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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潮流中，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创新创业活

动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动机则是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的关键驱动，因此，培养并维持动机对

于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而言意义重大。通过文献研究来分析内外部动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

影响过程，并结合自我决定理论和动机协调理论，提出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内外部动机的三个基本策

略：通过营造宽松活跃的氛围、给予恰当有效的评价来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内外部动机；通过专业分

类、个性分层来定向引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内外部动机；通过促进动机内化、发挥创新创业教育的塑造

作用和持久影响来维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内外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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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针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仅在中国知网·社会科学Ⅱ辑·教育类

文献库中以“创新创业”为主题进行检索，就能

检索出 4 万 9 千余条文献，然而加上并含“动

机”主题的检索项，检索结果却仅有 244 条文献，

其中针对内外部动机研究的文献数也少之又少。

由此本文力图探讨创新创业活动中的内外部动

机问题以期具备绵薄的理论价值。在阅读“大学

生创新创业”和“创新创业动机”等相关文献

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研究都表明动机在大学生创

新创业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动机与影

响创新创业活动的其他因素之间存在多重交叉

性影响。基于此，借鉴内外部动机理论，本文将

探讨内外部动机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活

动的，以及应如何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内部动

机和外部动机。 

    一、相关概念梳理 

    (一)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概念梳理 

    1. 创新创业概念界定 

    “创新”和“创业”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也不是同时出现在学界视野里的，但现在我们常

常谈创新就会谈起创业，说创业总离不开创新，

那么何为创新，何为创业，何又为创新创业呢？ 

    “创新” 早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在 1912 年出版的书籍《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

的，他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企业

家的职能是实现创新即创造新的价值，促进经济

发展。他提出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

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五种情况[1]。明显地，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较为狭义的，即单指经济领

域中企业家的创新，然而创新不只存在于经济领

域中。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

作中对创新进行过不少的论述，他认为创新是新

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普遍意义上的创新

应是指在科学、技术、制度等任何领域中的突破

常规，提出新想法、新思路，创造新事物[2]。马

克思还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创造者，

创新主体是包括农民、工人、科学技术工作者、

职业经理等在内的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限于企

业家。在马克思眼里，创新成果的价值也不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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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经济价值，而是指创新成果要能满足主体需

要的属性并被主体消费，可以体现和确证主体的

本质力量，促进主体的社会关系以及素质、潜能

的充分与全面发展[2]。国内外不少学者曾对马克

思和熊彼特的创新思想进行了分析比较，如国内

学者汪澄清认为，“马克思是创新理论的源头，

而熊彼特是 20 世纪初起重要作用的思想家。熊

彼特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创新理论，在某些方面发

挥了马克思的创新思想，甚至超过了马克思。但

总体上，从哲学高度上，马克思的理论空间更广

阔，思维更深刻。[3]”之后，人们对于创新的定

义也在不断更新完善，但学界对“创新”始终未

能形成统一界定。本文则更倾向于马克思历史唯

物主义的“创新”概念，即创新是对思维的突破，

对旧事物的扬弃更新或者新事物的创造，这里的

事物包括工具、资料、技术、概念、制度、环境

等，创新的 终结果是个人与社会的进步发展。 

    “创业”一词首次出现可追溯到 1775 年，

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

定义“创业”为代表着承担风险[4]，但当时的创

业研究并未成系统，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创

业”才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专业领域，一批学者

也从其他领域加入创业研究行列，由此形成了较

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创业研究[5]，而其中关于“创

业”的定义始终是众说纷纭，早期的研究通常将

创业的概念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现在的创业概

念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创业一般是指人

们普遍从经济意义上理解的创办企业，这里的创

业者是指职业岗位的创造者，通俗地说，狭义的

创业者不是指打工的而是当老板的。而广义的创

业无论从创业主体、创业领域、创业形式还是创

业价值上都有着更宽泛的解释。2014 年李克强总

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决定了在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创业”应该是广谱式的，其

主体是全国人民，不限男女老幼，也不限于是职

业岗位的创造者还是岗位的谋职者，“无论是创

建新企业、企业内部创业，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创

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发现机会、整

合资源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都可以称为创

业。”[6]创岗者和从岗者都是在某一个岗位上的个

体，只是由于创岗者能汇集更多的从岗者，所以

相对而言创岗者的创业价值更高。但如果缺乏从

岗者创造的价值，创岗者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也无从找寻以实现，只有从岗者在其岗位上创造

出更大更高的价值才能使创岗者的“业”得到完

美，才能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本质目标

得到完成。学者王占仁认为创业兼有政治、经济

和社会等多重意义，政治意义是创立基业，经济

意义是创办实业，社会意义是创新事业[7]。在“天

生我才必有用”的人才观影响下，本论文更倾向

于广义的创业，即每个有业者在各个所属领域，

以多种形式创造和实现自我价值及政治或经济

等社会价值，对个人和社会有着积极影响。 

    “创新”和“创业”这两个不同概念，近来

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创

新创业”，且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创新创业”

的内涵先后发生过多次变化。在 CNKI 中搜索到

的 早连用“创新创业”一词的是 1990 年的《新

技术风险投资融资问题研究》一文，文中提到“提

高全民创新创业意识，直接参与我国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创新创业”在早期文献中大多是面向

经济世界的产业发展，偏重创业而忽视创新，偏

重市场价值而忽视理论价值。而之后随着“创新

创业”在教育领域的热兴，教育界赋予了“创新

创业”更广阔的涵义，2010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

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促进大学

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指明，“创新创业”教

育不只是面向大学生创业者而是面向全体学生，

其内涵是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此时，“创新创

业”不是只有创新或只有创业，而是在过程中将

两者有机融合，创新是创业的内在机理，创业是

创新的应用载体。故本文基于教育视角把“创新

创业”界定为一种人人皆可具备的精神素质和行

为能力，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开公司做老板

或者成为科学家做研究，创新创业活动则是处于

任何领域的个体都可进行的价值创造活动。 

    2. 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其特征 

    本文中的大学生泛指在普通高校和高职高

专院校中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以及已毕业不久

的人，内外部动机所影响作用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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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则指在读大学生正在进行的以及毕业后进

行的创新创业活动。正在进行的创新创业活动包

括学生的学业、“挑战杯”和“互联网+”等项目

比赛、班级、社团或兼职的工作等；毕业后进行

的创新创业活动包括狭义的创新创业，也指在其

从事的行业中进行不论大小的价值创造。 

    不同于其他群体，大学生创新创业有其特殊

性。①不成熟性。处于青春期后期的大学生，其

大脑未完全发育成熟，且由于还未深入社会，缺

乏一定的经验积累，他们的创新创业资金、规模、

计划、思维等往往都只在初步阶段，需要边接受

教育指导边实践创新创业。②发展性。青春期是

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处于青春期后期的大学

生的不成熟意味着更大的发展可能，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处于初级阶段也意味着前途不定，所以我

们要抓住这个发展关键期，让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活动朝好的方向发展。③可期性。国家大力提倡

创新创业，大学生作为主力军受到学校、政府、

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且自身智力因素与非智

力因素的发展处于上升期，思维活跃、充满热情，

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素质更高，具有更

强的社会责任感，创业里的创新成分更高，为社

会创造更大的价值。④灵活性。年轻的大学生往

往能以更敏锐的触角和更专业的分析对新事物

表现出更强的接受和同化反应，他们更愿意也更

擅于站在“新”的前沿，创造和引领时代潮流。

⑤学历性。“学历”一词似乎天生带有等级属

性，大学以下学历、大学学历、一本大学学历、

211 大学学历、985 大学学历、双一流大学学历

或本科以下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博士学

历……拥有不同等级学历的大学生们从一开始

就被区分开，学历高级些的大学生会被期望做出

更高端更优秀的创新创业，这并不是什么歧视，

而是社会期望，即学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

越应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即便不少事实证明这

种经验并不总是对的。 

    (二) 内外部动机的概念梳理 

    1. 内外部动机概念界定 

    动机是激发并维持个体向着某一目标付诸

实践的倾向或动力，在创新创业活动中能够驱动

个体将自己的创新想法和创业意愿付诸实践并

力图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根据不同的维度，动机

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高尚的动机、低级的动 

机；近景的动机、远景的动机；内部动机、外部

动机。本文使用瑞安(Ryan)和德西(Deci)按照引发

个体行为的原因或目标的不同而做出的内外部

动机界定[8]，他们认为，内在动机是个体因事情

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发自内心的兴趣或享受

而去做某事，动机的满足在活动之内而不在活动

之外；外在动机指的是个体为了获取可分离性结

果(如地位、名声、金钱、赞赏、避免惩罚等)而

去做某事，动机的满足在活动之外而不在活动 

之内。 

    无论是内部动机还是外部动机，都具有定

向、激发与维持、调节、提高信息加工水平等作

用，都是个体创新创业活动的重大影响因素。但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作用依然存在区别，具有

内部动机的学生能够独立、自主、积极地参与创

新创业过程，具有好奇心，喜欢挑战，能够坚持

不懈地努力学习，忍受挫折与失败；具有外部动

机的学生为了达到外在目的，往往选择没有挑战

性的任务，一旦达到目的，动机就会下降，而一

旦失败，就可能一蹶不振[9]。 

    2. 内外部动机的理论基础 

    (1) 自我决定理论。 

    瑞安和德西的自我决定理论是一种关于人

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该理论认为个

体作为积极发展的有机体，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

和发展的潜能，这种潜能是能否顺利地发挥受到

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10]。外部社会环境提供充足

的支持会促进个体心理成长和发展，相反，则会

阻碍其心理成长和发展。这一理论先后发展产生

了四个子理论，从有机体的内在心理需要、外部

的社会环境、个体的发展和个体差异四个方面描

述人的发展，形成了基本心理需要理论、有机整

合理论、认知评价理论和因果定向理论四个子 

理论[11]。 

    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详细地阐述了基本心理

需要的概念，以及基本心理需要与生活目标、日

常活动、个体的心理健康等的关系。认知评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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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要探讨了社会情境因素对个体内在动机的

影响。有机整合理论将动机分为三种类型的内部

动机、三种类型的外部动机，此外还有无动机，

并探讨了外部动机经由“外在调节→内摄调  

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化为内部动机的

过程。因果定向理论主要是对自我决定行为个体

差异程度进行描述。 

    (2) 动机协同理论。 

    1971 年，心理学家德西进行了一项专门实

验，发现在内在动机充足的情况下，外在动机的

产生不利于内在动机的发展，之后这种现象被称

为德西效应，当时这个实验结论获得了大多学者

的认可，然而阿麦比尔(Amabile)认为并不是所有

的外在动机都不利于内在动机。1993 年，阿麦比

尔提出动机协同理论[12]，她认为外部激励因素主

要包括协同的外部激励因素与非协同的外部激

励因素。非协同作用的激发因素具有控制属性，

让个体在活动过程中感受到约束，产生的外在动

机不相容于甚至抑制内在动机，此时外在动机会

削弱内在动机产生的积极影响；协同的外在激发

因素具有信息属性，能提供信息使个体更好地完

成任务，产生的外在动机则能促进内在动机，并

且当在强调信息整合、发散性探索以及不畏挫折

的创造性时期，内在动机所发挥的作用反而会弱

于协同式外在动机[13]。 

    二、内外部动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作用 

机制 

    (一) 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影响因素 

    大学生创新创业作为个体成长过程的一部

分，同样可以运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

来分析影响其的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包括微观系

统中的家庭或同伴等、中观系统中的学校教育

等、外层系统中通过影响微观和中观系统进而影

响个体创新创业的学校管理部门、父母工作单位

等，宏观系统中的社会、国家。 

    除外部环境因素外，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创新

创业还受到个体能动性的影响，如创新创业素

质、创新创业能力，还有创新创业动机等，且影

响创新创业活动的各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间的

影响。比如，易文婷认为创业动机在创业过程中

始终指导着创业的展开，也是推动创业者实施创

业活动的动力和内在激发点[14]。杜洁在结合TRIZ

中的物−场分析及冲突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我国高

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问题时，提出并验证了创业动

机、专业知识、通识知识、创业意识对创新创业

能力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创新思维通过创业动机

和创业意识可以间接影响到创新创业能力，且在

这些因素之中创业动机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

大[15]。胡哲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成就动机、创

业能力、环境支持和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动机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杨道建等人同样通过实证

研究证实了大学生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由高到

低依次为创业能力、创业环境和创业特质，大学

生创业成长水平的提升是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

动机、创业能力和创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17]。 

    (二) 各因素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过

程分析 

    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受着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且各因素之间也含有复杂交错的关系，

本文将通过创新创业“车轮”模型来分析各要

素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动态过程，如图 1。 

    以前进的“车轮”来作比创新创业的动态过

程，个体作轴心，包含了个体的创新创业意识、

创新创业素质、创新创业能力、创新创业精神等。 

 

 

图 1  创新创业“车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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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延伸的第一个同心圆是内部动机，包括创新

创业兴趣、创新创业带来的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

等；第二个同心圆是外部动机，包括地位、名誉、

财富等；第三个同心圆是个体所处的环境即学

校、政府、企业、家庭。一个轴心三个同心圆共

同构成了创新创业车轮，并且内部动机、外部动

机、活动环境、个体的创新创业意识能力等部分

与创新创业活动整体之间具有整体与部分的辩

证关系即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整体与部分之间相

互依存，各部分因素构成了整体，缺了哪一部分

因素整体都将难以存在，各个部分在创新创业活

动中都有独特的功能，内外部动机具有激发、定

向和维持创新创业活动的功能，外部环境能够为

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支持保障，而个体的创新创业

意识能力等同样具有关键性作用，是创新创业活

动的方向掌舵和实力支柱，由此整体的创新创业

车轮在各部分功能作用下才得以前进。整体与部

分之间相互影响，部分会影响整体，当动机、环

境、个体创新创业能力等完好时，创新创业活动

便能顺利前进，关键部分对整体甚至有决定性作

用，而关键部分具有特殊性，哪一个部分会成为

关键部分在不同的时间场域是不同的，比如当环

境良好、个体创新创业意识、能力等各方面充足

时，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动机是创新创业活动

关键的部分；整体影响部分，创新创业的实际

效果会影响各部分的结构，当创新创业活动成功

之时势必会强化个体的内外部动机、提高创新创

业能力以及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部分也会

影响部分，内部动机、外部动机、活动环境、个

体的创新创业意识能力等之间相互影响，而影响

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各因素之间能直接相互影

响也能通过中介产生影响，各因素的影响时间顺

序既有同时发生也有先后发生的，如个体的创新

创业能力与动机之间会有相互的影响，动机与外

部环境之间会有相互的影响，外部环境与个体创

新创业能力之间能直接产生影响也能通过动机

中介产生影响。另外，由内部轴心到内部动机同

心圆到外部动机同心圆到外部环境同心圆逐渐

向外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特征，从内往外的因素越

来越远离个体，即意味着对于个体创新创业活动

而言，往外的因素越不能自主控制也越不稳定。 

    轮之所覆，必有车痕，车轮下方分段的射线

意味个体创新创业经历的不同阶段，一个创业周

期一般有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落期四个

阶段，而创新创业整体具有阶段性和个体性的动

态变化，不同阶段和不同个体的各部分结构是不

同的，创新创业活动整体的结构也不同，所以能

前进到哪个阶段、是否还会经历停滞期以及衰落

期后能否再逢第二个周期取决于不同个体不同

阶段创新创业的整体实力。车轮外有分散各地的

障碍标志，用以标示进行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遇

到的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阻碍，车轮会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动态的变化，而障碍是固定不

变的，只会相对地变大变小或者被避免，能否避

免取决于车轮的控制方向即创新创业风险规避

能力等，能否使障碍相对地变小而压过障碍则取

决于车轮的大小及材质等，较大较实时便能压过

障碍，较小较空时便会被阻挡甚至断碎。车轮的

大小与实空也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整体实力，

而这取决于其构成要素三个同心圆及轴心即内

部动机、外部动机、活动环境、个体的创新创业

意识能力等的结构和力量。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内外部动机培养

策略 

    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2017 年中国高

校学生创新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60%的高

校学生对创新创业有兴趣，这表明大部分大学生

有充足的创新创业驱动力，但仍有超过 30%的大

学生缺乏创新创业动机。且调查还显示虽然有充

足动机但实际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人数很少，其

中主要障碍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配套服务体系

不完善以及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的不到位[18]，认

为提供了较好创新创业配套服务的高校学生不

到 30%。所以，如何通过加强外部因素的建设来

培养创新创业动机，以及如何维持持久动机是本

部分探讨的问题。 

    (一) 激发：宽松活跃的氛围，恰当有效的评价 

    结合上部分的分析可知，大学生创新创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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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受到来自个体内部以及学校、社会、家庭等多

方面的影响，同时这些因素也会相互间产生影

响，如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内外部动机受到个体内

部的创新创业能力等以及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

因此培养内外部动机可以从其影响因素入手，而

外部环境因素是 易被控制和起变化的因素，所

以通过氛围的营造和评价的强化等途径，可以由

外入内地先唤醒激发创新创业外部动机以及内

部动机。 

    首先是外部宽松活跃创新创业氛围的营造。

大学生主要生活在校园，所以能对其创新创业动

机产生 直接 广泛影响的是校园的创新创业

氛围，氛围带给人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一般

可分为环境氛围、制度氛围、精神氛围。环境氛

围包括显性的物质环境氛围和隐性的人文环境

氛围，前者指提供实践与成长的创新创业基地或

平台等，后者指提供指导与支持的课堂课外知识

交流等；制度氛围是学校创新创业相关政策、规

章制度及贯彻执行方式等，一般具有规范性与强

制性，能为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动机提供支持与保

障；精神氛围指大学校园创新创业的整体风貌，

蕴含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

是校园创新创业氛围的主导要素，它不仅能对大

学生创新创业动机产生更持久更深入的影响，向

上的精神氛围还能够引导大学生萌发更高尚更

有价值的创新创业动机。在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氛

围以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动机的过程中， 重要

的是要注重精神氛围，其次是通过环境氛围和制

度氛围的建设以起辅助作用，同时浓厚积极的创

新创业氛围可以在长久以往的过程中进一步沉

淀为更正式、更规范、更持久的校园创新创业文

化。除了校园场所的氛围，创新创业活跃的家庭

氛围、社会氛围也是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动力与支

持，同样能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动机。学校、

家庭、社会在努力营造良好氛围的同时也要注重

相互之间的融通，合力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内

外部动机。 

    其次在宽松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中，大学生

尝试包括学业在内的不同的创新创业实践，而来

自实践活动、学生自己以及其他如教师、同伴、

家长、社会等的评价和反馈能够进一步调节大学

生创新创业动机。然而来自传统教学的评价显然

单一地以学生对固定知识的接纳水平作为标准

而忽略了学生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评价方式也一

般为纸笔测验的量化评价和优胜劣汰的终结性

评价，但是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必须改变以往的

评价导向，要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关注学

生的多元成就，尤其是在创造性思维、实践能力、

团队合作表现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这种评价导向

立足于学生真实的全面的发展，要求师生之间的

交往是深入的，教师不能止步于课堂上知识的单

向传授，而要真正熟悉学生，通过对话、合作，

推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发展[19]。自我决

定理论的子理论认知评价表明，如果没有进行评

价反馈来帮助内部归因，获得的胜任感也不能增

加内在动机，由此可见评价反馈的重要性以及内

部归因对促进内在动机的决定性作用，该研究还

表明积极反馈增加内在动机，而消极反馈削弱内

在动机。所以除了改变传统的评价导向，还要优

化评价原则，在实际进行中注意评价的几点特

性，如积极性、针对性、具体性、真实性、及时

性，注重强化学生的内在动机，以及引导学生进

行正确的归因，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促使学生

继续努力。 

    (二) 定向：结合专业分类，结合个性分层 

    古往今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修身齐

家之后才是治国平天下，有余力者有抱负者则会

追求实现更高更大的社会价值，而由于现存资源

的有限性、不可否认的阶级性以及个体能力的差

异性，能创造更高更大价值的狭义创业者毕竟是

少数，更多的是广义的创业者们在自己的事业领

域里创造自我的价值同时贡献着些许社会价值。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广义的创业者们的创新创

业力量绝对不容小觑，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后大众

化的当代，作为创新创业主力军的大学生如何才

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首先 重要的是要找到正

确的目标定位，而动机是驱使个体朝向某一特定

目标的内部启动机制，故通过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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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进行分类分层的定向培养能够助其定位到

正确的事业目标以实现更大的价值。 

    结合大学生的专业教育，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动机进行分类定向培养。专业教育是在知识传授

中对社会分工的反映，它是一种专门化的教育，

是一种以特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教育，并在长期

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教育方式[20]。结

合专业教育进行创新创业动机教育，不仅可以依

靠既有的成熟的教育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进

行创造性实践和丰富发展，同时还可以根据已定

的专业门类有针对性地开发不同专业领域学生

的创新创业潜能。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

创新创业教育要以培养学生能够掌握多类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的动机为目标，方能适应创新创

业活动的需要，同时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前提是

要关注学生兴趣所在。所以，学校要支持学生进

行跨学院、跨专业乃至跨学校等横向跨选、中等

教育及以上各层次之间纵向跨选课程，接受自己

感兴趣以及创新创业活动需要的教育，以结合来

进行适合其发展目标需求的创新创业教育，并在

这过程中，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跨选指导以及完

善相关的导师制、学分制等管理体制。而对于有

些不适应且无法脱离既定专业的学生更是应该

支持其跨选，因为唯有“适”业才能成就事业而

不至于失业。当然，这些跨专业的选修教育的专

业程度不必太深，只须达到学生普遍需要的基础

层次，同时也应能支撑学生不同层次的需求。 

    结合个体差异，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动机进行

分层定向教育。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首先必须

充分尊重个性的价值，要承认“创造性寓于个性

之中”这一基本原理[21]，而个体的差异性导致不

同个体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创新创业动机，这

决定了个体在何种动机驱动下想成为哪个领域

成就到哪种程度的创新创业者。曾照英、王重鸣

将中国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分为事业成就型和生

存需求型[22]，前者由内部动机驱动，后者由外部

动机驱动。针对不同类型的动机定向，除了要进

行保持积极健康动机状态的创新创业动机教育，

还可以开展有区别的培养，如内部动机类型的培

养要防止动机外化，外部动机类型的培养要加强

动机内化。动机驱动的创新创业也有不同的方向

领域，一般可分为科学研究领域、经济实践领域，

臧玲玲结合著名创业教育学家法约尔的分类模

式，相应地将创业教育课程分为针对意向在科学

研究领域和意向在经济实践领域创业学生的三

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即培养创业精神的课程、培

养创业实践者的课程、培养创业学者的课程。培

养创业精神的课程是核心，是后两者的基础课

程，培养创业实践者的课程和培养创业学者的课

程则针对不同动机意向的学生进行[23]。不同个体

以及同一个体的不同阶段的创新创业动机程度

是不同的，不同程度的动机将驱动个体成为实现

不同层次价值的创新创业者，而相应的创新创业

教育除了引导激发个体产生更高程度的动机以

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同样也有针对不同程度动

机的不同层次的教育。赫蒂 (Hytti)和奥格曼

(O'Gorman)在对奥地利、芬兰、爱尔兰和英国四

个欧洲国家的创业教育项目进行梳理研究中将

创业教育分为培养理解创业者、培养创业型人才

和培养创业者这三个层次逐步升高的类型。“理

解创业”是帮助学生获得创业的基本认识；“成

为创业型人才”是帮助学生获得积极的创业态

度，对待自己的学习、生活和事业采用更灵活的

方式，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成为创业

者”指教会学生掌握创办企业的各种技能，使他

们学会创业和管理新创企业，成为真正的创业 

者[24]。据此，动机程度较低者接受第一类教育，

动机程度中等者在第一类基础上接受第二类教

育，动机程度较高者在前两类基础上接受第三类

教育，由此都能具备创新创业的基本精神和实践

能力，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需求、社会变革，动机

更强而不止步者也有追求进步的空间和相配套

的服务体系支持。 

    而无论专业类型、意向领域、追求层次，在

创新创业活动中每个个体都要保持特定方向的

动机，同时也要相应地发展具备恰当充实的创新

创业能力，如此创新创业动机的定向培养才有实

际意义，在动机的定向下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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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领域中成材，无材者有材，小材者大材，

大材者伟材。 

    (三) 维持：促进动机内化，塑造持久影响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

端[9]，对于创新创业活动而言，外部动机与内部

动机一样必不可少，要发挥动机驱动的长久性，

必定要保持适度的内部和外部动机。如果内部动

机过多，则会导致个体过度专注于自我而忽视创

新创业过程全局；如果外部动机过少，在长久的

创新创业过程中则容易消耗内部动机而失去  

活力。 

    然而，相比于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更自主更

稳定，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更持久，所以要维持创

新创业动机，更要强化个体的内部动机培养，以

及适当促进外部动机的内化，即在一定条件下外

部动机逐渐向内部动机转化。在如何加强内部动

机方面，发挥个体内部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更为关键。而在将动机内化的过程中，除发挥个

体能动性外，根据自我决定理论提出的“人类有

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联

需要”，其他行为主体如教师、家长可以通过对

大学生的自主支持、能力支持、关系支持等途径

来满足大学生的这三种需要，以促进创新创业的

动机内化[11]。同时依据德西效应和动机协同理

论，要防止与内部动机不协同的外部动机将内部

动机外化，如当个体对创新创业活动有足够的兴

趣和热情时，过度的物质奖励则会削弱甚至代替

原有的兴趣和热情。 

    对于个体而言，内部因素如创新创业素质、

创新创业能力也更自主更稳定，所以，形成创新

创业内部要素与动机之间的良好持久互动机制，

通过创新创业素质、能力等的提高促进自我效能

感的形成，从而可以维持激发创新创业内部动

机。而要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等内部要素，除了发

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外，还要注重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不是针对少部分具有经营天赋或

科学天赋人群的教育，而是一种面向每一位学生

的通识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不是简单的创业技能

教育或者培养老板的教育，而是促进学生理解

“人生意义在于创造价值”的生命教育。作为一

种通识教育、一种生命教育，衡量创新创业教育

成败的根本标准就在于大学生是否形成了一种

的健康人格，是否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

态，是否形成了一种善于反思自我、不断追求自

我完善的意志品质[20]。人格、精神、品质，显然，

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塑造而成的这些内容会更加

稳定、完整，对动机的影响也更加持久。 

    创新创业是人终其一生的过程，创新创业教

育必定要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中国目前探究的创

新创业教育是始于高校，而在终身教育体系中，

它应该从幼儿教育开始启蒙，并贯穿于各级各类

教育和人生的各个阶段，如当下在中小学兴起的

创客教育则可以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起始，以此

创新创业动机更容易被激发培养并保持持久活

力。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创新创业教育要完善非

制度化和制度化的多种形式，以使创新创业教育

能够超越时间和场所的限制而对个体的创新创

业动机及其活动产生持久的影响，从而创新创业

动机也能更深刻更长久地存在于个体内部，驱动

其进行创新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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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LIU Ruobi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end of “widesprea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have attracted special atten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motivation is a crucial driver i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Therefore, cultivating and maintaining motiv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Motivation Coordination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proces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nd proposes 

three basic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y creating a relaxed and active atmosphere and giving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s to stimul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major classification and personality stratification to direct and guide college studen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mainta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y promo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otivation and playing 

the shaping role and lasting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effect an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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