

量的容忍度均大于 0.1，方差膨胀因素均小于 10，

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适合进行回归分

析。其次，模型总体统计检验 F 为 162.585***，调

整后的 R2 为 0.707，说明各变量对创业意愿的总体

变异解释为 70.7%。最后，由回归模型的标准化回

归系数可知创业感知期望(系数为 0.291)、感知可行

性(系数为 0.255)、政策支持认知(系数为 0.164)、创

业教育(系数为 0.154)、行动倾向(系数为 0.092)依次

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愿。因此，大学生的创业感知

期望正向影响其创业意愿，H1 得到验证；大学生

的创业感知可行性正向影响其创业意愿，H2 得到

验证；大学生的创业行动倾向正向影响其创业意

愿，H3 得到验证；大学生的创业教育认知正向影

响其创业意愿，H4 得到验证；大学生感知的创业 

 

表 2  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政策

支持对创业意愿的复回归分析摘要表 

预测变量 B 标准误 Beta t 值 Sig. 
共线性统计量 

容忍度 VIF 

截距 −0.068 0.143  −0.473 0.636   

感知期望 0.261 0.053 0.291 4.968*** 0.000 0.255 3.919 

感知可行性 0.248 0.047 0.255 5.263*** 0.000 0.373 2.680 

行动倾向 0.112 0.051 0.092 2.204* 0.028 0.500 2.002 

创业教育 0.165 0.066 0.154 2.485* 0.013 0.228 4.392 

政策支持 0.190 0.055 0.164 3.485** 0.001 0.397 2.522 

R=0.843   R2=0.711  调整后 R2=0.707   F=162.585*** 

因变量为创业意愿；***p＜0.001，** p＜0.01，* p＜0.05，后文显著性

相同，不再说明 

政策支持正向影响其创业意愿，H5 得到验证。 

(五) 独立样本 t 检验 

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性别、学生自身创业

经历、家人创业经历、学生来源在创业意愿、感知

期望、感知可行性、行为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

育上的差异比较分析。 

1. 性别差异 

由表 3 可知，男、女生在感知可行性、创业教

育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高于女生，而在创

业意愿、感知期望、行动倾向及政策支持认知上差

异不显著。假设 H6-1 部分通过检验。 

 

表 3  不同性别学生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

行为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上的差异比较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创业意愿 
男 167 3.2108 0.93686 1.31 

女 169 3.0888 0.76091  

感知期望 
男 167 3.5015 0.98501 1.19 

女 169 3.3787 0.91251  

感知可行性 
男 167 3.1078 0.94919 2.09* 

女 169 2.9083 0.79368  

行动倾向 
男 167 3.6383 0.77675 1.01 

女 169 3.5609 0.61886  

政策支持 
男 167 3.3982 0.83330 1.56 

女 169 3.2737 0.61676  

创业教育 
男 167 3.3293 0.84485 2.14* 

女 169 3.1444 0.73807  

 

2. 创业经历差异 

由表 4 可知，有过创业经历的学生和无创业经

历的学生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

为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上存在显著差异，且

前者创业意愿更高，创业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

行动倾向、创业教育及政策支持认知度更高，故假

设 H6-4 通过检验。 

3. 家人创业经历差异 

由表 5 可知，家人有过创业经历学生的创业意

愿显著高于家人无创业经历的学生，在感知期望、

感知可行性、行动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认知

上家人有过创业经历的学生显著较高。故假设 H6-5

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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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学生创业经历与否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

性、行动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上的差异比较 

 
学生创业

经历 
N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创业意愿 
是 67 3.5433 0.99014 

3.78*** 
否 269 3.0513 0.78828 

感知期望 
是 67 3.8209 1.06405 3.38** 

否 269 3.3448 0.89637  

感知可行性 
是 67 3.3881 0.92859 4.05*** 

否 269 2.9126 0.84132  

行动倾向 
是 67 3.8478 0.75244 3.28** 

否 269 3.5375 0.67600  

政策支持认知 
是 67 3.6642 0.83547 4.2*** 

否 269 3.2537 0.68396  

创业教育 
是 67 3.5672 0.93653 3.36** 

否 269 3.1539 0.73766  

 

表 5  家人创业经历与否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

性、行动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上的差异比较 

 
家人有无

创业经历 
N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创业意愿 
是 177 3.3435 0.83065 4.52*** 

否 159 2.9333 0.82942  

感知期望 
是 177 3.6610 0.91596 4.64*** 

否 159 3.1934 0.92859  

感知可行性 
是 177 3.1723 0.87254 3.70*** 

否 159 2.8239 0.85154  

行动倾向 
是 177 3.7254 0.67880 3.53*** 

否 159 3.4591 0.70246  

政策支持认知 
是 177 3.4576 0.75728 3.26** 

否 159 3.1997 0.68424  

创业教育 
是 177 3.3842 0.80126 3.65*** 

否 159 3.0717 0.76184  

 

4. 不同来源地学生差异 

由表 6 可知，来自农村的学生创业意愿显著高

于来自城镇的学生，且前者对创业教育的认知度显

著高于后者，但在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

向、政策支持方面，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无显著

差异。故假设 H6-6 部分通过检验。 

表 6  不同来源地学生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

行为倾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上的差异比较 

 学生来源 N 均值 标准差 t 值 

创业意愿 
城镇 154 2.9987 0.86606 −3.01** 

农村 182 3.2769 0.82436  

感知期望 
城镇 154 3.3377 1.00957 −1.82 

农村 182 3.5261 0.88982  

感知可行性 
城镇 154 2.9318 0.92896 −1.45 

农村 182 3.0714 0.83127  

行动倾向 
城镇 154 3.5571 0.73528 −1.02 

农村 182 3.6352 0.67216  

政策支持认知 
城镇 154 3.2776 0.80061 −1.31 

农村 182 3.3846 0.67083  

创业教育 
城镇 154 3.1416 0.81967 −2.01* 

农村 182 3.3165 0.77077  

 

(六) 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类

别学生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为

倾向、创业教育及政策支持认知上的差异显著与否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学生在上述各方面的

差异不显著，所以假设 H6-2 未通过检验。 

不同专业类别学生在创业意愿、感知期望、感

知可行性、行动倾向、创业教育及政策支持方面的

差异比较表明，经管类专业学生与理工类、人文类

等专业学生在创业意愿、行为倾向、政策支持认知

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前者的认知度较高；而在感知

期望、感知可行性、创业教育方面的差异不显著，

所以假设 H6-3 部分通过检验(限于篇幅此处省略具

体数据)。 

综合以上分析，假设 H6 部分通过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 

(一) 主要结论 

    1. 创业事件模型可以预测大学生创业意愿 

创业事件模型中的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行

动倾向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三者中

感知期望的影响最大，行动倾向的影响最小，感知

可行性居中，这与 Norris 等[8]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因此，大学生对创业结果的感知期望越高、感知越

可行、行动倾向越强则创业意愿越强烈。 

2. 创业教育认知正向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 

学生感知到学校或社会开设了足够的创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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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及培训，而且创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带给自己

的创业技能越多其创业意愿越强烈。 

3. 创业政策支持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学生对当地创业政策的认知正向影响其创业

意愿，说明如果学生所在地融资渠道丰富、学生创

业税收优惠、为学生群体创业提供便利的咨询与注

册服务等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利好政策越多，且学生

了解相关的政策会提升其创业意愿。 

4. 学生自身及家人有无创业经历对学生创业

意愿有显著影响 

相比而言，自己及家人有创业经历的学生创业

意愿更高，创业的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行动倾

向、政策支持及创业教育认知更明显。男生与女生

的创业意愿无明显差异，但男生比女生的创业感知

可行性、创业教育支持认知更高。不同年级的学生

创业意愿无明显差异。在不同专业类别上，经管类

专业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创业意愿更强、行动倾向和

创业政策支持认知度较高。来自农村的学生创业意

愿显著高于来自城镇的学生。 

5. 学生创业意愿总体不高 

虽然所得样本中近 1/5 的学生自认为有创业经

历，但样本总体创业意愿的均值并不太高。 

(二) 启示 

1. 对教育者的启示 

(1) 通过教育影响学生的创业认知。 

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行动倾向是影响学生

创业意愿的主要内在因素，在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

过程中应加强学生对创业本质及创业活动特殊性

的认识，分析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如何规

避风险。好的创业认知体验会加强创业的吸引力，

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和抗挫能力。创业过程中可能

遇到各种问题，应传递在面临意外、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学生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强化学生的创业承诺。 

(2) 通过系统的创业教育赋予学生创业技能。 

学生感知到的学校及社会创业教育培训越强

烈，能够激发的创业热情、创业技能越强烈，创业

意愿也就越高。“双创”背景下，各高校不同程度

地开展了创业教育、设置了不同形式的创业教育课

程，但学生感知的创业教育所得值并不太高，说明

当前创业教育对学生创业技能的提升作用尚未充

分发挥。高校及不同学科的教师应结合自身的办学

定位、专业及课程特点，调整创业教育内容、教学

手段和考核方式，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进而提高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协调好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梯度地开展创

业教育。各高校应结合专业情况构建专创结合的课

程体系，系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指导课程；同时成

立专业化、专职化、实践性和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教

育导师团队。 

此外，在创新创业普及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学

校和教师应根据不同学生所存在的差异进行针对

性的教育。如来自农村的学生创业意愿更为强烈，

鼓励这部分学生多参加创新创业之类的实践活动

以提高其综合实践能力；自身及家人有过创业经历

的学生创业意愿更高，根据这部分学生的需求进行

个性化的创业教育。 

2. 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启示 

要增加潜在创业者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增加

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创业的认可度；政府官员、政治

家、供应商、投资者、银行家、朋友、家人、邻居

及广大的社区也必须将创业活动视为可取且可行

的[7]。学生感知的创业政策支持能提升其创业意愿，

如创业学生最希望获得启动资金、融资方面的支

持，其次是创业场地、费用扶持及税收优惠等。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但学生对政策的了解非常有

限，而且政策的执行标准不完善，导致学生创业受

益的有限性。同时，学生对银行、风险投资等主要

融资渠道的了解有限，且银行和风险投资等对学生

创业的了解也有待提升。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

信息的不对称限制了学生的创业执行。 

因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标准要结合学生创业

群体的特点具体化且可行，政策制定者、执行机构、

高校等应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宣传，让学生获得充分

的、丰富的信息；同时，创业意愿强的学生也应该

加强自身对相关政策的关注，及时获得相关政策信

息，促进创业实践。 

(三) 研究的局限性 

通过实证研究拓展检验了创业事件模型对独

立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预测的适用性，进一步证实

了创业教育、政策支持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同时探

讨了学生个人背景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综合考虑了

内外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但本文尚存在以下局

限：一是创业意愿根本上尚停留在认知阶段，从创

业意愿到创业行为还有一定的差异，未来拓展至已

创业学生的创业行为研究上更符合创业实际；二是

资源限制，研究样本有限，在未来资源更充沛时可

扩大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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