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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既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创新创业教育学校层面的投入、个体层面的人格特质

和家庭层面的从商经历等对大学生创业选择的影响，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朋辈的创业行为、自身的社团参与情况和家庭支

持力度对大学生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针对坚持参与社团和家庭支持力度较大的学生进行重

点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同时，广泛宣传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典范，以点带面，以同辈群体的榜样

效应激励大学生参与创业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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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高等院校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是落实以

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1]。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创

新创业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多年，但是创新创

业的实践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2]。究其原因发现，

有部分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不甚明显。因此深入研

究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以往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

究多聚焦于大学生本身，包括人格特征如自信、

自我效能感等。其实，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和创业

行为除了是个人选择外，还受家庭经济条件、学

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周围他人等微观

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中家人、朋辈、老师均为学

生的重要他人，这些重要他人的观念、态度与行

为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因此营造崇尚

创业、支持创业，以创业为荣的微观文化环境对

大学生的创业选择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综述 

    宏观层面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主

要涉及政策、文化和教育环境等。许礼刚、徐美

娟和关景文[3]等以江西省“众创空间”建设为例，

认为政策法规、社会经济环境、区域创业文化环

境、高校教育环境等对大学生的创业行为具有重

要的影响，应当从完善创业法律环境、经济环境

和文化环境等方面入手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

识。胡玲和杨博[4]也以开设创新创业课程的数量、

创新创业学院成立的数量、校内外创新创业实践

场地的面积、专职指导教师的人数为四大投入因

子，以年均创新创业项目数、创新创业受益学生

人数、年均注册公司数为产出因子来衡量创新创

业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研究发现，投入因子和

产出因子均对教育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其中创

新创业课程的开设数量和创新创业实践场地面

积的大小对教育产出的影响更为显著。赵怡虹[5]

也发现，高校创业教育通过开展各种创业活动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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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积极的创业文化氛围，以增强学生的创业意

愿。Farsi[6]和 Littlewood[7]等发现，国家关于创新

创业的制度和政策法规是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

意愿最显著的因素。欧国庆[8]也指出，福建高校

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在较大程度上受学校和政府

的支持程度以及个人对创业政策的认知程度等

因素的影响。也有研究者提出，通过增进学生对

创业的认知和培养学生的创业兴趣，也能提升其

创业意愿[9-10]。 

    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人

格特征、个人创新创业的认知与态度、家庭经济

状况和受教育程度。赵丹和凌峰[11]发现，经济管

理类专业学生的创业意愿和学校的创业教育、家

庭收入、父母职业和家庭支持程度密切相关。同

时他们也发现，冒险精神等人格特征和创业意愿

也密切相关。徐振浩[12]等通过研究证实，MBA

等学科的创新创业教育可以通过增强学生的自

我效能感来影响他们的创业意愿。西凤茹、代凤

美等[13]也发现，个人的家庭背景、实习经历、人

格特质、个人的创业态度和认知以及家庭、学校

和社会的创业环境均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的影

响，因而倡导培育学生的积极人格、完善的创业

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氛围。曹科岩等[14]等也支持

该观点。孟源、施建军[15]等也发现，大学生个人

的成就动机、风险承担的意识和创新个性对其创

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时昱[16]则发现，大学生的

校园经历诸如实习、担任学生干部和社团干部等

经历对其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国外研究者大多关注包括自控点或者自我效

能感在内的大五人格特征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

积极影响[17−18]。 

    以上研究从宏观的政策环境、创新创业教育

投入以及微观的人格特质、价值观念和家庭资源

等方面为我们认识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的形成提

供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启发。 

    学界主要采用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 TPB 理论)，来研究个人

的创业意愿。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主观愿

望和自我行为控制能力会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

也就是说个人的创业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的支

持力度越大，其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行为意向

就越大，反之就越小[19]。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

个体的创业态度和行为控制能力是创业意愿理

想的预测变量[20−21]。但是也有个别研究认为，自

我效能感和社会规范对创业意愿没有显著的影

响[22]。由此可见，采用计划行为理论来探究个人

的创业意愿还没有产生一致的研究成果，并不能

有效解释创业意愿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会自发

产生或经过干预就会如愿成长的特性。因而采用

更具包容性的生态系统理论会有助于我们理解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过程，进而有利于对其科

学地施加干预。 

    生态系统理论充分考虑了个体与环境的互

动关系及其相关作用，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对个人

的行为和意愿的影响是一种逐渐渗透的过程。因

而采用该理论对个人行为意向的解释将更恰当。

所以，本研究计划以生态系统视角切入。 

    以往的研究对象比较宽泛，没有对创业大学

生进行院校区分，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关注较

少。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需要更加注重学

以致用，更加切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

专业学习和就业导向需要更加突出鲜明。因而以

创业带动就业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来说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南京市一所应用型本

科高校大学生为例，探究其创业意愿的影响因

素，从而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

提供参考。 

    三、理论选取与研究假设 

    生态系统理论(ecosystem theory)是由布朗

芬ꞏ布伦纳(Bronfen Brenner)提出的个体发展模

型[23]。该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嵌套于一系列的环

境系统中，这些环境系统与个体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系统影响个体的发展，个体的发展也会促

进系统的变化。布朗芬ꞏ布伦纳认为，生态系统

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

统和时间维度。微观系统是指个体与环境最直

接互动的环境，一般包括家庭、同辈群体和学

校环境等[24−25]。中间系统是指微观系统内部各要

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26]。如果两个微观系统

之间具有积极的联系，个体才能实现最优化的发

展，反之，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外层系统是个体

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对个体有影响的环境系统。宏

观系统则主要是指各个系统所在的社会文化和

意识形态。时间维度则强调个体的发展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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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生态系统的转换使得个体发展的动力有

所变化[27−28]。 

    生态系统理论注重各个子系统对个体发展

的影响。依据生态系统理论来探讨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的形成，无疑是合适的。本文侧重于研究既

定的广义制度文化即宏观系统和学校教学管理

作为外部系统的背景下，微观系统中的家庭、同

辈群体和社团参与行为对其创新创业意愿的影

响。大学生生活在象牙塔中，经济上仍然不能完

全独立于家庭。作为成年早期阶段的个体，其独

立性逐渐增强，但在情感、心理上对家庭仍然有

一定程度的依赖。家人对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和就

业期待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和行为选择具有重

要的影响。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家庭的经济状

况和创业经历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积极的

影响[11, 29]。这些外在环境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

生的创业意愿。因而，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家庭微观系统对创业的支持程度越

大，大学生创业的意愿越高。 

    生活在大学校园中，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也会

受到其他同学和朋友的影响。王兵等发现，大学

生的同辈群体通过发挥榜样效应和知识溢出效

应对其创业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30]。国外研究者

也发现家庭的支持和同辈群体的效应对增强印

度学生的创业意愿有重要作用[31]。同辈群体的积

极创业行为通过营造一种微观的风尚文化氛围，

影响大学生的认知图式，对大学生产生一种习焉

不察的积极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同辈群体微观系统创业的人数越多，

大学生创业的意愿越高。 

    除了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微观系统因素的

影响以外，个人的人格特征、创业态度与认知也

被认为对其创业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32]，但

是已有研究却较少探讨这些特征的形成环境。虽

然大学校园与社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大学校园

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在大学校园中，大学生通

过创办或参与社团组织，锻炼了自身的领导、组

织、管理等能力，从而也使得他们对社会性的创

业行为更有信心。社团组织参与作为校园微观系

统的体现，对大学生磨砺能力、养成社会责任感

具有价值，成为学生成长的重要动力。因而大学

校园丰富多彩的社团组织生活为大学生锻炼能

力，积累社会资本，开拓视野等提供了绝佳的机

会[30]。大学生个人层面的社团参与行为对其创业

意愿潜移默化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对社团参与投

入程度越高，相对得到的锻炼就越充分，无形中

其人格品质、社交技能和创新意识等得以塑造。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3。 

    假设 3：对微观系统社团参与的投入程度越

高，大学生创业的意愿越高。 

    四、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 

    为了验证同辈群体、家庭的支持、个人的学

校社团参与行为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笔者

以南京工程学院的全校学生作为抽样框，针对全

校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展开随机问卷调查，共发放

686 份问卷，收回 686 份问卷，样本有效回收率

达到 100%。问卷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

分是大学生的人口特征、家庭背景、社团参与情

况；第二部分是大学生参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

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评价和对创新创业的态度与

认知，第三部分是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见

与建议。 

    (二) 变量测量与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通过问

卷中的问题“您参与创业的可能性有多大？”来

测量，一共有以下七个选项，分别是“A、非常

大；B、比较大；C、一般；D、比较小；E、非

常小；F、正在创业或已经创业；G、不知道”。

笔者把选择“非常大”和“比较大”以及“正在

创业或已经创业”的选项合并为一个新的选项，

即“较大的创业意愿”，相反，选择“一般”“比

较小”“非常小”和“不知道”的选项归入“较

小的创业意愿”类别。以较小的创业意愿为参照

项，编码为 0，以较大的创业意愿为 1，生成创

业意愿的二分虚拟变量。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括三组，分别是大学生

的家庭支持、同辈群体创业氛围和个人的社团

参与。 

    对家庭的支持，笔者将其操作化为家人对其

创业的支持，使用问卷中的问题“您的家人对您

参与创新创业的支持有多大？”来测量，共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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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选项，分别是非常支持、比较支持、一般、不

太支持和非常不支持。我们将其分别编码为 5、4、

3、2、1，数值越大，支持程度越大，该变量为

定序变量。 

    对同辈群体创业氛围变量，我们将其操作化

为“您身边的同学朋友有创新创业的人吗？”根

据身边参与创业的朋友和同学的多少来确定其

所处的同辈群体的创业氛围。六个选项“很多、

比较多、一般、比较少、很少、不清楚”分别编

码为 5、4、3、2、1、0，数值越大，同辈群体的

创业氛围越浓厚。 

    个人的社团参与变量通过大学期间参与社

团的情况来测量，通过问卷中“您大学时是否参

加学校的社团”测量，共有四个选项，分别是“一

直参加并坚持到现在”“零星参与过，但是没有

坚持下来”“不知道有什么社团可以参加也没有

参加过”和“其他(没有通过面试未录取等)”。我

们将“一直参与社团坚持到现在”归类为较高投

入程度的社团参与，将没有参与、零星参与也没

有坚持下来的社团参与情况和其他归类为较低

程度的社团参与，以较低投入程度的社团参与为

参照项，编码为 0，较高投入程度的社团参与编

码为 1，生成个人社团参与的二分虚拟变量。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特征变量如性别、专

业、年级、户口、父(母)亲的教育程度、父(母)

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月收入以及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基本参与、评价和个人对创新创业的政策

了解与态度认知等。控制变量的具体操作不再逐

一说明，详细请参考下文表 1。 

 

表 1  变量操作化 

变量名 操作化 

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研究生依次编码为 1、2、3、4、5 

性别 女 1 ，男 0 

专业 
以经济管理类专业为参照项，编码为 0，生成工科类、艺术设计类、人文社科类(包括社会工作、
社会保障、外语)的三个虚拟变量 

户口 农村 0 非农 1 

14岁以前生活的地方 农村、乡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依次编码为 1、2、3、4、5 

父亲的职业地位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企业/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技
术工人(包括司机)、 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个体户、农民、无
业/失业/下岗、其他，依次编码为 1、2、3、4、5、6、7、8、9、10 

家庭经商传统 是 1 否 0 

父亲的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高中、大专、本科以上依次编码为 1、2、3、4 

父(母)月收入 
0～3 000、3 001～6 000、6 001～10 000、10 001～30 000、30 001～100 000、100 000以上依
次编码为 1、2、3、4、5、6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数量 1～2门、3～5门、6门以上、不知道依次编码为 1、2、3、0 

专业课程是否融入了创

新创业教育的内容 
很多的融入、较多的融入、一般、较少的融入、很少的融入和没有融入，依次编码为 6、5、4、
3、2、1 

专业实践是否融入了创

新创业教育的内容 
融入很多、融入较多、一般、融入较少、融入很少和没有融入，依次编码为 6、5、4、3、2、
1 

社会实践是否融入了创

新创业教育的内容 
很多的融入、较多的融入、一般、较少的融入、很少的融入和没有融入，依次编码为 6、5、4、
3、2、1 

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数量 
1个、2～3个、4个以上、没有参加过 依次编码为 1、2、3和 0 

学校对创新创业的支持

力度 
很大、比较大、一般、比较小、非常小、不清楚依次编码为 5、4、3、2、1、0 

对创新创业的含义和相

关政策的认识 
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比较不了解、完全不了解依次编码为 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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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模型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创业意愿是二分虚拟变

量，所以我们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和

验证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家庭支持、同辈群体和

个体的社团参与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以上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2。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业意愿 686 0.224 0.418 0 1 

年级 686 1.899 1.105 1 5 

性别 686 0.542 0.499 0 1 

工科专业 686 0.532 0.499 0 1 

艺术专业 686 0.087 0.283 0 1 

人文社科专业 686 0.277 0.448 0 1 

户口 686 0.417 0.493 0 1 

14岁以以前居住地 686 2.643 1.206 1 5 

父亲的教育程度 686 1.892 1.059 1 4 

父亲的职业地位 686 5.646 2.486 1 10 

父(母)月收入 686 2.585 1.078 1 6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开设数量 686 0.633 0.702 0 3 

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程度 686 4.277 1.167 1 6 

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数量 686 0.564 0.749 0 3 

对创新创业政策的认知 686 2.876 1.020 1 5 

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程度 686 4.271 1.137 1 6 

社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程度 686 4.232 1.162 1 6 

学校的创新创业投入力度 686 2.902 1.841 0 5 

家庭经商传统 686 0.392 0.489 0 1 

大学社团参与投入程度 686 0.345 0.476 0 1 

家庭支持 686 3.483 0.867 1 5 

同辈群体创业氛围 686 2.354 1.432 0 5 

 

    五、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的描述性分析发现(见图 1、2、3)，

家庭对大学生的创业支持程度较大和非常大的

群体与大学生参与创业意愿较大和很大的群体

重合的部分较多。坚持参与社团的大学生参与创

业的意愿较大和很大的百分比远超没有参与或

零星参与没能坚持的大学生创业的百分比。大学

生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创业人数越多，创业氛围越

浓厚，个人参与创业的意愿越大。可见大学生

的家人对创业的支持、个人的社团参与行为和

同辈群体的创业氛围均与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密

切相关。 

    (二) 推断性统计 

    表 3呈现了以大学生创业意愿为因变量的二

元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图 1  家庭支持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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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社团参与和创业意愿的百分比分布 

 

 

图 3  同辈群体创业氛围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百分比分布 

 
表 3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 

创业意愿 
控制变量模型  生态系统模型 

系数 优势比 标准误  系数 优势比 标准误 

年级 −0.291* 0.747 0.097  −0.067 0.935 0.131 

性别 −0.493* 0.611 0.145  −0.259 0.772 0.197 

工科类专业 −0.132 0.876 0.355  −0.123 0.884 0.379 

艺术类专业 0.405 1.499 0.707  0.037 1.038 0.525 

人文社科类专业 −0.046 0.955 0.387  −0.148 0.862 0.367 

户口 0.038 1.039 0.266  0.099 1.104 0.305 

14岁以前居住地 −0.082 0.921 0.095  −0.121 0.886 0.099 

父亲的教育程度 −0.038 0.963 0.114  −0.145 0.865 0.111 

父亲的职业地位 0.020 1.021 0.049  −0.004 0.996 0.051 

父(母)月收入 0.227* 1.255 0.131  0.201+ 1.224 0.135 

创新创业课程开设数量 −0.013 0.987 0.150  −0.047 0.954 0.156 

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的融合程度 0.047 1.048 0.216  0.070 1.072 0.224 

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数量 −0.034 0.966 0.145  −0.099 0.906 0.141 

对创新创业政策的认知 0.360* 1.434 0.201  0.149 1.160 0.178 

专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程度 0.140 1.150 0.275  0.033 1.034 0.246 

社会实践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程度 0.275 1.317 0.245  0.185 1.203 0.226 

学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0.113 1.120 0.085  0.023 1.024 0.082 

家庭是否有经商传统 0.403+ 1.497 0.311  0.263 1.301 0.289 

大学社团参与投入程度     0.661** 1.938 0.432 

家庭支持     0.899*** 2.457 0.364 

同辈群体创业氛围     0.268** 1.308 0.117 

常数项 −4.526*** 0.011 0.009  −6.975*** 0.001 0.001 

样本量 686  686 

Pseudo R2 0.140  0.228 

注：+p＜0.1,*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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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变量模型显示只有父(母)月收入和对创

新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母)月收入每提高一个档

次，创业意愿增加 25.5%的优势比(p＜0.05)，也

可以说，对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每增加一个单

位，其创业意愿较强的概率增加 43.4%( p＜0.05)。

但是我们也发现，家庭的经商传统对创业意愿的

正向影响只是边缘显著。这和已有研究的发现[11]

并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已有研究基于描述性统

计，并没有统计显著性。 

    在生态系统理论模型中，大学社团参与、家

庭支持创业的程度、同辈群体的创业倾向均对大

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大学

社团参与的系数为 0.661(p＜0.01)，优势比为

1.938，相对于没有参与或不能坚持参与社团的大

学生，坚持参与社团的大学生创业的倾向增加了

93.8%。家庭支持的系数为 0.899(p＜0.001)，优

势比为 2.457，家庭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程度每

增加一个单位，大学生创业的倾向就会增加 1.457

倍。同辈群体创业氛围的系数为 0.268(p＜0.01)，

优势比为 1.308，同辈群体创业的人数每增加一

个等级，其参与创业的概率就增加 30.8%。 

    综上，前文的假设 1、2、3均得到证实，即

家庭支持程度、同辈群体创业氛围和个人的社团

参与行为均对大学生参与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基于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问卷调查

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大学生的家庭对其创业的支

持程度、大学生个人的社团参与行为和大学生的

同辈群体的创业氛围均对其创业意愿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这支持了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对大学

生创业意愿的理论解释。该结论对于高校发展创

新创业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意愿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 讨论 

    本文从生态系统的微观系统家庭环境、学校

同辈群体环境对大学生创业的能力、态度、认知

观念和行为倾向的影响。同时研究注意到创业意

愿的强弱受到社团参与和同辈群体文化氛围等

的积极影响，这说明个人行为意愿和选择的产生

应该是一种渐进的无意识过程，而不完全是计划

行动理论所说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本文的不足在于样本缺少影响创业意愿的

相关因素等变量。另外样本的规模虽然比较大，

但是囿于一所高校。正如吴晓刚教授在一次研讨

会上所言，地方化的(localized)的调查数据更加接

地气，更能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避免大样本

被过分平均化的问题。我们希望有机会在更多高

校或其他类型高校验证这一研究结论。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侧重于通过创

新创业教育投入提升实践能力，但推动大学生创

新创业更重要的目的是激发其创业动机。家庭、

学校和个人周边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创业氛围对

创业潜能和创业意愿转化具有积极的影响。应用

型本科高校代表一个类型的大学生群体，但是我

们相信这种非学术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对大学生

创业意愿的养成和行为转化具有无形的价值，同

样适用于其他高校大学生。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尝试提出以下对

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

效果。 

    第一，高校应当增强创新创业教育的针对

性。虽然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但是研究

发现对于那些家庭较为支持而且个人积极参与

社团活动的学生来说，他们实现创业的概率会更

大。因而重点培养社团骨干人才的创业创新能

力，对增强学生的创业意愿转化为行为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 

    第二，高校应当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

大学生的同学朋友是其最佳的参照群体，同学朋

友的创新创业行为和态度对其参与创新创业具

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营造

应当着重突出对大学生群体创业态度、价值观的

引导和创业经验的示范性宣传与推广，以增强同

辈群体示范效应。 

    第三，高校应当促进家长对学生创新创业的

理解和支持。家庭是学生创新创业的坚强后盾，

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不可忽视学生的家庭影响。

高校应该在创新创业教育计划中增加相应内容，

教会学生与家长沟通，获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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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以适当的形式向家长宣传创新创业教育。 

    第四，高校应当创造条件奖励大学生举办和

参与各种社团组织。大学社团组织的举办与参与

和社会上的兼职实习经历类似，接近于社会性创

业行为，对于锻炼学生的社会参与能力具有重要

作用。相比实习经历，创办和参与社团更能锻炼

学生独当一面的领导、管理、组织协调与规划能

力。这些能力对于增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促使其选择创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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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al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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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full swing for many years, but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still unsatisfactory.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level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dividual level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amily business experience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choice, while neg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 

stud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peer groups, college students’ 

association’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family support for their entrepreneurship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to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who insist on 

participating in students’ associations and whose family support is grea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widely publicize the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ncourage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ntrepreneurship with the example effect of peer groups. 

Key Words: ecosystem theory;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peer group; family support; student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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