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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主体感知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理论模型，借助扬州大学商学院 300 名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使用

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经管类大学生创业意愿较高；创业兴趣、创业关注度、

创业能力感知、失败承受能力感知、创业经验感知、获取物质财富感知、审批程序感知与创业支持感知等因素显

著影响经管类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从减少感知偏差、激发创业兴趣、培养创业情商与加强创业支持等四个方面提

出了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主体感知；创业意愿；大学生创业；经管类；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9)05−0041−05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

育”迈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1]。作为

国家未来建设的“精英群体”，大学生自主创业不

仅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更有利于其创新精神

的培养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助推我国创新型国

家的建设。创业意愿被广泛地认为是影响创业决

定、预测创业行为的最优指标[2]。大学生创业意愿

是预测大学生创业行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提高大

学生创业意愿可以有效促进其创业行为的发生。经

管类大学生掌握系统的经济管理理论，具备经济分

析、经营决策、组织策划、市场营销与金融财务等

专业能力，是创业群体中的“生力军”。为此，本

文以经管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影响其创

业意愿的主体感知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Shapero 较早提出了“创业意愿”，认为创业意

愿可利用感知期望、行为倾向和感知可行性三个变

量来解释[3]。Bird 研究指出，决定创业意愿的三个

维度是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能力[4]。

Shaver ＆ Scott 认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影

响创业倾向，内在因素包括创业者的心理特质、个

体特征和认知，外在因素主要是指创业者所处的特

定环境因素[5]。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后，我国学者

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多数学者从

人口统计学特征、财富禀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政策影响等多个方面探讨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因素[6-8]。部分学者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深入研究某

单一维度，如创业环境[9]、家庭收入[10]、社会资    

本[11]、税收政策[12]、创业激情[13]、创业教育[14-15]

与同辈群体[16]等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专题研

究主体感知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文献较少，已有

文献也仅仅涉及主体感知的少数变量，李永强等[17]

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来

探讨对中国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齐昕，刘家树[18]

指出，相对于背景因素与感知行为控制力，创业态

度对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较大；陈文娟等[19]研究结

论显示，创业特质、创业认知、创业态度以及创业

环境显著等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已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尚存在两方面

局限：第一，主体感知维度未得到充分关注。Krueger 

et al 认为，外在因素并不能直接影响创业倾向和创

业行为，而需要通过个体内在因素间接作用于潜在

创业者[20]。主体感知正是个体内在因素发挥作用的

反映性指标，但已有研究局限于分析单一或少数感

知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未能系统全面地研究主

体感知维度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第二，经管

类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较为鲜见。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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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结构、专业特征、培养特色、环境氛围等存

在学科差异，不同专业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

也不尽相同，目前关于经管类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

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经管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验证分析影响其创业意愿的主体感知因素，为政府

和相关部门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二、理论模型与假设提出 

(一)理论模型构建 

主体感知是以生理、心理活动为基础，并有多

种因素参与的复杂的社会性认知活动[21]，是主体行

为意向或意愿形成的重要解释变量。Ajzen[22]提出

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由态度、主观规范

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

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笔者构建出主体感知影响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理论模型，见图 1。模型设计了

主体感知的四个维度，分别是创业态度感知，创业

特质感知，创业价值感知与创业环境感知，认为这

四个维度会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产生影响。 

 

 

图 1  主体感知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理论模型 

 

(二)研究假设 

系列假设 1：创业态度感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创业态度感知主要考察潜在创业主体对创业

的基本感觉与认知，主要包括创业兴趣与创业关注

度两个反映性指标。创业兴趣越浓厚的人越愿意创

业，故假设创业兴趣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影响，且

方向为正；有创业意图的人才会更加关注创业，故

假设创业关注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影响，且方向 

为正。 

系列假设 2：创业特质感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创业特质感知主要考察潜在创业主体对自身

所具备的创业品质、能力等的自我认知，主要包括

创业能力感知、创业经验感知、自我行动力感知与

失败承受力感知等四个反映性指标。一般来看，觉

着自己创业能力越强、创业经验丰富、自我行动力

与失败承受力越强的人，愿意创业，因此假设这些

因素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有影响，且方向为正。 

系列假设 3：创业价值感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创业价值感知主要考察潜在创业者对于自身

创业价值的认知，问卷主要设计了获取物质财富、

社会地位提高与解决就业三个反映性指标。通过创

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可以提高自身社会地

位，也可以解决就业，因此假设这三个因素对大学

生创业意愿有影响，且方向为正。 

系列假设 4：创业环境感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创业环境感知主要考察潜在创业者对创业外

在条件与环境的自我感知，问卷主要设计了审批程

序、创业教育与创业指导三个反映性指标。项目审

批程序越复杂，创业教育越贫乏，创业指导越不足，

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会越弱。因此假设这三个因素对

大学生创业意愿有影响，方向为负。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基本信息、主体感

知要素与创业意愿三个方面。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主要涉及性别、年级与学科类别；主体感知要素主

要分成创业态度、创业特质、创业价值、创业环境

等四个方面来设计问题，问题选项赋值采用次序变

量实现，具体取值为“1、2、3、4”或“1、0”的

形式；为了避免模糊性，创业意愿选项为 1 和 0。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次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对

扬州大学商学院本科生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336 份，回收问卷 31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3.2%.剔

除问题问卷，有效问卷 30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6%。

样本基本特征，见表 1：女生人数占比 74.3%，远

高于男生的占比 25.7%，这与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

性别构成比例大致趋同；三、四年级学生大学生活

时间较长，他们对创业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

样本中选取这两个年级学生较多，占比达到 60.6%；

从学科类别来看，样本中管理类专业学生人数占比

67.7%，高于经济类专业学生数占比，与实际情况

一致。因此，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1  样本描述 

标志名称 标志值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女 

223 

77 

74.3 

25.7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74 

44 

88 

94 

24.7 

14.7 

29.3 

31.3 

学科类别 
经济类 

管理类 

97 

203 

32.3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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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选择、变量描述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主体感知对经管类大学生创业

意愿的影响，创业意愿的取值为‘愿意’与‘不愿

意’的二值变量，因此选择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

分析。对于 n 个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可以描

述 为 ： Logit(P)=β0+β1+X1+β2X2+ … βnXn ， 其 中 

Logit(P)=ln[P(Y1)/P(Y0)] ， 即 In[P(Y1)/P(Y0)]=β0+ 

β1X1+β2X2+…βnXn。[P(Y1)/P(Y0)]表示愿意创业与不

愿意创业比的对数，Xi(i=1,2…n)表示影响大学生意

愿的各个主体感知因素。β0 是常数项，βi(i=1,2…n)

是模型的偏回归系数。 

(二)变量设定 

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意愿，赋值为 0、1。1

表示愿意创业，0 表示不愿意创业；解释变量包括

创业态度感知、创业特质感知、创业价值感知与创

业环境感知四个方面，共计 12 个变量；学生基本

特征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专业与年级三个子变

量。各解释变量的界定、赋值与基本统计特征，见

表 2。 

 

表 2  解释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解释变量 变量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学生基本特征      

性别 是否为男性(是=1，否=0) 0 1 0.26 0.438 

专业 专业类别(经济类=1，管理类=0) 0 1 0.32 0.469 

年级 一到四年级分别赋值“1、2、3、4” 1 4 2.67 1.159 

创业态度感知      

创业兴趣 对创业有兴趣(是=1，否=0) 0 1 0.63 0.483 

关注度 对创业很关注(是=1，否=0) 0 1 0.73 0.516 

创业特质感知      

能力感知 觉得自我创业能力强(是=1，否=0) 0 1 0.19 0.396 

经验感知 觉得创业经验丰富(是=1，否=0) 0 1 0.10 0.301 

自我行动力感知 很强=4，较强=3，一般=2，较差=1 1 4 2.87 0.689 

失败承受力感知 自我失败承受力强(是=1，否=0) 0 1 0.69 0.465 

创业价值感知      

获取物质财富 可以获取物质财富(是=1，否=0) 0 1 0.73 0.446 

提高社会地位 可以提高社会地位(是=1，否=0) 0 1 0.44 0.497 

解决就业 可以解决就业(是=1，否=0) 0 1 0.61 0.489 

创业环境感知 
审批程序感知 

 
感知审批程序复杂(是=1，否=0) 

 
0 

 
1 

 
0.29 

 
0.453 

创业指导感知 就业指导缺乏(是=1，否=0) 0 1 0.13 0.341 

创业教育感知 学校创业教育缺乏(是=1，否=0) 0 1 0.38 0.486 

 

(三)模型结果与解释 

本文使用 SPSS22.0 对调查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3。具体解

释与分析如下： 

(1)学生的基本特征中，学科类别变量在1%的

水平上显著，经济类专业学生创业意愿发生比是管

理类学生的136.4%，比管理类学生创业意愿发生比

高出36.4%。这可能是经济类专业学生课程设计中

具体操作类课程较多，学生更具有创业的方向感，

因而更愿意创业；性别与年级均不显著，说明经管

类大学生创业意愿在性别与年级中不存在明显差异。 

(2)创业态度感知维度中，创业兴趣与创业关注

度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方向为正。说明创业兴趣

与创业关注度对经管类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影

响，与假设一致。相对于创业兴趣较低的学生，创

业兴趣高的学生创业意愿发生比提高了35.53倍，创

业兴趣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极度显著；相对于创业关

注度低的学生，创业关注度高的学生的创业发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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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11.03倍，创业关注度对创业意愿的影响非常 

显著。 

 

表3  模型估计结果表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d值 Sig.值 Exp(B) 

学生基本特征      

性别 -0.291 0.581 0.251 0.616 0.747 

专业 0.310*** 0.115 7.236 0.007 1.364 

年级 0.115 0.210 0.297 0.586 1.121 

创业态度感知      

创业兴趣 3.598*** 0.501 51.585 0.000 36.532 

关注度 2.487*** 0.528 22.154 0.000 12.029 

创业特质感知      

能力感知 1.624* 0.856 3.601 0.058 5.075 

经验感知 -1.772* 1.027 2.974 0.085 0.170 

自我行动力感知 -0.185 0.373 0.245 0.620 0.831 

失败承受力感知 2.292*** 0.543 17.836 0.000 9.892 

创业价值感知      

获取物质财富 0.855* 0.514 2.769 0.096 2.352 

提高社会地位 0.212 0.475 0.200 0.655 1.237 

解决就业 0.487 0.497 0.961 0.327 1.627 

创业软环境感知      

审批程序感知 -0.992** 0.487 4.139 0.042 0.371 

创业指导感知 -1.416** 0.694 4.168 0.041 0.243 

创业教育感知 -0.416 0.466 0.796 0.372 0.660 

常数项 -5.775*** 1.448 15.901 0.000 0.003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3)创业特质感知维度。创业能力感知、失败承

受能力感知两个变量分别在 10%、1%的水平下显

著，影响方向为正，与研究假设一致。相对于感觉

创业能力低的学生，感觉创业能力高的学生创业发

生比高出 4.08 倍；相对于感知承受失败能力差的学

生，感知自身承受失败能力强的学生的创业意愿发

生比会提高 8.89 倍。经验感知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但是方向为负，与假设相

反。其可能原因是大学生创业经验越丰富，他们越

能感受到创业的艰辛与不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他们创业的意愿；自我行动力感知对大学生创业

意愿影响不显著，与假设不相符，其最可能的原因

是学生对自身行动力强弱感知较模糊，无法准确判

断自我行动力的强弱，导致影响不显著。 

(4)创业价值感知维度中，获取物质财富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经管类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说明

越是想获取物质财富的学生创业意愿越强烈，与研

究假设一致。与不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价值导向的学

生，具有此价值导向学生的创业意愿发生比会提高

1.35 倍；提高社会地位感知对经管类大学生创业意

愿影响不显著，这可能解释为学生未达到提高社会

地位的需求层次，因此对提高社会地位表现出无差

异性，因此回归结果不显著；解决就业感知对大学

生的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学生并未走入

社会，未体验到就业的困难，因此对创业是为了就

业无法体会，表现在选项选择上不存在差异性。 

(5)创业环境感知维度中，感觉创业审批手续越

复杂的学生越不愿意创业，该变量的影响在 5%的

水平下显著，与原假设相符。与感知创业审批程序

简单的学生相比，感觉创业审批程序复杂的学生的

创业发生比会下降 62.9%；创业指导在 5%的水平下

显著，感觉创业指导贫乏的学生创业发生比会下降

75.7%，说明感觉创业指导越贫乏的学生创业意愿

越低，与原假设一致；创业教育对经管类大学生的

创业意愿影响不显著，与原假设不一致，其可能的

原因是样本来源于同一所大学，样本单位受到创业

教育差异性不大，表现在问题回答中缺乏差异性，

最终导致影响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主体感知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

理论模型，借助对扬州大学商学院本科生的调查数

据，利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模拟了主体感知对大学

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论为：①经管类大学生

创业意愿较高，有创业意愿学生人数 200 人，占到

总人数的 66.7%；经济类专业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显

著高于管理类专业。②多数主体感知因素会影响经

管类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创业兴趣与创业关注度越

高的学生，其创业意愿越强；学生对自己的创业能

力与失败承受力越自信，其创业意愿越强。创业经

验越丰富的学生创业意愿越低；创业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获取物质财富，拥有此观点的学生创业意愿越

强；创业审批程序越复杂，得到的创业指导越不充

分，学生的创业意愿就越弱。 

(二)对策建议 

1. 丰富信息供给，减少感知偏差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主体感知由于受到感知

主体特征(需求、经历、价值观、态度与个性特征等)、

环境特征(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与组织环境等)、感

知客体特征(对比性、强度、大小、新颖性等)的影

响，感知过程也会伴随着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

效应、刻板印象等效应的存在，最终可能导致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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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主体感知会影响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因此应确保感知结果与事实最大程度

吻合。可以通过创业创新政策的解读宣讲、知识讲

座、动态信息发布等形式，不断丰富创业创新的信

息供给，引导大学生客观地感知影响其创业的内外

因素，提高他们的创业意愿。 

2. 提高创业关注度，激发创业兴趣 

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

兴趣是一个人积极行动的内生源动力，驱动其不断

地求知、探索、实践。兴趣是意愿形成的前提条件，

激发创业兴趣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可

以通过组建创业协会、创业社团、创业兴趣小组等

形式，举办创业成功人士报告会、创业创新大赛等

活动，鼓励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进行探究等，

不断强化学生的创业关注度，激发他们的创业兴

趣，提高他们的创业意愿。 

3. 强化创业技能，培养创业情商 

创业技能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核心技能，是创

业能力的直接体现。创业技能的强化可以使大学生

提高创业自信，增强对自己创业能力的自我认知，

从而提高其创业意愿。创业情商是指与创业相关的

人的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

创业情商高的人，其创业情绪、情感越积极，创业

的意志力越坚强，承受挫折失败的能力也越强，创

业情商的培养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可

以通过设置创业创新课程体系，构建创业创新实践

平台，加强技能培训与创业实训等方式强化学生的

创业技能，培养学生的创业情商。 

4. 简化审批程序，加强创业支持 

解释变量“审批程序复杂”“创业指导缺乏”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学生感知到审批程序越

复杂，创业指导越缺乏，其创业意愿越低。为了提

高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应该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

并通过广泛宣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正确感知度。同

时，还应通过加强创业指导、加大财税政策、健全

金融政策、完善创业服务政策等措施，不断加强对

大学生的创业支持，为他们提供一个优越的创业环

境，促进其创业意愿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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