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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大学生的异质性创业意愿并准确识别其影响因素可为促进大学生创业提供决策参考。以江西省八所

高校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在随机效用框架下采用有序选择模型分析了大学生异质性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

究结果表明：①女性和男性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在创业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②个体在流动性偏好、

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差异可以解释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的异质性。③创业课程、创业政策和创业环境对大学生创

业意愿有显著影响。④从大学生对创业资源的诉求来看，大多数学生存在重视资金而忽视市场的问题。研究启示

在于，管理部门和高校应根据不同大学生群体异质性偏好和需求，出台不同的扶持政策，提供个性化的创业教育，

引导大学生正确创业，推动大学生创业由量到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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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新引擎，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以及国家支

持政策促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为了

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全国高等院校也将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纳入学校教改方案，在教育部的推动下成立

了“众创空间”“创业联盟”“创业学院”等组织

机构。受到政策驱动和财政支持，多数高校在推

动大学生创业方面主动作为，大力开展创业教育，

甚至充当了投资者的角色。但现实的窘境却是，大

学生热衷参加创业类比赛然而创业意愿却不高。尽

管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已超三成，但将意愿付诸行

动的大学生十不足一[1]。近三年来，虽然中国大学

生创业率逐年走高，但是创业率仅达到了 3%，成

功率更是不足 5%[2]，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20%的

比例[3]。 

    创业意愿是个体从事商业活动并选择自我雇

佣的倾向，是影响实际创业行为的一个有效预测指

标和必要条件，创业意愿强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实际

创业行为[4]。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是一个外部环

境与自身因素持续交互的复杂心理过程，这个过程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同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

小及方向均不同。创业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

和创业意识为首要目标。因此，回答哪些因素影响

了大学生创业热情，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有哪些特

征和诉求，如何提升大学生创业意愿等现实问题，

将有助于教育管理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做到有

的放矢，更高效地开展创业教育。 

    作为创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前沿性问题，大学生

创业意愿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

究梳理发现，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可以归纳

为个体特质、家庭背景、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四

类因素，但这些因素的显著性和作用机理在学术界

存在争议[5]。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了创业政策和创

业教育在提升创业意愿中的重要作用。近十年来有

关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文献表明，创业政策、创业教

育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分别为 0.34 和 0.29，而 2013 年后实施的创业政

策与创业意愿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42[6]。大学生创

业的政策驱动初具成效，但当下我国高校毕业生创

业面临着政策话语高评价与现实低选择的困境，其

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缺乏对政策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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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大学生群体创业现实诉求的考虑，未能很好

地融入大学生创业意向期的阶段性特征[7]，侧重缓

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创业政策不利于大学生创业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其实施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目标[8]。 

    除了政策扶持外，创业教育的“精准供给”也

显著提升了大学生创业积极性[9]。在创业教育的三

个维度中，创业竞赛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

影响程度达到 48.2%，创业课程与创业社团的影响

程度分别为 30.9%和 3.5%[10]。创业教育增强了本科

生的创业意向 ,其中创业实践活动的影响最为明  

显[11]。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向

和创业政策、创业教育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具有

显著的调节作用[12]。只有对大学生创业者目标群体

进行细分，把握其特殊性，并向其提供精准的扶持

政策和创业教育，才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生创业。大

多数文献更加关注创业教育和创业环境等共性因

素，而忽视了大学生的异质性创业意愿及其产生的

原因，对女性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等目标群体的创

业意愿及创业支持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因此，本研

究从多维度探讨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异质性及其影

响因素，利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分析个体特质、创

业教育、创业环境等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为进

一步推进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与数据 

    (一)理论模型 

    假设大学生的效用函数U由非随机部分V和随

机部分  组成。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其创业状态 T、

资源禀赋 W 和其他可观测变量 X 的函数。随机部

分表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效用的不可观

测变化。将未创业的状态记作 T0，创业状态记作

T1，假设创业所需投入为 a单位的费用。则两种状

态下，大学生个人的效用水平分别为： 
 

0 0 0( , , )U V T W X                 (1) 
 

1 1 1( , , )U V T W a X                 (2) 
 
    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否选择创业取决于这一行

为带来的效用。愿意创业就意味着 U1≥U0，愿意创

业的概率表述为 
 

0 1 0 0 1 1( ) { ( , , ) ( , , ) }P U U P V T W X V T W a X     ≤ ≤  

0 1 1 0{ ( , , ) ( , , )}P V T W a X V T W X   ≤    (3) 
 
    假设概率服从逻辑分布。当大学生面临创业与

否的二元选择时，可以由极大似然法估计出其选择

创业的概率，如果大学生面临创业与否有不同程度

的有序选择时，则可以借助有序 Logistic 模型求得

大学生不同选择的概率值。将大学生创业意愿设置

为“非常不愿意”“不愿意”“一般”“愿意”

和“非常愿意”5 个水平，并分别给予 1 至 5 的分

数。Y为创业意愿得分，潜变量 Y*表示与效用相关

的创业意愿，ci(i=1、2、3、4)为潜变量的门限值。

可观测变量 Y与潜变量 Y*对应如下：当 Y*≤c1 时，

Y=1；当 c1＜Y
*≤c2 时，Y=2；当 c2＜Y

*≤c3 时，Y=3；

当 c3＜Y
*≤c4 时，Y=4；当 c4＜Y

*时，Y=5。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创业意愿 Y*可能与个

体因素、家庭背景、创业教育、创业政策等变量有

关，是 K个解释变量的函数。这 K个因素的取值对

于受访者 i来说为 Xik，这意味着他的创业意愿可由

以下方程给出 

*
1

=
K

i K ik i i iK
Y X e Z e


           (4) 

式中： K 是第 k 个变量的偏效应，如果 K ＞0，

对受访者 i而言，Xk增加会导致他创业意愿的提升；

反之，会导致他创业意愿的下降。方程中的 ei表示

误差项，将其分布函数记作 F，则 
 

1 1( 1) ( ) ( )i i i iP Y P e c Z F c Z    ≤        (5) 
 

2 1( 2) ( ) ( )i i iP Y F c Z F c Z             (6) 
 
    其他概率分布可依次类推。每一个受访者都被

视为以上多项分布的一个单一抽样。该分布共有 5

种抽样结果，假设观察到 N1 个大学生选择了非常不

愿意，N2 个大学生选择了不愿意，N3 个大学生选择

了一般，N4个大学生选择了愿意，N5 个大学生选择

了非常愿意，则极大似然函数如下： 
 

51 2
1 2 1 4( ) [ ( ) ( )] [ ( )]NN N

i i i iL F c Z F c Z F c Z F c Z      1-  

(7) 

    通过求式(7)一阶偏导数等于零的正规方程组

可得到参数 K 。 

    (二) 变量选择 

    大学生创业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大学

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个人特质、宏观

环境等角度探讨，同时也研究了创业教育对大学生

创业意愿形成的影响[13]。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给予的

帮扶政策推动了大学生投身于创业活动中[14]。部分

学者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大学生的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影 

响[15]。创业意愿是一种获得满足感的心理状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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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于独立获得成功行为的认可，对于创业风险的

偏好等[16]。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本研究在随机效用理论框

架下，将影响创业意愿的因素分为人口学特征、个

体特质、创业教育和创业环境四类变量。不同的个

体选择创业所产生的心理满足感不同，因此，假设

同样的创业决策会给不同性别、专业、户籍、收入

阶层的学生带来不同的效用，个体的创业意愿具有

异质性。根据随机效用理论，大学生是否愿意创业，

取决于其对创业带来的效用和创业投入成本的权

衡。而对持有现金的偏好、对货币时间价值的感知

以及对风险的态度都会影响个体的决策。创业的过

程具有以下特征：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并将其转化

为流动性差的固定资产；与储蓄等投资行为相比，

收益率更高；能否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流动性偏好强的人不愿意创业，时间偏好强的人倾

向创业，厌恶风险的人创业意愿低。教育通过改变

认知和提高能力来影响大学生的决策质量，受过专

业教育的学生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更容易做出

理性选择。高校主要的创业教育包括学习创业课程

和参加创业竞赛。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环

境、校园创业氛围和由一系列大学生创业政策构成

的政策环境。表 1 中汇总了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

及其可能对创业意愿产生的影响。名义变量取值 0

或 1，将有序变量设置为 5 个水平，标度变量通过

打分来赋值。 

    (三) 样本描述 

    从江西省 82 所高校中随机选取 8 所高校后，

按照性别和专业配额抽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430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后，收回 401 份有效问

卷，问卷有效率为 93.26%。从户籍和月消费的统计

结果来看，其比例与实际较为吻合。农村大学生占

总样本数的 53.87%，城市大学生占总样本数的

46.13%。大部分受访者月消费金额在 1500 元及以

下，比例约为 80.55%。在创业意愿的题项中，仅有

9 名大学生表示“非常不愿意创业”，26 名大学生

表示“不愿意创业”，182 名大学生表示“愿意创

业”，30 大学生表示“非常愿意创业”，还有 154 

 
表 1  主要变量及赋值说明 

类别 变量 赋值说明 测量尺度 预期符号 

因变量 创业意愿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5 有序 — 

人口学特征 

性别 男=0，女=1 名义 − 

专业 理工类=0，人文类=1 名义 不确定 

户籍 城市=0，农村=1 名义 − 

消费水平 ≤1000 元=1，1001~1500=2，1501~2000=3，＞2000 元=4 有序 + 

个体 

特质 

流动性偏好 0~1，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越愿意持有现金 标度 − 

时间偏好 正数，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越高 标度 + 

风险偏好 Likert 5 分量表，数值越小受访者越厌恶风险 有序 + 

创业 

教育 

创业课程 非常无帮助=1，无帮助=2，一般=3，有帮助=4，非常有帮助=5 有序 + 

创业竞赛 没有参加过=0，参加过=1 名义 + 

创业 

环境 

创业政策 1~10，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创业政策越满意 标度 + 

经济环境 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 有序 + 

创业氛围 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 有序 + 

 

表 2  受访者信息的统计描述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204 50.87 专业 理工 191 47.63 

女性 197 49.13 人文 210 52.37 

户籍 农村 216 53.87 资源诉求 社会关系 49 12.22 

城市 185 46.13 资金 142 35.41 

月消费 ≤1000 元 131 32.67 技术 83 20.70 

1001~1500 192 47.88 市场 67 16.71 

1501~2000 55 13.72 合伙人 34 8.48 

＞2000 元 23 5.74 政策 26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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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访者选择了“一般”。与 2010 年的调查结果

相比，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出现了大幅增加。从大

学生对创业资源的诉求来看，35.41%的受访者将资

金放在第一位，20.70%的受访者选择了知识技术，

认为市场最重要的受访者占到了 16.71%，仅有

6.48%的受访者认为政策最重要。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 EViews8.0 估计了关于创业意愿

的有序选择模型。表 3 报告了分层回归结果。模型

1 为基准模型，解释变量仅包含了个体特质。在基

准模型的基础上，模型 2 加入了个体的偏好以观

察偏好对异质性创业意愿的解释效果。继续加入

教育和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得到模型 3

和模型 4。分层回归有助于对比各类因素对创业意

愿的影响。教育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创业意愿有显

著影响。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不同专业大学生在创业意

愿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创业意

愿上也没有显著的不同，而不同性别和户籍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差异明显。从个人偏好来看，时间偏好

前的系数大于 0，说明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高的大

学生更愿意创业，风险偏好前的系数大于 0，说明

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创业意愿较高。流动性偏好前

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符并且在 15%的显著水平下

是统计显著的，说明持有现金意愿越高的人，创业

意愿越低。这与创业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征相吻

合。创业竞赛没有影响到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而创

业课程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这反映出创

业实践教育环节在培养创业人才方面尚未起到显

著作用。对经济环境和创业政策评价越高的大学

生，创业意愿越高。调研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校园创

业氛围感知并不强烈，这使得创业氛围对大学生创

业意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表 4 列出了按照性别和户籍分类回归的结果。

对比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发现，户籍、创业

政策和环境等因素对女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更

大。创业竞赛和课程几乎没有影响到男性大学生的

创业意愿，而女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会受到创业课程

的影响。对比不同户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发现，性

别和经济环境因素对农村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更大。创业竞赛和创业政策显著影响了农村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而城市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受到了创业 
 

表 3  模型分层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性别 −1.442*** −6.771  −1.242*** −5.695  −1.223*** −5.553 −1.281*** −5.643 

专业 0.044 0.220  −0.041 −0.201  −0.110 −0.527 −0.100 −0.466 

户籍 −0.691*** −3.409  −0.698*** −3.404  −0.770*** −3.712 −0.822*** −3.836 

消费水平 0.101 0.791  0.009 0.067  0.032 0.245 0.096 0.734 

流动性偏好    −1.145** −2.403  −0.980** −2.030  −0.742 −1.506 

时间偏好    0.729*** 4.590  0.688*** 4.276  0.631*** 3.872 

风险偏好    0.117*** 3.187  0.104*** 2.823  0.092** 2.434 

创业竞赛     0.138 0.571 0.274 1.110 

创业课程     0.589*** 4.231 0.296** 2.054 

创业政策       0.202*** 3.362 

经济环境       0.940*** 5.782 

创业氛围       0.265 1.572 

门限 1 −4.955*** −10.242  −3.266 −4.243  −1.555 −1.769 1.955** 1.968 

门限 2 −3.495*** −9.071  −1.776 −2.482  −0.026 −0.031 3.844*** 3.944 

门限 3 −1.002*** −2.981  0.853 1.197  2.666 3.143 6.954*** 6.811 

门限 4 1.925*** 5.353  4.009 5.382  5.914 6.629 10.565*** 9.585 

Pseudo R2 0.072  0.111  0.131 0.215 

似然函数对数 −440.045  −421.482 −412.217 −372.446 

注：*表示 10%的显著水平，**表示 5%的显著水平，***表示 1%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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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女性大学生  男性大学生  农村大学生  城市大学生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性别 — —  — —  −1.644*** −5.184  −0.909*** −2.671 

专业 −0.332 −1.052  0.043 0.135  −0.101 −0.331  −0.086 −0.269 

户籍 −1.353*** −4.160  −0.519* −1.703  — —  — — 

消费水平 −0.044 −0.233  0.198 0.987  0.155 0.727  0.094 0.537 

流动性偏好 −0.337 −0.420  −1.298** −1.977  −0.541 −0.774  −1.071 −1.485 

时间偏好 0.712*** 2.618  0.556** 2.575  0.452* 1.882  0.811*** 3.466 

风险偏好 0.139*** 2.682  0.009 0.152  0.077 1.492  0.127** 2.183 

创业竞赛 0.419 1.188  0.026 0.068  0.655* 1.792  −0.085 −0.237 

创业课程 0.438** 2.064  0.106 0.509  0.216 1.150  0.410* 1.755 

创业政策 0.247** 2.520  0.201** 2.511  0.266*** 3.164  0.135 1.494 

经济环境 1.124*** 4.837  0.801*** 3.298  1.166*** 5.424  0.513* 1.901 

创业氛围 −0.064 −0.262  0.691*** 2.694  0.372 1.603  0.211 0.821 

门限 1 2.898** 2.053  1.983 1.362  3.573*** 2.805  0.592 0.326 

门限 2 5.682*** 4.100  2.911** 2.006  5.669*** 4.387  2.636* 1.678 

门限 3 9.200*** 6.181  5.536*** 3.708  8.867*** 6.383  5.946*** 3.745 

门限 4 12.346*** 7.641  9.467*** 5.904  12.930*** 8.376  9.217*** 5.456 

Pseudo R2 0.201  0.176  0.255  0.161 

似然函数对数 −180.228  −179.720  −193.832  −171.118 

注：*表示 10%的显著水平，**表示 5%的显著水平，***表示 1%的显著水平。 

 

课程的影响。从个人偏好来看，女生创业意愿更容

易受到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影响，而男生创业意

愿主要受到流动性偏好和时间偏好的影响。农村大

学生的时间偏好会影响其创业意愿，而城市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除了受到时间偏好的影响外，还受到风

险偏好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在“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问题备受关注，

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水平，进而有效地促进

大学生的创业行为和创业成功，成为理论研究和实

践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在随机效用理论的基础

上，引入个体偏好，分析了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主要

影响因素，从人口学特征、个体特质、创业教育和

创业环境四个方面解释了异质性创业意愿产生的

原因，对于推动创业教育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本研

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①女性和男性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

生在创业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户籍大

学生创业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响应也不尽相同。如

同样的创业政策，对提升农村大学生创业意愿更加

有效，对城市大学生却没有显著的激励作用。②个

体在流动性偏好、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差异可以

解释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异质性。即便在相同的创业

环境下接受相同的创业教育，个体特质和偏好的显

著差异也会产生异质性的创业意愿。③创业课程、

创业政策和经济环境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影

响，而创业竞赛和校园创业氛围并没有显著地影响

到大学生的创业意愿。④从大学生对创业资源的诉

求来看，大多数学生存在重视创业资金和技术而忽

视市场需求的问题。 

    (二) 对策建议 

    创业意愿能够很好地预测和推动大学生的创

业行为。因此，对高校和相关管理部门而言，应根

据大学生异质性偏好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扶持

政策，提供个性化的创业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创

业，推动大学生创业由量到质的转变。根据上述研

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针对不同性别、户籍的大学生创业群体，

提供不同的创业支持体系。可以从健全创业风险保

障机制和创业援助体系、创业培训和引导等方面来

增加女性大学生的创业积极性；从提供创业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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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平台、加强政策引导等方面来提升农村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 

    第二，在创业教育中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创业

的收益和风险。各高校在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应增

设管理经济学、市场分析、财务管理、风险管理、

投融资管理、创业营销和商业模式等课程，提高大

学生将智力资本与风险资本对接的能力。 

    第三，构建创业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实习实训

平台，繁荣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提高大学生对创新

创业竞赛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做到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以赛促创。通过大力宣传创新创业典型、邀

请优秀企业家举办创业讲座、做好创新创业大赛和

风险投资之间的衔接等措施来营造良好的校园创

业氛围。 

    第四，优化现有大学生创业政策。提供优惠政

策促进创业的同时，应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大学生

的市场意识，避免过度政策扶持对市场的扭曲。发

挥市场在大学生创业中的资源配置作用，积极吸引

社会资源投入，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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