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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有创业动机文献更多的是针对个体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体与环境互动基础上所形成的认

知因素等影响创业动机的内外在因素的研究，而关于职业价值观的文献则集中于职业价值观结构和对

员工工作行为影响的研究。跳出现有研究中解释创业动机的理论视域局限，基于职业价值观的新视角，

探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以 239 名大学生为样本，采用 Amos 软件进行实证研

究，构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和创业动机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就创业自我实现动机而言，

受到功利导向、创新导向和长期发展的显著正向影响，受到人际和谐的影响不显著，受到内在偏好的

显著负向影响；就责任动机而言，受到功利导向、人际和谐、创新导向的显著正向影响，受到内在偏

好的显著负向影响，受到长期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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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

生成为国家、社会和高校大力扶持的重点群体，

大学生创业一直都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和

热点。因此，本文提出并实证检验了大学生职业

价值观对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为我国大学生创

业动机较低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并对

如何提高大学生创业动机给出合理化建议。 

一、文献综述 

通过对中国知网和 WOS 文献库的检索，与

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未有所见。因此，本文

从创业动机和职业价值观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 有关创业动机的研究 

国内针对创业动机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是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动机的影响

机制。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动机中扮演重要角

色，影响创业目标的实现。孙红霞等[1]认为在创

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中，机会识别效能感对创业

动机影响强度最大。第二是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

的关系。创业动机是推动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的

内在动力，实施创业活动的结果以创业绩效的形

式展示[2]。对于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不

少研究已经证明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存在正相

关关系[3]。Rajabi 等[4]研究发现，创业动机更强的

销售人员会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与销售相关

的任务，其工作绩效也就越高。也有不少学者试

图从个体层面出发，探讨影响创业动机的因素。

例如，Mahto 等[5]认为，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自我

评估是个体发展创业动机的首要因素。尹志超 

等[6]指出，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显著推动创业

活动的参与，并显著促进主动创业。此外，不少

研究发现，个人的心理幸福感[7]、创业技能[8]、

睡眠[9]、独立动机与主观规范[10]等也是影响创业

动机的因素。 

(二) 有关职业价值观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针对职业价值观开展了大量研

究，大致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职业价值观

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大量文献表明，工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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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与职业价值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1−12]。侯烜方

和卢福财[13]认为新生代工作价值观对角色外和

角色内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第二种思路，领导

者和员工职业价值观的关系研究。研究表明，领

导－部属交换能够显著地调节价值观契合的效

果[14]，人格和职业价值观变量存在一定的线性组

合，在受试者的领导偏好之间存在差异[15]。第三

种思路，个人因素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Wang

等[16]研究发现，企业实习会影响工作价值和就业

能力。 

    现有文献在这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

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国内与创业有关的成就动

机研究主要基于个人取向的自我实现动机，仅有

少数文献研究了社会取向的创业责任动机，更没

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第二，原有职业价值

观量表的开发及验证，大多是基于西方文化情

境，而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研究成果较少。中国本

土已开展的新生代职业价值观量表研究，也仅以

西方成熟量表为基础进行修订或推论，并未进行

开放式探索。综上所述，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拟深层次挖掘大学生群体创业动机和职业

价值观的关系，以及不同维度职业价值观对创业

动机影响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以 25 个省(市)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9 份，有效回收率

为 79.67%。被试者中，大一学生占 42.5%，大二

学生占 20.4%，大三学生占 31.7%，大四学生占

5%。性别方面，男性 96 名，占 40.2%，女性 143

名，占 59.8%。学科门类方面，文法史哲艺类占

24.3%，经济管理类占 30.1%，理工类占 32.6%，

农学类占 0.84%，医药类占 4.6%，教育学类占

7.5%。 

(二) 测量工具 

职业价值观的测量选用侯方烜等[17]开发的

五维度量表，该量表经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选取其中的功利导向、内在偏好、人际和谐、

创新导向和长期发展 5 个维度共 20 个测量条目，

功利导向采用“较好的薪酬福利”等 4 个条目进

行测量，内在偏好采用“工作符合自己的兴趣爱

好”等 4 个条目进行测量，人际和谐采用“融洽

的工作氛围”等 4 个条目进行测量，创新导向采

用“创造性工作理念”等 4 个条目进行测量，长

期发展采用“良好的发展空间”等 4 个条目进行

测量。 

创业动机的测量选用李爱国等[18]编制的二

维度量表，该量表经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选取其中的自我实现动机和责任动机 2 个维

度共 8 个测量条目，自我实现动机采用“我很想

展示自我”等 4 个条目进行测量，责任动机采用

“我很想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等 4 个条目进行

测量。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记分方式，从

1~5 中选择相应数字进行打分，其中，1=不重要，

2=较不重要，3=一般重要，4=较重要，5=很重要。

数据分析采用 SPSS20.0 和 Amos22.0 进行处理与

分析。 

(三)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由于问卷的所有测量条目均可能出现同源

方差的问题，为此，首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采用

匿名填答方式，以保证答卷人能放心答题从而获

得比较真实的数据，并且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

法，如表 1 模型 M1 所示，检验表明，如果该模

型明显优于理论模型(模型 M2)，则认为各变量间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表 1 结果显示，M1 的

拟合指数并不明显优于 M2。由上述检验结果可

知，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表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IFI TLI 

M1 352.49 140 2.518 0.072 0.946 0.947 0.927 

M2 483.865 160 3.024 0.08 0.918 0.919 0.903  
 

三、数据及分析 

(一) 信度分析 

由表 2 可知，职业价值观共 5 个维度即功利

导向、内在偏好、人际和谐、创新导向和长期发

展，20 个条目，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

为 0.835、0.848、0.937、0.89、0.925，均大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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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各个维度的数据可靠性良好。创业动机有 2

个维度即自我实现动机和责任动机，共 8 个条目，

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55、0.836，

均大于 0.7，表明这 2 个变量也具有较高的信度

和稳定性。 

(二) 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高阶因子分析检验模型的收敛

效度，为了考察问卷项目的有效性，对职业价值

观和创业动机量表进行了KMO检验(KMO=0.938，

p＜0.01)和 Bartlett’s 球形检验(χ2/df=14.16，p＜

0.01)，结果表明，本文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同时，模型中所有测量条目在相应因子上的标准

化载荷均高于 0.5，从模型拟合效果来看，大部

分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标准(χ2=483.865，df=160，

RMSEA=0.08，CFI=0.918，IFI=0.919，TLI=0.903)，

说明模型是可以接受的，各条目具有良好的收敛

效度。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是在相关文献和

已有量表基础上开发的，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内

容效度。 

此外，从表 2 的相关关系矩阵可以看出，测

量模型中各个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0.286~0.653 之间，并且由表 2 对角线上计算的平

均萃取变异量(AVE)平方根的数值可知，其值均

大于与之对应的行和列中相关系数的最大值，说

明各个变量间也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2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方差及相关关系(n=239)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功利导向 3.936 0.834 0.754       

2. 内在偏好 3.826 0.906 0.373** 0.764      

3. 人际和谐 4.127 0.935 0.444** 0.595** 0.889     

4. 创新导向 3.672 0.96 0.298** 0.653** 0.523** 0.824    

5. 长期发展 4.197 0.854 0.437** 0.52** 0.609** 0.528** 0.872   

6. 自我实现动机 3.98 0.841 0.245** −0.286** 0.289** 0.346** 0.327** 0.783  

7. 责任动机 3.901 0.852 0.29** −0.396** 0.399** 0.448** 0.391** 0.345** 0.755 

注：对角线上加粗的数值为平均萃取变异量(AVE)的平方根。**表示 P＜0.01，*表示 P＜0.05 

 

(三)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资料，

我们发现，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会影响其创业动

机。因此，我们建立了职业价值观对创业动机的

影响模型。由于变量较多，在所有被试数据(239

份)基础上进行验证。假设所有职业价值观的维度

影响所有创业动机的维度，模型修订时删除了人

际和谐对自我实现动机、长期发展对责任动机等

统计学意义不显著的路径系数后，最终模型如图

1 所示。图 1 中矩形的变量表示观察变量，也就

是量表的各题项(如 Aa1，Aa2 等)；图 1 中圆圈

的变量表示误差项(如 e4，e3 等)。 

根据 Amos 测算，图 1 的模型的拟合指数分

别为：χ2/df(2.340)，IFI(0.918)，TLI(0.903)，CFI 

(0.917)，RMSEA(0.075)，可见该模型同样具有良

好的拟合度。根据 MI 值在误差项之间建立共变

关系，修正后的路径系数表示，功利导向和创新

导向分别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实现动机和责

任动机，人际和谐显著正向影响责任动机，长期

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实现动机，而内在偏

好与创业自我实现动机和责任动机却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关系。 

需要解释说明的是，高功利导向的大学生重

视物质回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渴望与付出

对等的物质回报，自我实现动机较强，他们注重

经济回报，希望改善家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创业

的责任动机也较强；长期发展价值观导向下的大

学生更看重个人的发展前景，注重长期导向的发

展体验和职业规划。在这种长期利益导向下，他

们更渴望获得良好的晋升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

其创业的自我实现动机也愈强烈；而高内在偏好

的大学生，倾向于寻求与他们内在需求偏好相匹

配的工作环境，在更为满意的工作特征和内容

中，能够获得更大的价值与重要性感知、满足感

和工作兴趣。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大学生会更

主动地发掘工作兴趣，提高自身与工作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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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职业价值观主要影响因素对其创业动机的影响 
 

度，通过创业来实现自我的欲望不是特别强烈，

即自我实现动机就会偏弱，创业的责任动机感也

就偏低。由于篇幅所限，其他相关解释不再赘述。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 基本结论 

    本文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对创业动机的影

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构建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和

创业动机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证明了大学生职

业价值观对创业动机具有显著影响，且职业价值

观不同维度对创业动机的影响存在差异。 

(1) 就自我实现动机而言，受到功利导向、

创新导向和长期发展的显著正向影响，受到人际

和谐的影响不显著，受到内在偏好的显著负向 

影响。 

(2) 就责任动机而言，受到功利导向、人际

和谐、创新导向的显著正向影响，受到内在偏好

的显著负向影响，受到长期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二) 实践建议 

(1) 重视大学生群体的职业价值观对创业动

机的重要作用。提高大学生创业动机是当今教育

主管部门以及众多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的热点

话题。但是较少有人认识到造成大学生创业动机

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其职业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大

学生职业价值观中的功利导向、人际和谐、创新

导向和长期发展 4 个维度对创业动机均有积极正

向影响，可见，无论是引导大学生成为创业者，

还是帮助创业中的大学生走上创业成功之路，职

业价值观都承担着重要角色。高校在引导大学生

创业时，要注重从外在的创新创业文化环境营造

和内在的职业价值观培养引导上下功夫，开展针

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培养，培养潜在创业者积

极的职业价值观，激发实现自我实现动机和责任   

动机。 

(2) 培育创新导向的校园文化，推动大学生

职业价值观转型。职业价值观虽然具有持久、稳

定的特点，但在校园文化的持续影响下，会在一

定程度上发生改变。学校应积极培育创新型校园

文化，促使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转型，让大学生树

立注重和追求创新的价值观体系，从而表现出更

多创新行为，提高创业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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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职业价值观的不同方面来提高大学

生的创业动机。在功利导向方面，应当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功

利观，引导大学生正确的功利化价值取向；在人

际和谐方面，高校教育工作者应通过引导大学生

准确自我定位和正确归因，来规范其交际原则，

培养其交际技巧；在创新导向方面，高校要发挥

教育的显性作用，通过创业课程、创业竞技、创

业实训与创业实践等多个层面施策，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环境，激发潜在大学生创业者；在长期

发展方面，应开设职业规划教育课程，并建立职

业测验与咨询服务机构，为大学生创造实践机

会、寻求自身职业生涯架构桥梁。 

然而，也要认识到，培养积极的职业价值观

并不是提升整个大学生群体创业动机的“万金

油”。有时，有较高的内在偏好的大学生，其创

业动机反而更低。这意味着，要针对不同职业价

值观导向的大学生群体制定提升创业动机的

“组合拳”。教育工作者应正确引导大学生对工

作本身的特征与内容的认知和偏好，降低其择业

时对自我偏好的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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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such as individu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ognitive factor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 while the literature on 

professional values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the impact on employees’ work 

behavior. Based 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valu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values 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Taking 239 college students as 

samples,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Amos software, and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s far as 

entrepreneurial self actualization motivation is concerned, it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innovation orientation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not by interpersonal harmony, but negatively by intrinsic 

preference. As far as responsibility motivation is concerned, it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innovation orientation, negatively affected by internal preference, an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long-te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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