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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重庆市 12 所高职院校的 1 310 位大学生进行调研，首先验证了社会支持对高职大学生的创

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发现，相对于家庭和学校支持，同伴支持、政策支持更能提升学生的

创业意向；进一步地，社会支持作为环境变量，在对创业意向产生作用的过程中，会受到创业者的性

别(男生较强)、家庭经济条件(波浪形关系)、创业经历(正向作用)等个体因素的调节。单纯增加社会支

持的力度和层次不一定能增强学生的创业意向，要考虑个体因素的影响，关注学生实际，提高社会支

持及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高职大学生；社会支持；创业意向；个体因素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3−0043−08  

 

    一、引言 

    创业意向是个体对是否开展创业行为的一

种主观态度。高职学生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在

创业上具有较好的基础与潜质；与高学历人员相

比，他们改变处境的意愿较强烈，这往往会促使

其考虑自主创业，同时，他们是青年学生创业队

伍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政府、学校等从政

策、资金、创业教育等多个层面进行扶持与帮助，

但从实践来看，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依然不强，

由创业带动就业的目标尚未实现。为了更好地帮

助高职学生提高创业意向、开展创业行为，很有

必要对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的作用关系进行深

入研究，特别是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的个体因

素(性别、家庭经济条件等)进行研究。因此，本

研究试将社会支持作为主变量探讨对重庆市高

职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重点关注社会支持对创

业意向的驱动作用，以及个体因素在两者关系中

的作用。 

    此外，笔者发现，已有研究对东部经济发达

区域的大学生创业研究较丰富，但缺乏对西部区

域大学生的创业研究[1]。重庆市 2017 届高校毕业

生自主或合伙创业共 4 652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2%。提升高职学生队伍的创业意向，是重庆提

升创业人数以及创业后备力量的重要一步。重庆

作为深处西南内陆腹地的直辖市，其独特的文

化、经济现状等可能会导致其高职学生创业意向

发展的独特性，而在国内研究中，以重庆等西南

地区城市为样本的创业意向研究较为少见。 

    二、文献综述  

    通常，研究者们将社会支持分为客观社会支

持和领悟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指外界实实在

在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自

身所能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本文主要探讨客观社

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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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针对学生创业领域的客观社会支持研

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支持系统的构

建，如周宇、吴叶林、邱燕、张太富、胡程、赖

晓桦等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提出建构学生

创业的社会支持体系；二是社会支持对创业者的

心理调节，如张帆、杨彬、常文豪、袁园、沈鸿

银等分别从不同的心理要素角度探讨客观社会

支持对创业者的心理作用。 

    国外大多数研究结果也证实，社会支持对创

业具有积极作用。Reynolds & Mileer[2]指出，社

会支持为创业者提供了入口支持和专业技术上

的帮助。Welsch 等[3]指出，社会支持中的资本、

信息、朋友理解以及家人鼓励都是促进创业的重

要因素。Guay 等[4]通过实证发现，缺少社会支持

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会面临更多困难。 

    然而，仅有社会支持，缺乏个体创业意向是

无法实现创业行为转变的。研究发现，创业行为

往往起源于个体创业意向，大学生创业意向越

强，越有可能开始实际创业行为[5]。那么在创业

行为转化过程中，社会支持会对创业意向产生怎

样的影响？田晓红、张钰[6]对 248 名本科生的研

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呈显著正相关，主

观支持能显著预测创业意向。翟苑琳、方杰[7]对

448 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创业意向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心理资本和创业态

度在其中起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朱怀红[8]通过

调研山东省三所高校的大学生，发现网络社会支

持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具有显著作用。王

罡、温兴琦[9]对湖北省 400 名本科生的调研表明，

社会支持通过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

制等因素进一步影响创业意愿，社会支持对创业

意向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由此可见，社会支持

对创业意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纵观社会

实践，在社会支持水平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人们

的创业意向似乎并没有得到必然性的提升，创业

人数依然不多。 

    基于已有研究，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两方面的

问题：第一，各种社会支持方式的影响水平可能

不尽相同。当前研究从各个主体、各个层面上对

创业意向的社会支持提升策略进行了研究，但是

针对性不足，不够细化，到底哪种支持方式最能

提升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尚不明确。第二，关于

社会支持影响创业意向的作用机制，目前国内研

究主要进行两者的相关分析或寻找恰当的中介

变量，较少考虑个体的背景因素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并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

以往研究所调查的学生群体比较笼统，较少关注

重庆等西南地区的高职学生群体，而已有的研究

结论是否适合重庆地区的高职学生，这有待验

证。因此，本文尝试用新的实证数据进行检验。

第二，本文对社会支持的方式加以细化，主要考

虑政策支持、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四

个细分维度，具体探究何种社会支持作用最大。

这在国内已有研究中鲜有涉及。第三，在社会支

持的作用机制上，通过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组别高

职学生创业意向的差异及其显著性，然后运用回

归分析考察政策支持、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同

伴支持等变量对创业意向产生的影响，并且加入

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历这两个背景因素。 

    三、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一) 样本与调查方法 

    2019 年 3~6 月，课题组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

法，对重庆市主城和区县的 12 所高职院校发放

问卷 1 800 份，其中纸质问卷 1 300 份，网络问

卷 500 份，问卷题目相同，共回收问卷 1 50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 310 份，有效率为 87.33%。 

(二) 变量的衡量方法  

大学生创业意向的问卷较多，而腾辉[10]的

《大学生创业意向问卷》，其题目通俗，内容具

有普遍性，对高职学生亦很适用，在同课题组专

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采用该问卷。问卷包括创

业动机、创业准备、个人控制和自我价值４个维

度，28 个题项，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采取５级计分。考虑到问卷的适用性，对两种调

查方式的问卷信效度进行了重新测量。重测纸质

问卷同质性信度为 0.880，分半信度为 0.823，重

测网络问卷同质性信度为 0.792，分半信度为

0.735，具有较好的重测信效度。 

创业者的社会支持包括政府、行业、学校及

其他社会机构的正式支持，以及家人、同伴、老

师、校友等社会关系的非正式支持[11]。据此，本

文采用腾辉[10]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支持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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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支持的来源，结合大学生的创业实际，将

社会支持分为 4 个维度，共 22 个题目，包括两

种正式支持(政策支持、学校支持)和两种非正式

支持(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 采用 5 级计分。纸质问卷的重

测同质性信度为 0.820，分半信度为 0.702。网络

问卷的重测同质性信度为 0.801，分半信度为

0.700。 

除上述采用量表衡量变量外，本文其他重要

变量的衡量方法如下：学生性别，男生为 1，女

生为 2；生源地，城市为 1，农村为 2；家庭经济

条件，很好为 1，较好为 2，一般为 3，差为 4，

很差为 5；专业类别，文科为 1，理科为 2，工科

为 3，艺术类为 4；曾经创业为 1，正在创业为 2，

没有创业为 3，工作后再创业为 4。 

(三)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统计显示，各变量的 Cronbach 值都在 0.8 以

上，说明问卷的信效度较好(见表 1)。各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在 0.14~0.82 之间，且达到了显著效果，

说明各变量间关系紧密，共线性问题不大(见   

表 2)。 

研究发现，重庆市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分数

为 3.38，社会支持分数为 3.45。采用的问卷不同，

分数有一定差异。但对比已有研究，施莹[12]指出

江苏涉农高职学生创业意向为 3.437，陶泱霖[5]

发现广东高职学生创业意向为 3.718，黄晓霞[13]

发现浙江大学生社会支持分数为 3.793，这表明

重庆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和社会支持水平均低

于东南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重庆地处西南内

陆，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环

境不够灵活，新兴创新市场活力不足，缺乏创新

创业的市场环境；重庆高校和科研水平有待提

升，创业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不足。 

进一步分析发现：①在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

水平中，个人控制和创业动机平均值较高，自我

价值平均值最低，表明高职学生有掌控命运、主

导自己的愿望，有强烈的创业动力，但自我实现

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可能是因为创业环

境和创业过程的复杂、各种阻力障碍等使高职学

生出现害怕、自我实现困难的心态。②在衡量社

会支持作用力的四项变量中，政策支持、同伴支

持得分较高，家庭支持得分最低。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重庆市高职学生对创业支持的偏好特

点，即看重国家政策支持和方向引导，且在意同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N=1310)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 系数 

创业动机 23.00 5.67 0.884 

创业准备 20.42 5.78 0.889 

个人控制 32.90 5.46 0.850 

自我价值 18.51 3.63 0.861 

创业意向 94.82 15.80 0.926 

政策支持 26.10 5.02 0.900 

学校支持 16.51 4.04 0.876 

家庭支持 13.69 3.13 0.823 

同伴支持 19.59 4.38 0.824 

社会支持 75.90 11.80 0.896 
 

 
续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N=1310) 

变量 频数 频数 频数 频数 频数 

性别 
663 

(男=1) 

647 

(女=2) 
   

生源地 
544 

(城市=1) 

766 

(农村=2) 
   

专业 
378 

(文科=1) 

410 

(理科=2) 

325 

(工科=3) 

197 

(艺术=4) 
 

创业经历 
355 

(曾经创业=1) 

182 

(正在创业=2) 

341 

(不想创业=3) 

482 

(工作后创业=4) 
 

家庭经济条件 
75 

(很好=1) 

170 

(较好=2) 

380 

(一般=3) 

378 

(较差=4) 

307 

(很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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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间相关系数(N=1 310)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创业动机 1          

2. 创业准备 0.70** 1         

3. 个人控制 0.42** 0.40** 1        

4. 自我价值 0.37** 0.31** 0.71** 1       

5. 创业意向 0.82** 0.80** 0.78** 0.74** 1      

6. 政策支持 0.34** 0.17** 0.43** 0.45** 0.43** 1     

7. 学校支持 0.14** 0.24** 0.24** 0.26** 0.28** 0.36** 1    

8. 家庭支持 0.39** 0.34** 0.32** 0.43** 0.47** 0.37** 0.41** 1   

9. 同伴支持 0.42** 0.51** 0.32** 0.29** 0.51** 0.22** 0.32** 0.50** 1  

10. 社会支持 0.45** 0.43** 0.46** 0.50** 0.59** 0.72** 0.72** 0.74** 0.70** 1 

注：P 代表显著性，*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伴朋友对创业的支持和看法，而家庭方面的支持

对其创业意向产生的作用较小。③在相关性方

面，创业意向及其四项变量与社会支持及其四项

变量均存在一定相关性。在衡量社会支持作用力

的四项变量中，同伴支持与学生创业准备的相关

性最高，高达 0.51，且较为显著。 

四、实证检验  

(一) 方差分析 

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历同创业有着直接关

系，因此本文以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历为因变

量，创业意向的各个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以探讨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历这两种

个体背景因素对创业意向产生的影响。 

从表 3 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重庆

市高职学生在创业意向的创业准备变量上存在

差异，且差异显著，在其他变量上虽存在差异，

但并未达到显著。进一步利用 LSD 事后比较发

现，在创业准备上，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高职学

生得分最高，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高职学生得分

最低，具体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高职学生＞

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高职学生＞家庭经济条件

很差的高职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高职学

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高职学生。这可能是因

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高职学生拥有较多的创

业资源，能够帮助其积累知识和经验，因而创业

意向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高职学生则希望通

过创业来改善生活条件，愿意为此采取高风险行

为，这符合前景理论的研究。而家庭经济条件很

好者，生活压力较小，容易获得好工作，创业动

力不足[14]，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生活安逸稳定，

求新求变意愿弱，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创业态   

度[15]，综合来看，家庭经济条件与创业意向基本

呈波浪形(图 1)。 
 

 

图 1 家庭经济条件与创业准备关系 
 

由表 4 可看出，创业经历不同的重庆市高职

学生在创业意向的 4 个变量上差异显著，在创业

意向、创业动机、创业准备和自我价值变量上，

正在创业的高职学生得分最高，不想创业的高职

学生得分最低；在个人控制变量上，准备工作后

创业与不想创业的高职学生分别处于得分的最

高端和最低端。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创业动机、

创业准备和自我价值上，正在创业的高职学生较

其他学生而言，已做好了充分的创业准备，正处

于创业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和主动性，

自我效能感高，相信通过创业可以实现自我需要

和价值。在个人控制变量上，工作后创业的高职

学生同其他学生相比，不仅积累了一定经验，还

可能具备了资金和人脉等创业基础，创业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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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重庆市高职学生创业意向的差异(M±SD) 

变量 

家庭经济条件 

F 
事后 

检验 
很好 

(n=75) 
较好 

(n=170) 
一般 

(n=380) 
较差 

(n=378) 
很差 

(n=307) 

创业动机 23.82±5.42 23.32±6.22 22.69±5.64 22.75±5.73 23.52±6.68 1.37  

创业准备 22.06±5.68 22.52±5.48 20.67±5.65 21.02±6.00 21.74±6.01 2.89* 2＞1＞5＞4＞3 

个人控制 35.87±4.53 34.33±5.47 32.72±6.14 33.67±5.37 32.27±8.19 1.92  

自我价值 19.04±3.83 19.52±4.43 18.63±3.40 18.91±4.47 17.60±5.24 1.47  

创业意向 97.54±16.72 98.76±17.38 94.00±14.31 96.21±14.73 95.53±19.53 1.74  

 
表 4  不同创业经历的重庆市高职学生创业意向的差异(M±SD) 

变量 

创业经历 

F 
事后 

检验 曾经创业 
(n=355) 

正在创业 
(n=132) 

不想创业 
(n=341) 

工作后创业 
(n=482) 

创业动机 24.51±4.83 26.88±5.07 22.87±5.43 26.32±5.03 33.32*** 2＞4＞1＞3 

创业准备 22.91±4.42 25.86±4.65 20.33±5.32 23.81±4.57 34.41*** 2＞4＞1＞3 

个人控制 34.81±5.34 34.79±5.68 32.27±5.47 34.89±5.02 11.35*** 4＞2＞1＞3 

自我价值 18.52±3.36 19.92±3.47 17.96±3.62 19.59±3.32 9.52*** 2＞4＞1＞3 

创业意向 96.56±16.03 106.62±16.81 92.72±15.68 102.88±15.47 36.23*** 2＞4＞1＞3 

 

强，自我监控程度高，能够实现良好的个人控制。

而曾经创业的学生可能因为创业的挫败感强导

致了再次创业的意愿较低，彭正霞等[16]通过调研

发现，人们曾经的创业经历的成功与否会对其创

业意向产生重要作用。 

(二) 回归分析 

表 5 为回归分析结果，该分析将创业意向作

为被解释变量，根据选择的解释变量的不同，共

包含三个模型。模型 1：将高职学生的性别、生

源地、专业作为解释变量。模型 2：在模型 1 的

基础上，加入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历两个变量。

模型 3：考察社会支持的四种方式及所有变量对

创业意向的影响效果，以确定社会支持的作用 

机制。 

由表 5 分析可知：①在三项控制变量中，性

别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即高职男生的创业意向

比女生强。虽然“男性的创业意向比女性强”仍

是一个有争议的刻板印象[17]，但本文研究结果和

国内钱永红、丁铎、吴杰以及国外 Matthews C H

等、Crant 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与社会传统

文化及角色定位有关。②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

历对高职学生创业意向有显著作用，其中，家庭

经济条件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家庭经济条件

好，创业意向不一定高，家庭经济条件差，创业

意向不一定低；创业经历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说

明创业经历对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提升有显著

的影响。③四种社会支持方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数，说明其影响是正向的。具体来看，在系数大

小和统计显著性上，学校支持的作用不显著，同

伴支持的作用最为明显(回归系数为 10.698，p＜

0.001)，其次为政策支持(回归系数为 9.304，p＜

0.001)。同伴支持最为有效的原因可能与高职学

生的心理、生活环境有关。Kracke B[18]、张华    

峰[19]研究表明，进入大学阶段的青年(18~22 岁)

更容易受同伴的影响，寻求支撑的对象由父母转

向同伴，同伴关系促进经验共享，提供行为榜样。

国外研究还发现，年轻人确实从同伴身上得到了

职业发展相关的信息和资源[20]，有着优质同伴支

持的人往往在其职业领域更容易获得成功[21]。在

政策支持上，政策环境越好对高职学生创业意向

产生的作用就越大，一套完善的创业政策支持系

统有利于创业行为的开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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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意向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性别 5.259*** 5.447*** 4.080*** 

生源地 0.167 0.770 1.723 

专业 2.004* 1.754 1.011 

家庭经济条件  −2.310* −0.103* 

创业经历  2.996** 2.496* 

政策支持   9.304*** 

学校支持   1.010 

家庭支持   5.710*** 

同伴支持   10.698*** 

F 统计量 12.292*** 9.997*** 62.193*** 

R2 0.045 0.060 0.419 

调整 R2 0.041 0.054 0.413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高职学生的调研来考察

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的关系，一方面细致分析了

家庭经济条件、创业经历两项独特个人背景因素

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究了社会支

持对创业意向的作用机制。首先，本文结果验证

了社会支持对学生创业意向的显著正向影响，这

和国内外大部分研究结论相吻合。其次，本文明

确回答了何种社会支持作用最佳，即同伴支持、

政策支持更能有效促进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最

后，关于社会支持发挥作用的机制，本文发现，

社会支持通过个体因素的调节从而对创业意向

产生影响，如创业者的性别(男生较强)、家庭经

济条件(波浪形关系)、创业经历(正向作用)等，因

此，单纯增加社会支持的力度和层次不一定能增

强学生的创业意向，要考虑个体因素的影响。关

于个体因素，本文受调查范围和数据所限不可能

面面俱到，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在社会支持中采取

针对性的举措来提升重庆市高职学生的创业意

向。第一，在同伴支持上，学校或家庭可鼓励高

职学生优化朋友圈的数量和质量，优化同伴相处

模式，重视创业成功同伴的榜样作用，通过激励

和共享加深创业意向。第二，在政策支持上，当

前学生创业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惠及面及知晓

率不足，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

善政策扶持体系，另一方面要采用灵活宣传方

式，增强政策的推广力度，力图使高职学生熟悉

政策支持的方向和内容，有效提升创业意向。第

三，关注学生实际，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教育。要

明确，社会支持不一定能带来创业意向，在同等

的社会支持水平下，学校或教师要注意学生个体

背景因素的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

地为潜在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及培训，充分利用

学生个体有利的背景因素，避开不利的背景因

素，科学提高高职学生的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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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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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1310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12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firstly verifies that soci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econdly, compared with family and school support, 

Peer Support and policy support are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urthermore, social support, as an environmental variable, will be moderated by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entrepreneurs’ gender (male is stronger),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positive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ng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impl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and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can not necessarily enhanc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factors,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reality, and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support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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