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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达到创业目标和结果的信心与信念，对创业行动有显著影响，但现

有文献中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前因探索十分有限。基于自我效能理论和大学生数据素养的研究成果，

构建了创业相关经历与数据素养交互影响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模型，通过 584 份问卷调研数据实

证检验了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创业相关经历、数据素养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

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该研究拓展了大学生数据素养的应用研究，同时为优化大

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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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逐渐成熟的过

程中，伴随新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与探索，大量

的创业机会应运而生[1]，对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

水平的大学生而言这一历史性机遇尤为可贵。

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有开

阔的视野，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中国人民大

学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 2020》[2]显示，

2020 年在校大学生表现出创业意愿的人数为历

年新高，49.86%的在校大学生有较强烈的社会创

业意愿。 

    在创业意愿导向创业行动的过程中，前期研

究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4]。

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创业成功的

主观判断和自我认知[5]，反映个体对实现创业目

标的信心与信念。许多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

感与创业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关系[6−8]。不仅如此，

学者们还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预测和解释了创

业退出或创业坚持等差异巨大的创业决策[9]。高

水平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支撑创业者跨越成长

过程中的种种挑战、困难，甚至失败的重要影

响因素[10]。因此，在落实国家“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战略的过程中，探讨如何提升大学生创业

自我效能感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目前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中，许多学者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于创业意

愿[11−12]、创业行为倾向[3]、创业能力[13]、创业坚

持[9, 14]等结果变量的影响，但对大学生创业自我

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研

究探讨了情商[15]、性别[16]、创业者网络[17]、创业

教育[18−19]、成长性思维[20]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

响，我们对于如何提升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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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深入理解。在创业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创业教

育快速普及的背景下，缺乏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深入研究将限制创业教育质量的进一步

提升。 

    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理论研究的缺口，

本文在自我效能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创业相关经

历、数据素养交互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模型，

并利用来自两地四所高校 584 份调查问卷的数

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业相

关经历、数据素养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大学生

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积极影响。在数字经济背

景下，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大学生数据素养的应用

研究，同时补充了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因

素的研究，为探索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977 年，Bandura 首次提出自我效能感，并

定义为“个体对影响自己生活的事件，以及对自

己的活动水平施加控制能力的信念”[21]。具有高

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给定的任务会在较长的时

间跨度表现积极，面对挑战与困难更加努力，对

完成预定目标有更为具体清晰的计划和策略。创

业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概念在创业领域的应

用，具体是指创业者对于自己能够胜任创业角色

并完成各项创业任务的信念[5]。创业是高风险的

活动，大部分创业者都曾经历创业失败。而创业

自我效能感是支撑创业者跨越成长过程中的种

种挑战、困难，甚至失败的重要影响因素[10]。

Sequeira 等[3]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引发创业

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理

论和实践中都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由于发展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学者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前

因也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如陈权和尹俣潇[15]

的研究发现，情商、创业经历、创业课程等因素

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潘炳超和

陆根书[19]发现，理论性创业教育与实践性创业教

育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有促进效应。这

些研究积累对于理解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内涵、测

量及前因有重要价值。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创业

自我效能感的后果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形成机

理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显不足。现有研究主要

涉及创业教育、创业者心理特征对创业自我效能

感的影响，还没有充分考虑个体自身经历对创业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此，对于如何引导大学生

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仍知之甚少。为补充上述研

究缺口，本文将构建创业相关经历与数据素养交

互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理论模型，并基于调查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提高大学生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路径。 

    (一) 创业相关经历与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 

    创业是复杂的活动，需要团队成员具备激

励、冲突管理、市场营销等大量默会知识[22]。创

业相关经历为个体学习创业知识提供了认知基

础和直接经验。直接观察真实的创业过程，参与

经营实践等创业相关经历对学生创业知识的习

得和创业技能的培育有重要作用[23−24]。创业相关

经历让大学生近距离观察创业者如何处理创业

过程中的挑战，是一个社会学习过程。根据计划

行为理论(planned behavior theory)，创业相关经历

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对创业活动的行为信念和知

觉行为控制，使大学生对创业困难有更实际的预

期并积累相应的经验，从而建立起对自身创业能

力的信心[25]。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相关经历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

具有正向影响。 

    (二) 数据素养与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 

    近几年 5G 商业化迅猛发展，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使得数据生产、数据共享变得触手可及。数

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关键的生产要素[26]。2020 年

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速推进了教育、医疗、商业等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人力资本的数

据素养变得愈发重要。数据素养是发现、评价、

分析及输出数据的意识和能力，包括以合理的方

式获取、分享、解释数据以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27]。2021 年 7 月 20 日，在河南

暴雨灾害的当晚，上海财经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发

布的共享文档在网络迅速传播并不断扩展，通过

匹配求助信息与救援资源信息，及时有效地推进

了灾害救助工作，体现了大学生数据素养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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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的危急时刻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 

    目前关于数据素养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基于

教育视角探讨大学生及研究者的数据素养的界

定及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提升数据素养的对策

与建议[28]。而数据素养的效用研究相对较少，即

数据素养发挥作用的领域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还

未得到充分关注。 

    数据素养体现了个体有效处理信息，对复杂

世界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29]。数据素养可能对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

为：第一，在机会搜寻阶段，数据素养高的大学

生更可能通过数据分析洞察高质量的创业机会，

而不是跟风进入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领域。第二，

在创业过程中，数据素养有益于帮助大学生建立

精细化管理能力，有效地试错，清晰地定位问题。

根据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精细化管理(例如对

阶段目标有具体清晰的理解和应对策略)有助

于形成对创业过程的掌控感和解决困难的自信

心[10]。第三，在创业阶段性复盘时，数据素养高

的大学生更可能理性客观地复盘和归因，探索创

业活动中各种困境的解决方法。而且具备数据素

养的大学生更可能通过跟踪创业过程产生的动

态数据，预知风险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即便遭

遇创业失败，具备较高数据素养的个体也更可能

通过有效搜寻获得新机会，扭转不利局面，从而

保持较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综合上述分析，数

据素养有助于个体建立对实现创业各阶段任务

目标以及胜任创业者角色的信心，由此，提出以

下假设。 

    H2：数据素养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具有

正向影响。 

    (三) 创业相关经历与数据素养对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交互影响 

    仅仅分析创业相关经历和数据素养对创业

自我效能感的独立影响是不充分的。在创业实践

中，各种因素并非孤立产生影响[30]。一方面，对

于具有高水平数据素养的个体而言，创业相关经

历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创业

相关经历使个体增强对创业过程的了解，有助于

个体通过社会学习提高创业机会识别和资源整

合能力，以及个人创业警觉性[31]。而数据素养体

现个体有效获取数据、处理数据、解读数据及生

产数据的综合能力。在数据资源日益丰富的背景

下，具有创业相关经历的大学生有了数据素养的

支撑，将更有能力对创业活动的进展进行清晰的

规划和风险应对，把握创业过程中的高不确定性

情境，通过各个维度的数据及信息降低不确定

性，这有助于增强创业信心，提升创业自我效能

感。相反，数据素养水平低的学生其相应的数据

探索意识和数据应用能力较弱，应对不确定环境

的能力也相对较弱，缺乏对复杂创业活动的预判

和规划将导致创业行动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

干扰[32]。在此情境下，创业经历带来的对创业活

动不确定性的认知可能对其创业信心产生负面影

响，从而不利于保持高水平的创业自我效能感。 

    另一方面，在个体具有丰富创业相关经历的

条件下，数据素养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

将得到增强。在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被无差别

地记录下来，理解和利用这些数据需要有结构化

的理论知识和对现实状况的洞察与判断能力[29]。

而创业相关经历为大学生提供了直接经验，增强

了大学生对现实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有助于大学

生形成对创业过程的具体感知。基于创业相关经

历形成的认知判断力有利于大学生深入理解和

解读与创业项目相关的宏观与微观数据，这对发

挥数据素养优势进行理性创业决策有重要价值。

因此，在创业相关经历较为丰富的情况下，数据

素养更有助于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数据挖掘与分

析，降低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大学

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综合上述分析，创业

相关经历和数据素养在促进大学生创业自我效

能感提升方面有交互效应。因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H3：创业相关经历和数据素养的交互作用对

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有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参考

已有的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问卷题

项，并在大规模问卷调研之前进行了预调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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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邀请 20 名大学生填写问卷，修正了问卷中存

在歧义的测试内容，形成最终问卷。2020 年 10

月开始正式调研，通过问卷星对广州、南昌四所

高校的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李克

特 5 点评分方法(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不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此次问卷调查

采用匿名方式填写，以保证问卷填写不受社会合

意性影响，共回收问卷 606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

共回收有效问卷 58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37%。 

    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如表 1 所

示。本次调研对象中男性占比 67.81%，女性占比

32.19%；来自农村的占比 53.25%，来自城镇的占

比 46.75%；年级大多为大一、大二，占比达

91.43%；60.45%的被试有兼职或实习经历。 

 
表 1  样本特征的分布情况 

创业者特征 分类指标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396 67.81 

女 188 32.19 

户籍地 
农村 311 53.25 

城镇 273 46.75 

年级 
大一、大二 534 91.43 

大三及以上 50 8.57 

兼职或实习经历 
有 353 60.45 

无 231 39.55 

 

    (二) 变量测量 

    1. 创业相关经历(EP) 

    根据创业相关经历的研究进展，本研究参考

李爱国和曾宪军[31]提出的创业牵涉程度的量表，

测量大学生的创业相关经历，包括“我了解一些

企业家的创业经历”等 4 个题项。调研对象基于

李克特 5 点量表(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

同意)进行自评。 

    2. 数据素养(DA) 

    数据能力和数据应用作为个体数据素养的

重点内容和直接体现，是数据素养的核心和重

点。本研究以数据素养中的能力维度和应用维度

作为测量指标，参考周志强和王小东[33]的大学生

数据素养测量量表，得到本研究的数据素养测量

量表，包含“我了解主要数据平台，并能熟练检

索到所需数据”等 5 个题项。调研对象基于李克

特 5 点量表进行评价。 

    3. 创业自我效能感(EF) 

    参考潘炳超和陆根书[19]的大学生创业自我

效能感测量量表，得到本研究的创业自我效能感

量表，具体包含“我对自己的创业能力充满自信”

等 4 个题项。调研对象基于李克特 5 点量表进行

评价。 

    4. 控制变量 

    性别、家庭户籍类型、年级、是否有兼职或

实习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的创业自

我效能感。此外，创业教育旨在提高大学生个体

的创业知识水平、创业技能，因而可能对大学生

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故本研究参考李爱国

和曾宪军[31]对创业教育的测量方法，改编并总结

得出创业教育测量量表，包括“我在学校学习了

系统的创业知识”等 4 个题项。因此，本研究将

被调研对象的性别、家庭户籍类型、年级、是否

有兼职或实习经历以及创业教育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回归模型中。 

    (三) 样本检验 

    1.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 2 所示。首

先对问卷包含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显示，创业自我效能感、数据素养、创业相关

经历以及创业教育 4 个变量的 KMO 值均高于

0.7，依次为 0.849、0.876、0.827、0.829，且各

个变量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位于 0.777~0.939

之间，大于阈值 0.5，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

结构是合理的。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的基础

上，进一步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信度检验，

结果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数据素养、创业

相关经历以及创业教育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简称 α 系数)最小值为 0.886，故本研究采用的

各个变量的测量量表满足信度检验中对可靠性

和稳定性的要求。 

    为检测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

异，本研究利用 Amos18.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分析结果中，卡方自由度比(χ2/df)为 3.44，小于 5，

说明本研究模型的适配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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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指数 GFI、IFI、CFI 均大于临界值 0.9，分别

为 0.947、0.975、0.968，RMSEA=0.065＜0.1，以

上结果均表明本研究的变量之间存在较好的区

分效度。此外，由表 2 可知，本研究各变量的维

度的平均变异量抽取值(AVE)和组合信度(CR)分

别大于 0.5 和 0.8，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

度。据此认为，本研究各个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和效度。 

 
表 2  变量测量题项与信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KMO CR AVE 

创业自我 

效能感 

EF1 我对自己的创业能力充满自信 0.897 

0.914 0.849 0.940 0.796 
EF2 我能克服成为创业者的大部分困难 0.883 

EF3 对我来说创办和经营企业不是难事 0.896 

EF4 如果我去创业，成功几率会很大 0.893 

创业相关 

经历 

EP1 我了解一些企业家的创业经历 0.777 

0.886 0.827 0.921 0.745 
EP2 我与同辈人中的创业者常有交往 0.895 

EP3 我与亲戚朋友中的创业者常有联系 0.894 

EP4 我经常参加与经营管理有关的实践 0.881 

数据素养 

DA1 我了解主要数据平台，并能熟练检索到所

需数据 
0.854 

0.925 0.876 0.944 0.772 

DA2 我能够解读数据分析的结果，并以此为依

据来解决实际问题 
0.889 

DA3 我能够识别并剔除无效数据 0.869 

DA4 我能够采用适当的数据表现形式向他人

阐述自己的数据 
0.896 

DA5 我能够采用可视化的形式揭示数据的变

化情况 
0.885 

创业教育 

ED1 我在学校学习了系统的创业知识 0.877 

0.917 0.829 0.943 0.804 
ED2 我在学校受过良好的创业思维训练 0.922 

ED3 我在学校受过良好的创业能力训练 0.939 

ED5 我在学校参加过创业计划模拟实训 0.846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研究设计和统计两种手段控制

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①在研究设计方面，问卷

导语中明确告知被试受访问卷的保密性，以降低

他们填写问卷时受到社会合意性的影响；同时，

采用多个题项测量一个构念，将预测变量和效标

变量放在问卷的不同位置，从而降低共同方法偏

差的发生概率。②在统计方法上，使用 Podsakoff

和 Organ[34]提出的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首

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结果表明，在未旋转时第一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47.788%，小于 50%的标

准，故而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同源偏差。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3 为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由表 3

可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处于可接受

范围，最大为 0.579，小于 0.8。为进一步排除多

重共线性问题存在的可能性，本研究对纳入回归

模型的所有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

果表明变量的VIF值最高为 1.98，远小于阈值 10，

说明本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并且，相关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创业相关

经历、数据素养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能够初步支持本研究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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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00        

2. 户籍类型 0.038 1.00       

3. 年级 −0.074 −0.025 1.00      

4.兼职经历 −0.065 −0.035 0.012 1.00     

5.创业教育 0.199*** 0.057 −0.055 0.054 1.00    

6.创业相关经历 0.220*** 0.083** −0.019 0.148*** 0.572*** 1.00   

7.数据素养 0.152*** 0.124*** −0.017 0.081* 0.517*** 0.504*** 1.00  

8.创业自我效能感 0.132*** 0.013 0.022 0.062 0.579*** 0.442*** 0.427*** 1.00 

均值 0.320 0.470 2.100 0.600 3.106 2.958 2.518 2.931 

标准差 0.468 0.499 0.623 0.489 0.889 0.877 0.527 0.812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二)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假设予以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4。表 4 中 M1 是将控制变量引入

回归模型中的分析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创业教

育(β=0.395，p＜0.01)与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

关。M2 在 M1 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创业相关

经历，回归结果表明创业相关经历显著正向预测

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β=0.483，p＜0.01)，假

设 H1 得到验证。M3 检验数据素养对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据素养显著

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β=0.422，p＜

0.01)，假设 H2 得到验证。M4 在 M2 的基础上引

入调节变量数据素养，回归结果表明数据素养和

创业相关经历均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创业自

我效能感。M5 在 M4 的基础上加入数据素养和

创业相关经历的交互项，以检验假设 H3。M5 解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 

M1 M2 M3 M4 M5 

性别 
0.091 
(1.37) 

0.001 
(0.01) 

0.064 
(1.00) 

−0.007 
(−0.11) 

−0.011 
(−0.18) 

户籍 
−0.018 
(−0.30) 

−0.058 
(−1.05) 

−0.061 
(−1.04) 

−0.081 
(−1.48) 

−0.076 
(−1.40) 

年级 
0.064 
(1.31) 

0.047 
(1.07) 

0.058 
(1.24) 

0.046 
(1.05) 

0.045 
(1.04) 

兼职经历 
0.068 
(1.09) 

−0.037 
(−0.65) 

0.040 
(0.66) 

−0.044 
(−0.78) 

−0.045 
(−0.79) 

创业教育 
0.395*** 
(11.34) 

0.088** 
(2.11) 

0.274*** 
(7.13) 

0.044 
(1.03) 

0.043 
(1.01) 

创业相关经历  
0.483*** 
(11.19) 

 
0.434*** 

(9.85) 
0.373*** 

(9.62) 

数据素养   
0.422*** 

(6.52) 
0.261*** 

(4.21) 
0.142*** 

(4.46) 

创业相关经历×数

据素养 
    

0.040** 
(1.97) 

Adj.R2 0.194 0.337 0.248 0.355 0.359 

F 
1.509*** 

(9.48) 
1.178*** 

(7.99) 
0.880*** 

(4.85) 
0.822*** 

(4.89) 
2.749*** 
(15.69) 

N 584 584 584 584 584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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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总方差的 35.9%，相较 M4 解释力提升了

0.4%，并且创业相关经历、数据素养的回归系数

分别为 0.373 和 0.142，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为正，数据素养和创业相关经历的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β=0.040)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

正，假设 H3 得到验证。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数据素养在创业相关经

历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参考郝喜

玲等[35]对调节作用的分析方法，对数据素养调节

效用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并进一步绘制了示意

图，如图 1 所示。示意图显示，当数据素养高的

时候，创业相关经历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正向提升作用得到强化。 
 

 
图 1  数据素养的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构建了创业

相关经历、数据素养交互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模型，并通过问卷星收集的 584 份问卷实证检验

了研究假设，研究发现：(1) 大学生创业相关经

历、数据素养对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响；(2) 

创业相关经历与数据素养的交互作用对大学生

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一)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

一，通过分析和检验数据素养对大学生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独立影响以及数据素养与创业相关经

历的交互作用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拓展了

数据素养的研究。现有的数据素养研究主要聚焦

于数据素养的评价体系和培养方案[26]，对数据素

养的效用没有给予充分重视，也没有考虑数据素

养与其他因素的交互，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分析了

数据素养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进一步发展

了数据素养的理论研究。第二，本文拓展了创业

自我效能感的前因研究。目前对大学生创业自我

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创业教育角度出

发，探讨创业教育的不同形式、内容对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影响[3, 19]。相比之下，现有研究对大学

生自身能动性重视不足，本文从创业相关经历和

数据素养角度切入探讨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

的影响因素，补充了大学生个体特征影响创业自

我效能感的研究文献。 

    (二) 现实意义 

    本研究对于探索提升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

感的路径有重要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发现创业

相关经历对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积极

影响。因此，从事高校创业教育的教师应积极为

学生对接创业实践训练，搭建学生与创业者、企

业家交流互动的平台，为大学生向企业家的直接

学习提供机会，使其对创业活动、创业精神有更

直接的体验。本文以大学低年级学生为主的样本

显示创业相关经历的均值仅为 2.958(从 1~5 点代

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程度变化)，

表明大学生在创业方面的相关经历较为匮乏，原

因可能是在进入大学前，学校和家长的期待主要

聚焦在学业方面，无暇顾及社会实践。而对于大

学生的创业行为，家长、学校和社会往往更为包

容和支持，因此，大学生和创业教师应考虑在创

业学习和创业教育中纳入与创业实践相关的环

节，深入观察或参与创业活动，丰富创业相关经

历，从而提升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 

    其次，高校及学生应充分重视创业学习过程

中数据素养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直接影响以及

数据素养与创业相关经历交互作用对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积极意义。在创业学习过程中，学生可

以利用图书馆、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资源提升自身

数据素养，而高校创业教师则应加强对学生数据

素养训练的支持力度，引导学生观察实践中创业

者如何运用大数据，如何发现数字机会，如何整

合数字资源，通过增强学生数据素养和补充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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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历来促进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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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an individual’s confidence and belief in achieving entrepreneurial 

goals and outcomes,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bu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still limited. Based on the self-efficacy 

theory and researches on data literac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that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experiences and data literacy interactive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rough 584 questionnair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experiences, data literac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ed research on data liter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the enhancement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experiences; data literac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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