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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江西省高校大学生的 343 份调查问卷所得到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行

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培育路径。从调研结果来看，创新创业行为必然受到大学生个体、校园

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结果，可以得知个人创新意愿和创新

能力、期望及其可行性、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政府政策和外部社会环境这五个方面都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大学生个体内部因素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说明大学生

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无论是高校还是政府、社会都应该大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更好地激励大

学生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去创新创业，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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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

下，国家大力提倡大学生创新创业，创新创业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社会进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大学生是最具创

新思维、最有创新激情的群体，其创业活动质量

的提高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激发经济活力，促进

社会发展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渴望创

业，“那是一种骨子里的冲动和想法”。他们希

望挑战自我，想用激情锻造一段充满挑战的人

生，创业“哪怕失败，也是一种受益终身的财

富”。圆大学生的创业梦想，是政府推动大学生

创业的题中之义，但更深的意义还在于，青年兴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在这个意义上，呵护并激励青年人的激情与梦

想，可谓远见卓识。 

    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越来越“难

产”，创新创业成功率不高。要提高当前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成功率，最关键的问题是找到影响大

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要素。本文以大学生创新创

业者为研究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分析总结出影

响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并通过结构

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SEM)进行

验证性分析，据此提出相应的培育政策。以期能

够鼓励大学生成功创新创业，实现自我价值，从

而创造大量新的工作机会，更有效地解决“就业

难”的问题，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二、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分析 

    (一)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定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迅猛推进，“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新时

代的关键词。然而，学术界对创新创业行为的定

义没有统一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 1

是部分国内外学者给出的关于创新的定义。 

    个体创新行为不仅仅单指创新构想的产  

生，而是包括创新构想内容的推广与发展执行方

案[7]。创新过程漫长且需要持续的激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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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的定义 

年份 研究者 主要观点 

1939 Schumpeter[1]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一种破坏性的变革方式 

1988 Amabile[2−3] 创新是新点子的产生，也是新产品、新方法和新服务的生成 

2003 Zhou 等[4] 创新是指在个体层面上产生的产品、过程、方法与思想 

2007 雷家骕[5] 创新是一种社会精神与生存方式，如果没有创新，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很难生存 

2015 冯之浚等[6]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创造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成功科学积累创新成果，往往需要整个社会发展

的积累、科学传统的积累、学术思想的积累、个

人经历的积累等的支持。这些因素无不深刻影响

到创新过程的顺利进行[8]。 

    不同学者对于创业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如表

2 所示。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

分类：价值说、功利说和实体说。 

    关于创新创业的定义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

创新创业必须是一个过程；需要贡献时间和付出

努力；要承担必然存在的相应风险；给创新创业

者丰厚的回报、个人的满足和独立自主等。以上

观点都是从狭义来理解“创新创业”，而从广义

上来说，创新创业更应该是一种态度、心境，一

种敢于突破现状的雄心和力争上游的状态，从这

个角度来说，“创新创业”是一种“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积极状态，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拥有的奋进之心。 

    综合起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就是指大学生为

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带来新点子的产生以及投资

兴办经济实体，并获得利益的实践过程。简而言

之，大学生创新创业就是指大学生实现自我价

值、开创自己事业的活动。本文参照的就是这一

行为上的定义，即创新创业行为是包括参与创

新、参与创建企业的全部过程。关于大学生创新 
 

表 2  部分国内外学者关于创业的定义 

其他来源 定义所属类型 年份 研究者 创业观点 

国外 

价值说 

1921 Knight[9] 创业是成功预测未来的能力 

1934 Schumpeter[10] 创业是创业者整合现有资源，促使经济增长 

1973 Kirzner[11] 创业是准确预见下一个市场缺点或不均衡之处的能力 

1978 Leibenstein[12] 创业是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更强的能力 

1985 Stevenson 等[13] 
创业是一种被感知到的机会所驱动的，而不是被现有资源控

制的一种行为 

1991 Conner[14] 创业是创业家辨识合适投入的能力 

功利说 1965 Cole[15] 创业是创立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 

实体说 
1983 Vesper[16] 从本质上，创业是开展独立的新业务 

1985 Gartner[17] 创业是建立新组织 

国内 

价值说 

2000 郁义鸿等[18] 
创业是发现和捕捉机会、由此创造出产品或服务并实现其潜

在价值的过程 

2001 汪丁丁[19] 敬业、创新及合作，这三者的合聚构成创业 

2002 宋克勤[20] 
创业是发现和识别商业机会，组织各种资源提供产品或服

务，以创造价值的过程 

2003 张健等[21] 创业是一个跨越多个学科领域的复杂现象 

2004 罗天虎[22] 创业是依靠自我力量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功利说 2003 张竹筠[23] 创业是创立以盈利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企业 

实体说 2000 刘健钧[24] 创建企业的过程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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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本文是指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因此，

本文中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可定义为：在校大学

生参与创新和创建企业等活动的行为。 

    (二)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与研究假设 

    个人是创新创业行为的关键因素，创新创业

行为必然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

创新创业准备阶段，对创新创业行为影响较大的

因素依次为社会实践、家庭背景和创新创业课程

的学习[25−26]。大学生在双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个人的创新能力不足、

经验太少，大学生自我创新创业效能感较低；政

府的扶持力度不足，大学生获得政策支持有限；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针对性弱；大众创新创业的

文化氛围还欠缺，难以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兴趣。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

关工作实践，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本文从 3 个层

面分析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大

学生的个体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校园环境 

因素。 

    1. 大学生个体因素 

    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个体维度

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意愿、创新创

业能力以及感知到的期望与可行性。有实证研究

表明，创业意愿与感知到的期望与可行性是呈正

相关的[27]。首先，在创新创业初期，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兴趣、大学生对创意的激发与识别能力极

大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其次，在创新创业中期，

大学生敏锐的行业眼光与机会把握能力、资源禀

赋、获取与整合能力影响着他们自身的创业行

为。最后，在创新创业成长阶段，由于大学生的

资源受限，这时影响因素更多地偏重于大学生是

否具备不断学习、主动探索的能力和内在知识资

源的掌握与运用程度，比如，产品营销能力、团

队管理合作能力、资金运营能力等[28]。因此，做

出如下假设： 

    H1：大学生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增强对大

学生创新创业有正向影响。 

    H2：感知到的期望与可行性的增强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有正向影响。 

    2. 社会环境因素 

    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

是大学生的家人、教师、同学、朋友等的支持和

鼓励，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社会大众创新创业的

文化熏陶。在创新创业构想的产生以及商机把握

方面，创新创业者的支持者通过资金支持、经验

指导以及精神鼓励等方式会对大学生创业行为

产生影响。在创新创业初期，创业者在与身边人

接触交往时，会获取到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为创

新创业的成功奠定了资源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能

保证项目或者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所处行业环

境、创新创业政策等也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行为

产生极大影响。在创新创业上升成长期，无论是

项目还是企业都将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此

时，一些社会群体如顾客、竞争对手、潜在市场

进入者等都会对创业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同

时，市场的完善程度、国家的相关政策、竞争环

境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项目的未来

发展战略产生影响。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H3：外部环境的压力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有显

著影响。 

    H4：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3. 校园环境因素 

    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校园环境因素主要

是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

育是国家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重要举措，是高

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

观和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目前在教育主

管部门的指导下，全国高校都开展了创新创业教

育工作。一些高校设立了创新创业中心、学院，

配备专业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系统地向学生教授

相关理论知识，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创新和

创业实践活动，如举办创新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

比赛等活动，来激发他们的创业兴趣，从而利于

学生养成创业意识、树立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

力；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更加深入的创业实训课程

来增加经营管理经验，使其创新项目和创业企业

获得成功；同时，高校大学生可以通过参加校内

组织的创业社团、创业沙龙等活动认识志同道合

的创业伙伴，组建创业团队。这些措施无论是对



企业家簇                              周叶，王青青：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培育路径 

 

71 

 

大学生的思想还是行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

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5：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越重视，大学生创

新创业行为越显著。 

    三、基于 SEM 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 问卷设计与样本调查情况 

    创业行为必然受到大学生个体、校园环境以

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据此，本文设计

了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试者的性别、年级、专

业、毕业意向、创业意愿、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以

及社会环境等对其创业行为的具体影响等。调查

对象是高校正在开展双创行为的大学生(含研究

生)，因此向某高校学生发放问卷共 350 份，收回

350 份。根据前文对创业行为的定义以及凡是信

息栏里显示符合要求的，且回答有参与一个及以

上创业项目的被试者均视为有双创行为的大学

生。根据学历和有无创新创业行为的标准，筛选

出有效问卷 343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8%。

有效问卷的基本信息统计如表 3 所示。 部分题

项使用 Likert 5 级量表打分。 

 

表 3  有效问卷的基本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比例(%) 

性别 
男 38.78 

女 61.22 

年级 

大一 4.37 

大二 33.82 

大三 39.07 

大四(含研究生) 22.74 

学科类型 

文经类 72.89 

理工类 26.82 

艺术体育类 0.29 

(注：N=343；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在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调查中，29.15%的大

学生希望毕业后到企业工作，41.69%的大学生希

望继续深造，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就业问题严峻，

部分学生恐惧就业或者想继续深造以谋求更好

出路；关于创业方面，70.84%受调查者赞同大学

生创新创业，46.65%的学生对创业感兴趣，少数

被调查者愿意自主创业，其中大部分受访学生认

为最适合创新创业的时间是毕业工作一段时间

后。毕业一段时间后，能力有所提高，社会经验

比较充足，而且也有一定的资金基础。 

    (二)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1. 变量选择 

    从心理学行为动机理论来看，个体行为发端

于人类自身的动机和意愿，进一步产生行为意愿

乃至付诸实践[29]。由于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际过

程中，有多种因素影响其行为，本文主要是考察

其中几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设置因变量

为问卷中“您愿意并且会自主创业”这一题项

下三种时间分别是大学期间、大学毕业、以及毕

业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变量是问卷调查中涉及的

影响因素，包括五个方面：个人创新意愿和创新

能力、感知到的期望和可行性、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政府政策和外部环境。 

    量表的编制采用 Likert 5 分制，在设计的问

卷中，每个影响因素含有 6 个题项，即“非常不

同意”(1 分)，“比较不同意”(2 分)，“不确

定”(3 分)，“比较同意”(4 分)，“非常同意”(5

分 ) 。问卷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之后调查了 350 个

对象(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回收问卷并进行甄

选，共得到 343 份有效问卷。 

    首先测度量表的信度，采用 Cronbach’  系

数值，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显示各因子的信   

度值。 

 

表 4  因子均值、标准差及信度值 

因子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   

个人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 3.090 0.977 0.800 

感知到的期望与可行性 4.046 0.813 0.905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4.034 0.787 0.925 

外部环境 3.762 0.819 0.814 

政府政策 3.600 0.805 0.953 

注：N=343 

 

    2.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应用线性方程系统表示观察变量与潜变

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为了分析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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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的因素，以及前文列出的 5 种影响因素，

这里要根据设定的相关“潜变量”来描述在调

查问卷中抽取的相应指标，分别为个人创新意愿

和创新能力、感知到的期望和可行性、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政府政策、外部环境和大学生创新创

业行为等 6 个潜变量以及 33 个观察变量。本文

的概念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图 

 

    (三) 实证分析 

    1. 效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 AMOS 21.0 软件来检验六个潜

变量的收敛效度，分析结果详见表 5。由表 5 可

知，六个潜变量中每个题项的标准化载荷均处于

0.50~0.95 的可接受范围内；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70 的临界水平；平均萃取方差值(AVE)也均大

于 0.50 的临界水平。这表明六个潜变量都具有较

好的收敛效度。 

    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1) SEM 模型整体检验 

    本文采用 AMOS 21.0 软件来分析个人创新

意愿和创新能力、感知到的期望和可行性、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政府政策、外部环境和大学生创

新创业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如

图 2 所示。挑选 2 与自由度的比值(CMIN/DF)、   

配适度指标(GFI)、调整后的配适度指标(AGFI)、

渐增式配适指标(IFI)、比较配适度指标(CFI)，平

均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验证性拟合度检验

的数据如下：CMIN/DF=3.398，GFI=0.974，

AGFI=0.938，IFI=1.008，CFI=1.000，RMSEA= 

0.903。由以上指标数值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测量

模型与调研的实际数据契合度较高，故模型的适

配度良好。 

表 5  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标准化的

载荷 
CR AVE 

个人的创 

新意愿和 

能力 

题项 1 0.418 

0.850 0.5 

题项 2 0.609 

题项 3 0.445 

题项 4 0.790 

题项 5 0.720 

题项 6 0.796 

感知到的 

期望和可 

行性 

题项 1 0.748 

0.854 0.5 

题项 2 0.774 

题项 3 0.871 

题项 4 0.823 

题项 5 0.721 

题项 6 0.772 

外部环境 

题项 1 0.811 

0.843 0.5 

题项 2 0.796 

题项 3 0.805 

题项 4 0.744 

题项 5 0.165 

题项 6 0.645 

政府政策 

题项 1 0.868 

0.857 0.5 

题项 2 0.915 

题项 3 0.875 

题项 4 0.879 

题项 5 0.892 

题项 6 0.840 

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 

题项 1 0.749 

0.856 0.5 

题项 2 0.728 

题项 3 0.826 

题项 4 0.867 

题项 5 0.863 

题项 6 0.888 

大学生 

创新创业 

行为 

题项 1 0.357 

0.750 0.5 题项 2 0.419 

题项 3 0.305 

 

    (2) 直接效应的路径检验 

    主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由图 2 和表

6 可知，六个潜变量之间的 5 条路径，即个人创

新意愿和能力→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感知到的

期望和可行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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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拟合后的路径图 

 

表 6  研究假设检验 

路径 
标准化 

路径系数 
S.E. T-value P 对应假设 显著性 

个人创新意愿和能力→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0.343 0.0086 4.902 *** H1 显著 

感知到的期望和可行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0.292 0.0700 3.418 *** H2 显著 

外部环境→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0.210 0.0800 2.619 ** H3 显著 

政府政策→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0.125 0.0720 2.725 ** H4 显著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0.026 0.0740 2.346 ** H5 显著 

注：N=343；*** 表示 P＜0.001，**表示 P＜0.05 

 

境→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政府政策→大学生创

新创业行为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大学生创新

创业行为，在 P＜0.05 的水平上均显著。检验结

果显示，个人创新意愿和能力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行为(β=0.343，P＜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

假设 H1 得到数据支持；感知到的期望和可行性

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β=0.292，P＜0.01)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 H2 得到数据支持；外部

环境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β=0.210，P＜0.01)

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假设 H3 得到数据支持；政

府政策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β=0.125，P＜0.05)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 H4 得到数据支持；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

(β=0.026，P＜0.05)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

H5 得到数据支持。 

    四、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的培育路径 

    由实证分析结果来看，验证了上文提出的 5

个假设，文中提出的大学生个体内部因素、社会

环境以及校园环境因素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双

创行为。 

    为提高大学生双创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效激

发大学生双创行为，根据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影

响因素模式以及 AMOS 模型分析的结果，有针对

性地提出以下三个层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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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个体层面：提升自我，打造双创人格特质 

    鉴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存在“意愿超前，行为

滞后”的现象，大学生应充分认识自我、剖析自

我。真正的创新创业者需要具备特别的人格特

质。人人都可以创新创业，但并非是每个人都可

以成功创新创业。研究表明，自信、上进和敢于

突破现状的创新创业人格能够有效提升创新创

业兴趣，进而促使人们积极参与更多的创新创业

实践，获得更多的创新创业支持。兴趣、实践和

支持共同影响创新创业行为[30]。因此，大学生要

积极培育自己的创新创业人格。 

    首先，注重个性的培养以及个人素质的提

高，有效增强各方面能力，才有能力将创新创业

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双创行动。同时，还可以通过

各种双创实践平台，有意识地增强自身管理和抵

御风险的能力。创新创业者自身能力的高低往往

意味着一个企业是否能长期持续经营，如何有效

整合现有资源，并形成新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更

多的是考验创新创业者的综合能力。 

    其次，创新创业是一种风险性行为，大学生

应有意识地获得、保持和提升创新创业的心理资

本[31]。在“互联网+ ”时代，一方面，创新创业

的机会与风险并存，创新创业机会无处不在却也

转瞬即逝，因此，创新创业更加依赖大学生敏锐

的行业眼光、把握机遇的能力以及自身较强的创

新能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对创业领域的理性认

知和风险预测，推动新创企业实现盈利并稳定持

续壮大，这不仅需要勇气、谋略和思考，更需要

多重的历练和实践。因此，大学生创新创业者需

要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主动去探索各个领域

的兴趣，形成属于自己的多元化发展体系和知识

背景，积累更多创新创业的要素禀赋。 

    再次，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大学生应该拓宽

自己的社交圈，扩大接触人群，多与处在创新创

业市场最前沿的企业家、投资者、客户等群体沟

通，一方面能为自己的项目积聚投资人气，另一

方面，可以吸取借鉴别人经验，获得宝贵的信息

资源，在不断深入沟通合作的过程中做好新企业

的 SWOT 分析和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创新

创业的持续成功提供保障。 

    最后，如何组建一支卓越的团队也是大学生

应该着重关注的问题。一个卓越的管理团队是一

个新企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好的商机转化为成功

的企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后援做支撑。因

此，“人才”这一因素应得到大学生创新创业者

的高度重视。 

    (二) 社会环境层面：提升认可，营造双创氛围 

    首先，要获得亲友的支持。在大学生创新创

业初期，家人、亲戚、朋友等群体应形成合力，

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三观，促使大学生端正

创新创业态度。家人的认可与支持会给予大学生

创新创业者以莫大的力量，因此，父母要抛弃陈

旧观念，应以积极、宽容的心态看待和支持子女

的创新创业行为。 

    其次，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当今社会正处

于信息爆炸的自媒体时代，由于大学生本身心智

尚不成熟，社会经验缺乏，易受到来自各方面思

想意识的干扰。整体的社会氛围能够直接影响大

学生的创业动机的有效转化。因此，对于“创新

创业时代”已经到来的观念要能真正通过舆论

环境的营造深入人心。当然，这就要求社会舆论

充分利用自身的传播能力和公信力，对大学生进

行良性引导，打造一个对大学生双创行为具有积

极引导和推动作用的社会语境[32]。整个社会要营

造一种理性、健康、和谐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并特别给予女性创新创业者更多的关注。 

    最后，政府要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政策，优化

创新创业环境。在大环境方面，政府应加快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全面推进创

新战略；在小环境方面，政府不仅需要满足大学

生对于创业环境的合理诉求，还要不断创新服务

模式；在资金支持、平台搭建以及基地建设等多

方面完善大学生的创业链政策，争取早日实现大

多数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的新局面，不断促进我

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产

权的保护方面，政府也应采取相关的积极措施切

实维护其利益。此外，政府应着力向各大高校推

广 SIYB(Start & Improve Your Business)和其他相

关创业培训，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创业者知识的储

备，还能使其享受政策支持、创业补贴和贷款免

息等方面的优惠[33]。但据相关统计，每年高校

SIYB 创业培训受众群体范围较窄，因此，政府

应注重此类创业培训的宣传与支持力度。在创业

合作机制上，政府还可以与高校建立合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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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增加高校项目研发经费，注重“产学研”发

展，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 

    (三) 高校层面：深化改革，提升双创教育环境 

    高校要真正将双创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工作

中的重点，进一步深化双创教育改革，杜绝任何

形式主义的双创教育。 

    首先，高校应坚持教学改革，开设全校性双

创通识教育课程、双创强化教育课程以及与专业

融合性双创教育课程等，构建多元化双创人才的

课程培养体系。目前高校双创教育服务供给体系

还存在无效供给和冗余供给的问题，因此，高校

应考虑不同地区的异质性，结合具体情况，制定

适合地域特色的双创支持体系，建立健全职能完

善的一站式双创平台和服务体系，保障人、地、

费以及支持机构四要素到位，帮助大学生项目的

顺利孵化，为大学生提供规划和探索商业模式的

机会，加速其创业构想的实现。同时高校应注重

对大学生双创意识的激发和基本禀赋的积累，引

导大学生积极参与相关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校

园双创文化氛围，并且也要注重校园科研氛围的

培育，高校师生研发的很多科研专利成果往往来

源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其次，高校应采取相关的激励和外聘措施，

培养和组建专门的师资团队，为大学生配备专业

的创业导师，尽快完善师资专业化的建设。同时，

号召老师带领学生走出书本，走进实践，比如，

通过创业比赛、创业沙龙等能调动学生积极性的

活动来提升大学生对创业的认知程度。此外，积

极拓展创业实训，系统地对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

育，无论是经济、金融知识还是法律法规、管理

理论等都要渗透到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去，同

时需重视学生创业技能的夯实。创业虽然是最大

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但对创业的学生来说，

也是身心、时间和精力的多重消耗，创业或意向

创业的学生会面临学业问题。如何在学分、课程、

奖评等方面为创业学生提供以人为本的学业帮

助，也是高校需要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 

    最后，在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技能过程中，

除了注重最基本的课堂教育外，高校还要注重不

断丰富、发展、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使

创新创业课程更加具有实效性、针对性。在教学

内容上，各高校应积极探索大学生创新创业领域

的教育理论，开展新颖的教育教学实践，注重学

习先进理论和先进经验；同时可以建立模块化的

创业课程体系供学生选择，以满足不同学生在创

业知识结构优化、创业技能提升以及创业政策理

解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在教学手段上，高校可以

邀请一些具有双创经验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大学

毕业生和企业家深入校园进行现身教学；在“互

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应实施创业教育模式

的供给侧改革，努力实现线上和线下创业教育模

式的结合，比如可以积极引入 MOOC 等教学模

式，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主动被动结合和传统现

代结合，实现教育模式的多样化[33]。在教学方式

上，不断加强高校与高校、政府、社会的沟通与

合作，聘请专业人员解读创业政策，广泛利用媒

体资源，发挥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使创业政策

法规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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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Moder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Nanchang 33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343 questionnai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ultivation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s ar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college students, campus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t can be known that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ten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perceived 
expectation and feasibil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s. Among them, college students’ individual internal factors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of themselves is more significant, which indicat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should all vigorously support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have the will and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start a business, and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do tha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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