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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ogit 模型的民族地方高校 

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吉首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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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  以民族地方高校吉首大学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从个体、学校及社会三个层面对

民族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个体因素层面来看，男性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创业兴趣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正相关，创业经历则与之负相关；从高校因

素层面来看，创业教育的形式和创业的支持程度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创业教育次数、创业课程设置

及创业教育水平与之正相关；从社会因素层面来看，除创业资金外，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及创业服务均与大学生

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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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

扩大，高校毕业生人数也由 2001 年的 114 万，增

加到 2017 年的 795 万，16 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

长了近 6 倍，年均增长率达 13.4%(见图 1)。为缓解

高校毕业生日益增长的就业需求与经济下行压力

下逐渐收窄的就业市场间的矛盾，自 2010 年《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颁布开始，国家教育部、人社部及其他相关职

能部门密集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据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6 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

显示，89.8%的在校大学生曾考虑过创业，18.2%的

在校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创业意愿，这说明此前的各

项政策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政策效应，创业正逐步成

为释放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族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

分，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教育教学资源

不足，师资队伍建设相对落后，学生就业形势也相

对更为严峻。研究民族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

现状、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对于新时期民族地方

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就业创业水平以及推

动自身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 1  2001—2017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单位：万人) 

 

一、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强弱的因素是

一个复杂的体系，主要由个体、高校及社会三个层

面的因素组成。 

(一)个体层面 

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个体因素很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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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兴趣、家庭收入及父母职业等因素是相关研

究探讨的重点。杨振华[1]认为，不同性别与专业的

大学生在创业意愿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男生较女

生具有更大的创业可能、更为具体的创业规划和更

为详细的创业流程；孟新和胡汉辉[2]、方卓和张秀

娥[3]表示，创业自我效能是创业意愿的解释变量，

能有效预测大学生创业意愿并促进其创业意愿的

形成；曾珠和李珺[4]指出，有创业经历的学生，其

创业意愿相对较高；袁庆禄和刘翠侠[5]发现，个体

创业兴趣是决定经管类大学生创业意愿强弱的关

键因素。基于已有文献结论，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民族地方高校大学生的性别、自我效能感、创业经

历及创业兴趣等个体因素对其创业意愿具有显著

影响。具体而言，有创业兴趣及创业经历且创业自

我效能感强的男学生，其创业意愿更强。 

(二)高校层面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高低与其所在高校的创业

教育情况紧密相关，相关问题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热

点。钱宗霞[6]指出，高校创业教育的类别及频率与

大学生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即创业教育的形式越

多样次数越频繁，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也越强；孙继

文和宿桂红[7]认为，高校创业课程设置越合理，大

学生的创业意愿越强；谢正富和孙龙涛[8]对襄阳市

四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高校作为大学

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对于学生的知识学习、价

值观以及行为取向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因而高校

的创业教育水平及其对于学生参与创业活动的支

持程度越高，其学生的创业意愿就越强；郑旭辉和

李坤皇[9]研究发现，高校创业教育因素正向影响大

学生创业意愿，且创业知识教育和创业文化培育的

影响力显著高于创业实践教育的影响力。基于上述

文献结论，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民族地方高校创

业教育的形式及次数越多、创业课程设置越合理、

创业教育水平及创业支持程度越高，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就越强。 

(三)社会层面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养成离不开高校所在区域

整体的创业环境及创业氛围的支撑，许多研究就此

问题进行了探索。洪少春[10]调查显示，地方政府在

大学生创业服务体系中处于重要的主体地位，其在

创业融资、政策兑现、政策合力、创业服务平台建

设等方面的努力程度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积

极的正向影响作用；刘铁江、刘怡[11]、李晓霞[12]

等研究认为，创业政策缺失、创业氛围不浓及创业

资金缺乏等社会环境因素，是导致大学生创业意愿

不强的关键因素；初春兴[13]指出，缺乏完善的政策

扶持体系及对市场秩序缺少有效的规范是导致大

学生创业意愿不足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李胜利[14]、

沈薇[15]等表示，政府可从提升服务水平及完善政策

体系等方面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基于上述文

献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民族地方高校所在

区域的创业政策、创业氛围、创业资金及创业服务

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吉首大学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吉首市，属于典型的民族地方高校。本次调查所选

取的样本覆盖吉首大学 10 个学院，共发放调查问

卷 300 份，回收 278 份，回收率为 92.7%，其中有

效问卷 265 份，占回收问卷的 95.3%。265 个有效

样本的基本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特征 类别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174 65.7 

 女性 91 34.3 

 商学院 120 45.3 

专业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46 17.3 

化学化工学院 40 15.1 

 其他 59 22.3 

 

(二)变量设置与研究方法 

参照已有文献，本文将影响吉首大学大学生创

业意愿的因素归为三大类：个体层面因素、高校层

面因素及社会层面因素。各类因素所包含的具体变

量及变量的涵义见表 2。 

本文将大学生创业意愿分为两种情况，即“愿

意”=1 和“不愿意”=0，因此在模型的选择上采用

了二元 Logistic 模型，并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参

数进行估计。 

三、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运行结果 

运用 SPSS 20.0 软件对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诊

断，结果显示，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为 1.271，

平均值为 1.163，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向后逐步回

归法，即 Backward LR 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

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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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变量构成及变量涵义 

 自变量 自变量涵义 均值 

个体层面 

性别(X1) 男性=1；女性=0 0.66 

自我效能感(X2) 弱=1；较弱=2；一般=3；较强=4；强=5 3.58 

创业经历(X3) 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多=5 2.65 

创业兴趣(X4) 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大=5 3.16 

高校层面 

创业教育形式(X5) 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多=5 3.28 

创业教育次数(X6) 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多=5 2.88 

创业课程设置(X7) 不合理=1；较不合理=2；一般=3；较合理=4；合理=5 2.71 

创业教育水平(X8) 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高=5 2.69 

创业支持程度(X9) 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高=5 2.82 

社会层面 

创业政策(X10) 不完善=1；较不完善=2；一般=3；较完善=4；完善=5 2.91 

创业氛围(X11) 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好=5 2.55 

创业资金(X12) 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多=5 2.27 

创业服务(X13) 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好=5 2.43 

 

表 3  吉首大学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系数 Wald 值 Exp(B)  系数 Wald 值 Exp(B)  系数 Wald 值 Exp(B) 

截距 −9.423*** 29.650 0.000  −9.019*** 29.673 0.000  −8.868*** 29.052 0.000 

X1 3.582*** 21.412 62.322  3.661*** 22.005 68.115  3.567*** 21.435 61.016 

X2 0.643*** 9.531 2.011  0.641*** 9.601 2.009  0.678*** 10.527 2.068 

X3 −0.676*** 5.611 0.311  −0.648*** 5.334 0.316  −0.654*** 5.232 0.313 

X4 0.712** 5.312 0.482  0.711** 5.192 0.486  0.664** 4.653 0.535 

X5 0.166 0.453 1.191  — — —  — — — 

X6 0.815*** 21.157 2.127  0.832*** 21.372 2.145  0.917*** 24.334 2.268 

X7 −1.115*** 23.152 0.311  −1.111*** 22.883 0.312  −1.122*** 22.977 0.309 

X8 0.446*** 6.123 1.644  0.447*** 6.211 1.645  0.501*** 7.325 1.702 

X9 0.128 1.011 1.073  — — —  — — — 

X10 0.165 1.109 1.154  0.148 1.001 1.147  — — — 

X11 0.533*** 6.543 1.680  0.527*** 6.576 1.677  0.521** 6.326 1.663 

X12 0.725*** 10.923 2.012  0.733*** 10.988 2.036  0.812*** 12.745 2.211 

X13 0.495*** 6.236 1.483  0.507*** 7.118 1.531  0.416*** 6.921 1.457 

预测准确值 90.8%  90.2%  90.8% 

−2 对数似然值 144.453  145.232  146.357 

Nagelkerke R2 0.812  0.812  0.811 

卡方检验值 331.125  331.347  328.989 

注：***、**、*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二)结果分析 

从表 3 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创业教育

形式(X5)、创业支持程度(X9)和创业资金(X12)之外，

其余变量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 

1. 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 

性别(X1)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之

一，265 份有效样本中，45.3%的被调查者愿意创业，

其中，男生愿意创业的比例为 60.3%，女生愿意创

业的比例仅为 16.9%，不到男性的 1/3，这可能既与

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价值观念有关，

也可能是因为创业的艰辛与高风险使得多数女生

望而却步。自我效能感(X2)、创业兴趣(X4)与大学生

创业意愿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到验证，即自我效能感

强、创业兴趣浓的大学生，其创业意愿也高。创业

经历(X3)与大学生创业意愿间呈负相关关系，这与

本文假设不符。出现此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许多大

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失败的见闻多，成功的例子少，

因此其创业经历越多，创业意愿反而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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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层面因素的影响 

一般认为，创业教育形式越多样，创业支持力

度越大，大学生创业意愿越强。但本文实证结果显

示，创业教育形式(X5)、创业支持程度(X9)与大学生

创业意愿没有显著性关系。创业教育次数(X6)、创

业课程设置(X7)、创业教育水平(X8)均与大学生创业

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本文的假设相符。

由此表明，创业教育次数越多、创业课程设置越合

理、创业教育水平越高，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也会随

之增强。 

3. 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 

除创业资金(X12)之外，创业政策(X10)、创业氛

围(X11)、创业服务(X13)等因素都与大学生的创业意

愿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民族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

愿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区域的创业政策、

服务的完善程度。 

四、研究启示 

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并促进大学生自主创

业是缓解当前我国大学生尤其是民族地方高校大

学生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基于前述实证分析结

果，民族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意愿的调动与激发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个体方面。缺乏创业知识与技能的盲目创

业，不仅会导致创业失败，而且可能影响大学生毕

业后真正创业行为的发生，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

创业理论知识与创业实践经验之间的关系，这对于

民族地方高校在校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一般而

言，学习理论知识是基础，也是首要任务，只有通

过创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才能建立良好的创业

自我效能感，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创业兴趣。 

二是高校方面。丰富的创业教育形式固然重

要，但立足于民族地方高校的实际，构建科学合理

的创业教育体系才是根本。目前，各级各类各种形

式的创新创业大赛日益增多，民族地方高校也越来

越重视，这对提升在校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十分

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学校为获取好的比赛

成绩，往往选拔特定学生进行封闭式的强化训练，

这不仅荒废了其专业课程的学习，不利于其综合素

质的提升，也不利于其创新创业能力的真正提高。

此外，这种竞赛式创业教育模式覆盖面太窄，也不

利于民族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整体提

升。民族地方高校一方面应鼓励和选拔更多的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比赛，逐步提升学生的参与比例，另

一方面还应根据本校实际设置科学合理的创新创

业课程，不断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师资力量，逐步

构建起具有本校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三是社会方面。地方政府应与民族地方高校积

极沟通与协调，大力宣传立足于区域产业和经济发

展实际的创业政策，举办具有区域特色的创业大赛

和创业论坛等活动，努力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与

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快各级各类大学生创业园区

的建设，加大大学生创业资金扶持力度，增强创业

服务效率与能力，加速整合创业服务机构、创业园

区及创业导师等创业要素，建立健全大学生创业服

务体系，打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大学生在

当地创业的同时，推动本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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