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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 249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现状及其与心理资本的关系，以

了解心理资本要素对创业意向的预测情形。结果表明：中文版的个体创业意向量表(IEIS)和修订后的心理资本量

表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和心理资本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与心理资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希望和回复力要素对创业意向的预测作用显著。高校应重视在创业教育中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资本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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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当代中国而言，

既是提升综合国力、保持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也是经济转型升级、保证就业的重要出路。而大学

生就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自 2010 年起，大学毕业

生创业比例年年稳步提升，2016 届大学生的自主创

业比例是 3.0%，约 23.9 万人，比 2015 届增长 3.5

万人，比 2014 届高 0.1%，比 2009 届高 1.8%。但

与之相比，发达国家大学生的创业比例高达 20%[1]。

如何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力，除政府继续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外，学校也应起到相当重要的引导和

培育作用。 

研究表明，除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

本等外部因素，心理资本是影响一个人的创业能力

和创业成败的核心要素[2]。心理资本是指人的积极

心理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 (confidence or 

self-efficacy)、希望(hope)、乐观(optimism)和回复力

(resilience)四个方面[3]，且对工作态度的影响大于人

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国外学者发现心理资本整体

构念或单独要素促进了个体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

诺、销售业绩、领导效能、战略决策效果，推动了

组织变革的有效性和增加了创立企业数量，提升了

组织的韧性、盈利水平与公司绩效[5]。近年来，学

者们也开始研究心理资本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

系，如丁明磊[6]、Pruett[7]、叶贤[8]、Jung[9]的研究显

示，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有显著正相关；王  

瑾[10]认为创业心理资本能够正向预测创业意向；陈

亚[11]、王飞[12]在心理资本的视角下探讨大学生创业

教育的发展途径。从目前这些研究来看，创业教育

契合心理资本要素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依据缺

乏，基本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本研究直接将大

学生创业意向与心理资本联系起来，分析影响大学

生创业的关键因素，为高校创业教育以及大学生创

业实践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心理资本要素对大学生

创业意向的影响效应，从而为现阶段的大学创业教

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针对上述目的，提

出如下假设： 

(1) 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与他们的心理资本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 

(2) 心理资本要素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预测

作用。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法，以学科门类为分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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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抽取江苏省南京中医药大学四个年级的大学生

共 261 人，排除基本信息不全、多选漏答题目超过

3 个或作答有明显规律性的问卷，共收回 249 份有

效量表，有效回收率为 95.4%。研究对象的人口统

计学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正式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口统计学变量 特征 频数 百分比(%) 

学科门类 

医学 76 30.5 

管理学 100 40.2 

理学 73 29.3 

性别 
男 91 36.5 

女 158 63.5 

年级 

大一 41 16.5 

大二 49 19.7 

大三 73 29.3 

大四 86 34.5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Edmund R. Thompson

编制的个人创业意向量表(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 Scale，IEIS)的中文版，朱晓庆修订、浙江大

学唐强编制的心理资本量表为测量工具。 

Thompson 在清晰定义个体创业意向概念的基

础上，首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创业意向的测量问

题，并开发了个体创业意向量表(IEIS)。该量表让

被试判断项目描述与自己真实情况的相符程度，共

包含 10 个题目，量表使用李克特 6 点量表评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6 代表完全符合，其中第 2 题、

第 3 题、第 5 题和第 8 题为扰乱项目，即表现为注

意力转移的星标项目，第 4 题、第 7 题和第 9 题为

反向计分。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0.89)和效度

(0.84)，同时具有跨国家和跨人群的稳定性。 

浙江大学唐强编制的心理资本量表总体来说

具有良好的信度(0.868)和效度，项目内容不涉及工

作情境，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该问卷只包含了希

望、乐观和回复力(韧性)三个要素，因此，朱晓庆

在原有问卷的基础上增加对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并

对信度不高的乐观和回复力维度进行了修订。修订

后的心理资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0.919)和效度，

可以作为研究测量工具。 

3. 数据统计与处理 

测试结果用统计软件 SPSS22.0 进行分析，统

计分析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变量、心理资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采用

皮尔逊积差相关考察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最后检

验理论假设，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大学生心理资本要

素对其个体创业意向的预测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一)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信度分析所采用的信度指标，主要是

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系数。本研究采

用的两个问卷，个体创业意向量表的信度为 0.791，

心理资本量表四个维度的信度是 0.800-0.0878，总

体信度为 0.935，说明两个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度，

可以作为本研究的测量工具。量表及其各维度的信

度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个体创业意向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及其各个维度的 

信度系数 

项目名称 项目个数 Cronbach's Alpha 值 

个体创业意向 10 0.791 

心理资本 36 0.935 

希望 6 0.800 

乐观 8 0.835 

回复力 12 0.841 

自我效能感 10 0.878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

适应性检验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

示个体创业意向量表的 KMO 值达到 0.812，卡方近

似值为 667.432，心理资本量表的 KMO 值达到

0.907，卡方近似值为 3979.804，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均达到及其显著的水平(P=0.000)。 

各因子得分与总问卷得分的相关系数也可以

作为考察问卷效度的指标，结果见表 3。 

 

表 3  心理资本各维度得分和总分的相关矩阵 

 希望 乐观 回复力 自我效能感 心理资本 

希望 1.000     

乐观 0.447** 1.000    

回复力 0.544** 0.612** 1.000   

自我效能感 0.652** 0.538** 0.691** 1.000  

心理资本 0.755** 0.780** 0.890** 0.876** 1.000 

注：***表示在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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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各维度得分与总分之间的相

关均达到 0.01 的显著水平，并且四个维度的得分与

量表总分的相关明显高于四个维度之间的相关，表

明五个维度既能对整个量表做出贡献，同时又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修订后的心理资本量表具有较

好的内部结构效度。 

(二) 被试在创业意向量表和心理资本量表上

的得分情况 

被试在创业意向、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回

复力、自我效能感四个维度上得分的平均数、标准

差和偏度系数见表 4。 

 

表 4  大学生个体创业意向量表和心理资本量表得分的平 

均数、标准差与偏度 

 创业意向 心理资本 希望 乐观 回复力 自我效能感 

平均数 19.43 94.46 14.62 22.44 31.47 25.93 

标准差 5.491 15.687 3.311 4.357 5.941 5.137 

偏度 −0.090 −0.170 −0.020 −0.277 −0.004 −0.045 

峰度 −0.472 0.992 −0.230 0.277 0.556 0.649 

 

上表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个体创业意

向、心理资本及其四个维度的均分都高于中等临界

值，得分偏向于负偏态分布，创业意向和希望维度

是低阔峰，心理资本及其他维度都形成高狭峰。 

(三) 大学生个体创业意向与心理资本的相关

研究 

对被试在个体创业意向量表上的得分与在心

理资本量表上的得分做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

表 5。下表显示，大学生的个体创业意向与希望、

乐观、回复力、自我效能感、心理资本总分呈显著

正相关。 

 

表 5  个体创业意向与心理资本的相关系数 

 希望 乐观 回复力 自我效能感 心理资本 

创业意向 0.264** 0.159* 0.255** 0.240** 0.275** 

 

(四) 大学生个体创业意向与其预测变量的回

归分析 

以大学生个体创业意向为因变量，心理资本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希望和回复力因

子最终被引入到方程中，其他因素被剔除。最终模

型的复相关系数为 0.295，判定系数 R 为 0.087，调

整后的判定系数为 0.080，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F 值

为 11.746，相伴概率值 P＜0.001，说明希望因子、

回复力因子与个体创业意向之间存在线性回归  

关系。 

最终模型的回归系数如表 6 所示。根据下表，

建立回归方程为：Y=10.515+0.294X1+0.146X2。X1

为希望，X2为回复力。回归系数经过 T 检验，P＜

0.05，回归方程具有显著意义。 

 

表 6  个体创业意向预测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回归 

系数 

 
偏回归 

系数 B 
标准误差 

标准偏 

回归系数 
T P 

Constant 10.515 1.904  5.523*** 0.000 

希望 0.294 0.120 0.177 2.444* 0.015 

回复力 0.146 0.067 -0.158 2.184* 0.030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中文版的个体创

业意向量表(IEIS)和修订后的心理资本量表在大学

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本研究

的测量工具。②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和心理资本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③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与心理资本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学生的心理资本越多，创业

意向越强。④心理资本中的希望和回复力要素对大

学生个体创业意向的预测作用显著。 

依据上述研究结果和结论，帮助学生提高创业

意向水平，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提升学生的心理资本。大学生创业教育不

仅仅是创新知识的学习和创业技能的提高，更是一

种理念，一种心理品质的树立、培养和挖掘，因为

创业是艰难的，也是成败并存的，是对人的心理素

质的极大考验。以往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高的个

体总是拥有积极的情感，这些积极情感能够使他们

更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更具有创造

性。同时，在出现问题时能够灵活地、适应地、积

极地面对，同时体验到强烈的胜任感和幸福感，这

正是创业者必备的人格特质。高校可以通过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对大学生的心理资本进行开发，培养

大学生良好的心态，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

顺利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改革高校的创业教育。目前我国的大学生

创业教育多倾向于创业显性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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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创业心理素质是影响大学生能否由潜在创业

者顺利转化为现实创业者的主观前提条件，应该运

用心理资本的自信、乐观、希望和韧性的理念和方

法，设计大学生创业素质养成的新体系，培育大学

生较高的创业心理素质，塑造大学生良好的创业人

格。进校伊始，通过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重点帮助

学生树立创业希望，指导学生做好人生规划，确定

发展目标，并采用团体辅导等活动形式，训练学生

提高希望水平。临近毕业，通过就业创业指导课程，

重点帮助学生提升心理韧性，让学生了解创业的艰

难并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教授和训练应对挫折的

方式，增强学生挫折耐受力和回复力。同时，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营造创业的氛围和文

化，通过建立学校—社会双向参与的创业实践载

体，让学生锻炼创业能力，积累创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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