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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通过分析粤港澳三地部分高校的港澳大学生的问卷调研数据，搭

建了港澳大学生在湾区创业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湾区创业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等

都对港澳大学生的湾区创业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对湾区创业意愿的影响不

显著。期望该研究为更好地激发大学生在湾区的创业意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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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港澳大学生

“北上”大湾区发展成为时代召唤。 

    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也为港澳大学

生创业提供了新机遇。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可以将大湾区的创业环境优势归纳

为：城市定位高，跨境资本市场广阔、金融市场

深度融合，容易取得创业资本；聚集众多高新技

术产业和文化产业，创业机会多样；基础建设逐

步完善，创业平台纷纷涌现；三地政府共同支持，

创业政策纷纷出台，为创业活动提供保障；大湾

区实施的扶持政策可以确保在当地创业的港澳

同胞享有的福利待遇与内地居民一致。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备、

政府支持政策日趋完善的当下，怎样才能增进港

澳大学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了解？怎样才能吸

引更多的优秀港澳大学生来内地发展，让优秀人

才助力湾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推进三地融

合？现有研究
①
多从宏观层面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来分析港澳大学生的创业问题，提出要增进内地

与港澳的交流，鼓励港澳大学生到内地寻求发展

机会，共享国家发展成果。这一结论本身是正确

的，但是此类宏观分析忽略了对港澳大学生这一

特殊人群的关注和探究。 

    洞悉港澳大学生群体的创业心理及意愿至

关重要。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 TPB)，首先针对中国人

民大学部分港澳籍学生开展预调查；其次利用调

研成果对港澳大学生的创业行为进行维度分

解；然后向暨南大学、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等

高校的港澳学生发放问卷以获取数据，建立港

澳大学生创业行为的结构方程；最后建构分析

港澳大学生创业行为的 TPB 扩展模型。除此之

外，笔者对大湾区部分创业基地进行了实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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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以深化对研究结果的理解和寻找当前政策的

待完善之处，最终提出多方共助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现有文献多从

宏观中观视角探讨激励港澳大学生去湾区创业

的策略，忽略了港澳大学生自身的能动性，本文

针对港澳大学生本身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

微观研究，为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第二，

虽然近年来如何鼓励港澳大学生去大湾区发展

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

研究提出针对港澳大学生在湾区创业的行为模

型，本文做出了有益尝试。第三，TPB 被广泛用

于研究人的行为，国内外涌现出了一些运用 TPB

模型分析大学生创业行为的文献，本研究在对

港澳大学生创业行为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究了高校的创业氛围对港澳大学生在湾区创业

意愿的影响，这将对 TPB 模型的扩展起到补充

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港澳大学生创业的研究评述 

 本文所指的港澳大学生是指拥有香港或澳门

籍，目前在内地、香港或澳门高校求学的大学

生。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基点，“北上”创业

是指除香港、澳门外，在大湾区内的其他 9 个内

地城市
②
。 

    国内关于港澳大学生创业的研究较少，而且

这些研究一般从高校教育的角度切入[1−5]，采取定

性的研究方法，认为应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促进

三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极其少量的定量研

究，如张文怡等[6]，又局限在对问卷调查数据的

简单统计分析，缺少理论总结。由此可见，现有

研究不能给港澳大学生“北上”创业提供有效的

指导。 

    (二) 计划行为理论 

 Ajzen 于 1991 年[7]提出了从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等方面来分析行为发生机制的理

论，即“计划行为理论”。由于 TPB 结合了个体

及其生存环境的特点，对行为的发生机制有较为

全面的考察，对不完全受个人控制的行为和完全

受个人控制的行为都有良好的解释力[8]。Conner

和 Armitage[9]对 TPB 预测效果进行了元分析，结

果显示其具有较好的预测力。更多的研究表明，

基于 TPB 的一整套测量方法已经较为成熟而且

还在不断完善，其科学性随着多次应用和检验而

不断提高。 

    国内学者应用 TPB 进行有关大学生创业的

研究有一定的成果，但尚未有学者将 TPB 应用到

研究港澳大学生创业活动中去。李永强等[10]和胡

永青[11]发现，计划行为理论可以对大学生的创业

动机进行较好的解释，发现中国大学生的创业意

愿主要源于其内在激励(如挑战自我、追求成就、

希望独立)，强调个人的性格特质对创业意愿的影

响。而刘加凤[12]认为，外在因素更重要，其中“创

业教育”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影响最大。江洪娟

和张跃进[13]则进一步指出，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未

必能直接转化为创业实践，中间还需有成熟的社

会创业环境、完善的创业帮扶政策来支持。 

    由于 TPB 测量的规范性和应用的广泛性是

其他理论无可比拟的，所以本研究选择引入 TPB

作为研究依据，对港澳大学生“北上”创业的意

愿进行探究。 

    (三) TPB 与研究假设 

    图1展示了TPB含有的主要变量与影响实际

行为的模式。 

 

 

图 1  TPB 模式图 

 

    下面对主要变量和假设进行阐释： 

    1. 行为态度 

    期望价值理论[14]把态度定义为个体对特定

对象持有的一种延续性的正面或负面的预设立

场。Cialdini 和 Cacioppo[15]证实了创业态度与创

业意愿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同时，中国儒家文化

积极入世、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中国

人的创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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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港澳大学生的湾区创

业态度对其“北上”创业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2.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个人在决定是否要采取某一特定

行为时，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该决策所施

加的作用，即个人在做出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

社会压力。Ajzen[16]的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创

业意愿的解释力并不强，但 Krueger 和 Carsrud[17]

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考虑到同属于创业研

究，所以本文认为预设后者的结论成立是合理

的，但具体是否有显著影响仍需实证检验。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港澳大学生的主观规

范对其“北上”创业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预期在开展某一行动

时，对事物发展的掌控程度。增加这个变量是

因为考虑到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完全受个人的意

志掌控[18]。Krueger 和 Dickson[19]指出知觉行为

控制会影响个体的风险承担、机会认知以及职业

选择。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港澳大学生的知觉行

为控制对其“北上”创业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 预调研 

    本研究中所有变量均采取 5分制 Likert量表

进行测量(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基于

对中国人民大学若干港澳籍学生的访谈和相关

参考文献，本文采用的 4 个潜变量为：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湾区创业态度和创业意愿
③
。 

    笔者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港澳籍学

生发放问卷以进行预调研，得到有效问卷 145 份。

借助 SPSS 26.0 软件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如表 1 所示：克伦巴赫信度系数为 0.906，表明

问卷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KMO 值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sig.值)分别为 0.832 与 0.000。故

问卷通过 KMO 检验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变量之

间相关性较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克伦巴赫信度系数 Cronbach’s a 0.906 

项数 27 

KMO 值 0.832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显著性(sig.值) 0.000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近似卡方 2 106.934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df 325 

 

    (二) 正式调研 

    笔者通过对 9 所高校
④
的部分港澳学生发放

问卷以进行正式调研，共回收 273 份问卷，其中

有效问卷 260 份，问卷回收率为 95.24%。表 2

为样本的分布情况描述，其中一半左右的被调查

者目前在广东省内上学，而另一半被调查者则在

香港和澳门上学，通过对他们的大湾区创业意愿

进行分析发现，广东省内就读的大学生在湾区的

创业意愿的平均值为 3.6，而香港和澳门两地就

读的大学生只有 3.05，明显低于前者。另外，本研

究的调查对象性别和籍贯的比例大约为 4∶6，女

性多于男性，香港籍多于澳门籍，均处于合理范

围内，其中女性在湾区创业意愿的平均值为 3.27，

低于男性的 3.55，而澳门籍的被调查者在湾区创业

意愿的平均值为 3.15，低于香港籍的 3.51。 
 

表 2  样本分布情况 

  项目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高校

所在地

广东省 150 57.69 57.69 

澳门 91 35 92.69 

香港 19 7.31 100 

性别
男 105 40.38 40.38 

女 155 59.62 100 

籍贯
澳门 105 40.38 40.38 

香港 155 59.62 100 

年级

大一 83 31.92 31.92 

大二 71 27.31 59.23 

大三 68 26.15 85.38 

大四 33 12.69 98.07 

硕博 5 1.93 100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 因子分析 

 本研究对每一个潜变量的观测指标均采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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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分析法进行正交旋转，并删除因子载荷小

于 0.5 的观测指标。结果如表 3 所示，大多数潜

变量观测指标的因子载荷观测指标的载荷均大

于 0.7，只有极少数的观测指标的载荷略低于

0.7，这说明本研究的各个潜变量的结构效度良

好。同时，对各潜变量进行克伦巴赫检验，其

系数都高于 0.8，说明本研究的各个潜变量信度

良好。 

    (二) 基础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得到每个潜变量最终的观测指标之后，我们

对预设模型进行了拟合，拟合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果显示，基于 TPB 理论的港澳大学生“北上创

业意愿”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效果，模型的

RMSEA 值为 0.080，小于 0.1；模型的卡方自由度

比为 2.648，小于 3；NIF 小于 0.1；CIF 小于 0.1；

IFI 小于 0.1，各个拟合指数均好于参考值，这说

明将 TPB 理论运用于港澳大学生湾区创业意愿

的研究是非常合理的。另外，从图 2 可以看出，

湾区创业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港澳

大学生在湾区创业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由

此证实本文提出的 3 个假设。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湾区创业态度对湾区

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为 0.406(P＜0.001)，这表明

港澳大学生的在湾区创业的意愿一部分源自于

他们对在湾区创业主观态度上的认可，认为在湾

区创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主观规范对湾区创业

意愿的影响效应为 0.461(P＜0.001)，笔者认为这

主要是因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家庭和亲友对个

人的影响比较大，从而导致港澳大学生在考虑是

否要在湾区创业时，会更加看重身边亲人的看

法，而在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文化里，父母对孩

子决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最后，知觉行为控制

对湾区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为 0.214(p＜0.001)，这

说明港澳大学生在思考是否在湾区创业时，会考

虑自身的能力(知识、技能、资源等)，以及对湾

区创业环境的适应程度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他

们的湾区创业意愿，能力越强，越能适应新环境，

创业意愿就越高。 
 

表 3  测量条目及可靠性分析 

潜变量 测量条目 数目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湾区 

创业 

态度 

EA1 我认为在湾区创业具有社会价值 

3 

0.66 

0.835 EA2 我认为在湾区创业能够致富 0.67 

EA3 在湾区创业符合我个人的自我实现 0.91 

主观 

规范 

SN1 如果我选择在湾区创业，我的亲友会支持我 

3 

0.77 

0.845 

SN2 若我身边有人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成功创业，我的湾区创

业意愿会提升 
0.85 

SN3 若我身边有人能给我提供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所需的人

脉和资源，我的湾区创业意愿会提升 
0.79 

知觉 

行为 

控制 

PBC1 我认为我充分具备创业所需的知识及技能 

5 

0.82 

0.909 

PBC2 我认为我非常了解在湾区的创业制度 0.84 

PBC3 我认为跨境创业不会给我带来交通、住房、证件等方

面的困扰 
0.75 

PBC4 我拥有在湾区创业所需要的资源(资金、人脉、团队、

机会、创业点子等) 
0.84 

PBC5 对比其他港澳大学生，我认为我参加过较多的创业培

训、创业比赛等活动 
0.83 

湾区 

创业 

意愿 

BI1 我觉得去湾区创业的机会丰富 

4 

0.83 

0.889 
BI2 我觉得去湾区创业总体上是受到支持的 0.85 

BI3 我对在湾区创业感到很有兴趣 0.81 

BI4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未来会在湾区创业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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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拟合指数 

原假设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值 拟合指数 

H1 0.406 4.384*** C2/df GIF NIF CIF IFI RMSEA 

H2 0.461 4.213*** 
2.648 0.905 0.936 0.959 0.959 0.080 

H3 0.214 4.445*** 

 

 

图 2  TPB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三) 高校教育对创业意愿模型的影响 

 行为教育(Behavior Education)是指个体在从

事某种特定行为前，受到的关于该行为的知识教

育。行为教育作为传播行为知识的媒介，本身无

法直接作用于个体的行为，但会通过培养个体的行

为态度和个体特质来施加影响[20]。Osterbeek J[21]

认为通过创业教育可以有效培养和改变大学生

的创业态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现，通过实

践和认知水平、沟通和榜样激励等方式可以有效

地改变个体的行为态度。Galloway 和 Brown[22]

认为创业教育除了开发技能，还能够长期影响人 

们对于创业的态度。 

    除了来自香港和澳门，港澳大学生的另一个

重要身份就是他们是处在大学教育阶段的学生，

学校的创业氛围将对他们的创业意愿产生一定

程度上的影响。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对问卷问题

“我觉得我所在学校创业文化浓厚”打分的高

低，将其分为高创业氛围组和低创业氛围组，并

分别建立 TPB 理论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得到结果

如表 5、图 3 所示。 

    由结果可知，当调研对象认为自己所在学校

的创业氛围较浓时，其湾区创业态度和知觉行为

控制均对湾区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比低创业氛

围组大。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在创业气氛好的学

校环境里，一方面，港澳大学生的湾区创业态度

会更积极，从而提升了湾区创业态度对于湾区创

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港澳大学生能够

接触到更多的创业知识、技能和资源，从而提高

了他们的知觉行为控制并降低了主观规范的作

用，进而使得知觉行为控制对于湾区创业意愿的

影响程度更大，主观规范对湾区创业意愿的影响 
 

表 5  高校教育对模型的影响 

低创业氛围组 高创业氛围组 

原假设 标准路径系数 C2/df RMSEA 原假设 标准路径系数 C2/df RMSEA 

H1 0.353** 

1.946 0.086 

H1 0.679** 

1.827 0.080 H2 0.542*** H2 0.063 

H3 0.261*** H3 0.365** 

 

 

图 3  低创业氛围组(左)与高创业氛围组(右)TPB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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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 

    五、余论 

    湾区创业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

对港澳大学生的湾区创业意愿具有正向作用。港

澳大学生的湾区创业意愿一部分源自他们主观

上对在湾区创业的认可，认为在湾区创业是一件

有价值的事；主观规范对湾区创业意愿具有正向

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家

庭和亲友的建议会对个人产生较强的影响，从而

导致港澳大学生在思考是否要在大湾区创业时，

会更加看重身边亲人的看法；港澳大学生在思考

是否在湾区创业时，也会考虑自身的能力(知识、

技能、资源等)，以及对湾区创业环境的适应程度，

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他们的湾区创业意愿，能力越

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越高，创业意愿就越高。 

高创业氛围学校环境能显著增强湾区创业态度、

知觉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正向作用，却使得主

观规范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在创业氛围更好

的学校环境下，港澳大学生的湾区创业态度会更

积极，从而提升了湾区创业态度对于湾区创业意

愿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在创业氛围较浓厚的

大学环境中，港澳大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关于创

业的知识、技能和资源，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知觉

行为控制并且降低了主观规范的作用，进而使得

知觉行为控制对于湾区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更

大，主观规范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与粤港澳大湾区创

业基地工作人员的访谈，笔者认为激发港澳大学

生湾区创业意愿、使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仅

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更需要学校、企业和创业

基地一起“多方共助”。 

    粤港澳三地政府要整合政策资源、统筹全

局。第一，保障赴湾区创业的港澳大学生在通勤、

居住、生活等方面的便利快捷；第二，将分散的

政策信息进行整合和统一以降低港澳大学生信

息搜集的成本；第三，注意适当提高项目资助的

门槛，完善项目资助的筛选机制，从而促进成果

转化率提高。 

    高校一方面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配合粤港

澳大湾区的宣传工作，让港澳大学生了解湾区创

业的广阔前景；另一方面，可以与其他高校、创

业基地谋求合作，共同开设创业教育课程、举办

创业比赛等，为大学生提供获得知识、锻炼能力

的场所。 

    离开了社会实践，创业教育就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企业和创业基地要力所能及地给港

澳大学生提供更多“试炼”的机会。通过对企业

实际运行和创业知识的进一步了解，港澳大学生

的创业想法会更加成熟和容易落地。 

 
注释： 

 
①  从事过此类定性研究的学者包括：黄炳超和黄明东

(2020)、单菁菁和张卓群(2020)、黎友焕(2019)、王阁

(2019)、谢宝剑和胡洁怡(2019)、辜胜阻等(2018)、赵晓

斌等(2018)、刘金山和文丰安(2018)、周任重(2017)、张

日新和谷卓桐(2017)等。 

②  包括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

山、江门、肇庆等九个珠三角城市。 

③  概念操作化具体见表 3。 

④  包括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香港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旅游学院

和澳门理工学院等 9 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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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nd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ollege students in some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paper build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Bay Area.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subjective norm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Bay Area.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standard on the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in the Bay 

Area is not very significant. This reaearch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 for better stimulating the willingnes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tart businesses in the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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