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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可能会对大学生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基

于武汉市十所不同层次高校的 608 名大学生创业行为进行实证调研，从大学生个体、家庭、高校三个

层面出发，通过运用 OLS、Logistic 模型、Probit 模型，系统分析了武汉市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现状及影

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高校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影响较为显著，但家庭层面的影

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对性别和创业培训的情况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年级、创业培训、创新创业比

赛机会等对男大学生的影响显著，而影响女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则是实习经历、亲朋创业经历

以及创新创业比赛机会等。对没有创业培训经历的大学生而言，个体、家庭、高校层面的因素对大学

生的创业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而对于经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而言，仅有性别和创新创业比赛机会对

其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优化高校创业教育体系、构建创新创

业为导向的协同培养机制以及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等四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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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虽然 2002 年全国

高校毕业生仅有 145 万人，但到 2021 年这个数

字攀升至 909 万，创历史新高。随着中国劳动力

市场日趋饱和，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稳定

就业、提升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要“打破一切体

制机制的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

自主创业的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

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的精神在全体人民中蔚然成

风。2015 年，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深

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

策意见，要求深入贯彻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支

持大学生创业，并指出在校大学生可以保留学

籍，休学进行创新创业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亦提

出了“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提供全

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多渠道就业创业”的要求。由此可见，探讨大学

生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事实上，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引导、

鼓励、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促进以大学生自主

创业带动就业的跨越式发展，既是缓解大学生就

业压力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其更高质量就业的

客观要求[1]。近年来，随着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大学生作为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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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人才，必将成为贯彻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创业意愿的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国家创业活动的兴盛程度[2]，但由于受

到个人、家庭、高校、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比例仍然偏低，一

道道门槛在阻断大学生创业进程的同时，也极大

地扼杀了他们的创业激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

于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同时也不利于“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局面的形成。 

武汉市高校众多，拥有近 130 万在校大学生。

因此本文选取武汉市多所高校的专科生、本科

生、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为调研对象，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

武汉大学生的创业情况，同时利用 OLS、Logistic

回归、Probit 回归模型对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

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明晰和了解对大学生创业行

为发挥关键作用的相关因素。这对促进我国高校

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及开展创业扶持等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这一

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从个体层面来看，

创业行为往往会受到个体的创业态度、人口统计

特征和个体特质等外生变量的影响[5]。陈华强认

为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大

学生的兴趣爱好、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创业动

机、性格特征、社会经验、人际关系、进取意识、

执行力、社会责任感等[6]。冯磊等以创业技能为

研究重点，指出风险承担能力、社交能力、自制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战略能力等是

关键技能要素，应加以重点培养[7]。在个人特质

方面，施密特-罗德蒙德发现人格特质可能与个体

创业行为存在相关性[8]；人格特质方面的自我效

能、风险偏好、创业自信、创新能力对创业意愿

均有显著的影响[9]。 

从创业环境来看，段利民等利用 GEM 模型

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主要环境因素。研

究发现，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教育和培训、研

发转移和国内市场开放程度对大学生创业意愿

的影响显著[10]；吴启运等提出创业环境中影响大

学生创业倾向的关键因素为政策完善、家庭鼓励

和帮助以及教育对创业的鼓励等[11]；而吴立爽认

为创业环境各维度均与创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

从创业环境各维度的预测作用及影响来看，预测

强度从高至低依次是教育培训、政府支持、市场

条件、金融环境等[12]。此外，创业教育作为高校

培养大学生创业兴趣、提升创业技能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李琴等从创

业课程、创业论坛或竞赛、创业团体三方面分析

发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行为呈显著正向影

响[13]；创业技能的风险感知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和创新能力均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间存在部

分中间效应[14]。创业教育有利于学生创新、创业

思维模式的培养和建立，进而促进创业机会的开

发和企业成长[15]。 

综上，国内外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层面、创

业环境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来探讨其对大学生

创业意愿或创业行为的影响，并指出其中关键的

影响因素。本文以武汉市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从个体、家庭、高校三个层面研究

和分析各因素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并在此

基础上分别从性别和创业培训的情况进行异质

性分析，探讨不同性别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差异以

及创业教育对于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 

三、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开展的问卷调查，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

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经济学

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武

汉软件工程学院等十所高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

涵盖了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等多个学历层次，涉及文、史、哲、理工等多

学科门类的学生，因此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调查问卷主要由个人基本情况、创业者的个人特

质、创业基本情况、创业成就与困难等四部分内

容构成，以期全面了解武汉大学生创业的基本情

况，从个人、家庭、高校三个方面探究影响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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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业行为的可能因素。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概率

抽样的方法，共收回问卷 660 份，剔除部分无效

数据后，获得适用于本研究的有效问卷 608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2.12%。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人口统计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274 

334 

 

45.07% 

54.93% 

 

45.07% 

100.00%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141 

192 

152 

104 

14 

5 

 

23.19% 

31.58% 

25.00% 

17.11% 

2.30% 

0.82% 

 

23.19% 

54.77% 

79.77% 

96.88% 

99.18% 

100.00% 

学校类型 

普通专科院校 

普通本科高校 

“211”高校 

“985”高校 

 

24 

242 

253 

89 

 

3.95% 

39.80% 

41.61% 

14.64% 

 

3.95% 

43.75% 

85.36% 

100.00% 

专业类型 

人文社科类 

自然科学类 

 

270 

338 

 

44.41% 

55.59% 

 

44.41% 

100.00% 

 

    (二) 模型选择 

为了更好地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相

关因素，文章构建了大学生创业行为决定模型。

由于大学生创业行为是一个二值变量，同时考虑

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除了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方法进行分析以外，还采用了 Logistic 回归和

probit 回归的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的模式设置  

如下：  

1 1 1

qm n

i i j j t t
i j q

Y C X X X   
  

        

 
该式中，Y 表示大学生创业行为，C 为常数

项，Xi 为与大学生个体方面相关的变量，Xj 为与

家庭方面相关的变量，Xt为与高校方面相关的变

量， 为随机误差项。 

    (三)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为创业行为。创业行为是一个

从发现机会、评估机会、开发机会再到创业结果

的过程，创业行为受到内部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

响。在创业行为中，创业者是核心要素；创业行

为一般受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本文中，创

业行为用大学生的创业经历来衡量，若受访大学

生从未创过业则赋值为 0，反之赋值为 1。 

2. 自变量设置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包括： 

(1) 性别。受到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男

性和女性分别形成了反映自身特性的性别分工，

相应的也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女大学生更倾

向于选择风险小、更加稳定的工作，以便兼顾家

庭，而男性选择创业行为的人数相对较多。在本

文中，女性赋值为 0，男性赋值为 1。 

(2) 年级。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的创业

意愿不同。高年级学生更关注自身的就业问题，

会更多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创业意愿相对

较强，因此更可能产生创业行为。而低年级学生

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学业情况，对于未来的规划较

为模糊。在本文中，按照年级高低，将大一的学

生至博士研究生依次赋值为 1~6。 

(3) 学生从业经历。学生的从业经历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锻炼个体的语言表达能力、领导能

力、组织协调能力和抗压能力等，而这些能力是

创业者所必须具备的。工作经历越丰富的大学

生，越有可能产生创业行为。在本文中，有学生

工作经历的赋值为 1，反之为 0。 

(4) 实习经历。创业是一种需要创业者身体

力行的社会活动，如果大学生有更多的实习经

历，那么他们对所实习过的企业或者行业的了解

会更加深入，就会获得更多的创业知识、技能与

社会资本，因此也更有可能发生创业行为。在本

文中，有实习经历的赋值为 1，反之为 0。 

(5) 创业心态。如果大学生有着良好的创业

心态，不畏惧创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风

险，对创业前景抱有积极的态度，即便面对困难

也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该学生具备良好的

创业心理素质，可以开展创业。在具体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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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文用于表征创业心态变量的问项在调查问

卷中体现的是勇敢、乐观、抗压的程度，并将这

一程度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层面，依次赋值为

1、2、3。 

(6) 创业能力。如果大学生能准确识别市场

机会，有效整合人力、资金、技术等各项资源，

带领团队朝着明确目标前进，进而生产出符合消

费者需求的产品，那么就说明该学生具有较强的

创业能力，那他也更有可能产生创业行为。在具

体测量上，本文用于表征创业潜力变量的问项在

调查问卷中体现的是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创新

能力、学习能力和行动力，依据能力的强弱分为

低、中、高三层，依次赋值为 1、2、3。 

(7) 社交能力。社交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会

影响创业行为。如果大学生的社交能力较强，即

他与人沟通的能力较好，那么他的创业的成功率

就可能更高，因此也更可能产生创业行为。在

具体测量上，本文用于表征社交能力变量的问

项在调查问卷中体现的是沟通和共情能力，依

据能力的强弱分为低、中、高三层，依次赋值为

1、2、3。 

(8) 家乡所在地。家乡所在地这一变量作为

无序多分类变量，本文以西部为参照，将其拆分

为两个变量，即“是否是东部”“是否是中部”，

若是则赋值为 1，否为 0。 

(9) 家庭所在地。家庭所在地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创业的氛围等。一般而

言，居住在省会城市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发生的

概率大。本文将家庭所在地划分为农村、城镇、

县城、地级市和省会城市，依次赋值为 1、2、3、

4、5。 

(10) 父母和亲朋有创业经历。如果父母或亲

朋有创业经历，那么大学生就有较多的机会可以

从亲友身上汲取创业经验，提前了解创业过程，

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学习创业知识，为创业打下

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亲友也会给大学生的创

业行为给予指导，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使其创

业过程更加顺利。在本文中，父母或亲朋有创业

经历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11) 家庭经济状况。大学生的创业资金主要

来源于家庭，因此家庭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大学生是否会考虑创业，同时也决定着家

长是否支持大学生创业。因此，大学生家庭的经

济状况会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将

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划分为差、中、好三个层

次，并将其依次赋值为 1、2、3。 

(12) 高校类型。高校类型决定人才培养的方

式，专科类院校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主张

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而本科高校注重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创新精神和

创业精神，同时本科学校的层次越高，这一培养

的力度可能越大。因此学校层次越高，学生自主

创业的能力可能越强，故而也更可能产生创业行

为。本文按照学校层次将普通专科院校赋值为 1，

普通本科高校赋值为 2，“211”高校赋值为 3，

“985”高校赋值为 4。 

(13) 专业类型。本文将高校的学科专业划分

为人文社科类和自然科学类两大类。本文以人文

社科类专业为参照，将其赋值为 0，自然科学类

专业赋值为 1。 

(14) 创业培训。高校针对大学生举办的创业

培训是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创

业兴趣、提升其创业能力的重要方式，因此对大

学生创业行为的产生也能发挥较大作用。本文按

照大学生接受创业培训的程度将没有创业培训

经历的赋值为 1；上过一两门相关创业课程或者

听过较多创业讲座的赋值为 2，接受过创业训练

营系统化创业培训指导的赋值为 3。 

(15) 创新创业比赛机会。创新创业比赛是激

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力，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与社会投资对接平台，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

的重要途径。本文将有创新创业比赛经历的赋值

为 1，否则为 0。各变量的赋值及定义见表 2。 

    (四) 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大学生的工作经历 

图 1 统计了大学生相关学生工作经历的情

况。不难发现，较多的学生都有学生工作经历。

74.84%的被调查者具有学生工作经历，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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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名称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因变量 

大学生创业经历 
一直没有创业过=0 
有创业经历=1 

0.19 0.39  

自变量 

个体方面因素 

性别 
女=0 
男=1 

0.45 0.50 + 

年级 

大一=1 
大二=2 
大三=3 
大四=4 

硕士研究生=5 
博士研究生=6 

2.46 1.14 + 

学生工作经历 
无=0 
有=1 

0.75 0.43 + 

实习经历 
无=0 
有=1 

0.40 0.49 + 

创业心态 
低=1 
中=2 
高=3 

2.28 0.58 + 

创业能力 
低=1 
中=2 
高=3 

2.34 0.57 + 

社交能力 
低=1 
中=2 
高=3 

2.58 0.58 + 

家庭方面因素 

家乡所在地是否在东部 
否=0 
是=1 

0.24 0.42 + 

家乡所在地是否在中部 
否=0 
是=1 

0.62 0.49 + 

家庭所在地 

农村=1 
城镇=2 
县城=3 
地级市=4 
省会城市=5 

2.95 1.44 + 

父母创业经历 
无=0 
有=1 

0.29 0.45 + 

亲朋创业经历 
无=0 
有=1 

0.80 0.40 + 

家庭经济状况 
差=1 
中=2 
好=3 

1.79 0.60 + 

高校方面因素 

高校类型 

普通专科院校=1 
普通本科高校=2 
“211”高校=3 
“985”高校=4 

2.67 0.77 + 

专业类型 
人文社科类=0 
自然科学类=1 

0.56 0.50 - 

创业培训 
无=1 

上过一两门创业相关课程或者听过很多创业讲座=2 
接受过创业训练营等系统化创业培训指导=3 

1.43 0.57 + 

创新创业比赛机会 
否=0 
是=1 

0.25 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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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工作相关经历统计 

 

25.16%的学生没有学生工作经历。在实习经历方

面，在超过半数的学生没有相关经历。在创新创

业比赛经历方面，仅有 24.51%的学生参加过创新

创业比赛，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创新创业比赛的

经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对于此类比赛的

认知不够，没有充分认识此类比赛所能带来的收

获；学校对比赛的宣传力度不够，对学生创业的

指导不到位。因此，学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比赛的

同时也要注重前期宣传、中期指导与后期总结。 

2. 创业培训情况 

    图 2 显示了大学生创业培训基本情况。不难

发现，在创业培训方面，仅有接近 4%的学生接

受过系统化的创业培训指导，34.87%的学生上过

一两门创业相关课程或听过一些创业讲座，而超

过 60%的学生并没有受到过相关方面的培训。大

多数学生缺乏相关的创业培训，这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其缺乏正确的创业认识，进而导致其缺乏 

 

 
图 2  大学生创业培训状况 

相关的创业能力和素质。因此，高校要在鼓励学

生创业的同时，做好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工作。 

3. 大学生创业经历 

图 3 展示了大学生相关创业经历状况。从图

3 可以发现，81.25%的大学生一直没有创过业，

有过创业经历的大学生仅占 18.75%。这表明，当

前有创业经历的大学生的比例低、创业意愿并不

强烈，因此高校引导大学生自主创业依旧任重道

远。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创业，仍是需要探索的

问题。 

 

 

图 3  大学生创业状况 

 

四、大学生创业经历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相关

因素，本文分别使用 OLS、Logistic、Probit 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不难发现，

3 个模型中变量的显著性、影响方向均较为一致，

可见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对模型

的具体分析如下：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个体方面的

性别、年级、实习经历以及与高校提供的创业培

训、创新创业比赛机会等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

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来自大学生家庭方面的相关

影响因素均未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

影响。 

具体来说，在个人层面，首先从性别来看，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性别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

响显著。换言之，男性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强，

更有可能产生创业行为；女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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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大学生创业行为 

OLS 

回归 

Logistic 

回归 

Probit 

回归 

性别 

年级 

学生工作经历 

实习经历 

创业心态 

创业能力 

社交能力 

0.081*** 

0.038** 

−0.048 

0.056* 

0.012 

0.040 

−0.041 

0.664*** 

0.325** 

−0.263 

0.453* 

0.104 

0.263 

−0.310 

0.326** 

0.179*** 

−0.149 

0.255* 

0.049 

0.159 

−0.179 

家乡所在地(以西部 

地区为参考对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家庭所在地 

父母创业经历 

亲朋创业经历 

家庭经济状况 

 

 

−0.020 

0.010 

0.008 

0.024 

−0.005 

0.027 

 

 

−0.029 

−0.117 

0.063 

0.184 

−0.075 

0.227 

 

 

−0.031 

−0.030 

0.041 

0.114 

−0.071 

0.089 

高校类型 

专业类型 

创业培训 

创新创业比赛机会 

−0.018 

−0.035 

0.095*** 

0.270*** 

−0.158 

−0.224 

0.614*** 

1.547*** 

−0.094 

−0.136 

0.348*** 

0.895*** 

F 

LR chi2 

N 

10.82*** 

 

608 

 

137.21*** 

608 

 

137.60*** 

608 

注：* p＜0.1；** p＜0.05；*** p＜0.01 

 

风险小、相对稳定的工作，其产生创业行为的可

能性相对较小。其次从年级来看，当其他条件保

持不变时，大学生所处的年级对其创业行为的影

响也显著，低年级的大学生更多关注自己的学业

情况，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还相对较为模糊；高

年级的大学生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就业问题，更多

考虑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因此会产生创业行

为。最后从实习经历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实习经历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在 10%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换言之，较之于没有实习经历的

大学生，有过实习经历的大学生更可能产生创业

行为。对此最恰当的解释是创业是一种实践性的

社会活动，大学生的实习经历可以丰富其对企业

或者就业行业的了解，可以积攒更多的创业知

识、技能与社会资本，从而拥有更强的创业能力，

进而有助于大学生自主创业。 

在高校层面，首先从开展创业培训角度来

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创业培训对大学生创业

行为的影响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换言之，

和没有经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相比，经历过创

业培训的大学生更可能产生创业行为。其主要原

因在于：创业培训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创业者的

创业技能，并进一步提高其创业能力，从而激发

其创业意愿，促使创业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通

过传授创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学生对待

风险的态度，提高大学生的冒险精神以及增强其

风险承受能力，使其更加乐于与外部世界交流和

接触，从而促使大学生产生创业行为[14]。其次从

创新创业比赛机会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创新创业比赛机会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

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换言之，较之于没有

参加过创新创业比赛的大学生，有过相关经历的

大学生更可能产生创业行为。产生创业行为的原

因可能是，有相关创业经历的大学生能将书面知

识化为实践行动，身体力行地感悟创业本质，进

而更容易激发其创业行为。 

五、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分析 

(一) 性别差异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性别对大学生创

业行为有显著影响。为探讨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创

业行为的异质性，本文通过统计分析、计量分析

等方法进行了如下讨论： 

在本次调研中，男性被调查者共有 274 人，

占总被调研人数的 45.07%，女性占 54.93%。在

图 4 中，内圈为男大学生创业行为，外圈为女大

学生创业行为。由此可知，男生中有创业经历的

人数占男性总人数的 23%，没有创业经历的人数

占男性总数的 77%；而女生中有创业经历的占比

为 15.27%，没有创业经历的人数占女性总数的

84.73%。不难发现，男大学生中有创业经历的占

比高于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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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创业经历 

 

本文参照前文所述方法对不同性别的大学

生进行 OLS、Logistic 和 Probit 回归，结果如表 4。 

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影响男性和女性

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

因：一从个体层面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大学生就读年级对于男大学生的创业行为的

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女大学生则没

有显著影响。但创业能力对于女大学生创业行为

的影响较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具备较高

创业能力的女大学生有可能会选择创业。二从家

庭层面来看，仅有亲朋的创业经历会对女大学生

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亲

朋更加了解创业过程的困难，不会建议女生进行

创业。因此，这一变量显示出显著负相关。三从

学校层面来看，创新创业比赛机会对男女大学生

创业行为均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创新创业比赛机 
 

表 4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大学生创业行为 

OLS 回归  Logistic 回归  Probit 回归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年级 

学生工作经历 

实习经历 

创业心态 

创业能力 

社交能力 

0.055*** 

−0.038 

0.068 

0.008 

−0.019 

−0.036 

0.025 

−0.070 

0.036 

−0.001 

0.107** 

−0.040 

 

0.481*** 

−0.062 

0.698** 

0.093 

−0.369 

−0.264 

0.211 

−0.720* 

0.300 

0.016 

0.930** 

−0.303 

 

0.286*** 

−0.046 

0.369* 

0.065 

−0.167 

−0.149 

0.119 

−0.350 

0.161 

−0.017 

0.507** 

−0.177 

家乡所在地 

(以西部地区为参考对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家庭所在地 

父母创业经历 

亲朋创业经历 

家庭经济状况 

 

 

0.054 

0.046 

0.005 

0.014 

0.068 

0.011 

 

 

−0.093 

−0.075 

0.013 

0.003 

−0.083* 

0.058* 

 

 

 

0.532 

0.447 

0.018 

0.104 

0.585 

0.172 

 

 

−0.788 

−0.781 

0.100 

0.126 

−0.774* 

0.418 

 

 

 

0.302 

0.236 

0.018 

0.052 

0.246 

0.071 

 

 

−0.420 

−0.378 

0.067 

0.078 

−0.428* 

0.177 

高校类型 

专业类型 

创业培训 

创新创业比赛机会 

−0.005 

−0.027 

0.215*** 

0.276*** 

−0.031 

−0.028 

−0.028 

0.269*** 

 

−0.019 

−0.156 

1.473*** 

1.538*** 

−0.331 

−0.220 

−0.339 

1.897*** 

 

−0.005 

−0.089 

0.832*** 

0.913*** 

−0.202 

−0.147 

−0.178 

1.040*** 

F 

LR chi2 

N 

9.01*** 

 

274 

4.82*** 

 

334 

 

 

102.83*** 

274 

 

61.69*** 

334 

 

 

104.11*** 

274 

 

60.37*** 

334 

注：*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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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男女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创业培训会对男大学生创业行为产生显著

正向影响，而对女大学生的影响不显著。 

(二) 不同的创业培训经历 

为进一步探究拥有不同创业培训经历的大

学生创业行为的异质性，本文将创业培训经历分

为无创业培训经历与有创业培训经历两类，其中

有创业培训经历的大学生包括上过一两门相关

创业课程或者听过相关创业讲座的大学生，和受

过系统化创业培训指导的大学生。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 5。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拥有不同创业培训

经历的大学生产生影响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性。

首先从个体层面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性别对经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

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没有经历过创

业培训的大学生则没有显著影响。年级因素对没

有创业培训经历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的影响较

为显著，且显著水平在 1%左右，这说明没有经

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会增加

其创业意愿。另外，实习经历以及社交能力对没

有经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生显

著影响，而对经历过创业教育的大学生的创业行

为没有显著影响。其次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所

在地对没有经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的创业行

为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对经历过创业培 
 

表 5  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大学生创业行为 

OLS 回归  Logistic 回归  Probit 回归 

无创业培训 

经历 

有创业培训 

经历 
 

无创业培训 

经历 

有创业培训 

经历 

 

 

无创业培训 

经历 

有创业培训 

经历 

性别 

年级 

学生工作经历 

实习经历 

创业心态 

创业能力 

社交能力 

−0.033 

0.047*** 

−0.033 

0.063* 

0.017 

0.051 

−0.070** 

0.261*** 

0.026 

−0.101 

0.054 

−0.032 

0.047 

0.021 

 

−0.459 

0.513*** 

−0.205 

0.721* 

0.229 

0.559 

−0.830* 

1.539*** 

0.182 

−0.618 

0.375 

−0.165 

0.293 

0.172 

 

−0.285 

0.285 

−0.112 

0.386* 

0.063 

0.302 

−0.415* 

0.905*** 

0.106 

−0.350 

0.216 

−0.112 

0.161 

0.122 

家乡所在地 

(以西部地区为参考对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家庭所在地 

父母创业经历 

亲朋创业经历 

家庭经济状况 

 

 

0.022 

0.038 

0.022* 

−0.014 

−0.029 

0.003 

 

 

−0.032 

−0.063 

−0.002 

0.030 

0.052 

0.065 

 

 

 

0.647 

0.758 

0.234* 

−0.028 

−0.439 

0.006 

 

 

−0.193 

−0.403 

−0.009 

0.131 

0.313 

0.311 

 

 

 

0.278 

0.413 

0.129* 

−0.013 

−0.208 

−0.028 

 

 

−0.134 

−0.258 

−0.008 

0.095 

0.164 

0.175 

高校类型 

专业类型 

创新创业比赛机会 

−0.003 

−0.067** 

0.247*** 

−0.040 

0.020 

0.298*** 

 

−0.081 

−0.687* 

1.631*** 

−0.202 

0.151 

1.678*** 

 

−0.043 

−0.377* 

0.917*** 

−0.128 

0.064 

0.993*** 

F 

LR chi2 

N 

4.91*** 

 

372 

4.95*** 

 

236 

 

 

59.24*** 

372 

 

8.72*** 

236 

 

 

60.25*** 

372 

 

69.45*** 

236 

注：*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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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对没有经

历过系统性创业培训的大学生来说，家庭所环境

会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从

学校层面来看，专业类型对没有经历过创业培训

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创新创业比

赛机会对有无经历过创业培训的大学生创业行

为均有显著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第一，目前大学生参与创业的比例相对较

低，创业意愿不够强烈。为更好地激励大学生参

与创业，高校需要采取更多的相应措施。比如说，

通过增进学生对于创业行为的认识、创业能力的

培养以及创业过程的指导，激励大学生进行   

创业。 

第二，大学生个体和高校对大学生创业行为

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来自家庭方面的因素不

会对大学生创业行为产生太大的影响。与大学生

个体相关的影响因素中，如性别、年级、实习经

历以及与高校举办的创业培训、提供的创新创业

比赛机会等，都能够对大学生创业行为产生较为

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通过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

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影响男女大学生创业行为

的相关因素有所差异：年级、创业培训、创新创

业比赛机会对于男大学生的影响显著；而影响女

大学生的因素主要是实习经历、亲朋创业机会以

及创新创业比赛经验等。 

第四，通过对拥有不同创业培训经历的大学

生的创业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对没有创业

培训经历的大学生而言，大学生个体、家庭、高

校层面的因素对其创业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如年

级、实习经历、社交能力、家庭所在地、专业类

型以及创新创业比赛经历。相比之下，仅有性别

因素和高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比赛机会对经历过

创业培训的大学生的创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 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引导大

学生的创业行为，进而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

创业质量，文章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高校要通过

定期举办“与企业家面对面”“创业沙龙”等活

动为学生提供与更多创业团队合作和实习的机

会，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帮助大学生明晰自

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帮助学生树立起创业信心。 

第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高校的创业教育，

优化高校的创业教育体系。高校需要引导大学生

充分认识高校加强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

的独立意识、首创精神、冒险精神以及敢于挑战

并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开创事业的能力。此

外，高校还要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积极探

索“全面覆盖＋分类培养”的创业教育体系，融

创业课程、创业比赛、创业活动、创业培训、创

业基金、创业孵化为一体，积极引导学生，而不

是替学生大包大揽、陪跑创业全程。 

第三，构建创新创业为导向的协同培养机

制。围绕培养大学生的执行力、抗挫抗压能力、

风险承受能力、识别评估商机的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等素质，高校须着力促成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的协同、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教师主

导与学生主体的协同、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的协

同等，以提高大学生对创业理论和创业方法的掌

握程度和创业渠道的熟悉程度，进而实现育人和

技能培养的融合。 

第四，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首先，高

校要对教师和学生群体加强政府创业优惠政策

宣传，科学制定目标导向的评价体系。其次，要

加大创业典型的推介力度，讲好创业者故事。最

后，高校需要关注性别差异对大学生创业行为的

异质性影响，给予女大学生创业更多的鼓励与肯

定，针对其设置个性化课程，同时还需要为其提

供更多的自主创业实践机会，积极引导女大学生

积极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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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the change of any link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608 college students in te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Wuhan, and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ree levels: individual, family and university. By using OLS, Logistic and Probit,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Wuhan. The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the factors of individual and univers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is 

not obvious. In addi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respectively 

discovers that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are grade,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the competition opportunit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l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re internship experience,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the competition opportunit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college students without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experience, factors on the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llege level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hile for those with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experiences, only gender and the competition opportunit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timulating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nthusiasm, optimiz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establishing a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oriented 

collaborative training mechanism, and creating good entrepreneurial cultural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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