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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创业机会确认与发展理论模型，对四川省 9 所高校的 821 名学生的创业机会识别影

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先验知识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

能感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大学生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综上，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与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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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发展，近些年

高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呈双增长趋势。2019 届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834 万人[1]，相比于 2018

年的 820 万人增加了近 14 万。毕业生人数的增加，

给大学生就业带来一定压力。大学生自主创业是解

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2]，但我国大学生自主

创业率总体水平不高。据麦可思研究院 2018 年中

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17 届大学生自主创业比

例为 2.9%，与 2016 届、2015 届的 3.0%基本持平[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 2017 年中国大学生创

业报告显示，近九成大学生考虑过创业，26%的在

校大学生有较强的创业意愿。一方面大学生创业意

愿强烈，另一方面大学生自主创业率低。有研究显

示，创业机会识别水平不高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创业

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4]。因此，提升大学生的创业

机会识别水平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创业率，有利于缓

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已有研究显示，先验知识、

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是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的重要因素，但鲜有文章对三者间如何影响创业机

会识别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

理论和创业机会确认与发展理论模型，探讨大学生

先验知识、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

会识别的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有利于完善创

业理论。 

二、研究假设 

能否识别创业机会是创业能否成功的第一  

步[5]，创业机会识别会受到信息以及个人认知特性

与判断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先验知识在这

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6]。Shane 将先验知识

定义为：包括个人所受教育、工作经验、自我学习

等相关经验所累积形成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与经

验不容易直接复制在他人身上[5]。也就是说，先验

知识具有独特性和个性化的特征，就算把个人的知

识传达给他人，对方对于同一件事物的判断与认知

也会与你不同。有两类先验知识会影响创业机会识

别[7]。一是，个人特殊兴趣领域的知识，与这个领

域有关的知识是可以让人着迷且在接触过程中是

很愉快的，对于这些知识个体会投入很多的时间、

精力去了解与学习。二是，在学习工作当中累积下

来的产业知识。产业知识具体包含市场知识、服务

市场知识与顾客服务知识，这些知识常常需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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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训练与学习而来。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显

示，大学生的先验知识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8]。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大学生先验知识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

影响。 

创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创业领域中

的具体运用，是指个体是否有能力去执行一个创业

的任务或扮演好创业者角色的一种自我认知[9]。创

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个

体在成长过程中其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互动的结

果，即个体社会化的结果[10]。创业知识、创业经验

和创业课程学习等先验知识都对创业自我效能感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10-12]。Ajzen 的计划行为理论认

为，知觉行为控制是影响个体意图与创业机会识别

重要的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会由过去的经

验与预期未来可能的阻碍，进而知觉到执行一项特

定行为的难易程度。Ajzen 认为知觉行为控制在概

念上与自我效能感相当接近。因此，创业自我效能

感可能对创业机会识别有重要作用[13]。实证研究显

示，不管是已创业人员还是未创业的大学生，其创

业自我效能感均能正向预测创业机会识别[14-15]。通

过分析先验知识对提升个体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机制来看，先验知识能够促进个体拥有更好的创业

自我效能感，进而更有利于创业机会识别。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和创业

机会识别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创业警觉性是指一个人能辨识到不被注意的

创业机会或被忽略的创业机会[16]，创业警觉性包括

扫描搜索警觉性、关联警觉性、评价与判断警觉性

三个维度，创业警觉性及其三个维度都对创业机会

识别具有重要预测作用[17]。扫描搜索警觉性可以使

个体透过广泛的扫描与搜寻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知

识，藉此可以增强创业专业能力，因此有利于创业

机会的识别；关联警觉性可以使得个体考虑多样化

的选择与可能性，然后对事物做出前所未有的连结

或产生新想法，从而有益于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价

与判断警觉性使个体能够判断新的信息内容与过

滤不重要的信息，然后对于新的信息进行评估，看

其是否能反应出新的创业机会，藉此也能增加个体

对创业机会的识别。 

先验知识与创业警觉的关系如何呢？Ardichvili

和 Cardozo 认为个人所累积的先验知识会直接影响

个体对于创业的警觉性，个体的先验知识越丰富创

业警觉性就越高[18]。赵立祥和张芸笛认为，个体对

创业机会相关讯息和产业知识有着浓厚的特殊兴

趣，会拥有更高的警觉性[19]。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

创业大学生的先验知识对创业警觉性有正向的预

测作用[20]。关于先验知识、创业警觉性、创业机会

识别的关系，有研究者以北京地区创业者作为研究

对象，研究发现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

识别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9]。大学生与已创业者相比

缺乏创业实践经验，其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与创

业机会识别中与已创业者是否一样也起中介作用，

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大学生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

识别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Ardichvili 等[21]提出了创业机会确认与发展理

论模型，该模型认为人格特质和先验知识会通过社

会网络影响创业警觉性，进而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

影响。Krueger 和 Dickson 认为，个体知觉到的自我

效能会导致乐观，乐观会让个体看到机会而不是看

到威胁，因此，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将乐观更改为自

我效能感，并证实先验知识和自我效能感都会通过

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预测作用[22]。 

关于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警觉性的关系，

Chen 等[8]认为，具有高自我效能感个体会比低自我

效能感个体更将环境视为是一种挑战而想去克服

它，个体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将有助于提升其对机会

的警觉与辨识。相关实证研究显示，不同地区、不

同人群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黄友明[23]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

创业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对于

创业警觉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Indrawati 等[24]

针对印度尼西亚初创期的中小企业的创业者进行

调查，结果表明创业警觉性受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正向预测；潘宥嘉[22]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得出了

一致的研究结果，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创

业警觉性也越高。 

上述理论模型及已有研究为本研究考察创业

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

识别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

持。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警觉性在先

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 被试 

以 9 所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整群抽样

的方法，共发放问卷 9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21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1.22%。其中，男生 342 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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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6%)，女生 479 人(占比 58.34%)；大一学生 270

人(占比 32.89%)，大二学生 197 人(占比 24.00%)，

大三学生 180 人(占比 21.92%)，大四学生 174 人(占

比 21.19%)；平均年龄 19.42 岁(SD=1.26)。 

(二) 研究工具 

1. 先验知识量表 

采用 Shane 和 Venkataraman 编制的先验知识量

表[5]。该量表共 6 个项目，包括特殊兴趣和产业知

识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

学生先验创业知识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和

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3，0.76 和 0.81。 

2. 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 Peterman 和 Kennedy 编制，史容、傅利平

和殷红春修订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25]。该量表共

6 个项目，包括创业学习与迁移、创业领导与沟通、

创业机会资源识别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得分越高说明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

中，总量表和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9，

0.79，0.76 和 0.84。 

3. 创业警觉性量表 

采用 Tang 等人开发的创业警觉性量表[17]。该

量表共 13 个项目，包括扫描搜索警觉性、关联警

觉性、评价与判断警觉性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创业警觉性越高。本研

究中，总量表和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7，

0.79，0.69 和 0.74。 

4. 创业机会识别量表 

采用 Shane 和 Venkataraman 编制，史容、殷红

春和魏亚平修订的创业机会识别量表[26]。该量表共

6 个项目，包括探索型创业机会识别、问题型创业

机会识别、创业机会时机识别三个维度。采用李克

特 7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识别创业机会水平

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分别为 0.79，0.74，0.63 和 0.67。 

(三) 数据处理 

采用 SSPS22.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

分析和差异性检验，运用 Mplus7.0 对数据进行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以检验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警觉

性在大学生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中介

作用。 

四、研究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数据收集采用自我报告法，可能出现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测

试中进行了有关控制，如部分条目使用反向表述、

强调答案没有对错之分等。进一步采用 Harman 单

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

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5 个，解释了 54.79% 的变

异，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3.78%，没有超

过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测验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二)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先验知识、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

性和创业机会识别四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先验 

知识、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机会识

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矩阵(n=821) 

 M SD 1 2 3 4 

1．先验知识 3.34 0.62 1    

2．创业自我效能 4.44 0.88 0.59*** 1   

3．创业警觉性 3.48 0.51 0.52*** 0.56*** 1  

4．创业机会识别 4.09 0.85 0.53*** 0.57*** 0.58*** 1 

***p＜0.001，下同。 

 
由表 1 可知，先验知识均值(M=3.34)高于理论

平均值 3。皮尔逊积差相关统计表明，先验知识与

创业自我效能感(r=0.59，p＜0.001)、创业警觉性

(r=0.52，p＜0.001)、创业机会识别(r=0.53，p＜0.001)

相关显著；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警觉性(r=0.56，

p＜0.001)、创业机会识别(r=0.57，p＜0.001)相关显

著；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r=0.58，p＜0.001)

相关显著。 

(三)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

识与创业机会识别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假设，运用 Mplus7.0，采用 大似然

估计 ML 参数估计方法,以先验知识为预测变量，以

创业机会识别为结果变量,以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

业警觉性为中介变量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来检验中

介作用。模型整体拟合度指数：χ2=146.01，df=39，

χ2/df=3.84，CFI=0.97，TLI=0.96，RMSEA=0.06，

SRMR=0.03，相关研究表明，当样本量超过 500 时，

χ2/df 小于 5 也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本研究

χ2/df=3.84，属可接受范围。模型结果(图 1)显示，

先验知识对创业机会感知的直接作用显著(β=0.38，

p＜0.001)。先验知识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β=0.76，p＜0.001)，创业自我效能感对

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8，p

＜0.001)，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和创业

机会识别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先验知识对

创业警觉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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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β=0.36，p＜0.001)，表明创业警觉性在

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

作用。此外，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警觉性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8，p＜0.01)，表明创业自我

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识别

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显著性采用 Bootstrap 法，有放回地重复取样

5000 次，根据 95%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 0 来检验中

介效应是否显著，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则表示中介

效应显著，若包含 0 则表示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果

见表 2。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感

知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为[0.01，0.27]，不含

0 值，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

感知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创业警觉性在先

验知识和创业机会感知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

为[0.06，0.22]，不含 0 值，说明创业警觉性在先验

知识和创业机会感知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

会感知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为[0.03，0.17]，不

含 0 值，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在先验

知识和创业机会感知的关系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图 1  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表 2  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的中介模型路径分析 

效应  95%置信区间 效应值 效果量(%) 

直接效应 先验知识→创业机会识别 [0.18，0.59] 0.38 50 

中介效应 

先验知识→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机会识别 [0.01，0.27] 0.14 18 

先验知识→创业警觉性→创业机会识别 [0.06，0.22] 0.14 18 

先验知识→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创业机会识别 [0.03，0.17] 0.10 14 

总中介效应  [0.20，0.43] 0.38 50 

 
五、讨论与启示 

(一) 结果讨论 

1. 大学生先验知识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先验知识对创业机会识

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 H1，

也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8]。这是因为，先验知识与

认知能力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拥有丰富的创业先验

知识的个体，比较容易聚焦在有用的信息上，因此

先验知识在辨识和追求创业机会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5]，大学生先验知识越丰富，其对创业机会的

识别度愈高。 

2.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和创业

机会识别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先验知识能通过作用于大学生的

创业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其创业机会识别，此结果

证实了假设 H2，也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27]。以往

研究显示，已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和

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进一

步发现，没有创业实践经验的大学生也有相同的效

应，这可能是因为：在创业知识稳定和创业环境相

同的前提下，具有高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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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满了创业的机会，具有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大

学生会考虑更多的创业成本与未知的风险，高创业

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比低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更

容易识别创业机会。 

3. 大学生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和创业机会

识别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先验知识能通过作用于大学生的

创业警觉性间接影响其创业机会识别，此结果证实

了假设 H3，也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19]。个人经验、

工作经验、先前所受教育会造成个人对于顾客问题

或市场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这些先验知识会直接

影响到个体的警觉性，并且个体的警觉性和先验知

识直接影响到机会的辨识。因为个人会沿着过去的

经验与知识背景所产生的认知架构，与新信息连结

后对事物进行理解与判断，相对而言，若缺乏先验

知识与认知架构则很难察觉事件的存在。 

4.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在先

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辨识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警觉性在先验知识与创

业机会辨识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此结果证实

了假设 H4，同时进一步发展了创业机会确认与发

展理论模型。当外在环境发生变化，出现新的创业

机会时，个体如具备相关的先验知识，且创业自我

能感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对新信息产生及时的反映，

进而提高创业的警觉性，以致于能对创业机会做出

正确的判断。相反，即使外在环境发生了变化，出

现了创业机会，不具备先验知识的个体或创业自我

效能感不高的个体很难识别创业机会。 

(二) 实践启示 

本研究引入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警觉性两

个变量，探讨了大学生既有知识对创业机会识别的

预测作用，从理论上丰富了人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

认识，也可以为高校创业教育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1. 建构系统而完整的创业课程，培养学生特定

产业知识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既有知识能直接和间

接影响创业机会识别。因此，高校在开设创业课程

时，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外，更强调经验的学习，

可以搭配多元的个案分析、专家演讲、创业家访谈

等教学模式，以帮助学生了解真实的创业活动状

况。在创业课程开发方面，除了一般管理领域，其

他如女性创业、国际创业等都是值得开发的课程 

领域。 

此外，产业知识也是提升创新机会识别的重要

影响因素。若能让学生在在校期间除了接受基本创

业知识的学习，还能根据学生的兴趣有规划地去开

设一些相关特定产业知识(如绿色产业、服务业、高

科技业、电子商务业等)的课程，加强学生在特定产

业创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培养，将能使学生弥补产

业知识的不足，提高学生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敏锐度。 

2. 重视学生过去的成就表现，帮助学生建立积

极正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能正向预测创业

机会识别，先验知识亦透过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

进而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间接的效果。因此，若要

使大学生有更高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提升创业自

我效能感则非常重要。影响自我效能感的来源包含

过去的成就表现、替代经验、言语说服与生活态度，

其中 具影响力的来源是过去的成就表现[28]。由于

过去的成就表现是基于个体过去所掌握的经验而

来，过去的成功经验会强化个体控制预期，因此个

体能不断地透过成功经验而强化自我效能感，同时

个体能藉由过去的成功经验在面对问题时坚持到

底，进而克服困难，这将有助于强化自我效能感的

维持。本研究建议教师应重视学生过去的成就表

现，加强对过去成就表现的强化，以提升学生的创

业自我效能感。 

3. 加强学生系统性创业警觉和直觉性创业警

觉均衡能力的培养 

本研究发现，创业警觉性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创业警觉性不仅在先验

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中起中介作用，而且还能透过

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先验知识与创业机会识别中起

链式中介作用。因此，保持高度的创业警觉能力对

提升学生的创业机会识别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Wind 和 Crook[29]指出在创业机会识别的决策

流程中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为经过分析的系统性

创业警觉思考流程，另一种则为直觉性创业警觉思

考流程。过去关于创业机会识别相关研究多提出建

立系统性搜寻与分析的重要性，然而却少有研究对

于直觉性思考流程提出明确论点[30]。本研究认为在

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凭借直觉性的探求挖掘的创

业警觉性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有时为了避免

错失良机，在没有全面获得创业机会信息时就必须

做出判断。当然，在机会辨识过程中本研究虽强调

直觉性创业警觉的重要性，却不否定系统性搜寻与

分析的必要性，当个人具有足够时间、信息与资源

时，分析型决策仍有其价值，甚至系统性创业警觉

与直觉性创业警觉之间能达到一种均衡的能力，产

生互补的优势，将更有助于创业机会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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