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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消费水平能影响当代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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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扶持

大学生创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基于 Timmons 创业要素模型分析，实证检验了大学生在校消费

水平对未来创业意愿的影响。控制其他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越高，毕

业后的创业意愿越强。研究结论不但揭示了在校消费水平这一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而且能够

为优化高校创业教育和制定有针对性的大学生创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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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

深入探讨和挖掘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对

于优化高校创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扶持大

学生创业具有重要意义。学界关于大学生创业意

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家庭和个体三

个层面展开。社会层面的研究结论表明，政策法

规、资金支持、社会宏观经济文化和学校创业支

持条件等因素均对大学生的创业动机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1]，创业初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学生

创业心理有正向激励作用[2]，有利的市场条件和

金融环境也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关系[3]。家庭层面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父母受

教育水平不利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提高[4]，有家庭

创业历史的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会更高[5]，通常父

母的榜样作用和行为支持相比教师、朋友等更能

促进个体的行为转变[6]，也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

与创业意愿呈“倒 U 型”关系[7]。个人层面的研

究显示，大学生创业意愿有着明显的性别和文化

程度差异，通常男生的创业意愿高于女生，在校

专科生高于本科生，本科生高于研究生[8−9]，而且

自我实现、创业态度和创业知识对创业意愿具有

促进作用[10−11]，通常认知能力较高的人更愿意在

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创业[12]。还有学者得出，具

有宗教信仰、创造性人格或者较强的创业自我效

能感能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13−15]。 

    已有研究主要从社会、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

展开，虽然涉及诸多因素并得出一些有益的研究

结论，但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这一个体层面的影

响因素却被忽略。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

上，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进一步考察大学生

在校消费水平这一因素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以

期优化高校创业教育，为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扶持

大学生创业提供经验证据。 

    二、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与创业意愿 

    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通常可理解为大学生

在校期间用于满足自身日常生活、学习、社交等

各项支出的总和。基于 Timmons 创业过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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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6]，机会、资源和创业团队三要素的动态均衡

是影响大学生未来创业意愿的关键所在。为此，

如果在校消费水平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机会

识别、资源获取与整合以及创业团队组建等关键

创业能力，依据前人关于创业能力促进创业意愿

的研究结论[17]，便可得出在校消费水平有助提升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结论。 

    首先是在校消费水平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

别能力的影响。对于在校消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

来说，其消费频率会相对较高，诸多消费过程和

场景不但拓展了他们的社交网络，而且使他们对

创业机会有了更多的体验和认知。梁昌秀和李敏

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社交网络的异质性、密度、

强度和规模均对其创业机会的识别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18]。Farooq 也发现社会网络在直接提升创

业意愿的同时，还通过规范和控制行为主体的意

识和行为正向影响其创业意愿和行动[19]。相对而

言，具有较高在校消费水平的大学生拥有较广的

社交网络和较高的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从而有

助于提升其创业意愿。 

    其次是在校消费水平对大学生创业资源获

取和整合能力的影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消费支

出一般源自家庭收入、社会兼职和创业实践等途

径。对于较高消费水平源自家庭收入的大学生来

说，高水平的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其

创业启动资金的获取难度。对于较高消费水平源

自社会兼职和创业实践收入的大学生来说，维持

自身高消费水平的过程中，不但拓展了人脉关

系，而且提高了资源搜寻与整合利用的能力。此

类大学生无疑具有更大的创业优势，这有利于提

高其对未来创业成功的预期，从而具有更强的创

业意愿。已有研究也表明，社会兼职、创业实践

过程中积累的人脉与行业资源使创业者更容易

准确评估和发现创业机会[20]，社会网络关系的培

育有利于形成和强化大学生的创业意愿[21]。 

    再次是在校消费水平对大学生未来创业团

队组建能力的影响。对于在校消费水平较高的大

学生来说，频率较高的消费、社会兼职和创业实

践拓展并积累了广泛的校内外人脉关系，在未来

创业组建团队时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更容易找

到合适的创业伙伴。因此，此类大学生的创业团

队组建能力会相对较强，这有利于提升他们对创

业成功的信心，从而具有更强的创业意愿。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在校消费水平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 

    三、变量界定与回归模型 

    (一) 变量界定 

    1.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的，将个人注

意力和行动引向特定目标或路径的精神状态[22]，

是预测潜在创业行为的重要指标[23]。关于创业意

愿的量化，我们参考国内外已有研究，在问卷设

计中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通过让调查对象回答

“您大学毕业后的创业意愿”进行测度，数值越

大表示创业意愿越强。 

    2. 在校消费水平 

    根据前文界定，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是指大

学生在校期间用于满足自身日常生活、学习、社

交等各项支出的总和。我们在问卷设计中通过让

调查对象填写自己的“月均花销”进行测度。 

    3. 控制变量 

    借鉴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我们在

调查问卷中收集了大学生的专业(MAJ)、性别

(GEN)、民族(NAT)、年龄(AGE)、独生子女(SIN)、

个人能力(ABIL)、利他偏好(ALT)、户籍(RES)、

家庭收入(INC)和年级(GRA)等数据，用作实证分

析的控制变量和稳健性检验。所有变量的描述见

表 1。 

    (二) 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我们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 

0 1 2 3 4Intention= + LNEXP+ MAJ+ GEN+ NAT+      

5 6 7 8AGE+ SIN+ ABIL+ ALT+      

    其中，Intention 为创业意愿，LNEXP 为月均

花销的自然对数，MAJ 为专业，GEN 为性别，

NAT 为民族，AGE 为年龄，SIN 为独生子女，

ABIL 为个人能力，ALT 为利他偏好， 为随机

误差项。鉴于本文数据服从独立同方差、正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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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等特点，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自某直辖市大学城的随机问卷

调查。我们共发放问卷 230 份，收回 200 份(回收

率为 87.0%)，剔除其中变量缺失以及填写不符合

要求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185 个(有效率为

80.4%)。有效样本中，理科学生 112 个，文科学

生 73 个；男生 52 个，女生 133 个；高考前为城

市户口的 98 个，农村户口的 87 个；独生子女 84

个，非独生子女 101 个，表明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根据表 2，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最大值为 7，

最小值为 1，平均值为 3.146，低于理论中值 4，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并不太强，

这与当下中国大学生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现

实情况相匹配
①
；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的平均值

为 1 372.16 元/月，最大值为 8 000 元/月，最小值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 

变量名 符号 变量说明 

创业意愿 Intention 采用七级李克特量表度量，数值越大，创业意愿越强 

消费水平 LNEXP 调查对象“月均花销金额(￥，元)”取自然对数 

专业 MAJ 哑变量，文科赋值为 0，理工科赋值为 1 

性别 GEN 哑变量，女生赋值为 0，男生赋值为 1 

民族 NAT 哑变量，少数民族赋值为 0，汉族赋值为 1 

年龄 AGE 调查对象填写的实际年龄值 

独生子女 SIN 哑变量，独生子女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个人能力 ABIL 调查对象的高考成绩与所在省份满分的比值 

利他偏好 ALT 调查对象愿意把自己的 100 元分享给别人的金额 

年级 GRA 大一至大四分别赋值为 1-4 

户口性质 RES 哑变量，高考前农村户籍赋值为 0，城镇户籍赋值为 1 

家庭收入 INC 调查对象家庭的月平均收入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业意愿 185 3.146 1.620 1.000 7.000 

月消费金额 185 1 372.160 721.370 500.000 8 000.000 

消费水平 185 7.137 0.396 6.215 8.987 

专业 185 0.605 0.490 0.000 1.000 

性别 185 0.281 0.451 0.000 1.000 

民族 185 0.919 0.274 0.000 1.000 

年龄 185 19.670 1.381 17.000 25.000 

户口性质 185 0.530 0.500 0.000 1.000 

年级 185 1.654 0.926 1.000 4.000 

独生子女 185 0.454 0.499 0.000 1.000 

个人能力 185 0.705 0.049 0.440 0.810 

利他偏好 185 37.450 28.510 0.000 101.000 

家庭收入 185 9 782.700 18 085.800 200.000 2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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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00 元/月，标准差为 721.37，说明在校大学生

的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19.67 岁，符合在校大学生群体的真实情况；个

人能力的平均值为 0.705；利他偏好的平均值为

37.45，最大值为101，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28.51，

表明在校大学生的利他偏好差异较大；家庭收入

的平均值为 9 782.70 元，最小值为 200，最大值

为 200 000，标准差为 18 085.8，表明在校大学生

家庭的贫富差距较大。 

    (二) 相关性检验 

    本文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如表 3 所示，

其中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利他偏好和家庭收入

均与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年级、独生子女、个

人能力均与创业意愿显著负相关，专业、性别、

民族与创业意愿的相关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此

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8，且所有自

变量共线性检验的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2，这说

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3  变量的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变量 
创业 
意愿 

消费 
水平 

专业 性别 民族 年龄 
户口 
性质 

年级 
独生 
子女 

个人 
能力 

利他 
偏好 

家庭 
收入 

创业意愿 1.000            

消费水平 0.280*** 1.000           

专业 0.073 0.057 1.000          

性别 0.100 0.085 0.136* 1.000         

民族 0.027 −0.081 0.044 0.010 1.000        

年龄 −0.068 −0.132* −0.121 −0.016 0.073 1.000       

户口性质 −0.103 0.189** 0.015 0.011 −0.081 −0.155** 1.000      

年级 −0.129* −0.033 −0.266*** −0.117 −0.047 0.777*** −0.001 1.000     

独生子女 −0.129* 0.140* 0.092 0.082 −0.008 −0.184** 0.555*** −0.105 1.000    

个人能力 −0.125* 0.018 −0.159** −0.086 −0.041 0.063 0.060 0.070 0.136* 1.000   

利他偏好 0.137* 0.087 −0.026 0.034 −0.104 −0.044 0.192*** −0.030 0.124* 0.079 1.000  

家庭收入 0.148** 0.388*** 0.052 0.122* 0.008 −0.123* 0.072 −0.088 0.055 −0.008 0.137* 1.000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三) 实证分析 

    为验证在校大学生消费水平对创业意愿的

影响，根据前文回归模型，我们采用分层回归法

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如表 4 所示。根

据分层回归结果，在校大学生消费水平与创业意

愿显著正相关，且与前文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一

致，验证了本文的假设。根据前文分析，这一结

论说明在校消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可能通过较

高频率的消费、社会兼职和创业实践过程使自己

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获取和整合以及创业

团队组建等能力得以提升，因而具有较高的创业

意愿。 

    此外，根据表 4 第(8)列的回归结果，在控制

变量中，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显著高于

独生子女。可能的原因是相对非独生子女，独生

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生活环境相对舒适，几代人的

关爱聚焦于一人，作为家中的独子或独女，来自

长辈较多的告诫可能是风险规避，面对创业这种

高风险选择时，独生子女的习惯性选择可能会对

其行动形成制约。利他偏好较高的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也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利他偏好较高的大学

生更愿意通过创业带动更多人就业，通过提供产

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并解决相关社会问题，

从而获得自身效用(utility)的满足。专业、性别、

民族、年龄和个人能力等变量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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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学生在校消费水平对创业意愿影响的分层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消费水平 
1.147*** 
(3.950) 

1.133*** 
(3.890) 

1.111*** 
(3.800) 

1.127*** 
(3.840) 

1.112*** 
(3.750) 

1.199*** 
(4.090) 

1.206*** 
(4.110) 

1.169*** 
(4.020) 

专业  
0.189 

(0.800) 
0.158 

(0.670) 
0.151 

(0.640) 
0.140 

(0.580) 
0.176 

(0.740) 
0.131 

(0.550) 
0.147 

(0.620) 

性别   
0.252 

(0.980) 
0.250 

(0.970) 
0.251 

(0.970) 
0.294 

(1.150) 
0.269 

(1.050) 
0.253 

(1.000) 

民族    
0.275 

(0.650) 
0.287 

(0.680) 
0.299 

(0.710) 
0.279 

(0.670) 
0.360 

(0.870) 

年龄     
−0.035 

(−0.410) 
−0.071 

(−0.840) 
−0.063 

(−0.740) 
−0.060 

(−0.710) 

独生子女      
−0.625*** 
(−2.670) 

−0.577** 
(−2.430) 

−0.626*** 
(−2.650) 

个人能力       
−2.913 

(−1.220) 
−3.198 

(−1.350) 

利他偏好        
0.008** 
(2.070) 

常数项 
−5.038** 
(−2.430) 

−5.057** 
(−2.430) 

−4.950** 
(−2.380) 

−5.313** 
(−2.460) 

−4.530 
(−1.570) 

−4.193 
(−1.470) 

−2.314 
(−0.720) 

−2.280 
(−0.710) 

R2 0.079 0.082 0.087 0.089 0.090 0.125 0.132 0.153 

调整的 R2 0.074 0.072 0.071 0.068 0.064 0.095 0.098 0.114 

样本量 185 185 185 185 185 185 185 185 

注：括号内为 t值，*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下同。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增加

控制变量、替换控制变量和分组检验三种方法。 

    首先是增加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24]，我

们在基础回归模型中增加了户口性质(RES)和家

庭收入(INC)两个控制变量，重新对本文的研究假

设进行验证，结果如表 5 第(1) (2)列所示。其次

是替换控制变量。我们把前文回归模型中的年龄

替换为年级，重新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结果如表 5 第(3)列所示；再次是分组检验。基于

基础回归模型，我们把研究样本分别按户口性质

和性别分组，重新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结果如表 5 第(4)—(7)列所示。根据表 5 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在校大学生消费水平对未来创业意愿

的影响除系数大小变化外，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消费水平 
1.217*** 
(4.160) 

1.204*** 
(3.820) 

1.198*** 
(4.190) 

1.113** 
(2.450) 

1.341*** 
(3.320) 

1.355** 
(2.580) 

1.227*** 
(3.090) 

专业 
0.132 

(0.560) 
0.132 

(0.560) 
0.118 

(0.490) 
0.076 

(0.220) 
0.198 

(0.590) 
−0.190 

(−0.360) 
0.190 

(0.690) 

性别 
0.236 

(0.930) 
0.233 

(0.910) 
0.192 

(0.760) 
−0.128 

(−0.330) 
0.451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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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1) (2) (3) (4) (5) (6) (7)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民族 
0.323 

(0.780) 
0.320 

(0.770) 
0.314 

(0.770) 
0.230 

(0.320) 
0.488 

(0.960) 
−0.688 

(−0.750) 
0.675 

(1.420) 

年龄 
−0.07 

(−0.780) 
−0.064 

(−0.760) 
 

−0.198 
(−1.620) 

0.105 
(0.870) 

0.232 
(1.160) 

−0.134 
(−1.430) 

年级   控制     

独生子女 
−0.427 

(−1.540) 
−0.426 

(−1.530) 
−0.612*** 
(−2.650) 

−0.098 
(−0.210) 

−0.589* 
(−1.690) 

−0.741 
(−1.520) 

−0.593** 
(−2.110) 

个人能力 
−3.323 

(−1.400) 
−3.322 

(−1.400) 
−3.282 

(−1.400) 
−0.868 

(−0.280) 
−8.495** 
(−2.190) 

−5.394 
(−0.870) 

−2.627 
(−0.970) 

利他偏好 
0.009** 
(2.240) 

0.009** 
(2.210) 

0.008* 
(1.920) 

0.011 
(1.580) 

0.008 
(1.470) 

0.004 
(0.540) 

0.010** 
(2.000) 

户口性质 
−0.375 

(−1.360) 
−0.374 

(−1.350) 
     

家庭收入  
0.000 

(0.120) 
     

常数项 
−2.307 

(−0.720) 
−2.228 

(−0.680) 
−3.479 

(−1.300) 
−0.529 

(−0.100) 
−3.292 

(−0.790) 
0.004 

(0.540) 
−2.030 
(−0.49) 

R2 0.161 0.161 0.181 0.161 0.225 0.226 0.149 

调整的 R2 0.118 0.118 0.134 0.075 0.155 0.103 0.102 

样本量 185 185 185 87 98 52 133 

 

    六、结束语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调查问卷收

集相关数据，结合 Timmons[15]创业要素模型重点

分析和考察了在校消费水平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

影响。控制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大学

生较高的在校消费水平可能会有助于其创业机

会识别、资源获取与整合以及团队组建等能力的

增强，进而有助于其创业意愿的提升。本文的研

究结论可为政府、高校和大学生创业孵化机构有

针对性地引导和扶持大学生创业提供经验证据。 
 
注释： 
 

①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19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中

的数据，2018 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比例仅为

2.7％，低于 2017 年的 2.9%以及 2016 年 3.0%的自主创

业比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出版，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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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onsumption level at school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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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research about further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ll be helpful to guide and support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pertinently. This paper collects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alyz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umption level at school on their futur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ased on the 

Timmons' entrepreneurial element model. By controlling other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higher consumption level in school, the strong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fter 

graduation. This conclusion reveals that the factor of consumption level at school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ut also provides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lleg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argeted polic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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