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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索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及成因，是识别创业个体优势和障碍的重要基础。基于

845 份贫困大学生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创业自我效能

感在性别与创业意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配倾向在这一部分中介模型中起到调节作用；创

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在中、低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群体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高水平社会支配

倾向的贫困大学生群体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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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

32号) 正式发布，“创新创业”成为新时代推动

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一。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也有利于促进

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横向和纵向流动，实现

公平正义[1]。大学生在精力、专业知识、对新事

物的接受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应成为响应

国家创业政策的先行者[2]。相关研究表明，有贫

困经历的大学生，在受到政府普惠性政策的影响

时，更容易表现出强烈的创业意愿[3]，“创业减贫”

从而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4]。而贫困大学

生这个群体的崛起和创新性发展对于中国社会

未来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相较于贫困男大学生来说，贫困女大学生更

容易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5]，这种下沉的文

化态势导致其面对就业压力时，更可能被动接受

社会歧视，形成消极求职心态，降低求职要求。

在传统的就业市场中，性别差异一直存在，且饱

受社会争议。贫困女大学生在家庭贫困的现实背

景下又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利于其就业的

社会资源更加稀少[6]，在面对职业规划的议题时，

她们可能体验到更多的职业性别隔离(即男女以

性别为标准被区分在不同的岗位或工作上，也进

一步影响社会地位和收入)，因此选择进入社会经

济地位较低的工作岗位[7]。但近年来，与传统职

业领域不同的是，创业领域逐渐有了“去性别化”

的趋势。有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创业已经成为经

济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女性创办和拥有企业数

量的增长速度是男性的两倍[8]；在阿里巴巴平台

上，女性创业者占到总人数的 49.25%。对于女

性来说，创业在帮助她们打破阶级壁垒上意义重

大[9]。那么，贫困女大学生在思考是否创业时，

会如何受到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或者说，在她

们的眼里，创业是否可以成为自身遭受职业性别

隔离时的“避风港”？本研究将在社会支配理论

的视角下探讨这些问题。 

                           

[收稿日期]  2022-04-21；[修回日期]  2022-06-22 

[基金项目]  宁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干预机制研究”(sk21035) 

[作者简介]  苏迪，男，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心理健康教

育、创新创业教育，联系邮箱：sudi@nxu.edu.cn；杨莹莹，女，宁夏固原人，博士，宁夏大学文化旅游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心理学 



                                                                                           2022年第 13卷第 4期 

 

68

 

 

    二、文献综述 

    (一) 创业意向及其性别差异 

    在创业领域中，创业意向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被看作是影响个体实质性创业行为或自

我雇佣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它代表了个体准备

投入创业活动意愿的强烈程度和为之进行计划

与准备的努力程度[10]。创业意向存在内驱力和外

驱力两个维度[11]，前者是驱动创业的自身因素，

如人格特质、创新能力、资源探索能力等，后者

是个体对外部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自身创业的

整体知觉。 

    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男性的创业

意向普遍高于女性[12]，在贫困大学生群体中也是

如此[3]。创业障碍的感知、创业领域刻板印象可

能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13]。综合以往的研究，

我们认为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可能

同时存在于个人特质(内驱力)和社会文化背景

(外驱力)的影响中，并将深入探讨这其中的原因

和机制。 

    (二)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创业是一个被视作带有“男性特质”的行

为[14]。女性因受到社会期待、社会角色的影响，

会对自己的创业能力抱有更多的怀疑，认为自己

不具备管理员工、承担风险、组织商业活动等关

键能力，即创业自我效能感更低[15]。 

    创业自我效能感(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是指个体在综合评估其创业相关技能的基础

上，对于自己能否实现创业过程的信念[16]，能够

显著影响个体的创业意向[17]。有学者在社会认知

生涯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的框架内

进行研究，发现女性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偏低是导

致其创业意向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18]。在此基础

上，我们认为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进

行研究，有助于探讨创业意向性别差异的机制。

由此提出假设 1：贫困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

在性别和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作用 

    职业性别隔离表现为某一性别在某职业或

行业中占主导，包括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前者

指由于性别歧视或刻板印象等原因，男女进入不

同的职业和行业中；后者是指在同一类职业中，

男女的地位和职级明显不同。有研究者在社会支

配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SDT)的框架下

解释职业性别隔离，认为人们对传统性别和种

族等持有的稳定的信念，导致了合法化神话

(legitimizing myths)的出现，使得支配群体继续维

持其优势地位，并使弱势群体接受这种社会不平

等。这种稳定的信念，被称为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是指个体对基于群

体产生的等级制度及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的偏

好程度[19]。有研究指出，社会支配倾向会促进职

业性别隔离：高社会支配倾向的个体作为招聘者

时会选择将女性限制在地位和权力都较低的职

位中[20]。 

    而有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更

加重视经济利益回报和未来个人社会地位[21]。因

此，在面对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时，社会支配倾向

偏高的男性贫困大学生会更加“务实”，利用性

别优势选择进入政府、金融、制造业等高社会地

位和高收入的行业或职业中，而认为创业带来的

风险可能让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损。与此相

反，持有高社会支配倾向的女性贫困大学生意识

到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将导致自己进

入“优势行业”的概率偏低，会更愿意将创业作

为进入高社会阶层的路径之一。因此，高水平的

社会支配倾向会降低男性贫困大学生的创业意

向而提高女性贫困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减少两者

之间的差异。 

    再加上创业领域普遍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

认为对于“男性化”的创业行为来说，高社会支

配倾向者的支配、武断等特质可能更适合创业，

这也与男性化特征相匹配，而“女性化”的低社

会支配倾向者的关怀和同情等特质则不是创业

领域所需要的[14, 22]。因此，社会支配倾向会增强

女性的创业自我效能感，缩小其与男性创业自我

效能感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因为贫困男女大学生

在职业规划过程中所面临的职业性别隔离、性别

刻板印象等因素带来的困境和障碍不同，社会支

配倾向可能调节这一过程，导致贫困大学生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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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存在性别差异。由此提

出假设 2：社会支配倾向调节了“性别—创业自

我效能感—创业意向”这一中介过程。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我们选取 845名宁夏地区的贫困大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其中，男生为 399人，女生为 446人。

大一 274人，大二 402人，大三 161人，年级信

息缺失的有 8人。 

    (二) 研究工具 

    1. 创业意向量表 

    我们采用Marco Van Gelderen等人编制的创

业意向量表的中文修订版本[23]。该量表包含 4个

项目，测量未来 5—10年内被试对从事一些典型

创业活动的感兴趣程度，量表采用利克特 5点计

分，1 代表没有兴趣，5 代表非常有兴趣。本研

究中 α系数为 0.824。 

    2. 创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我们采用 Fiona Wilson等人编制的创业自我

效能感量表的中文修订版本[23]。该问卷包含 6个

条目，测量大学生被试对一些创业相关技能的自

信程度，如“与其他同学相比，您说服他人的能

力是⋯⋯”。问卷采用利克特 5 点计分，1 代表

该能力非常差，5 代表该能力非常好。本研究中

α系数为 0.802。 

    3. 社会支配倾向问卷 

    我们采用 Jost和 Thompson编制的社会支配

倾向问卷的中文修订版本[24]。该问卷共有 16题，

采用利克特 6 点计分，1 为对题目所描述的观点

完全不同意，6 为完全同意。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

0.701。 

    (三) 研究程序 

    我们向成功申请到国家助学金的贫困大学

生发放网络问卷，问卷在知情同意页面强调了自

愿填写、资料保密、匿名填写等原则，问卷作答

时间约为 5分钟。我们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筛选，

剔除无效数据后，采用 SPSS 22.0对数据进行共

同方法偏差检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

分析等，并使用 AMOS24.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来检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和社会支

配倾向的调节效应。 

    四、研究结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我们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

问卷的所有题项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

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7 个，第一

个因子对变异量的解释率为 14.38%，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这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25]。 

    2. 相关分析 

    表 1表明，社会支配倾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感

的相关不显著(p=0.30)，性别与社会支配倾向、

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显著负相关，创业意

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性别 
创业自我 

效能感 

创业 

意向 

社会支

配倾向 

性别 1    

创业自我效能感 −0.165** 1   

创业意向 −0.152** 0.212** 1  

社会支配倾向 −0.156** 0.036 −0.073* 1 

平均数(M) 0.530 3.151 3.198 2.242 

标准差(SD) 0.500 0.669 0.833 0.486 

注：N=845，**p＜0.01，*p＜0.05，下同。性别为虚拟变量，

男生=0，女生=1，均值表示女生所占比例 

 

    3. 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试图证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和

创业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配倾向在

这一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根据温忠麟等人的观

点[26]，这属于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社会支配倾向

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 

    由于社会支配倾向、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

意向是不能直接观测的变量，本研究将这三个变

量作为潜变量，借助外显的测量指标来对各变量

进行估计(由于创业自我效能感为单维变量，这里

采用题目打包策略进行打包)。研究采用极大似

然法对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和检

验：首先，验证性别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数据

对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8，SRMR=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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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0.95，GFI=0.98，NNFI=0.90，性别能够显著

预测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男生高于女生，γ=−0.18，

t=−4.73，p＜0.001)。 

    其次，分析中介效应(见图 1)，结果显示数据

对模型拟合良好，各拟合指标为 RMSEA=0.07，

SRMR=0.04，CFI=0.91，GFI=0.94，NNFI=0.90，

性别显著预测创业自我效能感(男生高于女生，

γ=−0.20，t=−4.07，p＜0.001)，创业自我效能感

显著预测创业意向(γ=0.23，t=5.48，p＜0.001)，

因此，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性别与创业意向之间关

系的中介变量，假设 1得到验证。同时，性别对 
 

 
图 1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 

创业意向的预测仍然显著(男生高于女生，γ= 

−0.15，t=−5.28，p＜0.001)，说明创业自我效能

感在性别和创业意向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

外，性别×社会支配倾向显著预测了创业自我效

能感(γ=0.10，t=2.42，p＜0.05)，所以社会支配倾

向调节了性别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性别×

社会支配倾向正向预测了创业意向 (γ=0.24, 

t=5.37，p＜0.001)，所以社会支配倾向调节了性

别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为了检验社会支配倾向如何调节性别对创

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影响，取社会支配倾

向平均值及平均值正负 1个标准差作为高、中、

低三组，绘制示意图。从图 2、3 可以直观地看

出性别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影响如

何受到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对于创业自我效能

感来说，具有较低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男大学生

显著高于女大学生(β=−0.28，t=3.39，p=0.001)，

具有中等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男大学生也显著

高于女大学生(β=−0.17，t=4.03，p＜0.001)，具有

较高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大学生的性别差异不

显著(β=−0.05，t=0.56，p＞0.05)。对于创业意向

来说，具有较低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男大学生显 

 

 
图 2  社会支配倾向在性别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 3  社会支配倾向在性别与创业意向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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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女大学生(β=−0.36，t=4.48，p＜0.001)，具

有中等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男大学生也显著高

于女大学生(β=−0.19，t=4.59，p＜0.001)，具有较

高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大学生的性别差异不显

著(β=−0.10，t=1.12，p＞0.05)。 

    五、讨论 

    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在性别层

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且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与前

人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同时探讨了创业意向性

别差异的深层机制，证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在性别

与创业意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男性的创

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性，进而导致了创业意

向上的性别差异。女性贫困大学生在创业所需的

相关能力上往往不够自信，这可能与社会中普遍

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家庭教育等有关，如在现

实生活中，女性常常被认为不具有“企业家特

质”，即独立自主、雄心壮志、精明能干等特质[27]。

还有，社会文化中有一种论调，认为女性应该选

择稳定且压力小的职业，以便将重心放在家庭，

女性身处贫困环境下受此影响更深[5]。这些都可

能使女大学生丧失自信，并放弃创业的念头，最

终导致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本

研究验证了部分中介模型的成立，说明创业意向

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

今后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还从社会支配理论的角度，探讨了

“性别—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向”这一中介

模型是否受到社会支配倾向的调节作用。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社会支配倾向能够调节性别对创业

自我效能感、性别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即社会支

配倾向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这说明贫困大学生

在校期间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性别

差异都会受到社会支配倾向的影响。具体而言，

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来说，男女之间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低水平社会支配倾向的人

群中，且男性高于女性；而高水平社会支配倾向

的男女大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结果可以看

出，高社会支配倾向的男性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

创业意向都相对较低，而女性都相对升高，这说

明高社会支配倾向的男性更可能将创业视为一

种不能提升自我阶层的职业选择，他们更可能选

择进入政府单位、金融机构等高权力高地位的行

业。而有关于就业歧视的调查显示，女性在国家

机关、IT、房地产、证券等高权力高地位的行业

中明显不具有优势，且即使在女性具备优势的经

济服务领域，女性也集中在层次较低的居民服务

等行业[28]。对于具有高社会支配倾向的女大学生

来说，毕业后创业这一选择可能会比传统的就业

方式更“暧昧”一些：其在地位和权力上吸引度

不高，但也可能成为提升个体阶层或维护高阶

层利益的一种可选的、更现实的途径，如创业

可以提升财富、社会地位[29]，加强与政府部门

的关系[30]。因此，创业可能会吸引部分社会支配

倾向较高但感知到就业歧视的女性，导致她们

更可能会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创业相关的能力，

并且为创业做好准备，弥补创业领域中的种种

性别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针对个体职业选择的

心理学研究中，男性和女性进行职业规划和选择

的机制有很大的不同：根据 Gottfredson的职业抱

负发展理论，个体的职业选择是一个不断限定范

围并作出妥协的过程，个体意识到一些职业抱负

会遇到障碍，便会调整自己的希望，在妥协过

程中女性表现得更灵活，即选择男性化职业的

意愿也较高[31]。而无论如何，在现今职业环境

下，创业依然是一种男性化的职业，所以在本研

究中，追求高权力高地位(高社会支配倾向)的男

性更愿意进入就业市场而不是创业，而同等条件

下的女性则因为感知到现实环境中的就业障碍

而把创业当作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这即是一种

职业妥协。 

    除此之外，女性创业意愿的强烈程度受社会

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的影响更深。有研究者利用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女性创

业更依赖于家庭财富，资金来源于其他外部资金

的可能性更低[32]。当个体的创业需求与自我境况

感知存在差异时，也会引发贫困女大学生的身份

冲突[33]。因此，贫困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性别差异

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创业

教育中，我们不能脱离其贫困出身对创业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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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尤其应当注意贫困女性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的培养。在帮助学生分析当前社会整体就业形势

时，应强调在现今社会环境下创业对于女性社会

地位、权力、财富上的现实影响，不一味夸大，

也不应过于悲观，通过训练、实践、辅导等方式

提升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使女性贫困大学生

在校期间就将创业作为实现社会性别公平和个

人发展理想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在面对就业歧视

和社会刻板印象时的被动选择。另外，在实施面

向贫困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时，应适当关注不同学

生的社会支配倾向等社会态度，积极引导、对症

下药，使创业成为不同大学生实现个人抱负、职

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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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heir 

cause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dentifying individual advantages and obstacles. A survey of 845 poor 

college student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f poor college student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mediation model. 

Specifical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mong po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low and medium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However, for 

poor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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