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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理资本是一种能够影响个体行为意向的积极心理状态，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产生的前提条

件。基于 1 073 份大学生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创业动机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间

的中介作用，以及户籍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资本、创业动机与创业意向两两

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创业动机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户籍因素能够

调节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农村籍大学生群体中心理资本才能显著预测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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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高等教

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同时

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逐渐增大。国内外学者

普遍认为创业是增加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以

及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1]，基于此，鼓励大

学生创业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根据计

划行为理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的最直接因

素，因此，如何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向是我们亟待

解决的问题。 

    创业意向是潜在创业者对创办新企业或实

施创业行为的一种多方面的主观心理准备状态

及其程度[1]。现有关于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

的研究多是从外部环境以及个人特质等方面来

展开，从心理资本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心理资

本作为个体内在的核心心理因素，给个体所带来

的影响已超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2]，因此，心

理资本是研究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关键

变量。此外，创业意向的形成离不开创业动机的

驱使，故创业动机也是影响创业意向产生的重要

因素。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心理资本与

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关于心理

资本、创业动机以及创业意向三者之间关系的研

究甚少。再者，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群体内部

具有较高的异质性[3]，这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大学

生对待创业的态度也会有所差异。目前，国内外

学者多关注大学生群体在性别、学历等方面的差

异，而关于大学生群体户籍差异的实证研究较

少。由于当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然存在，城镇

籍大学生相比农村籍学生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会进一步加大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创

业作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现实背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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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户籍类型大学生的创业动机以及创业意

向也会有所不同。 

    基于此，如图 1 所示，本文将以在校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以探究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

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创业动机的中介作用，并比较

该影响机制在不同户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

以期为提高大学生创业意向提供理论与实证支

持，从而从各层面为促进大学生创业、缓解就业

压力提供参考途径。 
 

 
图 1  理论模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心理资本是促进个体成长以及绩效提升的

心理资源[4]，它在创业意向形成和强化发展的过

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关于心理资本与大

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如

彭伟等人在其调查研究中指出，心理资本中的自

我效能感、韧性、乐观会对大学生创业意向产生

积极影响[5]；同样，诸晓、沈永健通过研究表明，

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关系，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创业意

向就越强[6]。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H1：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创业

意向。 

    然而，在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

路径中，也会有其他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中，

创业动机是易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变量。创业动机

是创业活动进行的起点，能够促使具有创业能

力和创业条件的个体进行创业，是区分潜在企

业家与实际企业家的关键[7]。有学者指出，大学

生创业动机是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共同作用的

结果[8]，而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本质原因[9]。

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的核心心理因素，已有研究证

明心理资本能够对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如鞠蕾等

人通过对某财经院校大学生开展实证研究发现，

心理资本各维度对大学生创业动机的各维度均

具有显著影响[10]。此外，创业动机是创业意向产

生的动力，是形成创业意向最为重要的因素[11]，

大学生创业动机越强，其表现出来的创业意向就

越强[12]。同时，能够支持创业行为必然发生的因

素就是创业动机[13]，潜在创业者越具有明确的创

业动机，就越具有强烈的创业意向[14]。一般情况

下，具有强烈创业动机的大学生会主动地做出寻

找创业信息以及整合创业资源等行为，因此，他

们选择自主创业的可能性更大。综上所述，心理

资本能够直接影响创业动机以及创业意向，创业

动机能够影响创业意向。由此，本文认为心理资

本很可能会通过影响创业动机来间接影响创业

意向。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 

    虽然心理资本可能会通过创业动机影响创

业意向，但这种影响机制可能会因为个体的不同

而产生差异。本文认为户籍可能是造成差异的一

个重要因素。受人文与经济环境影响，与城镇籍

大学生相比，农村籍大学生可能会难以快速地融

入全新的教育环境中，更多地表现出自卑、封闭

等不良心理问题，农村籍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整体

水平会稍低于城镇籍大学生[15]。但有研究表明，

农村籍大学生对于心理资本中“希望”的认同却

比城镇籍大学生更为强烈，他们更希望通过就业

来改善生活状态[16]。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

整个社会生态环境中，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是密

不可分的[17]，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存

在，城乡户籍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群体社会资源及

关系网络的获得与利用情况[3]，不同户籍类型大

学生在受教育机会以及家庭背景等方面存在的

差异性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大学生就业行为

上[18]。然而，由于“户籍歧视”是影响大学生

就业的重要因素，农村籍大学生在行业进入以

及就业起薪等方面的劣势会显著增加其选择创

业的可能性，创业意向会更加强烈。同时，实

证研究也表明，城镇籍大学生创业意向水平低

于农村籍大学生[15]。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

究假设： 



理论研究            吕林樨，曹兰芳，孙刚：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 创业动机的中介作用及户籍因素的调节作用 

 

45 

 

    H3：户籍因素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

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农村籍

大学生的创业意向会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采集 

    基于问卷星平台发布网络调查问卷进行数

据收集。通过联系熟人进行问卷填写，然后通过

“滚雪球”的方式，再让熟人继续将问卷链接分

享给其他同学进行填写。为消除被测学生的隐私

顾虑，均采取匿名作答方式，在线完成问卷提交，

并向其强调该问卷仅用于学术研究。问卷发放时

间为 2021 年 1 月，共发放 1 151 份问卷，去除答

题时间过短以及规律作答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

卷 1 07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3.22%。 

    (二) 变量界定 

    1. 因变量 

    创业意向：采用蒋剑勇和郭红东[19]翻译的

Chen，Greene 和 Crick 等开发的个体创业意向量

表，此量表共有 5 个测量题目。为了更好地测量

研究对象，本文将题目“我不久后就很有可能会

去创业”改为“我毕业后很有可能会去创业”。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同意)

到“5”(非常同意)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创业意

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度

检验，结果显示：χ2/df=3.26，RMSEA=0.05，GFI=1，

AGFI=0.97，CFI=1，TLI=0.99。这表明该创业意

向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自变量 

    心理资本：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编制

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包括自我效能感、韧性、

希望、乐观四个维度，共 26 个题目，采用李克

特五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

常同意)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且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介于

0.75~0.85 之间，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

度检验，结果显示：χ2/df =4.52，RMSEA=0.06，

GFI=0.93，AGFI=0.91，CFI=0.95，TLI=0.94。这

表明该心理资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 中介变量 

    创业动机：采用王心焕[21]编制的创业动机量

表，包括自我实现、名誉追求、经济追求、社会

贡献四个维度，共 9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计

分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创业动机越强。在本研究

中，该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且各

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介于 0.76~0.87 之间，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结构效度检验，结果显

示：χ2/df=3.03，RMSEA=0.04，GFI=0.99，AGFI= 

0.97，CFI=0.99，TLI=0.99。这表明该创业动机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SPSS26.0、AMOS24.0 软件作为研

究分析工具。首先，采用 SPSS26.0 对户籍差异

性大学生的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考察不

同户籍类型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创业动机以及创

业意向水平及差异。其次，采用 AMOS24.0 通过

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进行中

介模型检验，以验证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创业

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采用 AMOS24.0 通

过多群组分析法比较该中介模型在户籍差异性

大学生之间的差异。 

    四、结果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

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有 7 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32.18%，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文数据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 1 073 名在校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

象。从学生户籍所在地看，城镇户口 358 人

(33.36%)，农村户口 715 人(66.63%)；从性别看，

男生 360 人(33.55%)，女生 713 人(66.45%)；从

年级看，大一 272 人(25.35%)，大二 205 人

(19.11%)，大三 233 人(21.71%)，大四 185 人

(17.24%)，研究生 178 人(16.59%)；从专业类型

看，理工专业 257 人(23.95%)，文史专业 387 人

(36.07%)，经管专业 369 人(34.39%)，其他专业

60 人(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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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城镇(N=358)  农村(N=715)  
t 

 M SD  M SD  

心理资本 3.61 0.57  3.53 0.54  2.09* 

创业动机 3.80 0.67  3.81 0.62  −0.05 

创业意向 2.81 0.99  2.98 0.89  −2.66** 

注：*、**分别表示在 10%、5%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 1，第一，从心理资本看，城镇籍、

农村籍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总体均值分别为 3.61

分、3.53 分，说明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普遍较

高，且城镇籍大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稍高于农村

籍大学生。同时，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可知，户籍

差异性大学生在心理资本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t=2.09，P＜0.05)，这说明城镇籍大学生相比农

村籍大学生更自信，并对学习生活持更加积极

向上的态度。第二，从创业动机看，城镇籍、

农村籍大学生的创业动机总体均值分别为 3.80

分、3.81 分，说明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均较强，且

不同户籍类型大学生在创业动机方面并无显著

性差异。第三，从创业意向看，大学生创业意向

普遍较低，其中，城镇籍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总体

均值为 2.81 分，农村籍大学生为 2.98 分。同时，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可知，户籍差异性大学生在创

业意向方面具有显著差异(t=−2.66，P＜0.01)，农

村籍大学生的创业意向要比城镇籍大学生更为

强烈。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结果显

示，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得分与创业动机得分呈

显著正相关(r=0.48，p＜0.01)，说明大学生心理

资本水平越高，其创业动机越强；大学生心理资

本得分与创业意向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38，p

＜0.01)，说明大学生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创业

意向越强；大学生创业动机得分与创业意向得分

呈显著正相关(r=0.42，p＜0.01)，说明大学生创

业动机越强，创业意向也越强。假设 1 得到验证， 

以上结果为下一步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提供了 

表 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变量 1 2 3 

1. 心理资本 1   

2. 创业动机 0.48** 1  

3. 创业意向 0.38** 0.42** 1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依据。 

    (三) 创业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利用 AMOS24.0 软件通

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变量路径分析和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以研究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创业

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标测量值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数据与此模型拟合良好。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心理资本对创业动机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1，P＜0.001)，创业动机对

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5，P＜0.001)。

基于以上分析，初步验证了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

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验证创业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性，

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进行深层次检验，计

算各路径系数、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通过估值导

出 95%的置信区间。如图 2 和表 4 所示，创业

动机在心理资本和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置

信区间为 0.3~0.58，不包括 0，所以中介效应显

著。且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0.17~0.55)也不包括

0，表明直接效应显著，故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

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 2 得到

验证。 

 
表 3  创业动机的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2/DF NFI IFI TLI CFI RMSEA 

参考标准 ＜5 ≥0.9 ≥0.9 ≥0.9 ≥0.9 ≤0.08 

测量值 4.18 0.91 0.93 0.92 0.9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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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图 2  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 4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表 

效应 路径 
95% C.I. 

效应值 Lower Upper 

直接效应 

心理资本—创业动机 0.61 0.77 1.11 

创业动机—创业意向 0.35 0.33 0.59 

心理资本—创业意向 0.18 0.17 0.55 

间接效应 心理资本—创业动机—创业意向 0.21 0.3 0.58 

总效应 心理资本—创业意向 0.39   

 

    (四) 中介模型在城镇籍及农村籍群组间的
跨组分析 

    采用多群组分析法比较不同户籍类型大学

生心理资本、创业动机和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城镇、农村样本模型(M 城镇、M 农村)

进行中介效应的模型检验，所得模型拟合结果如

表 5 所示，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均可接受，可以

进行多群组路径分析。之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中多群组分析法，设定未限制模型 M1 和结构系

数相等模型 M2，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5 所示。结

果显示，χ2=49.73，df=34，P＜0.05，说明模

型 M1 和 M2 之间有显著差异，该中介模型在不

同户籍群组之间存在差异。 

 
表 5  中介效应的户籍模型比较 

Model χ2 df IFI TLI CFI RMSEA 

M 城镇 1232.24 513 0.91 0.9 0.91 0.06 

M 农村 1756.84 511 0.92 0.91 0.92 0.06 

M1 2920.47 1026 0.92 0.91 0.92 0.04 

M2 2970.2 1060 0.92 0.91 0.92 0.04 

 

    如表 6 所示，进一步研究表明，城镇籍与农

村籍大学生群体仅在心理资本到创业意向这条

路径上存在差异，路径系数分别为 0.12(p＞0.05)、

0.34(p＜0.001)，参数间差异的临界比值为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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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绝对值大于 1.96，说明户籍因素在心理资本到

创业意向这条路径上具有调节作用。只有在农村

籍大学生群体中，心理资本才能够显著预测创业

意向的情况，假设 3 成立。就中介模型整体而言，

在城镇籍大学生群体中，心理资本通过创业动

机来影响创业意向的间接效应显著 (=0.53×

0.43≈0.23，P＜0.001)，但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

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0.12，P=0.07)，这说明

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对城镇籍大学生创业意向

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农村籍大学生群

体中，心理资本通过创业动机来影响创业意向的

间接效应显著(=0.62×0.23≈0.14，P＜0.001)，

且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的直接效应也显著

(=0.34，P＜0.001)，这说明创业动机在心理资本

对农村籍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 
 

表 6  中介模型在城镇籍和农村籍大学生之间的 

路径系数差异比较 

路径 城镇(β) 农村(β) 
临界比值 
(c.r.值) 

心理资本→创业动机 0.53*** 0.62*** 0.28 

创业动机→创业意向 0.43*** 0.23*** −1.65 

心理资本→创业意向 0.12 0.34*** 2.82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一) 大学生心理资本、创业动机和创业意向
的特点 

    大学生的心理资本均处于较高水平，具体来

看，城镇籍大学生要高于农村籍大学生，这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2]。受到人文环境的影响，

农村籍大学生相较于城镇籍大学生，难以快速地

融入全新的教育环境中，可能会更多地表现出自

卑、封闭等不良心理问题，这说明高校要积极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身能力，

提高心理素质，树立强大自信心。研究还发现，

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处于较高水平，但创业意向却

较弱，这说明，在校大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创业

动机，但真正想要去创业的意向却很弱，由潜在

创业者向实际创业者的转变存在阻碍。此外，农

村籍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程度要高于城镇籍大学

生，原因可能是就业现状以及家庭影响等，农村

籍大学生会更加愿意去尝试创业，通过创业来实

现经济独立，改变生活状态。这就要求，一方面，

高校要根据户籍差异性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开展

有针对性的创业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

业观念，培养其创业能力以及心理特质，认清自

身优势，从而通过创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

加强校企合作，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度，让大

学生能够同时接受创业理论与实践教育，实行弹

性学分制与创新创业学分相互转换制度，从而提

高大学生创业积极性。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

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宣传力度，制定更加有利

于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扶持政策，给予大学生创业

所需的资金以及技术支持，解决其创业的后顾之

忧，从而强化和坚定他们的创业动机，实现由潜

在创业者向实际创业者的转变。 

    (二) 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及
创业动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大

学生创业意向，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6]。

这一结果启示我们，高校要积极构建“创业知识

技能传授+心理资本开发”的双教育体系，在传

授创业相关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乐观面对挫折

与失败的勇气，对自己的创业前途充满信心，最

终实现创业意向的提高。 

    在研究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直接影响关系

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创业动机的中介作

用。结果表明，在心理资本对创业意向产生正向

影响的过程中，创业动机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

作用。心理资本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创业意向，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创业动机来间接影响创业

意向。拥有高心理资本水平的大学生，他们对自

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想要去选择创业来挑战自

我，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也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创

业目标而不断地去搜集与创业相关的信息，为创

业做好准备，从而增加了最终选择创业的可能

性。这启示我们，创业意向的提高既离不开心理

资本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创业动机所带来的

影响。高校要创新创业教育形式，对具有不同创

业动机的大学生进行差异化教育引导，除了开设

创业知识课堂之外，还可以开展模拟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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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知识竞赛、创业实训等活动，让大学生能够

在创业教育的氛围中，了解创业形式，明确创业

动机，强化创业意向。 

    (三) 户籍因素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创业意
向之间的调节效应 

    受到人文经济环境影响，不同户籍类型大学

生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根据多群组分析结

果，户籍因素仅在大学生心理资本到创业意向这

条路径上存在调节作用，即在城镇籍和农村籍大

学生群体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式是不同的，随着大

学生心理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籍大学生会

比城镇籍大学生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创业意向。原

因可能在于，由于心理资本与就业压力之间呈负

相关关系[23]，低心理资本水平的农村籍大学生在

步入大学之后更多地表现出自卑、胆怯等消极心

理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就业产生负面影

响[24]，就业压力会随之增大。但对于高心理资本

水平的农村籍大学生来说，他们会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去对待就业，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加迫切地

想要通过努力赚钱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户

籍歧视”带来的就业差异现状，农村籍大学生选

择创业不失为明智的决定。然而，对于城镇籍大

学生来说，由于经济以及家庭人脉关系等优势，

其就业面会更加广泛，就业选择的多样性使得他

们选择创业的可能性降低，心理资本水平高低对

其创业意向影响不大。因此，与城镇籍大学生相

比，农村籍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其创业意向的影响

更为强烈。这一结果启示我们，在将来的心理资

本和创业教育中要做到因材施教，考虑到不同户

籍类型大学生存在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育，从而使得农村籍大学生不断提高心理资本水

平，增强创业意向，城镇籍大学生能够积极主动

利用自身高心理资本水平优势投身于大学生创

新创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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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that can affect individual behavior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ased on 1 073 sampl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er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ousehold register factors can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nly in the college students of rural household register can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edict the 

inten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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