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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导师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领导−追随行为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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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领导−追随行为理论视角，将“创业能力”和“信任关系”确立为创业导师和学生之间对偶心理定

位的行为构面，研究创业导师对学生创业意向生成的作用逻辑。推演表明，师生依据“创业能力”和“信任关系”

进行心理定位后，会产生支持、抑制、鼓励、防范四种领导行为和主动、消极、超越、疏离四种追随行为。当创

业导师对学生产生认同，会透过心理赋能而激发学生的“内在创业动机”；当学生对创业导师产生认同，会诱发

学生的前瞻性行为，有助于激励学生创业意向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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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作为高校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传授

行为，强调对学生创业意识启蒙、创业意向激发和

创业行为生成等实践形态塑造。其中创业意向是链

接创业意识和创业行为的心理要素，处于驱动创业

行为生成的关键环节。“创业意向”(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概念由美国学者Bird最早提出，定义为“将

创业者的注意力、精力和行为引向某个特定目标的

一种心理状态”[1]。国内学者将创业意向描述为“人

们对于创业的态度、能力的描述术语，代表潜在创

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是否认可和参与的一种主观

态度”[2]。国外学者 Krueger 在描述创业意向的心

理过程时，认为“这种来自于创业者的主观感受不

仅和创业者个人特质相关，而且和他人对创业者个

人的态度或能力的评价相关”[3]。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教育实践层面的创业理论教师、创业导师和朋辈

创业者等“他者”群体，是启迪和触发大学生创业

意向的外在变量，也是研究大学生创业意向生成的

重要观测维度。 

创业导师(entrepreneurship mentor)已经成为创

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学者认为创业导师

“通过传授创业技能和经验，甚至分享包括人脉、

信息、平台在内的创业资源，帮扶创业者以达到反

馈社会的目的”，“是创业成功的关键群体”[4]。在

国内，创业导师正扮演高校创业教育的重要角色，

“企业家、专家学者、创业成功者、金融专家、咨

询管理专家以及风险投资人是创业导师的主要对

象来源”[5]，提供创业咨询、资源支撑和技术支持

等指导服务。2017 年 10 月教育部建设的全国万名

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完成了首批 4 492 位导师

遴选入库[6]，标志着创业导师建设步入体系化、规

范化轨道。在高校创业教育语境中，创业导师和学

生被定位为“指导关系”，在创业理论传授、创业

意识培育和创业比赛指导等领域，“与被指导者有

时间进行实验探索和反思，从而使被指导者进行深

度学习”[7]。研究表明，创业导师能够提升学生选

择创业的可能性，影响创业意向，进而使其投身创

业活动[8]。因此，有必要关注创业导师和学生作为

创业教育主客体的逻辑关联，研究创业导师对学生

创业意向的作用机制，这是当前提升创业教育成效

的重要实践命题。 

一、模型建构：基于“领导−追随”视角的创

业意向作用机制 

(一) 理论匹配与逻辑架构 

领导−追随行为(leader-follower behavior)是管

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其强调的组织行为合作

秩序与创业教育的实践特性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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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基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特征，以对偶心

理定位视角，用“专业能力”和“信任关系”作

为领导−下属心理定位的两个构面，建构中国管理

语境下领导−追随行为的理论模型[9]。本文将该理

论引入创业教育研究，并结合创业教育特点进行

改良，增强对阐释创业意向行为的适用性：一是

将在创业教育中处于指导地位、具备能力经验优

势的创业导师定义为“领导者”，将拥有潜在创业

意向的学生视为“追随者”；二是以“创业能力”

和“信任关系”替换“专业能力”和“信任关系”

作为创业导师和学生之间心理定位的两个构面，

其中“创业能力”是以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

新创业能力为核心的素质体现，是维系师生创业

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实践行为的能力要素；“信

任关系”是指师生对彼此“创业能力”的评价认

同，代表对生成创业意向的情感支持；三是不同

于组织管理中上下级分化的“威权”关系，创业

教育中师生的“领导关系”并非指对资源和人员

的从属支配，而是在师生平等性交往前提下，强

调对于信念、勇气和坚持等创业特质的传承和  

引领。 

本文将“创业能力”和“信任关系”确立为创

业导师和学生之间对偶心理定位的行为构面，梳理

创业导师和学生之间领导−追随行为的关联逻辑。

在作用关系上，基于学生对创业导师的上向认同、

创业导师对学生的下向认同和创业导师与学生的

双向认同三个视角，构建创业导师对创业意向的作

用机制模型，如图 1。 

 

 

图 1  创业导师对学生创业意向的作用机制模型 

 

(二) 创业导师心理定位与领导行为 

在创业教育情境中，创业导师的“领导行为”

表征为对学生“创业能力”维度与“信任关系”维

度交互作用的评价结果。其一，当创业导师对学生

的心理定位为高创业能力时，即奠定了创业导师对

学生心理认同的前提基础，但是会因为信任关系因

素而产生不同的领导行为：当创业导师对学生的心

理定位为高信任关系时，创业导师会对学生产生指

导预期，展现关注、鼓励和支持行为；当创业导师

对学生的心理定位为低信任关系时，同样是面对高

创业能力学生，由于对其信任评价和情感关系程度

较低，会采取相对消极的指导行为，可能对学生创

业行为产生抑制效应。其二，当创业导师对学生心

理定位为低创业能力时，创业导师会降低对学生生

成创业意向的期望值，对其创业行为转化的栽培动

力会相应下降。这一情况也会由于信任关系因素而

产生差异：若创业导师对学生信任程度较高，创业

导师会给予鼓励、栽培和引导行为，从而提升学生

的创业能力。如果创业导师对学生信任程度较低，

创业导师倾向于展现“威权”领导行为，直接抑制

学生创业意愿的发生，防止其盲目创业决策带来行

为风险。 

(三) 学生心理定位与追随行为 

与创业导师的心理定位相似，学生会根据对创

业导师的创业能力评估和信任关系权衡采取相应

的行为表现。研究表明，“青年更容易接受能与自

己维持亲密互动关系并且比较尽责的导师”，“当创

业青年心理上认可导师指导的价值后他会通过自

身行动展现出这种认可”[10]。如果学生认定创业导

师具有较高的创业能力时会对其指导行为进行肯

定，其追随行为会因信任程度不同而产生区别。如

果学生充分信任创业导师，会主动回应创业导师的

指导栽培，努力对接创业导师的创业知识、经验和

资源，形成积极型的创业追随者。如果学生对创业

导师不信任，就会以负性情绪对待创业知识学习，

形成消极型的创业学习姿态。当学生对创业导师的

心理认定为低创业能力时会对其领导资格产生疑

虑甚至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生认定与创业

导师是正向信任关系时就会采取一种超越行为，即

倾向于自我探索创业路径；如果学生认定与创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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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是负向信任关系就会产生自我隔离、心理防御等

疏离追随行为，削弱创业导师的指导成效。 

二、推演验证：不同认同视角与创业意向的提

升关系 

(一) 下向认同与创业意向的领导提升 

创业导师对创业意向的领导提升是基于创业

教育使命目标的实现，通过选择与学生良性、协同

互动关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心理赋能。心理赋能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即在创业教育情境中

创业导师基于价值观和愿景的一致性，对学生进行

领导评价的赋权强调，进而影响学生形成正向的心

理动机状态，增强学生创业的内在驱动力和自我效

能感。创业导师对学生的心理赋能以评价、互动、

分享和讨论等形式进行，展现出“亦师亦友”的关

系结构，提升学生追求创业目标的自我效能感。“创

业自我效能感是连接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关键

中介变量”[11]。依照这一关联路径，创业导师的下

向认同行为能够激发学生的追随意愿和任务动机，

从而提升学生投身创新创业目标达成的主动性与

持续性。创业导师以引导方式提升学生创业技能，

以启发探讨形式引领学生萌发创业变革意向，以鼓

励和支持形式使学生感受到被赋予的创业信念，进

而得到创业信仰的心理认同赋能。研究表明，人对

于自我信念的强度，决定了个体是否会努力应付困

难[12]。创业导师的心理赋能行为本质上是提升学生

创业适应力的过程，让学生感到思维和行为的双重

激励，提升对于创业价值和任务意义的评价和认

知，使其感受到较为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学生一旦

在创业教育情境中得到心理赋能，更能体味创业赋

予的自我突破意义，以更加强烈的精神自信和行为

自信，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增强投身创

业变革的追随动力。 

(二) 上向认同与创业意向的追随提升 

上向认同是领导行为效应发挥的中介机制之

一，所衍生的追随力(followership)是成员间价值内

化的力量来源，促进成员对组织目标、价值使命的

认同反应，引导对组织使命的自我调适、回应和超

越。学生对创业导师的心理认同会导致前瞻性行为

(proactive behavior)，即主动改善和调整自身观念或

者行为模式，以更好地适应和对标创业条件要求。

相比心理赋能，前瞻性行为更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

主动性，更期望与创业导师实现价值观念与精神特

质的契合，并以此为驱动力转变行为和态度，形成

对创业导师的学习善意、价值观认同和行为的一致

性，以创业行为前瞻来回应创业导师所赋予的期

望。学生对创业导师的上向认同越高，越会激发创

业的前瞻性行为，产生更多正向行为来实现创业目

标构建和行为能力提升，从而增强追随能力。前瞻

性行为一般从自主的改变开始，以“自我的创业绩

效”为行为导向，为未来的可能的创业机会及发展

做规划和打算，主动寻求创业行为的创新与变革；

前瞻性行为会展现有预见性的行为倾向，在创业行

为发生之前，会关注创业问题的出现可能及需求变

化发生概率，做出主动性的预判来改造或控制外在

条件，将创业行为风险控制在预期计划内，提升应

对创业不确定性的能力。 

(三) 双向认同与创业意向的合力提升 

双向认同建立在师生对创业能力、学习技能和

人际沟通彼此信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师生之间基

于组织愿景、价值观念一致性的良性行为互动机

制，是创业导师和学生之间相互适应、吸引、融合

和超越的行为过程。研究认为，当创业导师和创业

者在价值观、人格或兴趣上具有相似性时，指导关

系有更好的结果[13]。在创业教育使命的“拉力”牵

引下，双向认同进一步提升师生人际关系结构的亲

密度，创业导师从控制型向赋能型行为转变，学生

从被动型向主动型姿态转变，二者渐次形成行为合

力，构成师生共同的创业内在任务动机。相关理论

研究认为，追随力形成包含两个阶段，即“从被动

适应到主动超越”的追随意愿形成阶段和“从行为

意愿到能力塑造的转变”的追随力形成阶段[9]。双

向认同机制在两个阶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衔

接作用，既受到领导者本身风格与行为的影响，又

受到追随者回应行为的影响。当学生感知到创业导

师的信任关系，师生在创业能力培育、信任关系维

护等方面完成匹配性互动，形成双方认同的双向合

力，使学生进入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超越”的创

业意向觉醒过程；创业意向的觉醒不仅局限于意愿

层面，而是在追随能力上进行自觉塑造，通过创业

导师的心理赋能和学生前瞻性行为双重诱导性因

素作用，释放出学生完成“创业能力塑造”的自我

效能感，形成激励学生投身创业的良性助推作用。 

三、启示与对策：促进创业意向生成的行动  

路径 

(一) 提升创业导师下向认同，增进创业意向的

心理赋能 

创业导师下向认同的目标是构建创业导师与

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念与

创业教育愿景保持一致，建构提升创业意向领导力

的赋能型路径。一是扮演“引领者”角色。创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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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秉承对创业精神的信仰追求，培养学生的正确创

业动机，增进学生自身实施创业行为的心理自信，

增强学生的创业意向；二是发挥“反射镜”作用，

帮助学生发现优势、发挥优势，指导学生开展创业

选择的自我反馈、自我评估，分享自身的创业经验

以及生活体验，使学生感受到创业导师启迪创业意

向的善意；三是增强“导航仪”效能，善于发挥自

身熟悉市场的能力优势，调用自身所能驾驭的物质

资源、技术资源和人脉资源等，帮助学生解决创业

项目的寻找、评估、筹备和启动等各环节的潜在问

题，增强学生创业的自我效能感。四是用好“开锁

器”功能，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服务思维，

根据学生对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不同条件的创业

指导需求，按照创业导师熟悉领域、指导能力进行

资源匹配，实现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精准需求对接，

完成“互动−认同−激励−提升”的创业意向心理赋

能，增强学生的创业动机。 

(二) 增强学生的上向认同，促进创业意向的行

为前瞻 

学生上向认同的目标是强化学生行为追随的

内生动力，保持与创业导师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

一致性，确立学生在创业目标追求上的主体性，增

强学生创业行为前瞻的内在驱动力。一是培育学生

对创业的成就动机。研究表明，“追求成功动机比

避免失败动机与前瞻性人格和创业意向的关系强

度更大”[14]。学生一旦具备较高的创业成就动机，

就会自觉培育渴望成功、心态自信和不轻易言败的

优秀创业品质，做好应对创业高风险性、高难度挑

战的心理准备，激发其前瞻性行为的产生。二是引

导学生对创业意向的自我表露。学生对创业意向的

自我表露能够促进与创业导师的良性互动，通过向

创业导师诉说自身信念与追求、愿景与忧虑，加深

彼此了解和信任，获得创业导师的心理支持、职业

支持和资源支持，并从指导关系中获益。三是及时

推进创业意向朝创业行动转化的行为前瞻。积极情

感体验对于创业意向向创业行为的转化起到催化

作用[15]。创业导师应有意识、有目的地给予学生一

定的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营造积极的创业情感体

验，从而提升学生的追随能力，促使学生做出创业

意向的内在承诺，促进创业意向朝创业行为目标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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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tutors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ership-following behavi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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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adership-following behavior theory, the paper determines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Trust Relationship” as the dual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tutors and students to 

study the function logic of entrepreneurial tutors on the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line with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nd “Trust Relationship” can lead to four leadership behaviors including support, inhibition, encouragement and 

prevention as well as four following behaviors including activity, negativity, transcendence and alienation. When 

entrepreneurial tutors identify with students, it is possible to stimulate the internal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f 

students through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When students identify with entrepreneurial tutors, it is possible to 

induce their forward-looking behavior,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stimulating the generation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tuto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leadership-following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s; a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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