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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校大学生创业原因的实证研究 

——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例 

 
刘汉朝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十堰，442002) 

 

[摘要]  随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普遍开展，越来越多的在校大学生投身于创新创业实践中。那么，这些在校大

学生投身创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通过调查，总结出大学生选择创业的七大原因：个人理想、创业文化、经济动

机、专业需要、家庭资源、就业动机和消遣动机。文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调研结论，并从个人层次、学校

层次、家庭层次、政府和社会层次四个方面对高校“双创”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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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高校越

来越重视创业教育，创业教育在全国高校中迅速发

展起来，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也层出不穷。除了创

业模式、创业课程等方面的研究外，很多研究者都

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既是高校创业教育主体又是创

业教育客体的创业学生身上。可是，查阅文献资料，

笔者发现很多学者研究的问题大多只能回答什么

样的学生适合去创业，答案有高成就动机、高人际

沟通能力、高抗压能力、高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

但是，适合创业与真正创业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高

校学生群体中适合创业的人很多，但真正创业的人

却很少。从适合创业到创业，这个过程很漫长，而

且中间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创业选择。为什么

一部分学生在校期间选择了创业这条道路，而大多

数学生却没有选择创业呢？这些原因之间有什么

联系呢？哪些是主要的原因，哪些是次要的原因

呢？究竟什么样的人有可能会去创业呢？什么条

件能够更容易引导学生创业？这些都是很值得我

们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笔者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为例，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指就读于大

学的学生或正在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因研

究需要，本文将大学生限定为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在《辞海》中，创业被定义为创立基业。创业

是一个发现和捕捉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的产品、

服务或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本文特指创办实体

企业的行为。 

原因是指造成某种结果或者引发某件事情的

条件。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创业原因是指引发或者

促使学生选择创业这个结果的条件并强调从未创

业到创业这个变化过程中的诸多条件。比如，个人

价值追求、经济动机、学校创业教育和创业服务、

家庭环境、国家创业扶持政策、就业环境等。 

在项目研究初期，调查组首先开展了预调查，

根据预调查的结果，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笔者将

大学生创业原因归纳为以下 8 种：经济动机(为解决

在校经济需求)、个人理想(因为自身兴趣、理想)、

家庭资源(家庭资源有利于创业)、就业动机(为解决

就业问题)、专业需要(为应用所学专业知识)、创业

文化(学校创业文化影响)、消遣动机(为消遣娱乐，

打发时间)、其他因素(以上七种没有包含的因素)。 

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组编制了《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在校学生创业原

因调查问卷》《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在校学生创业原

因访谈提纲》。问卷由学生基本信息、创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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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问题与建议三个部分组成。基本信息主要是了

解创业学生的专业、家庭经济状况、闲暇时间等。

创业原因问卷旨在调查在大学生诸多创业原因中，

各原因对推动大学生创业所起的作用的程度。创业

问题与建议以开放性问题的形式设计，主要想了解

创业学生在走向创业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阻碍、困惑

和困难，以及他们需要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等问题。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已经开

始创业的学生，问卷采用定向取样的发放方式，共

发放问卷 55 份，收回 52 份，回收率为 94.5%。样

本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 1。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9 75.0 

女 13 25.0 

专业类别 

经济学 11 21.2 

管理学 11 21.2 

理学 11 21.2 

法学 2 3.8 

文学 17 32.6 

 

(二)调查统计分析 

调查的统计结果主要包含问卷调查统计和访

谈调查统计两个部分。 

1. 问卷调查统计 

在被调查的创业学生中，家庭成员有经商或创

业经历的比例为 51.9%，家庭中没有经商或创业经

历的比例为 48.1%，这说明在被调查的所有对象中，

家庭中有经商或创业经历与家庭中无经商创业经

历的比例相差不大，见表 2。 

 

表 2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经商者或创业者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有 27 51.9 

没有 25 48.1 

总计 52 100.0 

 

从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父母支持学生在

校创业的比例为 44.2%，父母保持中立态度的比例

为 51.9%，而仅有 3.9%的父母反对学生在校创业。

这说明在被调查的 52 名对象中，父母对他们创业

的支持度比较高，学生创业得到了家长的认同。这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家庭的理解与支持对大学

生在校创业的影响比较大，见表 3。 

统计数据显示，在校创业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的比例为 65.4%，经济状况不好的比例为 25%，

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比例仅有 9.6%，见表 4。这

说明创业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总体一般，由此可以

看出在校学生选择创业时经济因素对他们的影响

很大。 

 

表 3  父母对学生在校创业的态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支持 23 44.2 

中立 27 51.9 

反对 2 3.9 

总计 52 100.0 

 

表 4  创业者的家庭经济状况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较好 5 9.6 

一般 34 65.4 

不好 13 25.0 

总计 52 100.0 

 

从调查的结果看，超过 57.7%的创业学生对其

就业前景持很乐观的态度，仅有 7.7%的创业学生对

自己的就业前景持不乐观态度，这说明多数被调查

的创业学生都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他们相

信自己可以顺利就业。这也说明创业学生选择创业

的原因应该和就业困难关系不大，见表 5。 
 

表 5  创业者对自己就业前景的乐观程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很乐观 30 57.7 

一般 18 34.6 

不乐观 4 7.7 

总计 52 100.0 

 

据调查，创业时间在 1 年以内的学生比例为

36.5%，1~2 年的学生比例为 42.3%，2~3 年的学生

比例为 17.4%，而仅有 3.8%的学生创业时间在 3 年

以上。由此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创业学生的创业时

间大部分都不是很长，创业时间在两年以内的比例

很大，达到了 78.85%，可见学生创业能力和创业经

验的提升还有广阔空间，见表 6。 
 

表 6  创业时间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1 年以内 19 36.5 

1~2 年 22 42.3 

2~3 年 9 17.4 

3 年以上 2 3.8 

总计 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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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原因的调查中，笔者采用 5 级量表的形

式进行设问，“最不重要”为 1 分、“不重要”为 2

分、“一般”为 3 分、“重要”为 4 分、“非常重要”

为 5 分，均采用正向计分。之所以设计创业原因 5

级统计量表，主要目的是对大学生创业原因的重要

性进行排序。首先对选择每个原因的分值进行统

计，然后运用统计方法评估样本的分布趋势。调查

的基本情况见表 7。 

 

表 7  创业原因调查结果统计表 

 
应用所学 

专业知识 

解决在校 

经济需求 

提升自身素质、 

实现理想 

解决自己的 

就业问题 

利用家庭 

资源去创业 

受学校创业 

文化影响 

消遣娱乐、 

打发时间 

均值 3.04 3.04 4.58 2.85 2.87 3.58 1.60 

众数 4 3 5 2 3 4 1 

标准差 1.298 0.989 0.605 1.227 1.221 0.936 0.869 

最小值 1 1 3 1 1 1 1 

最大值 5 5 5 5 5 5 5 

 
依据调查结果数据，令第 i 个样本、第 j 个原

因的重要性程度得分为 xij，则每个原因的重要性程

度衡量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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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原因重要性得分并排序，见表 8。 

 

表 8  创业原因重要性排序表 

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个人理想 0.2125 

学校创业文化影响(创业文化) 0.1661 

解决在校经济需求(经济动机) 0.1421 

应用所学专业知识(专业需要) 0.1401 

家庭资源有利于创业(家庭资源) 0.1330 

解决就业问题(就业动机) 0.1321 

消遣娱乐、打发时间(消遣动机) 0.0741 

 

从表 8 我们可以看出，个人理想所占的比例最

高，为 21.25%；创业文化所占比例为 16.61%；经

济动机和专业需要所占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

14.21%、14.00%；家庭资源和就业动机所占比例很

接近，分别为 13.30%、13.21%；消遣动机所占的比

例最小，为 7.41%。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创业学生对于以上 7 种创业原因重要性的排

序。另外，受调查者均未填写“其他因素”，该影

响因素权重为 0，表明上述 7 种原因基本上可以覆

盖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原因，这也说明创业原因因子

提取的全面性。 

从以上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生创业的

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7 项原因的权重均值为

14.28%(1/7)，权重超过 14.28%的原因可界定为主要

原因，低于 14.28%的原因可界定为次要原因。个人

理想因素、创业文化因素的比例都超过了 14.28%，

可以将其认定为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生创业的主

要原因，经济动机因素和专业因素都与权重均值接

近也基本可以认定为主要原因。相对来说，家庭资

源因素、就业因素、消遣因素则可以被认定为湖北

汽车工业学院学生创业的次要原因。 

2. 访谈调查 

被访者谈到的创业原因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需

求、锻炼能力和实现理想、学校创业氛围影响、家

庭和朋友影响这几个方面，这一点与问卷调查的结

果相吻合。例如××设计工作室柯同学在访谈中说

道：“我创业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两种，外部主要

受身边的人影响比较大，身边创业的同学比较多，

经常参与他们之中。内部原因就是我属于那种不安

分的人，不想像多数人那样走完四年大学生活，想

自己做些东西。还有个原因就是自身拥有一些资

源，学的专业就是设计类，对文字、图像等处理软

件比较熟悉，还有一些外在的资源可以利用，选择

创业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创业也就比较容易些。” 

三、调研结论与建议 

(一)调研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并结合访谈结果，得出以下调

研结论。 

第一，创业文化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

在研究初期，笔者对在校学生创业原因的因素进行

了提取，创业文化就是 7 种因素之一。郝其宏指  

出：“高校创业文化是高校在推进创业教育和实践

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由环境文化、制度文化、行为

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表现为高校师生积极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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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精神状态和实际行动。”[1]在统计调查结

果时，被调查对象对创业文化因素的评分比较高，

认为创业文化对他们的创业选择影响较大，占比

16.60%，排在所有创业原因的第二位。 

第二，高校创业教育应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

校大学生创业的原因多种多样，创业是多种原因共

同作用的结果。在创业原因中，专业因素所占的比

例为 14%，由此可见大多数创业学生都认为专业学

习对他们的创业影响非常大。创业学生利用所学的

专业知识，充分利用专业优势，指导他们的创业实

践。一方面可以提高创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

减少创业成本、降低创业风险。这从另一个角度说

明了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大学生创业与其他社会群

体创业性质不同，大学生创业应该利用自身专业优

势开展创业活动，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三，消遣动机在大学生创业原因中虽然客观

存在，但属少数现象。在提取创业原因的过程中，

笔者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提取了消遣动机这一因

素，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创业者中存在跟风创业者，

他们的创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遣、打发空闲时

间，有盲目创业之嫌。事实上，调查统计的结果已

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消遣创业因素所占的比例虽

然排在了所有因素的最后一位，但也达到了近

7.42%，这就充分说明被调查的创业大学生中存在

消遣创业的情况，但属少数情况。 

第四，在校大学生创业的原因多种多样，创业

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问卷调查结

果，笔者提取的 7 种创业原因中，每个原因都占了

一定的比例，除了个人理想因素、学校创业文化因

素、经济动机因素、专业因素所占的比例较高以外，

另外几个因素也都有一定比例，这说明在校大学生

创业的原因多种多样，大学生在选择创业时受到了

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原因的重要性有差异。 

(二)建议 

为此，我们从创业学生层面、学校层面、家庭

层面、政府和社会层面提出建议。 

1. 创业学生层面 

从创业学生角度来说，一是要转变个人创业观

念，引导学生合理安排时间。学生在选择创业这条

道路时，必须端正个人的创业观念，摒弃不正当的

创业动机，在创业过程中锻炼能力，提升自己。二

是注重个人创业素质的培养。所谓创业素质，是指

人在具有了一定的智力、意志、能力的基础上，在

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实

践活动中全面地、较稳固地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的

能力，它是创业者必备的基本条件[2]。注重个人创

业素质的培养，才能为创业做好充分的准备，为创

业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树立远大的个人创业

理想。做任何事情都应有远大的理想，不然只会让

自己变得鼠目寸光，创业也是如此，应该树立远大

的个人创业理想。 

2. 学校层面 

一是更新创业教育理念，完善创业教育体系。

学校应及时更新创业教育理念，形成更为适合学校

实际情况的创业教育发展理念，建立完善的创业教

育体系是高校发展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的基础。二是建立“内外相连”式的创业服务体系。

“内外相连”是指课本内与课本外的相连，学校内

与学校外的相连，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课堂上老师所教授的创业知识应该与课本外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实践也能反

哺理论；另一方面，加强校内与校外创业资源的整

合，学校应该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创业资源，实现

校内创业资源与校外创业资源的有效对接。建立完

善的创业服务体系是大学生创业教育发展的保证，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双创”人才，保证“双

创”人才培养的质量。三是加强学校对创新创业教

育的监管和监督力度，保证政策落实到位，有效利

用资源，教育效果显著，人才质量提升。 

3. 家庭层面 

作为学生家长必须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增强对

创业的认识，加大对子女在校创业的支持力度，包

含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两个方面的内涵，提高大学

生创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4. 政府和社会层面 

提高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力度，包

括政策优惠、资金帮扶、市场倾斜等方面。加强政

府创业资源、社会创业资源与学校创业资源的整

合，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最终实现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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