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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大学生特有的创业环境，以现有的认知理论与情绪理论为依托，对大学生创业激情的诱发因素

进行研究，并构建了大学生创业激情的诱发因素模型，探讨相关诱发因素在构成创业激情的诱发机制中的调节作

用，以期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激情。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条件对创业激情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家庭背景、学校创

业氛围、社会创业环境等三大因素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据此，从社会、高校、家庭和

个人四个层面提出激发大学生创业激情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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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创业领域内有关情绪的作用受到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 

点[1]。一些学者认为情绪对支持创业行动具有重要

的意义[2−3]，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创业激情是影响创

业活动的关键因素[4]。国内的话，随着对“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提倡，对该话题的研究总体呈上

升趋势。从我们在中国知网搜索的数据来看，从

2005 年的 49 篇论文一路增长到 2009 年的 162 篇，

随后下滑到 2014 年的 80 篇，2015 年又增至 188 篇，

2018 年为 184 篇。近五年内，国内学者对创业激情

的研究大多围绕创业行为主题，如：创业行为对创

业知识溢出、情景知识的影响[5−6]，创业行为的速

度[7]，创业认知、创业情绪与创业行为的关系[5, 8]。

另外是有关大学生创业主题，如：大学生创业的动    

机[9−10]，大学生创业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问题[11]，

同辈群体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12]。还有创业教

育主题，如：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探索、构

建及评价等[10, 13−15]。创业能力主题如：企业战略、

组织关系、企业知识的获取整合对企业创业能力的

影响[16−18]，家族资源与家族创业能力的调节作用[19]

及大学生创业能力的评价及提升等[20]。 

也有关于创业激情的研究主题，如：创业激情

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1]；创业激情将会

持续且明显地影响创业成长的整个过程[22]；创业激

情对创业意愿具有激励作用，也会影响到创业生涯

的适应力等主题展开[23]。可以看出，创业激情对于

创业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鲜有论文对创业

激情的发源进行探索。鉴于此，本文以创业激情的

诱发因素为主题展开研究。 

二、研究假设 

(一) 个人条件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在早期的创业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人格特质与

创业活动和创业成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14]，即

性格较为外向、风险承担能力较强者，由于容忍不

确定性的程度较高，且自我效能感也较高，因此易

产生创业激情并易实施创业行为。同时，为区分创

业者和非创业者之间的特质，学者们从以下四个维

度重新定义创业者的性格特质：模糊容忍度、风险、

成就需求和控制点[12]。其中，成就需求是创业者最

为明显的特质。具有较高成就需求的创业者往往倾

向于挑战高难度的工作任务，即自身对于创业目标

的强烈追求是其产生创业激情与创业行为的源  

动力。 

创业资源获取能力被定义为“获取以及处理新

企业创建和成长所需要的运营资源的能力”，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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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具有高度的资源获

取能力是对创业者的巨大挑战[19]。甚至有学者将创

业本身定义为对资源的获取而后进行重新整合、配

置的过程，且创业激情本质也是个体内生的一种有

意识的情绪，受到个人资源的影响程度比受到外界

资源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个人如果已经具备一

定的创业资源，很大程度上会诱发创业者的创业 

激情。 

个性特征与创业资源对大学生的创业激情都

会有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个人条件对创业激情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1a：个性特征对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1b：个人创业资源对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H1c：个性特征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1d：个人创业资源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二) 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家庭背景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很大

的导向作用，其中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类型

和父母文化水平三个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影

响最大。首先，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标志着相应

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除了能给予大学生足够的创

业资金支持外，还能让其产生较大的创业自信心，

并提供强大的人脉关系网，由此使其产生强烈的创

业意向，即产生创业激情。 

其次，父母的职业如果偏向于经营类型，或者

父母亲戚具有创业和从商经历，对于大学生的创业

激情也存在较大的影响。因为父母的相关经历对孩

子有着耳濡目染的影响，有助于其从小接触创业知

识，具备成为创业者的特质。 

最后，父母的文化水平越高，给孩子提供的教

育质量也会越高，相应地会提高孩子的人际交往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学习能力等[10]。

父母本身也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思维，能够理解并

支持孩子的创业行为，有利于大学生学习创业知

识，并减少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抵消部

分消极情绪。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家庭背景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

具有调节作用 

H2a：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2b：父母职业类型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2c：父母文化水平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三) 学校创业氛围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学校作为大学生创业知识的关键来源，所提供

的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等对于大学生创业至

关重要，不仅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

能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和心理品质。创

业教育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感，即高校的创业教育

可以刺激个体产生参与创业活动的强烈情绪，而自

我效能感可以促进创业激情的产生。这在早期的创

业激情研究中已经得到实证检验[10]。 

此外，校友群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对大学生

的榜样激励作用，特别是校友创业成功的事迹对于

激发大学生内在激情的效果尤为明显。创业激情包

含了积极情绪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校友的成功有

助于大学生切实理解创业者的身份，形成自我认

知，从而对创业者的角色产生认同，由此诱发其内

在创业激情。学校的鼓励程度则能够体现其对于创

业的重视程度，由此营造出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大

学生产生强烈且积极的情绪，并激发创业激情。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学校创业氛围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

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3a：校友创业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

系具有调节作用 

H3b：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对个人条件和

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3c：学校鼓励程度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四)社会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社会创业环境在个人条件与创业激情的关系

间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良好的社会创业环境体现

在社会整体对于创业的接受程度较高，创业氛围浓

厚，会为创业者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在这种创业大环境下，能够有效解决社会资源匮

乏、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且创业者本身承担风险的

能力会得到提升，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也会提

升。因此，创业者可以从中体验到积极情绪，由此

产生创业激情。早前有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容忍不

确定性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与创业激情存在正向相关

关系[6]。相反，如果社会创业环境受限，政府没有

出台相应的创业优惠和鼓励政策，社会大环境也对

大学生创业表示质疑，则创业者无法从中体验到积

极情绪，即使具有较好的个人创业资源，也无法诱

发其创业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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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社会创业环境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

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4a：政府创业政策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4b：社会创业认可度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

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三、模型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 

1. 概念模型的构建 

在查阅国内外对于创业激情的相关文献后，对

创业激情、个人条件、家庭背景、学校创业氛围和

社会创业环境等因素进行梳理和归纳，同时结合本

文的研究目的，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 1  大学生创业激情的诱发因素概念模型 

 

图 1 所示的概念模型包括个人条件、家庭背景、

学校创业氛围和社会创业环境等 4 个潜在变量，其

中，个人条件为自变量，家庭背景、学校创业氛围

和社会创业环境为调节变量，创业激情为因变量。

这是在查阅并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

来的。其中的箭头表明了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 

2. 变量定义 

在对个人条件、家庭背景、学校创业氛围和社

会创业环境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设计形成了如表 1 所示的

12 个潜在变量与 40 个观测变量，所有量表的测度

均采用李克特的五级量表，表中所示的观测变量即

为本研究问卷调查的部分题项。 

其中，个性特征包含性格、特质、合作和追求

4 个维度，借鉴了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设计了

4 个观测变量。个人创业资源包括人力(知识、经验)

和财力(资金、人脉)的拥有情况，参照相关文献设

计了 4 个观测变量。家庭经济状况包括收入和债务

两大测量指标，设计了 2 个观测变量。父母职业类

型包括其所从事行业和创业经历两大维度，设计了

2 个观测变量。父母文化水平是指父母本身的学历、

创业知识和对待子女创业的态度，参照相关文献设

计了 3 个观测变量。政府政策是指政府针对大学生

创业所给予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情况，设计

了 3 个观测变量。社会创业认可度是指整个社会对

创业的接受程度、社会整体的创业氛围和对大学生

创业的态度，设计了 3 个观测变量。校友创业包括

数量、质量和是否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据此设计了 3 个观测变量。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

训是指学校的创业课程设置情况、创业课程内容以

及相关的创业实践和培训，设计了 4 个观测变量。

学校鼓励程度主要通过创业相关活动奖项、举办频

率和领导重视程度三大指标来进行衡量，参照相关

文献设计了 3 个观测变量。积极情绪则借鉴了谢雅

萍的创业激情五维度模型，结合本研究特点选取其

中的愉悦、心流、韧性和冒险作为测量指标，设计

了 4 个观测变量。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于创业角色

的认同，并将角色内化为自身的认知模式，实施与

角色相符的行为，借鉴 Cardon 的理论(主要包括自

我认同和他人认同)，设计了 2 个观测变量。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个性特征、个人创

业资源、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类型和父母文化

水平等 12 个潜在变量，且是通过 40 个观测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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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衡量，其中存在答题者的较强主观感受，难以直

接度量结果，因此选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建模与检

验。主要数据分析方式为：采用 SPSS17.0 进行样

本信度、效度的检验与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

MPLUS7.0 软件来实现对理论假设的检验，再对其

进行路径分析，从而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表 1  对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的定义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题项设计依据 

个性特征(Pers) 

我是一个喜欢挑战、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Pers-1) 

在团队合作中，我通常扮演的是领导者角色(Pers-2) 

对比独立思考，我更喜欢团队共同解决问题(Pers-3) 

我对于名誉和经济收入有较大的追求(Pers-4) 

性格、特质、合作、追求 

个人创业资源(Reso) 

我常常有创业的好点子(Reso-1) 

我曾经有过创业的经历(Reso-2) 

如果我要创业，我有充分的资金来源(Reso-3) 

我有很多创业大咖可以帮助我(Reso-4) 

人力(知识、经验)， 

财力(资金、人脉) 

家庭经济状况(Econ) 
我的父母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Econ-1) 

据我所知，家里目前没有太大的债务(Econ-2) 
收入、债务 

父母职业类型(Career) 
我的父母(其中一人即可)从事的是经营型的工作(Career-1) 

我的父母或很熟悉的亲戚曾有过创业经历(Career-2) 
从事行业、创业经历 

父母文化水平(Edu) 

我的父母受过高中(含高中)以上的教育(Edu-1) 

我的父母对于创业有较多的了解(Edu-2) 

如果我创业，我的父母会理解并支持我(Edu-3) 

学历、知识、态度 

政府创业政策(Gov) 

在我国创业，可以享受优惠贷款或部分免税政策(Gov-1) 

在我国，政府会提供免费创业知识培训与技术指导(Gov-2) 

我国有创业人才引进计划(Gov-3) 

资金、技术、人才 

社会创业认可度(SAD) 

我身边大多数人(包括同学、同事、亲戚等)认为大学生创业是值得被赞扬的， 

  即使失败也虽败犹荣(SAD-1) 

我身边大多数人都曾有过创业的想法或正在创业中(SAD-2) 

我身边大多数人都很看好大学生创业(SAD-3) 

社会整体对创业的接受程度、创

业氛围、对大学生创业的态度 

校友创业(Alum) 

我有较多的校友在创业(Alum-1) 

我的校友创业成功者较多(Alum-2) 

这些创业的校友会影响我对于创业的看法和想法(Alum-3) 

校友的创业事迹对我自己创业会有激励和引领作用(Alum-4) 

数量，质量，影响(是否影响、是

否是正面影响) 

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C&P) 

我所在的学校开设了创业相关课程(C&P-1) 

创业课程设置系统且全面，内容生动有趣(C&P-2) 

我所在的学校有很多创业大赛、创业相关活动等(C&P-3) 

我所在的学校有创业集训营等相关培训组织(C&P-4)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创业实践、

创业培训 

学校鼓励程度(Enco) 

学校创业大赛的奖金非常丰厚(Enco-1) 

学校创业的相关活动举办非常频繁(Enco-2) 

院校领导非常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相关活动(Enco-3) 

活动奖励、举办频率、 

领导重视程度 

积极情绪(PE) 

我喜欢创业，创业让我感到兴奋(PE-1) 

面对风险和挑战时，我相信我可以应付(PE-2) 

为了实现创业目标，我可以坚持不懈(PE-3) 

面对难题，我喜欢大胆尝试新方案(PE-4) 

愉悦、心流、韧性、冒险(谢雅萍

的五维度模型) 

身份认同(Iden) 

我常常思考创业的相关事情(Iden-1) 

如果我被迫放弃创业，我会感到失落(Iden-2) 

我认为我未来会成为一个创业者(Iden-3) 

我身边的人认为我未来会成为一个创业者(Iden-4) 

自我认同，他人认同 

 

4. 问卷调查及其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获取数据。

在问卷设计初期，我们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参

考了较为科学的问卷设计方式，分析了创业激情相

关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问卷内容主要有基础资料和创业激情诱发因

素两个部分。在基础资料部分，要求被试者根据个

人实际情况作答，在创业激情诱发因素部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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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者按个人主观感受回答。题项设计中采用的是

李克特的五级量表。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主要以

在读大学生中的创业者为主，籍贯涵盖了福建、河

南、广东、湖南、山东、江西、广西、河北、新疆、

陕西等省份。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334 份，回收问卷

334 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303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72%。 

(1) 信度检验。 

信度是用来衡量问卷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的最基本的指标。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要对问

卷进行信度检验分析。根据李克特态度量表问题，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信度检验，运用

SPSS17.0分析得出的Cronbach’s α系数如表2所示。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除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类

型和政府创业政策 3 个变量的 α系数低于 0.6 外，

其他变量的 α系数值均在 0.6 以上，说明可信度尚

佳。其中，父母职业类型仅由两个分析项组成，数

值却达 0.52，而家庭经济状况和政府创业政策将在

后续的分析中予以剔除。可见，本问卷调查所得数

据整体是满足研究要求的，数据的可信度较高。 

 

表 2  观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可信度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校正项总计相关性(CITC) Cronbach’s α 系数 

个性特征(Pers) 

Pers-1 

Pers-2 

Pers-3 

Pers-4 

3.50 

3.26 

3.92 

3.71 

1.18 

1.12 

1.01 

0.99 

0.455 

0.495 

0.418 

0.254 

0.624 

个人创业资源(Reso) 

Reso-1 

Reso-2 

Reso-3 

Reso-4 

3.24 

2.94 

3.02 

2.91 

1.24 

1.56 

1.45 

1.49 

0.589 

0.727 

0.678 

0.738 

0.844 

家庭经济状况(Econ) 
Econ-1 

Econ-2 

3.42 

3.25 

1.10 

1.23 

0.151 

0.151 
0.261 

父母职业类型(Career) 
Career-1 

Career-2 

2.74 

3.43 

1.47 

1.32 

0.354 

0.354 
0.520 

父母文化水平(Edu) 

Edu-1 

Edu-2 

Edu-3 

3.11 

2.90 

3.28 

1.50 

1.46 

1.18 

0.489 

0.573 

0.418 

0.675 

政府创业政策(Gov) 

Gov-1 

Gov-2 

Gov-3 

3.23 

3.63 

3.74 

1.26 

1.10 

1.05 

0.294 

0.343 

0.367 

0.517 

社会创业认可度(SAD) 

SAD-1 

SAD-2 

SAD-3 

3.43 

3.51 

3.33 

1.03 

1.18 

1.20 

0.383 

0.451 

0.518 

0.638 

校友创业(Alum) 

Alum-1 

Alum-2 

Alum-3 

Alum-4 

3.70 

2.87 

3.48 

3.77 

1.12 

1.23 

1.18 

1.13 

0.627 

0.285 

0.474 

0.649 

0.711 

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C&P) 

C&P-1 

C&P-2 

C&P-3 

C&P-4 

3.62 

3.31 

3.67 

3.54 

1.09 

1.16 

0.96 

1.06 

0.447 

0.459 

0.436 

0.435 

0.662 

学校鼓励程度(Enco) 

Enco-1 

Enco-2 

Enco-3 

3.64 

3.52 

4.01 

1.10 

1.09 

0.94 

0.525 

0.550 

0.554 

0.720 

积极情绪(PE) 

PE-1 

PE-2 

PE-3 

PE-4 

3.22 

3.03 

3.45 

3.77 

1.30 

1.24 

1.14 

1.12 

0.564 

0.364 

0.549 

0.643 

0.733 

身份认同(Iden) 

Iden-1 

Iden-2 

Iden-3 

Iden-4 

2.78 

3.59 

3.21 

3.10 

1.34 

1.24 

1.25 

1.34 

0.416 

0.641 

0.692 

0.600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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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度检验与验证性因素分析。 

效度是反映研究中的变量能否被有效测量的

依据，即检验测量项目与实际问题描述的相似程

度。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要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

分析。效度检验包括问卷的内容效度检验与测量数

据效度检验两部分。在内容效度方面，由于本问卷

在题项设计上借鉴了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课题组

讨论、小规模预测试等多轮修改以保证问卷内容的

效度，因此能够认定问卷的内容符合要求。对于测

量数据效度的检验，本文主要采用 MPLUS7.0 软件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各组观测变量对其所对

应的潜在变量的收敛效度。 

a. 一次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第一次验证性因素分析之前，应对其拟

合优度进行检验，结果整理如表 3 所示。 

Gefen 与 Straub 认为，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时，当 CFI(比较拟合指数)大于 0.9，RMR(残差平方

根)小于 0.1 时，测量模型的拟合度可接受。因此，

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次验证性因素模型的拟

合优度较好，可以接受。 

 
表 3  第一次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指标 ² df ²/df RMSEA CFI TLI SRMR 

标准   ＜2 ＜0.08 ＞0.9 ＞0.9 ＜0.1 

拟合值 1 107.595 674 1.643 316 0.046 0.909 0.895 0.058 

 

下面从所属题项的因素载荷来分析各个维度

的收敛效度，整理结果如表 4 所示。若题项的标准

化因素载荷(Estimate)低于 0.5，说明该维度与该题

项的相关性太低，需要剔除。若标准化因素载荷高

于 0.95，说明该维度存在违犯估计，即系数超过了

可以接受的范围。 

从分析结果并结合上述判断规则可以得出，应

从个性特征(Pers)维度中剔除 Pers-4，家庭经济状况

(Econ)维度中剔除 Econ-2，政府创业政策(Gov)维度

中剔除 Gov-1，社会创业认可度(SAD)维度中剔除

SAD-1，校友创业(Alum)维度中剔除 Alum-2，积极

情绪(PE)维度中剔除 PE-2，身份认同(Iden)维度中

剔除 Iden-1。家庭经济状况(Econ)维度的 Econ-1 系

数大于 0.95，且 P 不显著，同样剔除。 

b. 二次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剔除较不可信的维度与题项后，对所保留的

维度以及构成进行第二次验证性因素分析，同样也

优先对第二次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优度进行检

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从结果来看，第二次验证性

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符合标准。 

表 4  各个维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维度 题项 Estimate S.E. Est./S.E. P-Value 

个性特征(Pers) 

Pers-1 0.625 0.043 14.393 0.000 

Pers-2 0.650 0.042 15.385 0.000 

Pers-3 0.584 0.045 12.907 0.000 

Pers-4 0.318 0.058 5.486 0.000 

个人创业资源(Reso) 

Reso-1 0.658 0.036 18.490 0.000 

Reso-2 0.787 0.026 30.511 0.000 

Reso-3 0.785 0.026 30.564 0.000 

Reso-4 0.813 0.024 34.489 0.000 

家庭经济状况(Econ) 
Econ-1 1.714 1.960 0.874 0.382 

Econ-2 0.088 0.115 0.763 0.446 

父母职业类型(Career) 
Career-1 0.567 0.056 10.129 0.000 

Career-2 0.623 0.056 11.038 0.000 

父母文化水平(Edu) 

Edu-1 0.607 0.042 14.460 0.000 

Edu-2 0.737 0.034 21.637 0.000 

Edu-3 0.598 0.041 14.661 0.000 

政府创业政策(Gov) 

Gov-1 0.310 0.068 4.552 0.000 

Gov-2 0.613 0.058 10.583 0.000 

Gov-3 0.595 0.058 10.332 0.000 

社会创业认可度

(SAD) 

SAD-1 0.485 0.049 9.821 0.000 

SAD-2 0.643 0.040 15.998 0.000 

SAD-3 0.709 0.038 18.708 0.000 

校友创业(Alum) 

Alum-1 0.834 0.021 38.956 0.000 

Alum-2 0.290 0.055 5.234 0.000 

Alum-3 0.542 0.044 12.425 0.000 

Alum-4 0.828 0.023 36.731 0.000 

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

培训(C&P) 

C&P-1 0.554 0.049 11.405 0.000 

C&P-2 0.582 0.049 11.982 0.000 

C&P-3 0.570 0.048 11.859 0.000 

C&P-4 0.592 0.046 12.953 0.000 

学校鼓励程度(Enco) 

Enco-1 0.582 0.045 12.823 0.000 

Enco-2 0.629 0.043 14.706 0.000 

Enco-3 0.809 0.032 24.908 0.000 

积极情绪(PE) 

PE-1 0.709 0.031 22.625 0.000 

PE-2 0.358 0.053 6.770 0.000 

PE-3 0.606 0.039 15.423 0.000 

PE-4 0.866 0.020 43.745 0.000 

身份认同(Iden) 

Iden-1 0.451 0.049 9.250 0.000 

Iden-2 0.817 0.023 35.336 0.000 

Iden-3 0.760 0.028 26.738 0.000 

Iden-4 0.724 0.031 23.693 0.000 

 

表 5  第二次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指标 ² df ²/df RMSEA CFI TLI SRMR 

标准   ＜2 ＜0.08 ＞0.9 ＞0.9 ＜0.1 

拟合值 663.948 409 1.623 0.045 0.941 0.928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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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进行检验，收敛

效度通过因素载荷、组合信度 CR 和平均变异抽取

量 AVE 来进行检验，若各维度所属的指标因素载荷

高于 0.5，组合信度 CR 高于 0.6，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高于 0.5，则说明该维度的收敛效度较好。各个

维度的相关指标统计结果如表 6 所示。从结果可见，

除父母职业类型(Career)与政府创业政策(Gov)两个

维度以外，其他维度的收敛效度都较好，即其他维

度的题项设计整体合理，可以体现其所对应的维度。 

c. 区别效度检验。 

上文已对各维度的收敛效度进行检验，因此这

里主要对各个维度的区别效度进行检验，维度之间

的区别效度通过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和各个

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来分析。如表 7 所示，

各个维度的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基本大于该维度

与其他维度的相关性，说明各个维度的区别效度 

较好。 

至此，已对问卷数据的信度、效度等做了分析，

剔除不良因素后所得数据表明，问卷的整体结果是

满足本研究要求的，可以继续开展下一步分析。 

 

表 6  各个维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与收敛效度检验 

维度 题项 Estimate S.E. Est./S.E. P-Value AVE CR 

个性特征(Pers) 

Pers-1 0.622 0.045 13.915 0.000 

0.385 0.652 Pers-2 0.646 0.043 14.896 0.000 

Pers-3 0.592 0.045 13.138 0.000 

个人创业资源(Reso) 

Reso-1 0.662 0.035 18.752 0.000 

0.583 0.847 
Reso-2 0.788 0.026 30.801 0.000 

Reso-3 0.781 0.026 30.099 0.000 

Reso-4 0.813 0.023 34.642 0.000 

父母职业类型(Career) 
Career-1 0.573 0.056 10.242 0.000 

0.355 0.523 
Career-2 0.617 0.056 10.949 0.000 

父母文化水平(Edu) 

Edu-1 0.577 0.044 12.995 0.000 

0.421 0.683 Edu-2 0.745 0.034 21.802 0.000 

Edu-3 0.613 0.040 15.397 0.000 

政府创业政策(Gov) 
Gov-2 0.595 0.062 9.653 0.000 

0.328 0.500 
Gov-3 0.550 0.061 9.061 0.000 

社会创业认可度(SAD) 
SAD-2 0.650 0.042 15.416 0.000 

0.457 0.627 
SAD-3 0.701 0.040 17.321 0.000 

校友创业(Alum) 

Alum-1 0.829 0.022 38.347 0.000 

0.554 0.783 Alum-3 0.541 0.044 12.366 0.000 

Alum-4 0.826 0.023 36.040 0.000 

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C&P) 

C&P-1 0.557 0.049 11.466 0.000 

0.330 0.663 
C&P-2 0.585 0.049 12.051 0.000 

C&P-3 0.563 0.049 11.591 0.000 

C&P-4 0.592 0.046 12.931 0.000 

学校鼓励程度(Enco) 

Enco-1 0.577 0.046 12.628 0.000 

0.463 0.716 Enco-2 0.623 0.043 14.403 0.000 

Enco-3 0.817 0.032 25.292 0.000 

积极情绪(PE) 

PE-1 0.706 0.032 22.369 0.000 

0.533 0.770 PE-3 0.596 0.040 14.873 0.000 

PE-4 0.864 0.020 42.268 0.000 

身份认同(Iden) 

Iden-2 0.822 0.023 35.643 0.000 

0.588 0.810 Iden-3 0.751 0.029 25.927 0.000 

Iden-4 0.723 0.031 23.52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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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个维度相关性及区别效度检验 

 Pers Reso Career Edu Gov SAD Alum C&P Enco PE Iden 

Pers (0.620)           

Reso 0.846 (0.764)          

Career 0.531 0.722 (0.596)         

Edu 0.737 0.937 0.861 (0.649)        

Gov 0.607 0.406 0.273 0.576 (0.573)       

SAD 0.715 0.793 0.461 0.896 0.660 (0.676)      

Alum 0.750 0.851 0.596 0.832 0.624 0.940 (0.744)     

C&P 0.404 0.386 0.405 0.531 0.796 0.531 0.644 (0.574)    

Enco 0.539 0.534 0.339 0.565 0.653 0.617 0.705 0.859 (0.680)   

PE 0.852 0.838 0.598 0.864 0.531 0.863 0.907 0.462 0.491 (0.730)  

Iden 0.776 0.863 0.662 0.850 0.415 0.812 0.869 0.336 0.397 0.972 (0.767) 

注：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显著性 P 均＜0.01；()中为各维度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 

 

(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下面将进行个性特征(Pers)、个人创业资源

(Reso)对积极情绪(PE)、身份认同(Iden)的影响分

析。具体的影响路径与理论假设如图 2 所示。 

 

 

图 2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型 

 

首先，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情况，结果整理如

表 8 所示，判断规则同上文。从结果来看，结构方

程模型的拟合优度符合标准，数据和模型相适配。 

 

表 8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指标 ² df ²/df RMSEA CFI TLI SRMR 

标准   ＜2 ＜0.08 ＞0.9 ＞0.9 ＜0.1 

拟合值 76.453 59 1.296 0.031 0.991 0.988 0.027 

 

其次，对模型进行路径系数的计算分析，主要

系数的拟合结果整理如表 9 所示。 

因此，通过对路径系数的分析，所得的部分理

论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 

2. 调节变量在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中的调节

作用 

上文的研究，证明了个性特征(Pers)和个人创业

资源(Reso)对积极情绪(PE)以及个人创业资源(Reso)

对身份认同(Iden)皆有显著的影响。故这里主要研

究调节变量在上述 3 条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调节作

用采用显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分析。 

 

表 9  模型主要路径研究结果 

影响变量 被影响变量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p 

个性特征(Pers) 积极情绪(PE) 0.511 0.160 3.194 0.001 

个人创业资源

(Reso) 
积极情绪(PE) 0.405 0.155 2.608 0.009 

个性特征(Pers) 身份认同(Iden) 0.152 0.149 1.017 0.309 

个人创业资源

(Reso) 
身份认同(Iden) 0.737 0.137 5.387 0.000 

 

表 10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假设结果 

H1a：个性特征对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支持 

H1b：个人创业资源对积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支持 

H1c：个性特征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不支持 

H1d：个人创业资源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支持 

 

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先对模型的拟

合情况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11 所示，可见调

节作用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符合标准，

数据和模型相适配。其次，构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

的交互项，加入模型。 

 (1) 调节变量在个人创业资源与积极情绪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 12 的结果显示，调节变量中，父母文化水

平(Edu)、社会创业认可度(SAD)和校友创业(A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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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影响。 

 

表 11  调节作用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指标 ² df ²/df RMSEA CFI TLI SRMR 

标准   ＜2 ＜0.08 ＞0.9 ＞0.9 ＜0.1 

拟合值 149.792 108 1.387 0.036 0.968 0.954 0.021 

 

表 12  调节变量在自变量对积极情绪影响中存在的调节 

作用研究 

影响变量 被影响变量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p 

Pers PE 0.176 0.046 3.840 0.000 

Reso PE 0.179 0.063 2.842 0.004 

Career PE 0.012 0.042 0.292 0.770 

Edu PE 0.153 0.056 2.744 0.006 

Gov PE 0.027 0.042 0.652 0.514 

SAD PE 0.177 0.052 3.375 0.001 

Alum PE 0.331 0.058 5.666 0.000 

C&P PE 0.016 0.049 0.331 0.741 

Enco PE −0.032 0.050 −0.641 0.522 

Career*Pers PE −0.022 0.050 −0.445 0.656 

Edu*Pers PE 0.016 0.062 0.263 0.792 

Gov*Pers PE 0.058 0.058 1.007 0.314 

SAD*Pers PE −0.070 0.066 −1.05 0.294 

Alum*Pers PE 0.098 0.075 1.302 0.193 

C&P*Pers PE 0.037 0.069 0.529 0.597 

Enco*Pers PE −0.107 0.067 −1.598 0.110 

Career*Reso PE −0.010 0.050 −0.195 0.845 

Edu*Reso PE −0.125 0.061 −2.037 0.042 

Gov*Reso PE 0.025 0.050 0.494 0.621 

SAD* Reso PE −0.138 0.058 −2.380 0.017 

Alum*Reso PE 0.022 0.066 0.328 0.743 

C&P*Reso PE −0.028 0.063 −0.445 0.656 

Enco*Reso PE 0.135 0.059 2.293 0.022 

 

从交互项来看，Edu*Reso 父母文化水平与个人

创业资源的交互项通过了 p 小于 0.05 的显著性检

验，交互项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显著，交互项的标准

化系数为−0.125，与个人创业资源的标准化系数方

向相反，说明父母文化水平有减弱性调节作用，即

父母文化水平可以减弱个人创业资源对积极情绪

的影响作用。 

SAD* Reso社会创业认可度与个人创业资源的

交互项通过了 p 小于 0.05 的显著性检验，交互项对

积极情绪的影响显著，交互项的标准化系数为

−0.138，与个人创业资源的标准化系数方向相反，

说明社会创业认可度有减弱性调节作用，即社会创

业认可度可以减弱个人创业资源对积极情绪的影

响作用。 

Enco*Reso 学校鼓励程度与个人创业资源的交

互项通过了 p 小于 0.05 的显著性检验，交互项对积

极情绪的影响显著，交互项的标准化系数为 0.135，

与个人创业资源的标准化系数方向相同，说明学校

鼓励程度有增强性调节作用，即学校鼓励程度可以

增强个人创业资源对积极情绪的影响作用。 

 (2) 调节变量在个人创业资源与身份认同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 

如表 13 所示，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身份认

同的影响来看，个人创业资源(Reso)、社会创业认

可度(SAD)、校友创业(Alum)和学校鼓励程度(Enco)

等因素对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交互项中，Enco*Reso 学校鼓励程度与个人创

业资源的交互项标准化系数为 0.142，同时通过了 p

小于 0.0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交互项对个人创业资

源有显著的影响，调节效应成立。同时，交互项的

标准化系数与个人创业资源的标准化系数均为正

向，说明学校鼓励程度有增强性调节作用，即学校

鼓励程度可以增强个人创业资源对身份认同的影

响作用。 

 

表 13  调节变量在自变量对身份认同影响中存在的调节 

作用研究 

影响变量 被影响变量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p 

Reso PE 0.391 0.062 6.349 0.000 

Career PE 0.078 0.045 1.732 0.083 

Edu PE 0.100 0.060 1.681 0.093 

Gov PE 0.025 0.044 0.581 0.562 

SAD PE 0.133 0.054 2.462 0.014 

Alum PE 0.368 0.061 6.035 0.000 

C&P PE −0.012 0.052 −0.232 0.817 

Enco PE 0.149 0.053 2.811 0.005 

Career*Reso PE −0.061 0.042 −1.456 0.145 

Edu*Reso PE −0.039 0.049 −0.799 0.425 

Gov*Reso PE −0.033 0.043 −0.778 0.437 

SAD*Pers PE −0.090 0.050 −1.808 0.071 

Alum*Reso PE −0.010 0.051 −0.190 0.849 

C&P*Reso PE 0.032 0.050 0.631 0.528 

Enco*Reso PE 0.142 0.050 2.860 0.004 

 

(三) 实证研究结果与讨论 

综上所述，对部分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如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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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可以看出，其中的 H2a、H2b、H3b、H4a 等

4 条理论假设得不到支持，因而从结构模型中予以

剔除。联系实际可以得知，首先，家庭经济状况在

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的影响较大，但对创业激情或者

创业行为的效用则不大。这可能是由于从经济状况

到孩子对于创业行为的看法中间还存在较多其他

变量的影响，无法通过这样单一的调节变量将这一

影响直接化。 
 

表 14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假设结果 

H2a：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 
不支持 

H2b：父母职业类型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 
不支持 

H2c：父母文化水平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 
支持 

H3a：校友创业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

作用 
支持 

H3b：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不支持 

H3c：学校鼓励程度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 
支持 

H4a：政府创业政策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 
不支持 

H4b：社会创业认可度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具

有调节作用 
支持 

其次，父母职业类型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也不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父

母职业类型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难以

在短时期内得到实现，且其中变化因素较多，直接

影响的程度不高。 

再次，创业教育课程及实践培训对个人条件和

创业激情间的关系也不具有调节作用。由于目前国

内开展创业教育理论课程与实践培训课程的高校

并不多，实打实的教育课程还停留在“口号”层面，

且本研究问卷在发放范围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因此导致这一变量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最后，政府创业政策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情间

的关系也不具有调节作用。目前我国政府对于大学

生创业的优惠政策较多，但所设置的门槛也较高，

在普惠性方面仍需改进。 

因此，对大学生创业激情的诱发因素研究的概

念模型修正后如图 3 所示。 

四、关于提升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建议 

通过对研究假设检验结果的分析来看，高校层

面的校友创业、学校鼓励程度对个人条件和创业激

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两条理论假设通过了

检验，社会层面的社会创业认可度对个人条件和创

业激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理论假设通过了

检验，家庭层面的父母文化水平对个人条件和创业

激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的理论假设通过了检

验，故我们根据上述检验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 

建议。 

 

 
图 3  修正后的大学生创业激情的诱发因素概念模型 

 

(一) 高校层面 

1. 校友资源利用最大化，充分发挥校友的榜样

作用并形成良性循环 

校友群体对于大学生创业者的特殊性体现在

距离近、效应大。大学生创业者在近距离了解校友

的创业事迹后，容易受其鼓舞而感受到积极情绪，

并加深对创业者身份的认同。因此，学校应该加强

校友和在校大学生创业者的联系，通过举办校友交

流会等活动为两者的沟通提供渠道，让创业者充分

感悟校友的创业精神，并鼓励其在创业之后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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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的创业者提供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支持，以此

形成良好的循环机制。 

2. 加大创业鼓励程度，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学校对于创业的鼓励程度与大学生的创业激

情是存在正向的调节影响作用的，可以增强大学生

对于创业者的身份认同。因此，高校应加大对创业

的重视程度，运用多种鼓励方式，如经常举办创新

创业大赛，大赛设置丰厚奖励等，为大学生创业营

造良好的学校氛围。 

(二) 社会层面 

大学生创业者较一般创业者来说，具有创新意

识强、专业知识储备充分、享受的优惠政策多等特

点，但其所面临的困难也比普通创业者的更多且更

具挑战性，如缺乏社会经验、创业与学业双重负重

等。因此，社会各界应给予大学生创业者较大幅度

的理解与宽容，在尽可能提供资源支持的基础上，

提升对大学生创业的认可度，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创业氛围。 

(三) 家庭层面 

家庭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导

向作用。其中，父母作为家庭的重要人员，对于孩

子的影响最大。体现在创业方面，父母的文化水平

对孩子是否有创业激情、创业能否成功等有较大程

度的影响。因此，父母应提高自身素质与修养，提

升文化水平，应敢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维，理解孩

子的创业行为。同时，应认识到教育对于孩子的重

要性，从而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对孩子

的创业给予物质和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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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niqu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the existing cognitive 

theory and emotional theory as its guid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ecipitat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constructs the model of the indu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xplores the 

relevant predisposing factors. The regulatory role in the induction mechanism that constitutes passion for 

entrepreneurship, with a view to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ersonal condition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school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have a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condi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Based on this, the strategy of stimulating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proposed from four levels: Society, college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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