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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功能。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发展受个人内

部因素以及外部团队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参赛动机、关系强度和创新创业能力的

模型探讨团队关系强度在参赛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根据对 612 位参与创新创业大

赛大学生的问卷调研获取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Bootstrap 方法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

团队关系强度在参赛动机(包括社会交往动机、自我表达动机以及自我发展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

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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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要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

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

见》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

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的提升不仅关乎个人的职业发展，也是

高校创新创业教学效果的重要体现，更是高校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1]。如何提升大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研究内容来看，以往关于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

构建[2−3]、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1, 4−5]、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6−7]以及创新创业能力建立

路径和机制[8−11]等方面。对于如何提升大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现有研究关注较少。少量的研究

主要关注了个体内部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学生学

习等方面)和外部因素(包括学校教育、家庭环境、

社会环境等方面)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12]。从研

究方法来说，以往研究多为理论研究或案例研

究。对于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具体提升

路径，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仍需进一步探讨那些深层次

的、尚未被充分重视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

基于动机/自我→投入/行动→学习效果的理论框

架[12]，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创新创业大赛参赛动机

能否通过团队关系强度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创新

创业能力。基于对参与“我为陕西品牌代言”市

场营销创新创业大赛的 612 位学生的问卷调研和

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关系强度在社会交往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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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关系强度

在自我发展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关系强度在自我表达动机和创新创业能

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从

理论上更好地理解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也

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 

    二、理论基础 

    (一) 创新创业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多数学

者认为，创新创业能力体系的构建从创新创业知

识学习开始[6]，并通过创新创业素质的提升、创

新创业实践[13]使创新创业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本研究将创新创业能力定义为参赛者在比

赛过程中所展现的新知识构建的能力、提出问题

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

队合作的能力以及沟通的能力等的综合体现。 

    (二) 参赛动机 

    参赛动机可以看作是创新创业参与者内在

需求与外在环境等各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进

行参赛的驱动力[14]。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了

个体需求的差异性，揭示了不同层次的需求引

起差异化的动机并最终支配着个人的行为。众

多学者对参赛动机有不同的理解[14−16]，大多数学

者认为，对于参赛者而言，参赛动机影响着参赛

者的选择。动机可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如马拉松参赛者，其参赛的内部动机可归纳为

参赛者出于兴趣爱好以及强身健体、休闲娱乐、

锻炼意志等目的而产生的内部驱动力；外部动机

则细分为人与环境的助推，包括同伴的助力、社

会环境的浸染以及新闻媒体的熏陶等因素的驱

使[17]。在创新创业赛事的情境下，参赛者除了受

到本能力量驱动的动机外还具有许多高级内驱

力，比如社会交往动机、自我表达动机和自我发

展动机。 

    1. 社会交往动机 

    社会交往动机是一系列驱使个体参与社会

交往活动的基本心理需求[18]。它被认定为为满足

某种需求或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社会活动的起

始、方向和持续性动力。李宁则认为社会交往动

机主要是个体想要通过参与创新创业赛事或活

动扩展自己的交际圈、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

伴、获取更多知识[19]。 

    2. 自我表达动机 

    自我表达动机即为了实现价值表达功能个

体向他人展示或强调自我意象的心理动机。

Chernev 等认为，自我表达动机可以通过列举与

自身相关的信息来进行操纵，个体进行自我表

达是一种非常普遍与习惯性的行为[20]。在参赛

过程中，通过自我表达，参赛者个体得以使自

己的想法或感觉有形化、具体化，达到被他人理

解的目的。 

    3. 自我发展动机 

    自我发展动机即实现个人目标、生命意义、

自尊和自信的动机[21]。在参加创新创业赛事过程

中，参赛者追求的目标是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和

超越自我。自我发展动机可归结于成长发展的需

求，属于最高等级的需求层次[18]。 

    三、研究假设 

    (一) 动机因素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参赛者的社会交往动机能够正

向影响创新创业能力。 

    在观察当代大学生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陈莉

和高铭竺发现当代大学生具有个性化的价值倾

向。这种价值倾向会导致他们在群体活动中往往

以自我为中心，忽略集体的知识和智慧，从而导

致合作沟通不彻底[22]。当参赛者具有较强的社会

交往动机时，参赛过程中就会有更多的交流、沟

通以及磨合，集体意识就会增强，团队合作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能力都可能得到

大幅度提升。同时，社会交往动机也可能有助

于建立共同目标和相似价值观，推动团队成员

积极履行个人和集体责任，实现共同目标，进

而在参赛过程中有更多的合作、协调以及沟通

等。而且，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有利于提升

团队成员的创新创业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H1：参赛者的社会交往动机正向影响参赛者

的创新创业能力。 

    李莹莹指出自我表达动机是从自我角度出

发，为了实现自我、表达自我等目的而产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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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机[23]。本研究将自我表达动机定义为个体为

了展现自我的独特性而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思想、

观点、能力以及偏好等信息的过程，是一种非常

普遍与习惯性的行为。 

    本研究认为，参赛者的自我表达动机能够正

向影响创新创业能力。首先，参赛者的自我表达

动机可以被视为是对自我认同的一次探索，这个

探索的过程有助于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具体来

说，在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的想

法有形化、具体化，参赛者可能更有动力去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其次，通过自我

表达，参赛者获得群体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参赛者摆脱了“边际人”的身份，构建起集体

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有助于促进团队成员间的

进一步合作、沟通以及共同解决问题。最后，自

我表达动机有助于参赛者重新类化以及比较自

身，这有助于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

而在参与创新创业大赛的过程中更好地取长补

短，以收获更多的群体身份认同和对自身能力的

肯定。这都有助于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 

    H2：参赛者的自我表达动机正向影响参赛者

的创新创业能力。 

    本研究将自我发展动机定义为参赛者为实

现个人目标、生命意义、自尊和自信的内部驱动

力。在创新创业大赛的情景中，参赛者的自我发

展动机包括比赛获奖评优、提高学习动力以及增

加生活目标等方面的驱动力。本研究认为，参赛

者的自我发展动机能够正向影响创新创业能力。

当参赛者有较高的自我发展动机时，他们更有动

力通过比赛去获取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社会资

源，这个过程本身就能提升知识构建的能力、提

出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当参赛者有较高的自我发展动机时，

他们也更愿意去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也更愿意

同团队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无形之中有助于

参赛者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参赛者的自我发展动机正向影响参赛者

的创新创业能力。 

    (二) 动机因素对团队关系强度的影响 

    团队关系强度是指团队成员之间人际关系

的密切程度。基于 Tiwana[24]和 Kale 等[25]的研

究，本研究将团队关系强度定义为大学生创新

创业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以及亲密

互动的水平。 

    本研究认为，参赛者的社会交往动机能够促

进团队成员间关系强度的提升。首先，参赛者的

社会交往动机能够增加团队成员的互动频率，促

成互助，提高成员的关系强度。社会交往动机是

能够获得他人的关心、理解、互助的动机。社会

交往动机引发的社会交往行为会影响个体与他

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能够增加参赛者与他人

之间的互动频率。互动频率的增加能够进一步促

进团队成员的互助行为，进而增强团队的凝聚

力。在高频率的互动和互助中，成员之间的关系

强度也随之提升。其次，参赛者的社会交往动机

能够提升团队成员的互动质量，促进合作，提高

成员的关系强度。当参赛者有强烈的社会交往

动机时，他们会自发地进行工作范围内及工作

范围外的多方面的、更深层次的互动，而这种

互动促使团队成员把合作本身看成一种目标，

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增进团队整体的

利益。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更高质量的，在此过

程中能形成相互合作和依赖，并协调完成工作。

持续合作、参赛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

以及亲密互动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关系强度的

提升。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参赛者的社会交往动机正向影响参赛团

队的关系强度。 

    本研究认为，参赛者的自我表达动机能够促

进团队成员间的关系强度。首先，参赛者的自我

表达动机能通过含蓄地降低天生自我和真实自

我之间的联系[26]，增强团队其他成员感知的真实

性，将团队融合在一起。在一个团队中，每个成

员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通过自我呈现和表

达，个体得以使自己的想法或感觉有形化、具体

化，达到被他人理解的目的[27]。当他们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就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

沟通，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彼此的差异，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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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团队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其次，参赛者的

自我表达动机能增进与他人的有效交往，形成团

队成员间的互惠合作关系。参赛团队的成员在集

体参与创新创业赛事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观点，展现自我，就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减

少工作中的摩擦和冲突，增强团队凝聚力，提升

团队成员间亲密互动的水平，从而建立起一种长

期互惠的合作关系，提高团队关系强度。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参赛者的自我表达动机正向影响参赛团

队的关系强度。 

    本研究认为，参赛者的自我发展动机能够促

进团队成员间关系强度的提升。首先，自我发展

动机能够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方式，巩固所

学，提高学习动力，促进参赛团队成员间关系强

度的提升。在自我发展动机的驱使下，参赛者或

多或少会有一些具体的自我发展目标，在实现这

些具体目标的过程中，参赛者不断巩固所学知

识，并持续保持学习动力。参赛者采取积极的行

为不仅能促进自我发展，也会让整个团队在参赛

过程中保持对团队成员的肯定和取得胜利的信

心，促进整个团队的深层次互动交流，使关系强

度得到加强。其次，自我发展动机能够通过采用

良好的自我调控方式进行自我反思、调整和教

育，优化团队成员关系，提高关系强度。自我

发展动机作为一项内在驱动，激励着参赛者规

律、持续地学习，当学习能力和知识储备水平

越来越高时，参赛者的自我挑战目标也越来越容

易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参赛者不断提高自

我调控能力并及时进行自我反思、调整和教育，

在思想上正向激励自己，在行为上调节自己，从

而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在这个正向调节的过程

里，参赛团队受到激励，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度

得到提升，也促进了团队关系强度的提升。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参赛者的自我发展动机正向影响参赛团

队的关系强度。 

    (三) 关系强度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 

    首先，牢固、紧密的联系有助于促进团队成

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24]，从而提升团队

成员的创新创业能力。具体来说，团队关系强度

直接作用于信息的获取、传递、整合和利用，进

而影响团队创造力。当团队成员间有较高的关系

强度时，团队成员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各自的知识

与技能，从而促进新知识的构建，提升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团队合作等能力，增强

整个团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次，参赛团队成员

之间的强关系有助于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团队成员紧密合作，相互配合，

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促进创新创业能

力的提升。在这种团队成员都协同合作的环境

下，团队成员也能从沟通中获取创新的思维和方

法[28]，从而提升个人的创新创业能力。也就是说，

当亲密互动水平的提升和信任感增加时，团队成

员更能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议，形成开放包容的

团队氛围，这种氛围则有助于团队成员打破固定

思维，激发出创新创业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7：参赛团队的关系强度正向影响创新创业

能力的提升。 

    (四) 关系强度在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间的

中介作用 

    大学生在参与竞赛或从事一项创新创业工

作时，无不受到动机的影响。在参赛前期准备和

正式参赛的过程中，随着参赛者个人动机的提

升，团队成员更有意愿获取知识和信息，更有意

愿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互动，这有利于提升团队

成员间的关系强度，进而提升团队成员的创新创

业能力。本研究认为，个人动机能通过团队关系

强度来影响创新创业能力。杨冬等的研究也表达

了相似的观点：基于动机/自我→投入/行动→学

习效果的理论框架，学习动机(动机/自我)能够通

过学习投入(投入/行为)影响创新创业能力(学习

效果)[12]。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关系强度在参赛者的社会交往动机和创

新创业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9：关系强度在参赛者的自我表达动机和创

新创业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10：关系强度在参赛者的自我发展动机和

创新创业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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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方法 

    (一) 数据收集 

    1. 问卷设计 

    为验证以上假设是否成立，本研究发放问卷

收集数据信息。问卷设计遵循以下原则：(1) 确

保问题设计客观中立，避免引导性或歧义性，使

填答问卷者能够真实反映自己的情况。(2) 使用

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述问题，避免复杂或模糊的措

辞，确保填答问卷者能够快速理解并回答。(3) 合

理安排问题的顺序，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

象，逐步引导填答问卷者深入思考。(4) 尊重填

答问卷者的隐私权，不收集敏感信息，确保数据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本研究相关变量包含参赛者

基本信息、参赛者动机、团队关系强度以及创新

创业能力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问卷初步完成之后，本研究还邀请相关专

家、高校教师以及创新创业大赛参赛成员等对问

卷提出修改意见，并根据反馈的建议对问卷进行

修改。为检验问卷的有效性，在开始正式调查前，

本研究选取了来自不同学校、不同角色的 90 位

参赛学生进行预调研。通过对预调研情况的汇

总、整理和分析，对问卷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

进一步修改，进而确定用于大规模调研的正式

问卷。 

    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具有创新创业大赛参与经历的

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

搜集数据。通过设置过滤操作，让具有创新创业

大赛参与经历的受访者参与调研。正式调研共回

收问卷 929 份，删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调研问

卷 612 份，问卷回收率为 65.88%。样本描述性统

计见表 1。 

    3. 变量测量 

    本研究相关的研究变量包括动机因素、关系

强度、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大部分变量及其测

量题项来源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相关研究的

成熟问卷，并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进行了综合、科

学的修改。其中，个人因素中社会交往动机和自

我发展动机借鉴焦慧敏[18]的研究，自我表达借鉴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选项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157 25.65 

女 455 74.35 

年龄

18 岁以下 20 3.27 

19 岁 139 22.71 

20 岁 230 37.58 

21 岁 123 20.10 

22 岁及以上 100 16.34 

学历

专科 70 11.44 

本科 480 78.43 

研究生及以上 62 10.13 

专业

文科类 384 62.75 

理科类 79 12.91 

工科类 49 8.01 

其他 100 16.34 

 

邓佳英[29]的研究，每个变量均包含 3 个题项；创

新创业能力变量借鉴孙健伟[30]的研究，包含 5 个

题项；团队因素中的关系强度变量借鉴 Kale 等[25]

以及 Tiwana[24]的研究，包含 5 个题项。所有量表

均采取五级量表进行正向计分，１代表“完全不

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 

    4. 信度和效度分析检验 

    本研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变量的

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值、CR 以及 AVE 等指标被用于检验

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表 2 显示，所有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均高于 0.880，组合信度均高于

0.880，因此量表的信度较好。各测量题项在对应

潜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均显著高于 0.700，各潜

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都高于 0.700，可见量表有

较好的收敛效度。表 3 显示，各变量 AVE 值的平

方根均大于变量自身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说明各变量之间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模型拟合情

况指标，χ2=955.1，df=262，χ2/df =3.645，NFI= 

0.941，IFI=0.957，TLI=0.942，CFI=0.956，GFI= 

0.895, RMSEA=0.066。五因子模型各项主要指标

均达到要求标准，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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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变量的信度、因子载荷、CR 值以及 AVE 值 

潜在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社会交往动机 

Cronbach’s α=0.925； 

CR=0.927；AVE=0.809 

参赛可以使我结识更多的朋友 0.910 

参赛可以使我同他人有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0.926 

我想通过本次比赛在和别人比赛时有共同话题 0.862 

自我表达动机 

Cronbach’s α=0.880； 

CR=0.883；AVE=0.716 

我和我所在的团队队员创作视频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兴趣 0.849 

我和我所在的团队队员创作视频是为了展示自己某方面的能力 0.869 

我和我所在的团队队员创作视频是为了表达对代言品牌的看法 0.819 

自我发展动机 

Cronbach’s α=0.946； 

CR=0.900；AVE=0.752 

参赛可以使我在各类评奖评优中有优势 0.734 

参赛可以使我巩固所学，提高学习动力 0.944 

我想通过本次比赛使自己的生活更有目标 0.909 

关系强度 

Cronbach’s α=0.973； 

CR=0.973；AVE=0.880 

参赛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 0.932 

参赛团队成员之间互动频繁 0.945 

参赛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 0.957 

参赛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及时而充分 0.923 

参赛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尊重 0.932 

创新创业能力 

Cronbach’s α=0.981； 

CR=0.978；AVE=0.900 

本次比赛有助于提高我更新、构建知识的能力 0.940 

本次比赛有助于提高我提出问题的能力 0.947 

本次比赛有助于提高我分析问题的能力 0.952 

本次比赛有助于提高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0.960 

本次比赛有助于提高我的沟通能力 0.945 

 

表 3  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以及 AVE 的平方根 

 1 2 3 4 5 

1. 社会交往动机 0.900     

2. 自我表达动机 0.526** 0.847    

3. 自我发展动机 0.592** 0.704** 0.867   

4. 关系强度 0.585** 0.524** 0.546** 0.938  

5. 创新创业能力 0.565** 0.520** 0.660** 0.683** 0.949 

样本均值 4.286 4.090 4.239 4.408 4.444 

样本标准差 0.784 0.780 0.718 0.693 0.659 

注：对角线(粗体)为 AVE 的平方根值。对角线以下为变量间 Pearson 相关系数值，*代表在 0.05 水平上显著，**代表在 0.01

水平上显著，***代表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5. 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在本研究中同一个被调查者回答了所

有变量的题项，由此可能产生同源偏差问题。因

此，本研究在问卷设计和测量上尽量减少共同方

法偏差来源，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首先，

本研究在问卷中将变量排列在问卷中的不同位

置，以减少上下文之间相互联系产生的影响。其

次，Harman 单因素法的结果显示，“解释的总方

差”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30.92%(未

超过 50%)。因此，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

差问题。 

    (二) 数据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运用 SPSS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Pearson 相关系数和

显著性水平结果见表 3。 

    2. 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验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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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假设，运用 AMOS27 软件来验证参赛动机、关

系强度以及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关系。表 4 表明，

社会交往动机(β=0.073，P＜0.05)正向影响创新创

业能力，因此 H1 得到有效支持。自我表达动机

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因此 H2 被拒绝。

自我发展动机(β=0.391，P＜0.001)正向影响创新

创业能力，因此 H3 得到有效支持。社会交往动

机(β=0.338，P＜0.001)正向影响关系强度，因此

H4 得到有效支持。自我表达动机(β=0.201，P＜

0.001)正向影响关系强度，因此 H5 得到有效支

持。自我发展动机(β=0.191，P＜0.001)正向影响

关系强度，因此 H6 得到有效支持。参赛团队的

关系强度(β=0.382，P＜0.001)正向影响创新创业

能力，因此假设 H7 得到有效支持。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对

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重复次数设置为 5000，置信

区间为 95%，结果如表 5 所示。关系强度对社会

交往动机与创新创业能力的总效应为 0.218(P＜

0.01)，中介效应为  0.134，直接效应为 0.084    

(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11，0.218]，不

包含 0，部分中介效应显著，H8 得到实证结果的

支持。关系强度对自我表达动机与创新创业能力

的总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为 0.069，直接效应

不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036，0.130]，不包

含 0，完全中介效应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 H9。

关系强度对自我发展动机与创新创业能力的总

效应为 0.425(P＜0.01)，中介效应为 0.074，直接

效应为 0.351(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31，

0.141]，不包含 0，部分中介效应显著，研究结果

支持了 H10。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β S.E. C.R. P 假设验证 

社会交往动机→创新创业能力 0.073 0.035 2.097 * 支持 H1 

自我表达动机→创新创业能力 −0.040 0.045 −0.880 0.379 拒绝 H2 

自我发展动机→创新创业能力 0.391 0.045 8.735 *** 支持 H3 

社会交往动机→关系强度 0.338 0.042 8.134 *** 支持 H4 

自我表达动机→关系强度 0.201 0.055 3.640 *** 支持 H5 

自我发展动机→关系强度 0.191 0.054 3.578 *** 支持 H6 

关系强度→创新创业能力 0.382 0.036 10.684 *** 支持 H7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P＜0.001。 

 
表 5  参赛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影响路径 总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检验结论

社会交往动机=>关系强度=> 

创新创业能力 
0.218** 0.084** 0.134 0.026 0.111 0.218 部分中介

自我表达动机=>关系强度=> 

创新创业能力 
0.049 −0.020 0.069 0.024 0.036 0.130 完全中介

自我发展动机=>关系强度=> 

创新创业能力 
0.425** 0.351** 0.074 0.028 0.031 0.141 部分中介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BootLLCI 指 Bootstrap 抽样 95%区间下限，BootULCI 指 Bootstrap 抽样 95%区间

上限。 

 

    五、研究总结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为陕西品牌代言”创新创业大

赛为研究背景，探讨参赛团队的关系强度在参赛

者参赛动机以及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中的中介作

用效果。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三种参赛者动机(社

会交往动机、自我表达动机以及自我发展动机)

对团队的关系强度有着正向影响。团队关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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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正向影响创新创业能力。关系强度在参赛者的

社交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系强度在参赛者的自我表达动机和创新创业

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关系强度在参赛者的

自我发展动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二) 理论意义 

    本研究存在如下理论意义：第一，本研究从

参赛者个人内部驱动力视角考察了影响创新创

业能力的前因，深化了对创新创业能力影响机理

的认知。对于影响创新创业能力的个体因素，以

往研究主要关注了参赛者的性别[32]、年龄[31]、个

人能力[33]、个人特质[34]以及学习投入[12]等因素。

虽然这些研究都表明参赛者的个体因素是创新

创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没有研究探讨参赛

者的个人动机因素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本研

究结果表明，参赛者的参赛动机是创新创业能力

的影响因素，这深化了对个体层面动机因素如何

影响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认知。第二，本研究在

“动机/自我→投入/行动→学习效果”整合框架

下考察影响创新创业能力的因素，为创新创业能

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视角和更

为完整的分析框架。Skinner 等(2008)[35]提出的

“动机发展自我系统模型”表明，环境因素主要

通过学生对学习的自我感知以及行动影响学习

结果。郭建鹏等(2021)[36]指出，大学生对学习环

境的感知因素可通过自我概念等动机因素和学

习投入等过程因素间接影响学习结果。本研究整

合以上两个研究的理论思路，建立并验证了“参

赛动机→团队行为→创新创业能力”的理论模

型。研究理论框架也呼应了杨冬等(2024)[12]的研

究，即学习动机通过学习投入影响创新创业能

力。第三，在整合了个人层面因素(参赛动机)和

团队层面因素(关系强度)的基础上，本研究探讨

了它们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研究厘清了个体

动机因素、团队关系强度因素以及创新创业能力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团队关系强度在不同动

机和创新创业能力之间起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

对于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往研究对于团

队层面的因素关注较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大赛

一般都是以团队形式参与的，团队相关的因素一

定是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

弥补了这个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时，本研究也明

确了动机因素影响创新创业能力的具体方式和

路径。 

    (三) 实践意义 

    本研究获得的结论为参赛者的创新创业能

力提升提供了以下实践意义。第一，参赛者的内

部驱动力对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创

新创业大赛的组织方以及高校应该想办法提升

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大赛的动机。具体来说，在大

赛动员的时候，大赛组织方和各有关高校应该强

调大赛能够帮助参赛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

得一定的社会资源，从而提升学生参赛的社交动

机；同时，在大赛的组织环节，应该充分考虑给

予参赛者更多的展示自我的机会(比如设置直播

答辩、优秀作品展示等环节)，提升他们的自我表

达动机；最后，创新创业大赛应该致力于给参赛

者提供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可以考虑给参赛者

提供更多接触企业经营实践的机会、更多寻求就

业的机会以及更多了解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

机会。第二，团队因素也是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

重要影响因素，在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应重视团

队成员间信任、互惠、合作、知识和信息共享等，

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具体来说，在团队

组建时，不仅要考察团队成员的专业能力，也应

该考察他们的专业背景或行为可能对团队关系

产生的影响。在参与创新创业大赛的过程中，团

队互惠、信任文化的建设尤为重要。具体来说，

创新创业大赛团队要建立平等、透明的沟通机制

以及互惠共享的团队价值观，在实践中推进团队

内部的互惠信任关系，共同应对比赛过程中的困

难与挑战，提升团队的关系强度。 

    (四)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可以分为

个人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和团队创新创业能力提

升。由于本研究的关注点是个人创新创业能力的

提升，因此只考虑了个人参赛动机因素通过团队

关系强度对个人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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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将团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纳入概念模型。虽然

个人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和团队创新创业能力提

升会有一定的交互影响，但基于创新创业能力提

升的完整分类，后续研究有必要将团队的创新创

业能力提升纳入概念模型。第二，本研究主要考

虑了个体因素以及团队层面因素对创新创业能

力的影响，未考虑学校层面因素对创新创业能力

的影响。学校的创新创业氛围、创新创业课程设

计以及创新创业支持等方面也可能是创新创业

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个体层

面因素、团队层面因素以及学校层面因素纳入统

一分析框架，探讨这些因素对创新创业能力的联

合影响。第三，本研究用于实证检验的数据均来

源于同一份调研问卷的截面数据。虽然本研究的

多方法数据质量检验证实了同源方差和内生性

问题并不足以影响研究结果，但却不能完全消除

潜在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多来源数据

再次验证研究模型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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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 core fun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apabilities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both personal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team factor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that includes 

competition motivation,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y,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am relationship strength between competition motiv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Using data obtained from a survey of 612 colleg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the study employ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eam relationship 

strength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on motivation—including social interaction motivation, 

self-expression motiv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motivation—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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