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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进一步解释和预测大学生的创业行为ꎬ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基本框架ꎬ聚焦大学生的创业意向

形成过程ꎬ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ꎬ引入创业态度、创业行为控制和创业决策三个变量ꎬ构建大学生创业

行为意向假设模型ꎮ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ꎬ以福建、浙江两省 ４６３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对大学生创业行为意向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ꎮ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行为意向假设模型

中的创业态度变量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ꎬ创业决策变量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有影响ꎬ但不

显著ꎮ 另外ꎬ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归因方式、认知程度、重要他人和社会支持程度是影响

大学生创业行为意向的主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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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ꎬ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ꎬ进而促进大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和

高层次创业ꎬ是当前高等学校办学的重要命题ꎬ同

时也是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产业

革命新进展的迫切要求ꎮ 纵观当下ꎬ创新创业教

育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教学研究的热点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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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ꎮ[１]

创业作为一项有意识、有计划ꎬ有风险、有决

策的复杂行为ꎬ全过程受到众多因素影响ꎬ其中创

业意向是创业行为发生的重要驱动因素ꎮ 自

１９８８ 年ꎬ“创业意向”的概念被首次提出ꎬ国内外

学者们对创业意向的概念内涵、形成规律、影响因

素及测量手段都展开了丰富多样、各具特色的研

究ꎮ 其中ꎬ国外学者倾向于将创业意向定义为创

业者将注意力、专注力和行动力集中指向某个特

定目标时的一种心理状态ꎬ个体的创业灵感与创

新想法需要通过具体创业意向的形成才能得以实

现ꎮ[２]而国内学者则倾向于将创业行为描述得更

加具体形象ꎬ将创业意向定义为个体在创办新企

业或实施创业行为时的主观心理准备状态及其对

创业项目预计完成的程度ꎮ 对比中外学者的研究

结果ꎬ我们不难发现ꎬ在所有创业意向的研究中ꎬ
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都是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研

究ꎬ这些研究都侧重于对个体创业者具体创业行

为的特征分析ꎬ缺乏对个体创业者主客观创业意

向的深层探析ꎮ 同时ꎬ在当前针对创业行为的过

程化研究中ꎬ多数研究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ꎬ缺少

有针对性的定量实证研究ꎬ因此需要借助一个在

理论上经过多次论证的完美模型框架使创业行为

意向的研究更加系统化、标准化、个性化ꎮ[３]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计划行为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就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的

预测与研究ꎬ众多领域的应用研究也证明:ＴＰＢ
在各领域中对行为预测领域具有较强指示功能ꎬ
并能对行为意向与行为过程进行准确而合理的

解释ꎮ[４]

本研究以 ＴＰＢ 理论为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架

构ꎬ将“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三

个变量进行修正ꎬ进而构建大学生创业行为意向

假设模型ꎬ为合理引导与激发大学生的创业行为

提供有力的理论参考和现实途径ꎬ进一步增强大

学生创业教育的实效性和功能性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ＴＰＢ 理论

１９８５ 年ꎬ美国学者 Ａｊｚｅｎ 提出计划行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ꎬＴＰＢ)ꎬ理论认为行

为意向是影响与决定个体实际行为的主要影响因

素ꎬ从计划行为理论经典模型(图 １)来看ꎬ行为态

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直接影响个体的行

为意向[５]ꎬ其中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在执行某种特

定行为过程中ꎬ伴随行动过程所产生的正面或负

面的主观评价ꎬ进而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态

度ꎻ主观规范是指行为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对重要

他人或团体所带来的压迫力的感知程度ꎬ这种压

迫力对个体是否执行某种特定行为与任务具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ꎻ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在执行特

定行为过程中ꎬ对行为控制程度的预判与评估ꎬ它
具有过程性与感受性的特点ꎬ当个体感觉对特定

行为失去控制时ꎬ会产生退缩行为ꎬ反之亦然ꎮ[６]

图 １　 计划行为理论(ＴＰＢ)经典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二)研究假设

将 ＴＰＢ 行为理论经典理论模型与大学生创

业实际行为进行对比发现ꎬ美国学者 Ａｊｚｅｎ 强调

一致性原则的对象、行动、环境和时间四个元素ꎬ
在大学生准备创业与实际创业过程中都具有相当

高的一致性ꎬ这给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

为控制三个变量对大学生创业意向进行研究假设

带来了可能性ꎮ[７]在本研究中将大学生创业意向

的研究聚焦为在校大学生ꎬ他们有创新想法ꎬ也有

较强的创业意愿ꎬ但是创业愿景较为模糊ꎬ也没有

具体的创业方向和行为ꎮ 那么影响大学生创业意

向的因素具体有哪些ꎬ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ꎬ
孰轻孰重? 现有研究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ꎮ
在研究初期ꎬ课题组采取团体访谈与重点个别回

访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ꎬ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三

个因素的摄入问题展开ꎬ即行为态度因素:创业行

为可能会带来的利弊有哪些? 主观规范:促进或

阻碍创业行为的具体因素有哪些? 知觉行为控

制:影响创业行为发生的因素有哪些? 围绕以上

三个方面:来收集大学生实际创业行为影响因素

及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真实情况ꎮ 在对访谈内容进

行关键词分析后ꎬ将经典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三个

基本影响因素修正为:创业态度、创业决策、创业

行为控制三个变量ꎬ构建如下假设模型(图 ２):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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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大学生创业行为意向假设模型

　 　 Ｆｉｇ.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二、调研设计与数据获取

(一)调研设计

调研过程选取的调查问卷ꎬ在借鉴概念性定

义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结合前期对在校大

学生的定性访谈成果设计而成ꎬ问卷包括 ２４ 道测

量项目ꎬ按照人口学信息、大学生创业态度、大学

生创业意向的预测结果分为三个部分ꎬ项目测量

选取里克特五级量表法ꎮ
在“认知程度”因子上ꎬ用 ３ 道题目进行测

量ꎬ如:“我对目前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完全了

解”ꎻ在“归因方式”因子上ꎬ用 ４ 道题目进行测

量ꎬ如:“我认为创业成功是偶然的”ꎻ在“重要他

人”因子上ꎬ用 ２ 道题目进行测量ꎬ如:“我身边有

创业成功的人物ꎬ我也能经常感觉到收到他们的

激励”ꎻ社会支持程度变量用 ３ 道题目进行测量ꎬ
如:“身边的老师与朋友都认可我在创业方面的

想法与能力”ꎻ在“掌握资源”因子上ꎬ用 ４ 道题目

进行测量ꎬ如:“我能肯定我的家庭会对我的创业

项目提供帮助”ꎻ在“自我肯定”因子上ꎬ用 ３ 道题

目进行测量ꎬ如:“我相信我有能力应对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ꎻ此外ꎬ为增强量表信度ꎬ补充设

置了 ２ 道检验题和 ３ 道测谎题ꎮ
(二)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选取 ＳＰＳＳ１４.０ 对自编调查问卷进行

信度检验ꎬ其中认知程度、归因方式与创业态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４９ꎻ重要他人、社会支持程

度与创业决策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９２ꎻ掌握

资源、自我肯定与创业行为控制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７９３ꎻ创业态度、创业决策、创业行为控制与

创业意向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８５ꎬ检验结果

说明ꎬ问卷各测量项目均达到较好的信度ꎮ

(三)数据获得

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选取福建、浙江两

省有代表性的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
通过网络发放电子问卷 ７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６３ 份ꎮ 有效样本中ꎬ男生 ６２.０％ꎬ女生 ３８.０％ꎻ大
一学 生 ８. ４２％ꎬ 大 二 学 生 ９. ２９％ꎬ 大 三 学 生

３６.５０％ꎬ 大 四 学 生 ４５. ７９％ꎻ 人 文 社 科 学 生

３６.０７％ꎬ理工科学生 ６３.９３％ꎻ接受过系统创业教

育的 １４.０％ꎬ接受过一般创业教育的 ７８.０％ꎬ未接

受过各种形式创业教育 ８.０％ꎮ

三、研究结果

(一)现状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ꎬ对目前福建省、浙江省两地大

学生参与各类创业活动情况的现状进行了摸底调

查ꎬ经过统计发现ꎬ目前高校内开展各级各类创业

活动的形式包括:参加创业计划大赛、组织创业专

项夏令营、举办创业培训班、设置创业通识课程、
邀请创业成功人士举行创业主题讲座等ꎮ 调查显

示:有 ４８％的大学生参与过“创业计划大赛”、有
１４％的大学生参加过“创业专项夏令营”、有 ２６％
的大学生参与过“创业培训班”ꎻ有 ８３％的大学生

辅修过“创业通识课程”ꎻ有 ８９％的大学生参与过

“创业主题讲座”ꎮ 调查结果充分说明ꎬ目前高校

进行各级各类创业教育积极有效、层次分明ꎬ大学

生能够参与的各种创业活动类型丰富、内容多样ꎮ
调查中我们也发现ꎬ大多数同学比较认同目

前的创业教育ꎬ而且年级越高ꎬ越表现出强烈的认

同感ꎬ调查结果显示:６７％的大学生支持在校期间

参与各类创业活动ꎬ１６％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会做

出创业实践ꎬ但是也有 ３６％的大学生明确表明会

支持周围人创业ꎬ但是自己不会去尝试ꎮ 在“是
否了解高校各项创业支持举措”这一问题中ꎬ近
８０％的学生表示听说过国家与学校有各种各样针

对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ꎬ但是具体的举措内容

或文件精神却并不了解ꎬ这也客观反映了当前创

新创业教育“一头热ꎬ一头冷”ꎬ即学校大力推动ꎬ
学生广泛了解ꎬ但是反应平平、消极参与的现状ꎮ

(二)假设检验

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４.０ 进行调查数据录入与数

据结果分析ꎬ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

行假设检验ꎬ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ꎬ构建大学生创

业意向影响因素的假设检验模型图(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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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大学生创业意向假设检验模型

Ｆｉｇ.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

图 ３ 结果表明:首先ꎬ在创业意向影响因素

中ꎬ“创业态度”因素对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ꎬ“创
业决策”因素对创业意向有影响ꎬ但不显著ꎬ“创
业行为控制”对创业意向没有影响ꎻ其次ꎬ在创业

态度维度ꎬ“认知程度” “归因方式”两个因子对

“创业态度”因素均有显著影响ꎬ在创业决策维

度ꎬ“重要他人”“社会支持程度”两个因子对 “创
业决策”因素均有显著影响ꎬ在创业行为控制维

度ꎬ“自我肯定”和“掌握资源”两个因子对大学生

“创业行为控制”因素均无显著影响ꎮ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态度和创业决策对

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影响显著ꎬ创业行为控制影响

不大ꎬ证实了计划行为理论在大学生创业行为意

向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ꎮ 研究证明:认知程度

和归因方式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态度ꎻ重要他

人和社会支持程度影响大学生的创业决策ꎻ创业

态度和创业决策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的形成起到

了重要的影响作用ꎮ
(二)讨论

创业态度作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主要影

响因素ꎬ也是创业教育能够积极干预与正面影响

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创业态度所包含的认知程度与

归因方式ꎬ应当成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核心教育

目标ꎬ其中认知程度的提升包含大学生对自我的

认知程度的提高、对创业教育的认知程度的认同、
对创业环境的认知程度的清晰等ꎮ 各项教育研究

规律证实ꎬ认知程度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进行

提升ꎬ因此提升大学生的认知程度ꎬ进而改变创业

态度是创业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ꎮ
“归因”是个体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ꎬ是

指个体依据周围有关信息和线索对自我与他人的

行为深层原因进行推测与预判的过程ꎬ而在归因

过程中ꎬ个体总结成败的方式ꎬ即归因方式对个体

的心情及发展影响极大ꎮ[８] 一般说来ꎬ归因方式

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ꎬ即内归因、外归因和综合

归因ꎮ 个体的归因方式与风格对个体的个人成就

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ꎬ尤其是面对成败时的归因

方式对个体发展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作用ꎮ 反观

目前大学生的创业教育重ꎬ比较缺少对创业失败

的体验性教育ꎬ结合归因方式在创业意向中的影

响作用ꎬ在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中应引入在模拟创

业失败的场景下进行归因方式的有效干预ꎬ突出

实践性教育的效果ꎮ
创业决策对创业意向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ꎮ

重要他人和社会支持程度是影响大学生创业决策

的重要因素ꎬ进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创业行为意向

的形成过程ꎮ 大学生的重要他人和社会支持程度

从表面上看ꎬ存在很大的个异性ꎬ缺乏统一教育的

基础ꎬ但是对重要他人和社会支持程度的认知程

度和归因方式也属于创业教育中可以涉及的内

容ꎬ也为创业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ꎮ
(三)建议

“创业到底能不能教?”目前已经有了统一的

共识ꎬ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实证证明ꎬ创业教育可以

提高创业成功率ꎬ但是创业教育的意义又不限于

此ꎮ 现实中ꎬ创业只是少数人的行为ꎬ但是创新创

业意识的培养ꎬ却是每一位在校生都需要的ꎮ 因

此创业教育的重点不应只是对创业过程中商业模

式选择、企业经营管理、投资融资方式的学习ꎬ而
应主动激发创业意向、强化创新习惯、培养创业能

力ꎬ因此针对目前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出如下

建议:
１.创业意识的激发解决创业教育的前置效应

创业教育的前置效应ꎬ即创业教育的起点应

该在创业实际行动发生之前ꎬ应该认识到创业行

为不应该仅仅只包含个体的自发行为ꎬ更值得期

待的是在重要他人的鼓励下的一种主动选择ꎬ反
映到创业教育中ꎬ即创业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激发

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树立创业意向、产生创业思路

与想法ꎮ 因此创业教育的重点内容应该设置在积

极的创业态度的培养上ꎬ具体落实在每一个学生

身上ꎬ就是在教育环境中设置互动机制ꎬ让学生充

分了解自己ꎬ“你是否经常对现状感到不满意”
“你是否有坚持做一件事情一年以上的经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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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评价你是个拥有创新意识的人”ꎬ通过设置

一系列的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澄清自我的问题ꎬ
激发学生积极探索自我ꎬ培养创业意识ꎮ 但是目

前高校创业教育课堂中所教授的的创业知识都属

于一般性的商业知识ꎬ真正的商业机遇并不会出

现在课堂里ꎬ所以ꎬ真正的创业行动的激发一定需

要前置培养ꎮ
２.分层培养的模式解决创业教育的阶段效应

创业教育的阶段效应ꎬ即创业教育的最优模

式是分层递进型ꎬ具体呈现在创业教育过程当中ꎬ
即按照创业意识培育、创业体验互动、创业实践体

验三个阶段循序渐进ꎬ在特殊情况下ꎬ也可以同时

进行ꎮ 创业意向维度中的归因方式和认知程度因

素的培养贯穿创业教育的三个阶段ꎬ在创业意识

培育阶段ꎬ通过课堂教育ꎬ采取案例教学、主题讨

论等方式激发大学生的冒险精神、团队意识、敬业

态度ꎻ在创业体验互动阶段ꎬ通过商业模拟、沙盘

游戏等互动体验方式ꎬ通过教授创业基本知识ꎬ增
强创业风险承担能力、实现自我价值提升、澄清自

我成就动机ꎬ实现自我创业素养的养成ꎻ在创业实

践体验阶段ꎬ将创业知识、能力、意识、意向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的教育ꎬ这是对前期各项教育成果的

提升与转化的重要阶段ꎬ由学校牵头ꎬ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共同负责ꎮ

３.核心能力的培养解决创业教育的后摄效应

创业教育的后摄效应ꎬ在蒂蒙斯的创业素质

模型中ꎬ总结了创业可以获得的六种核心素质ꎬ即
决断力、领导力、执著力、忍耐力、适应力和自省

力ꎬ这些能力都是创业成功者所必需具备的ꎮ[９]

由此ꎬ我们也可以看到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ꎬ对

一般的创业者来说ꎬ如何面对创业失败ꎬ成为一个

不可回避的难题ꎮ 如何做好创业教育中的后摄效

应ꎬ即创业失败教育ꎬ可以从计划行为理论中找到

途径ꎬ创业决策中的“重要他人”、“社会支持程

度”是应对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ꎮ 各项大学生创

业实证研究结果显示ꎬ大学生创业者在进行创业

决策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是影响创业实际行为

发生的重要因素ꎬ其中包含重要他人对创业结果

的预测与期望和大学生对重要人物的认同与遵从

程度ꎬ大学生创业决策时感受到的压力越大ꎬ创业

意向就越低ꎬ创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ꎬ反之

则越大ꎮ 社会支持程度亦然ꎬ大学生进行创业决

策时ꎬ得到的社会支撑程度越高ꎬ创业意向就越

高ꎬ实际创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ꎬ反之就越

小ꎬ这也体现了创业失败教育对创业行为的后摄

效应ꎮ
(四)展望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本的构架理论ꎬ
在严谨的问卷调查、统计检验和差异分析的基础

上ꎬ将创业态度、创业决策和创业行为控制三个变

量引入大学生创业行为意向研究ꎬ通过实证分析ꎬ
构建大学生创业意向假设模型ꎮ 但仍然存在一些

局限性ꎬ一方面是研究样本的局限性ꎬ针对福建、
浙江两省学子ꎬ两省同属沿海发达地区ꎬ创业社会

环境优越ꎬ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源性误差ꎻ另一方

面ꎬ研究结果显示:在创业行为控制维度ꎬ自我肯

定和掌握资源对大学生“创业行为控制”均无显

著影响ꎬ那么自我肯定和掌握资源因素为什么对

创业意向没有产生影响ꎬ在本文中并无讨论ꎬ这些

也为创业意向的后续研究留下了可能和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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