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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聚焦于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在创业激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影响

因素模型，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与创业激情之间的内在机理，以期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激情。以福州大学本科生为研

究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环境、高校创业教育、家庭背景、个人特征这四个

方面均与创业激情呈显著正相关。然而，在这四个方面中，父母的文化程度、大学生的性别和专业差异对创业激

情的影响不太显著。最终，通过研究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提出大学生创业激情的提升策略，以期填补国内大学

生创业激情研究的空白，揭示创业激情生成机制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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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热潮的持续推进，全社会的创新潜能和创

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大学生创业引发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然而，与国外大学生相比，我国大学生

的创业率明显偏低。此外，国外研究已经证实创业

激情是创业行为的关键驱动力，有助于推动个体的

创业行为并且在创业过程中表现出创新性和持续

性，激发创业者克服障碍并持续参与创业活动。因

此，笔者开始思考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究竟包含哪

些方面，如何充分释放大学生的创业激情，使其投

身于创业浪潮，实现创业成功。 

然而，创业激情的理论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有关创业激情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国外，国内对于

该领域的研究极为缺乏，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并且，

目前创业激情研究主要探讨了创业激情的概念、维

度、产生的效用，对于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研究更

是极为匮乏，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影响因素体系，相

关因素与创业激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仍不明确。 

因此，本文旨在明晰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构

建系统性的创业激情影响因素模型，阐明相关影响

因素与创业激情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并通过问卷

调查，采集福州大学本科生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得出大学生创业激情的提升策略，以期推动大

学生自主创业，填补国内大学生创业激情研究的空

白，促进国内创业激情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揭示创

业激情生成机制的“黑箱”。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激情的概念 

目前，相关研究者对 Cardon 等人提出的创业

激情概念认可度较高。Cardon 等人将创业激情定义

为：创业者参与创业活动时所体验到的有意识的强

烈积极的情绪，并且创业者所参与的创业活动与自

我身份认同的意义和显著性有关[1]，它表明了创业

激情的两个关键要素：①强烈积极的情绪；②创业

者在活动中所感知的身份认同[2]。因此，本文借鉴

Cardon 等人对于创业激情的界定，将大学生创业激

情定义为：大学生参与创业相关活动时所体验到的

强烈积极的情绪，与大学生的创业身份认同显著 

相关。 

（二）创业激情的维度 

在国外研究中，Cardon 等人认为创业激情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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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维度是强烈积极的情绪体验和参与创业活动产

生的自我身份认同[2]。在国内研究方面，目前只有

谢雅萍和陈小燕结合深度访谈并经过实证检验，构

造了创业激情的五个维度，包括愉悦、心流、韧性、

冒险、身份认同[3]。 

（三）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 

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

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研究，

但是大多数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缺乏实证检验，并

且较为零散，缺乏系统化。根据文献梳理，可以发

现创业激情主要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主要涉及创业

环境、社会网络、创业教育等外部因素，以及先前

经验、生涯适应力、自我效能、身份认同等内部   

因素。 

（四）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了谢雅萍和陈小燕提出的创业激情

五维度模型[3]，并提炼出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高校创业教育、家庭背

景、个人特征四个方面，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大学

生创业激情影响因素模型。 

 

 
图 1  大学生创业激情影响因素模型 

 

（五）研究假设 

1. 社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社会环境与创业激情呈正相关。创业者在社会

资源方面的局限性会导致创业行为上的限制，使其

无法做好充足准备承担创业风险，无法体验创业过

程中的积极情绪，难以促进创业激情的产生[4]。然

而，良好的社会环境能使个体从中吸收创业所需的

各类信息和资源，迅速识别商业机会，提升对于不

确定性的容忍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并且，先前研

究已表明承担风险和容忍不确定性会对创业激情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5]。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为个体

提供多重支持和保障，有助于营造积极的创业氛

围，缓解社会资源匮乏的问题，从而促进创业激情

的产生和持续发展。 

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助于个体获取政府出台的

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在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

会文化环境中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并且借助多样化

的融资渠道，解决创业资金问题，使个体感受到来

自政府政策、社会文化、融资方面的便利条件，有

助于缓解社会资源匮乏的问题，从而增强创业信

心，促进创业激情的产生。 

此外，社会网络被看作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

素。社会网络是创业个体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重要渠

道[6]，创业者通过与网络成员进行交流互动，获取

创业所需的生产、运营、管理、政策、企业文化等

各类资源，弥补新创企业在社会资源方面的缺陷，

促进个体投身创业活动，迸发创业激情。同时，社

会网络有助于发现和识别创业机会，有利于吸收多

方经验教训以及获取商业支持，促使个体以积极乐

观的情绪克服创业活动中遭遇的重重障碍，提升面

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风险承担精神和自我效能感，从

而使个体在参与创业相关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积

极强烈的情绪，增强创业激情。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H1：社会环境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1a：创业环境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1b：社会网络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 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高校创业教育是个体储备创业知识的关键来

源。高校建立系统性的创业教育体系，能够有效提

升个体的创业知识储备，促进个体创业综合素质的

整体提升，从而推动创业激情的产生。由于创业激

情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强烈积极的情绪以及创业身

份认同，而创业教育能够对这两个关键要素产生积

极影响，进而促进创业激情的发展。一方面，创业

教育有助于提升自我效能感，刺激个体参加创业活

动的强烈积极情绪。并且，先前研究已经证实创业

自我效能感能够促进创业激情的产生[7]；另一方面，

高校创业教育有助于大学生从理论知识和实践活

动中，理解和感知创业角色的真正意义，对创业角

色形成自我认知，从而产生对创业者角色的身份认

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创业教育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2a：创业课程体系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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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b：创业实践活动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

影响。 

3. 家庭因素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家庭背景与大学生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密切相

关。父母的职业类型、文化程度以及父母对创业的

支持态度均有可能对大学生创业激情产生影响。父

母的职业类型可能会影响大学生的创业行为。父母

创业有助于子女较早接触到创业信息，从父母身上

获取创业知识和经验，从而有助于子女创业意识的

形成和创业激情的产生。其次，父母的文化程度可

能会影响创业激情。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较容易

接受创新思维和创业理念，并且更加注重培养子女

的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大学生迅速吸收创业知识

和形成创业意识，激发创业激情。并且，父母对于

创业的支持态度至关重要，由于大学生创业者往往

面临巨大压力，父母对于创业的支持态度有助于缓

解子女的心理负担和降低消极情绪，从而提升创业

激情。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创业激情产生显著影响； 

H3a：父母的职业类型对大学生创业激情产生

显著影响； 

H3b：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大学生创业激情产生

显著影响； 

H3c:  父母的支持态度对大学生创业激情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 

4. 个人特征因素与大学生创业激情的关系 

性别、年龄、专业和先前经验均有可能影响大

学生创业激情。性别差异会影响创业激情，女性创

业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比男性创业者更容易感

知到风险。在面临高风险的创业活动时，女性更容

易表现出焦虑情绪，削弱了创业过程的积极情绪，

从而降低了女性创业者的创业激情[8]。年龄较大的

个体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使得他们可以应对创

业过程中的挑战并且享受创业活动产生的风险，从

而有助于创业激情的产生和发展[9]。专业的差异也

可能会影响创业激情，主修管理专业的学生能够较

为系统地学习创业相关课程，接触到更多的创业实

践活动，有助于创业激情的提升。此外，先前经验

和管理工作对今后的创业表现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Thorgren 和 Wincent 通过比较初创者和习惯性创业

者，证实了创业者的先前经验对激情产生正向影 

响[10]。先前经验有助于个体积累创业知识，提升创

业能力 [11]，从而减少创业过程中的阻碍和心理压

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个人特征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影响； 

H4a：性别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影响； 

H4b：年龄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4c：专业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4d：先前经验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三、问卷收集与数据分析 

本文以福州大学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测量大

学生创业激情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对

本文提出的创业激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福

州大学范围内，一共发放纸质版问卷 300 份，电子

版问卷 300 份。最终一共回收 480 份，有效问卷 43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2%。 

本文主要采用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为了回

归分析的科学性、有效性，本研究检验了回归模型

的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和异方差。其中，多重共

线性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指数衡量，本研究所

用回归模型 VIF 值均落在 1.000-8.254 区间，位于 0

到 10 的合理区域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序

列相关性唯有在数据是动态数据时才会存在，由于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各模型的 DW 值落在

1.645-2.104 之间，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关于异方差

的检验，本研究结合最小二乘法，计算回归模型残

差绝对值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存在异方差  

问题。 

（一）社会环境与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由表 1 可知，社会环境会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β=0.325，p＜0.001）。因此，假设

H1 得到验证。由表 2 可得，社会环境的两个维度

都与创业激情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创业环境与

创业激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β=0.278，p＜

0.001），社会网络与创业激情也呈显著正相关

（β=0.206，p＜0.01）。因此，假设 H1a 和假设 H1b

得到支持。 

 

表 1  社会环境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社会环境 创业激情 0.325 0.000 0.266 0.261 68.945 

 
表 2  社会环境各维度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创业环境 创业激情 0.278 0.000 
0.232 0.229 53.246 

社会网络 创业激情 0.206 0.001 

 

（二）高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由表 3 所示，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激情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368，p＜0.001）。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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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2 得到验证。由表 4 所示，创业教育的两个

维度均与创业激情呈显著相关性。其中，创业课程

体系与大学生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β=0.238，p＜0.001），创业实践活动与大学生创

业激情也呈现出显著正相关（β=0.264，p＜0.001），

测量结果支持了 H2a 和 H2b。 

 

表 3  高校创业教育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高校创业教育 创业激情 0.368 0.000 0.297 0.292 66.342 

 

表 4  高校创业教育各维度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创业课程体系 创业激情 0.238 0.001 
0.288 0.285 58.771 

创业实践活动 创业激情 0.264 0.000 

 

（三）家庭背景与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由表 5 可得，家庭背景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β=0.225，p＜0.001），假设 H3 得到验证。

从表 6 可知，父母的职业类型与创业激情存在正相

关性（父母的职业类型 β=0.182，p＜0.01），假设

H3a 得到验证。父母的文化程度在统计上不能认为

对大学生的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031，

p=0.376＞0.05），所以，假设 H3b 没有得到验证。

同时，父母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态度会对创业激情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136，p＜0.01），假设 H3c

得到支持。 

 

表 5  家庭背景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家庭背景 创业激情 0.225 0.000 0.261 0.252 56.342 

    

表 6  家庭背景各维度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父母的 

职业类型 
创业激情 0.182 0.002 

0.256 0.246 45.881 
父母的 

文化程度 
创业激情 0.031 0.376 

父母对创业 

的支持态度 
创业激情 0.136 0.000 

 

（四）个人特征因素与创业激情 

如表 7 所示，个人特征与创业激情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β=0.342，p＜0.001），因此，假设 H4

得到验证。从表 8 可知，在个人特征的四个维度中，

性别、专业在统计上不能认为对创业激情有显著促

进作用（性别 β=0.006， p=0.234＞ 0.05；专业

β=0.065，p=0.419＞0.05）。因此，假设 H4a 和假

设 H4c 没有得到支持。然而，年龄和先前经验均会

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年龄 β=0.383，p＜

0.001；先前经验 β=0.411，p＜0.001）。因此，假

设 H4b 和 H4d 得到支持。 

 

表 7  个人特征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个人特征 创业激情 0.342 0.000 0.295 0.291 61.523 

 

表 8  个人特征各维度对创业激情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标准化系数 Sig. R2 Adj R2 F 

性别 创业激情 0.006 0.234 

0.284 0.280 
54.020 

 

年龄 创业激情 0.383 0.000 

专业 创业激情 0.065 0.419 

先前经验 创业激情 0.411 0.000 

 

四、研究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本文采集了福州大学本科生的

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创业激情的影响因

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主要假设基本得

到验证。 

（1）社会环境与创业激情呈显著正相关，社

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创业激情。社会环境的两

个维度（创业环境和社会网络）均对创业激情产生

显著正向影响。 

（2）高校创业教育与创业激情呈显著正相关，

创业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创业激情的激发。其中，创

业课程体系和创业实践活动均与创业激情呈显著

正相关。 

（3）家庭背景与创业激情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其中，父母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与创业激情存在显

著正向关系。父母是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有

助于激发子女的创业激情。然而，父母的文化程度

与大学生创业激情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4）个人特征与创业激情存在显著正相关。

个人特征维度中的年龄和先前经验均会对创业激

情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年龄和先前经验的增长，大

学生创业激情会不断增强。然而，性别和专业差异

对创业激情产生的影响不太显著。 

五、大学生创业激情的提升策略 

（一）优化社会环境，加快创业支持体系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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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支持个体创业，激发

个体的创业激情。近年来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不断

完善，但仍然缺乏系统的创业服务体系。因此，政

府需要优化创业环境，持续倡导创新创业的社会文

化氛围，大力推进创业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拓宽

大学生创业的融资渠道，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创

业服务，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 

（二）完善创业教育，促进高校创业教育体系

的发展 

高校创业课程通过系统性地传授创业基础知

识和专业知识，促进创业激情的提升。应当组织多

元化的创业实践活动，例如：创新创业类比赛、创

业社团等，鼓励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有助于强化创

业课程中所获取的创业知识和培养创业能力，激发

创业热情。高校应当创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

大学生提供创业空间，为优秀的创业项目提供专业

指导、丰富的社会资源、创业基金等全方位的支持。 

（三）重视家庭支持，鼓励大学生追求创业  

理想 

家庭支持是大学生创业激情的重要来源。父母

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能够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源

和参考建议，弥补大学生在社会经验方面的缺陷。

并且，父母对于创业的支持态度，能够缓解创业过

程中的心理压力，鼓励大学生坚持创业理想，增强

子女的创业信心和激发创业激情。 

（四）加强个人努力，促进大学生创业激情的

提升 

除了借助外部因素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激情之

外，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对提升创业激情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大学生应当转变传统的就业观念，树立

创业意识。大学生不应被动接受社会环境、高校创

业教育以及家庭等因素对自身创业激情产生的影

响，而应主动吸收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积极拓宽

社会网络，积累先前经验和自我导向的学习方式来

促进创业激情的有效提升。 

六、结语 

由于国内创业激情研究的匮乏以及创业激情

的影响因素尚未探明，本文开展有关国内大学生创

业激情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有助

于促进国内创业激情研究的发展和弥补国内大学

生创业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其次，由于创业激情

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深化了创业激情影

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创造性地构建创业激情的影响

因素模型，有助于探索创业激情的生成机制。并且

通过实证检验相关因素与创业激情的关系，深化了

创业激情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创业激情生

成机制的“黑箱”。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许

多局限性。首先，样本选择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

只调查了福州大学本科生的样本数据，样本范围较

小，不够全面。由于考虑到福州大学城内高校较多，

学生数量庞大，样本采集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仅选

择了福州大学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数据收

集。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高校，有待

于进一步验证。其次，理论模型构建的局限性。本

研究对于创业激情四大影响因素的维度划分仍然

不够全面。未来研究应当完善和扩充创业激情影响

因素的细分维度，构建更加系统的理论模型。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收集各大

高校的大学生数据进行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以便得

出更有普适性的研究结果。并且，应当进一步补充

和完善创业激情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提升影响因

素模型对创业激情的整体解释程度。此外，未来研

究还应当进一步检验创业激情提升策略的合理性

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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