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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异质性 、 创业 态度与创 业

倾向关 系 的实证研究

——

以 高校研 究 生为 研究 对象

王玉燕 林汉川 王建秀

【提 要 】 通过文献回顾 与研究假设 ， 构 建 了 异质性背 景下 高校研究 生创 业 态度与 创 业

倾 向的 关 系模型 ， 对八所 高校在校研 究生进行 问 卷调 查 ， 根据问 卷信度与 效度检验 结 果 ，

提取数据建立定序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 ， 探析异质性背景下创业 目 的 、 创业素质 、 创 业 能力 、 创业环

境认知等创 业态廋 因 素对创 业倾向 的 影响 。 研究表明 ， 高校研究 生创 业倾 向符合
“
二 力驱

动
”

模型 。 具体而 言 ， 研究 生创业倾 向在性别 、 父母创业 经历 以 及 家庭收入 方 面存在 背景

差异效应 ； 创 业 态度对创业倾 向 的提升存在 内在 的动机诱导效应 、 素 质强 化 效应 、 能 力 集

聚效应 以及外在的环境约 束效应 。

【关键词 】 创业倾向 创 业态度 背景异质性 研究生 定序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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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５ ２（ ２ ０ １ ４ ）０ １
—

００６８
—

１ １

、

ｂ创业者有着诸多不同 的特征与优势 ， 对研究 生
―

、 问题的提出群体同样如此 。 创业倾向是对个体创业意愿 的

十八大报告指 出 ， 大学生创业对我国 经济
表述 ， 是

＇

潜在创业者是否从事创 业活动 的 主观

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大学生创业不 ｉＸ紐 。 衡量创业可能性 的大小 ，

、

在联结个体 动

可 以解决 自細就业问题 ， 而且能提供更雜
机与创业 行为 巾婦重要＿梁細 ， 决定 了

就业机会 。 在这种战略背景下 ， 髙校大力 培养
＾＾为 ＠ 实施与 创业倾向 受主＿ 素与

创业型人才 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 而研究生是￥客观因素的综 合作 用 ’ 而主观因 素与客观 因 素

国高等教育 培育 的高层次 、 高 素质型人才 ， 是
也决定了 高校研究生的创业态度 。 创业态度就

我 国未来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 ， 是我国 经济 和社
是人们对创业 的认识程度和认同 程度 ， 包括 对

会建设的高端后备人才 。 为 了适应时代 的进步
独立 、 挑战 、 成就 、 权力 、 财富和社会认可度

和经济 的发展 ， 当前我们高校不但要培养 能够 的态度 （ 向 春 、 雷家骑 ， ２ ０ １ １ ） 。

① 为此 ， 创业

搞科研的学术型研究生人才 ， 同时也要特别 注


軍培养经济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创业型人才 。① 向春 、 ｆｆｉ
？

家骑 ＿

？

《 大学生 创业态度 和倾向的关系 及影 响因

而个体之所 以能成为创业者 ， 是 因为 比非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 》 ， 《 清华大学教 育研 究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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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主要包括对创业 目 的性 、 创业素质构成 、 背景因 素对小企业所有者兴趣的影响 。 研究发

创业能力构成以及创业环境 的认识 。 Ｒｏ ｂ ｉ ｎｓｏｎ现 ， 男性企业家 的兴趣相对持 久 ， 而女性的兴

ｅｔ ａｌ ．（ １ ９９ １ ） 、

①
Ｐｈａｎｅ ｔａ ｌ ．（ ２００２ ） 、

② Ｌｕ ｔｈ
ｊ
ｅ趣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减少 ， 这表明 男性的创业

Ｆｒａｎｋｅ（
２００ ３ ） 、

③ 陈劲 等 （ ２００ ７ ）
④ 和向 春态度 比 女性 更持 久 和 稳定Ｊ 范 巍 、 王 重 鸣

与雷家骑 （ ２０ １ １ ） 等多位学者研究发现创业态（ ２００４ ） 探讨了性别 、 学历层次 、 专业背景 、 年

度与创业倾向存在明显 的正 相关关 系 ， 树立 良龄等背景因 素对大学生创业倾向 的影响 ， 结果

好的创业态度有利于创业倾 向 的提 升 。 钱永红发现不 同学历层次 、 专业 以 及年龄 的大学生创

（ ２００７ ） 发现影响创业意向的因素包括个体特质业倾向存在一定的差异 。

⑧ 陈劲等 （ ２０ ０７ ） 以浙

水平和资源水平 。

⑤ 叶映华 （ ２００９ ） 认为人格特江大学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 ， 探讨背景因 素对

质 、 社会资源与先前知识影 响大学 生的环境与学生创业态 度和创业倾向 的影响 。 研究表明 ，

自 我认知 ， 从 而决定创业意 向 的大小 。 另 外 ， 性别 、 来源地 、 专业背景和创业竞赛经历的差

在校研究生诸如性别 、 专业 、 家庭等背 景因 素异都会对学生创业态度和创业倾向 产生显著的

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而背景差异的存在会影响个影响 。 刘海鹰 （ ２０ １ ０ ） 发现父母有创业经历的

体创业态度的 形成 ， 从而 导致个体创业倾向 的大学生的创业意愿明显高于父母没有创业经历

差异 。

？的大学生 ， 高年级 的学生在创 业准备方面显著

那么 ， 问 题便应运 而生 ： 高校研究生这
一 高于其它群体 ， 而且男女性别在创业意愿方面

特殊知识群体 的创业态度 如何 ？ 他们对于创业表现出显著差异 。

⑨ 为此 ， 本文就髙校研究生 的

目 的 、 创业能力 、 创业 素质 以及创业环境的认性别 、 专业 、 父母创业经历 以及家庭收人等背

识又是怎样的 ？ 异质性背景下髙校研究 生的创 景因素提出如下假设 ：

业态度与创业倾向存在着何种关 系 ？ 这些都是


值得深人探讨的 问题 。 本研究以高 校研究生 为① Ｒｏｂ ｉｎｓ 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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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 探讨研究生异 质性背景 、 创业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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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Ｐｒａｃｔ ｉｃ ｅ ．１ ５（ ４ ） ，

与创业倾向 的关系 ， 在此基础上研究创业 态度１ ９ ９ １ ，ｐ ｐ． １ ３
－

３ １
．

对创业倾 向的关系效能 。 现有文献 对研究生创② Ｐｈａｎ ， Ｐ ． 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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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探讨高校研究生创业倾向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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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７ ．

办 丨 、 丨 丨，太 ＊ 士Ｍ右！ 饪科你 丨
、

１ 丨 ， 曰 的处 命 丨
、
１ 丨 ，亊④ 陈劲 、 贺丹 ＇ 邱嘉铭 ： 《 背景差异对学生创业态度和倾向 的

创业态度 主要包括对创业 目 的性 、 创业素影响
一以浙江大学嫌学生为研究对象 》 ， 《 中国青年科

质构成 、 创业能力 构成 以及创业环境 的认识 。技 》 ２ 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

而个体的背景异质性导致创业态度 的差别 ， 因⑤ 钱永红 ： 《创业意 向影响因素研究 》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

］＾ ’ 创 ；
！１１＾＾ ６＾＋＠＃ ：＆￥ 胃 ６＾胃 ＠＾ １

＾

＠ 叶映华 ： 《 大学 生创业意 向 影响 因素研究 ＞
＞ ， 《教 育研究 》

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创业倾向 。２ ００ ９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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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业相关的高校研究生 的背景 因 素主要ｄｅ ｒ 〇ｎ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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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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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别 、 专业 、 父母创业经历 以 及家庭收人Ｂ ｕｓ ｉ 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
３４ （ ２ ） ， １ ９ ９ ６

， ｐｐ
．２９

－

４ ３ ．

等 。 而背景异质性的存在会影响个体创业态度⑧ 范巍 、 王￥鸣 ： 《 创业倾向 影响 因索研究 》 ， 《心理科学 》

的形成 ， 从而导致个体创业倾 向 的差异 。 Ｍ ａ ｔ
－

⑨ 刘海鹰 ： 《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索研究 》 ， 《科技进步与对

ｔｈｅｗ＆ Ｍｏｓｅ ｒ（ １ ９ ９６ ） 分析随着 时间 的推移 ，策 》 ２ 〇１ 〇 年第 ９ 期 。

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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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ｌ ａ ： 男 性研究生 的创业倾向 明显 高于理品质 、 知识结构等 ； 而狭义 的创业素质 指创

女性 。
业者应具备 的 意识与精神 ， 不包括创 业能 力 。

假设 ｌｂ
： 不 同专业背景 的高校研究生创业本文研究的是狭义 的创业素 质 ， 主要包括心理

倾向存在显著的差异 。素 质 与 文 化 素 养 等 。 Ｋ ｒｉ ｓｔ ｉ ａｎ ｓ ｅｎ＆Ｉ ｎｄａ ｒ ｔ
ｉ

假设 ｌｃ ： 父母有创业经历的研究生创业倾（ ２ ００４ ） 、

⑤
Ｌ ｉ ｎ ｄｎ＆．Ｃｈ ｅｎ（ ２ ００９ ）

⑥ 和林嵩 、 姜

向 Ｍ著髙于父母没有创业经历的研究生 。彦福 （ ２０ １ ２ ）
？ 发现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

假设 Ｉ ｄ ： 家庭收入高 的研究生创业倾向高核心仍然是微观层 面的个体心理特征 ， 这种特

于家庭收人低的研究生 。征是创业倾 向形成 的最直接影 响 因 素 。 还有学

（

二
）
创业 目的者发现创业 者的个人特质较大程度地影响 创业

创业 目 的主要包括解决就业 问题 、 积 累财意向的 大小 （姜海燕 、 余如 英 ，
２ ０ １ ２ ）

。

？ 西凤

富 、 实现人生理想 、 锻炼 自 己 、 为社会作 贡献茹等 （ ２０ １ ２ ） 通过 构建模 型 与实证 检验 发现 ，

等几个方面 ， 也就是 出于相应的动机进行创业 。 个人特质对个体 的创业倾向 有显著的 影响 ， 应

马斯洛需求理论表明 ， 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 、 当培养大学生系统思考 、 独立行动 、 追求创新 、

安全需要 、 归属需要 、 自 尊需要和 自 我实现需积极向 上 、 勇 于承担风险和 自 我控制等方 面的

要等五个层次 。 有鉴于此 ， 创业 目 的 或动机也优 良品质 。

？ 因此 ， 本文提出假设 ：

可 以归纳为经济需求与社会需 求 ， 经济需 求是假设 ３
： 在校研究生良好的创业素质能够促

指出于生理和安 全 方面 的 需 要 ， 如就业 问 题 、 进创业倾向 的提升 。

积累财富 ； 社会需求 则是指尊重 和 自 我实现的
（
四

）
创业能力

需要 ， 比如实现人生理想或者为社会做贡献等创业能力是创业 者成功创业应具备 的 主观

（窦 大海 、
罗 瑾琏 ， ２０ １ １ ） 。

① Ｒｏ ｂｉ ｃ ｈａｕｄｅ ｔａ ｌ ．条件 ， 创业能力是
一

种核心 能力 ， 对激发个 人

（ ２０ ０ １ ） 把创业动机看作是创业家通过经营所属

的企业来 寻求达到 的 目标 ， 创业 家的 目 标决定


了其行为 模式 ， 进而 决定 了 创业 是否成 功 ① 窦大海 、 罗瑾琏 ： 《创业动机的结 构分析 与理论模 ｆｆｌ构 述 》 ，

＾ｗ＂士斗 此 山 ｗ
、

ｍ＋

°

也 《 １？理 ｌ
ｉｔ界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Ｆａｔ ｏｋ 丨 （ ２０ １０ ） 通过对
７０ １名南非午生 的调查发

②Ｒｄｂ ｉ ｃ ｈａｕｄＹ ．

 ，ＭｃＧ ｒａｗＥ ．ａ ｎｄＲｏｇｅ ｒＡ ．

， Ｔｏｗａ ｒｄ ｔ ｌ

ｉ ｃｄｅ

现 ， 学生 的创业动 机 主要包括就业 、 自 主性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 ａｍｅａ ｓ ｕ ｒ ｉ ｎｇｉ ｎ ｓ ｔｒ ｕｍｅｎ ｔｆｏ ｒ ｅｎｔ ｒｅ
ｐ

ｒｅ ｎｅｕ ｒ ｉ ａｌ ｍ〇
－

创造性 、 经济和资本等五种激励 。

③
段锦 云等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 】 Ｑｕｍａ ｌｃｆ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ａ

ｌＥｎ ｔ ｒｅ
ｐ
ｒｅｎ ｅｕｎｉｈ ｉ

ｐ
， ６ ，

（ ２〇 １ ２ ） 通过构建模型发现 ， 创业动机存在不 同
③ ＝ 〇^１

９

＾＿咖 ，
Ｇ ｒａｄ喊 Ｅ咖

的类型 ， 其影响 机制也就不同 ， 不 同 的个体可ｉｎＳｏ ｕ ｔｈＡ ｆｒ ｉ ｃａ ：Ｍｏｔ ｉ ｖａ 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Ｏｂ ｓｔａ ｃｌ ｅｓ
，Ｉｎ ｔ ｅｒｎａ

－

能受到不 同类型创业动机的激励而进行创业 ，
ｔ

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 ｏ ｆＢｕ ｓ ｉｎｅ ｓｓａｎ ｄＭａ 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５（ ９ ） ’２ 〇 １ 〇 ，

是个体创业行为发生 的有效预测ｊ变量 。

④ｐｐｍ
疋 Ｉｍ ｕｍ ｙｙｍ 口 ｊ书 从认认戊里 。

④ 段锦云 、 王朋 、 朱月 龙 ： 《创业动机研究 ： 概 念结构 、 影响

由此可知 ， 创业 目 的或动机是影响与激励创因素麵论翻 》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业行为的重要动力 ， 创业 目 的明确或者具有较强⑤Ｋ ｒ ｉ ｓ ｔ
ｉ ａｎｓｅ ｎ ，Ｓ ｔｅ ｉ ｎａｎｄＩｎｄａ ｒｔ

ｉ

，Ｎｕ ｒ ｕ ｉ ． ， Ｅｎ ｔ ｒｅ ｐ ｒｅｎｅ ｕ ｒ ｉ ａ ｉ

的创业 目 的性能够有效提升个体创业倾向 ， 从而
＿ｎｇａ ｎｄＭ＿ｅｇ ｉ ａ ｎＳｉｎｕｓ ’

＿ｎａ ｌ ｏｆ Ｅ ｎ ｔ ｅｒｐ ｒ ｉ ｓ ｉｎｇ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ｅ ，１
２（ １ ）

，２００４ ，ｐｐ
．５ ５

—

７８ ．

诱导创业行为的开展 。 为此 ，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⑥ Ｉ
」 ｎｄ ｎ ， Ｆ． ａ ｎｄＣｈ ｅｎ ，Ｙ ． Ｗ． ， Ｄｅ ｖ ｅｌｏｐｍｅ ｎ ｔａ ｎｄＯ Ｃｕ ｌ

假设２： 在校研究生拥有较强的创业 目 的能ｔ ｕ ｒ ａ ｌＡｐｐ ｌ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〇ｆ ａＳｐｅ ｃｉ

ｆ
ｉ ｃＩｎ ｓｔ ｒｕｍｅｎ ｔｔ 。 Ｍｅ ａｓ ｕ ｒ ｅＥ ｎ

ｔ
ｒｅ

－

够刺激仓
１

Ｊ业倾向的提升 。
ｐｒ ｅｎ ｅｕ ｒｉ ａ ｌＩｎ

ｔ
ｅｎ

ｔ
ｉ ｏｎ ｓ

，
Ｅｎ

ｔ
ｒｅ ｐ

ｒｅｎ ｅｕ ｒｓ ｈ ｉ

ｐ ：Ｔｈｅ ｏｒｙＰ ｒａ ｃ
－

＿ｔ ｉ ｃ ｅ ， ３ ３（ ３ ） ， ２ ００ ９ ， ｐｐ
．３ ５ 

—

４ ７．

（
—

） ⑦ 林 找 、 姜彦福 ：
《 创业 活动为何 发生 ： 创 业倾向迁 移 的视

创业素质是对高校研究生的全方位 的考验 ，角 》 ， 《中 国工业经济 》 ２〇 １ ２ 年第 ６ 期 。

是创业者应具备的意识与精神 。 创业素质有广⑧ 姜海燕 、 余如英 ：
《地 方高校大 学生创 业倾 卩 影响 因索研

〇／姑办 丨 丨 丨
垂 ？々你 如油扪究 》 ， 《教育划＾研究 》 ２〇 】 ２ 年第 １ 期 。

乂与狭义之分 ， 广义 的 仓ｊ业素质包括
一

切能 ｉｔ
⑨ 酿妬 、 代凤美 、 唐 志丹 ： 《大学生创业倾向影 响因 素的结

进创业者成功 的素质类别 ， 例如 创业能力 、 心构方程模型分析 》 ， 《 现代教育管理 》 ２ ０ １ ２年第 ３ 期 。

７０



王玉燕 林汉川 王建秀 ： 背景异质性 、 创业态度与创业倾向关系的实证研究

创造力 和革新性具有 至关 重要 的 作用 。 Ｋ ｒｕ ｅ
－获得对创业有利的助力 、 资源 以及资讯 ， 从而

ｇ ｅｒ ，Ｒｅ ｉ ｌ ｌ

ｙＣａ ｒｓｒｕ ｄ（ ２０００ ）
① 和 Ｍ

ａｎ ，Ｌａｕ影响 自 身的创业意 向 。 朱永跃等 （ ２ ０ １２ ） 认为

＆？

Ｃｈａｎ（ ２００ ２ ）
？ 认为创业能力是企业家的关键创业环境是

一

切影响创业活动的各种外部 因素

技能和隐性知识 ， 是决定创业是否发生的重要因的组合 ， 直接关系到创业活动的开展与绩效 。

？

素 。 有学者发现 ， 长期 以来我 国高校培养 的大多因此 ，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是传统的就业型人才 ， 缺乏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假设 ５
： 合理、 完善的创业环境能够刺激在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应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校研究生的创业倾向 。

会环境 ， 为此高校必须通过创业教育挖掘大学生通过文献 回顾 ， 本研究提 出异质性背景下

的创业潜能 与完善创业能力 （张剑英 、 回姬冬 ， 高校研究生创业态度 与创业倾向 的关系模型假

２００ ７ ） 。

？ 纪玉超 、 林海 涛 （ ２０ １ １ ） 认为创业能说 （图 １ ） 。

力是能够完成事业的主体心理 条件 ， 具有个体图 １ 异质性背景下高校研究生创业态度与

性 、 综合性 、 创新性与实践性 ， 它直接影 响创创业倾 向关 系模型假说

业实践活动效率 ， 从而能够促使创业 活动顺利 丨

触 目的

̄

进行 。

？ 王饮寒 、 李伟 （ ２０ １ １ ） 认为创业是否成
＾

创业＊质

功不仅取决于创业激情 ， 更重要 的是取决于创 丨

创业

个

态度
１

￣￣

－

Ｚｔｍ ｜

Ｔ
］＼

Ｖ
业能力 的高低 ， 而创业能力 主要包括领导沟通

￣ ￣

ｔ
一￣

ｔ

能力 、 自 主学 习 能力 、 挫折抗压能力 、 情绪控
￣

＾
￣￣

Ｉ／ 向为

制能力和决策影响能力五大类 。

？／

文亮 、 李丽娜 （ ２０ １０ ） 研究表 明 ， 创业意


１家庭收入

识是创业的根基 ， 而创业能力则是创业意识的

后盾 ， 因而培养创业能力既是创业培训 的核心


内容 ， 又是培育创业意识的重要途径 。

？
因此可① Ｋ ｒ ｕｅ

ｇ
ｅ ｒ ， Ｎ ． Ｆ ．

， Ｒｅｉ
ｌ ｌ

ｙ ，
Ｍ Ｄ ．

ａｎｄＣａｒｓｒ ｕｄ ，
Ａ

．
Ｌ ．

，
Ｃｏｍ

－

以看出 ， 创业能力 的高低
一

定程度上决定 了在校
ｐｅ ｔ ｉｎｇ ｍ

ａｄｅｋ ｃｒｆ ｅｎｆｅｐｒｅｎｅ ｕ ｆ ｉａｌ
ｉｎｔｅｍ ｉ ｃｍｓ ’ｈｕｍａ ｌ ｒｆ Ｂｕｓ ｉ

－

ｎｅ ｓｓＶｅｎ ｔｕ ｒ ｉ ｎｇ ，１ ５（ ５
）

？２ ０００ ，ｐｐ
． ４ １ １

一

４ ３ ２ ．

研究生创业倾向的大小 ，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② Ｔ ． ， Ｕ ｕ ，
Ｔｈｅ， ａｎｄＣｈｍｉ

， Ｋ ．Ｆ

＊

． ， Ｔｈｅ

假设
４


： 高校研究生创业能力 的高低与创业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ｖｅｎｅｓ ｓｏ ｆ ｓｍａ ｌ ｌ ａｎｄｍｅｄ ｉｕｍｅｎｔｅ ｒｐ ｒ ｉｓ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

－

ｊ顷向大小呈正相关关罕
ｔ ｕ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ｗ ｉ

ｔ
ｈ ｆｏｃ ｕｓｏ 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 ｉａ

ｌｃｏｍ
ｐ
ｅｔｅｎｃ ｉｅｓ

？

％
，
， ｔ

． Ｊ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Ｂｕｓｉ ｎｅ ｓｓＶｅｎ ｔｕｒｉｎｇ ，１ ７（ ２ ） ，２０ ０２ ，ｐ ｐ．  １２ ３ 
—

（
五

）
创业环境 １ ４２

创业环境则 是
一种外在的驱动力 ， 是个体③ 张剑英 、 回娅冬 ： 《论高校创业教育 与大学生创业能力 培

对外在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活动的认知 。 Ｇａｒｔ
－养 》 ’ （〈中 国成人教育 》 ２〇〇７ 年第 ２期 。

， ｌ ｎ 〇 ｃ 、 丨
丨 人 Ｉ如如 汝 块 ｒ

ｍ 人士④ 纪玉超 、 林海涛 ：
《大学生创业能力 的内涵解析及多维培养

ｎｅ ｒ（ １ ９８５ ） 从个人 、 组织 、 流程和环境 四个方方式 》 ， 《教育与职业》 觀 年第 １ ０期 。

面剖析企业创造框架 。 他认为 ， 仓 ＩＪ业环境是 由⑤ 王饮寒 、 李伟 ： 《大学生创业能力 指标构建及提升 路径 》 ，

资源的可用 性 、 周 围 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 政府

的干预 和 积极进取 的态度 所组成 的 Ｈ ｅｎｎ
⑥

爲＾
麻 《创业意向影响 因素分析 》 ’ 《輸麵

（ ２ ００４ ） 认为影响创业活动的外部因 素分为感性⑦Ｇａ ｒｔｎｅ ｒ ，Ｗｉ ｌ ｌ ｉ ａｍＢ ．，Ａｃｏｎｃｅ 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ｄｅｓ ｃｒ ｉ

－

的环境要素和理性的 环境要素 。

⑧ 吴启 运 、 张红ｂ
ｉｎｇｔ

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 ｆｎｅｗｖｅｎ 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
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 ｙｏｆ

（ ２０ ０８ ）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 大学生创业倾 向与二
１ ０ ⑷ ’１ ９

，

ＰＰ

：

６９ ６
－

７ （

^
Ｑ
ｉ
）Ｈｅｎｒ ｉ ． 

Ｃｊ ． ，ｈｎ ｔ
ｒｅｐｒｅｎｅｕ ｒ ｉａ ｌｉｎ

ｔ
ｅｎ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 ｒｅ ｐ ｒｅｎｅｕ ｒ

－

当地创业配套服务 、 政策完 善 、 校园 创业文化 ｉ ａｌ ｅ 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Ｈｅ ｌ ｓ ｉｎ ｋ ｉ

：Ｈ ｅｌ ｓ ｉｎｋ ｉ 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 ｎｏ ｌ

－

氛围 、 大学 品牌 、 家庭 的鼓励帮 助 、 亲戚的鼓２ 〇 （Ｍ ， ＰＭＱ
＿

４ ８ ＿

Ｐｆ
，
邦 ｎ＋ｉ

日 日 ６６故 Ｆ＾ｆ
ｒ越 日七 丨

、

丨 Ｗ 拼吞 Ｙ？ ｉ

ｌ 、
丨 丨 ／
的 献⑨ 吴启运 、 张红 ： 《创业环境对 大学生创业倾 向影响的实证研

歸助 、 朋友 的鼓励帮 助以 及教育对创业＿究 》 ， 《黑龙＿研究靡 ８年第 ｎ 期 ，

励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 叶映华 （ ２０ ０９ ） 发 ⑩ 朱永跃 、 胡稱 、 孙鹏 ： 《基 于因子分析法的大学 生创业环境

现 ， 大学生 可 以通 过对 周 围社会 资 源 的认 知 ，评价研究 》
，

《黑龙江ｆｔ教研究 》 ２ 〇 丨 ２ 年第 ３ 期 。

７ １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２０１ ４ 年第 １ 期

＿

＾量 Ｉ吨 测度调查样本创业倾向 的 高低 。 问卷通
— ＇

过对
“

您会 自 主创业吗 ？

”

问题设计五个答案 ，

（

―

）
研究样本＆另 没 虑、 ｉｉ

’
’

、 虑、 ｆ旦

笔者通过设计 《高校研究生创业型人才帛
＃去创业

”

、

“

有机会可能会创业
”

、

‘ ‘

很可能会

养现状 》 的问卷 ， 调查高校研究生的基本信息 、

姬
”

、 ￥钱＃触
’ ’

’￥后根据 ５１个＿

创业倾向 、 创业 目 的
、 创业素 质 、 创业能 力 、

中创业意向的程度分别赋予 １
？

５ 分 ， 以衡龍

创业环境等 内容 。 本次问卷顚 的对象均 为在
样本创业倾向巧小 。 本文涉及 的所有变量基

校硕士研究 生 ， 共发放 ４ ００ 份 问 卷 ， 回 收 ３ １ ２

本说明见表 ２ 所示 。

份 ， 回收率 ７
８％ ， 其 中有效问卷 ２４ ９ 份 ， 有效⑵ 自 变量 。 本文分析创业态度与背景 因

率为 ７ ９
．８ １ ％ 。 有效样本问卷的地 区分布为 ： 华

魷创业倾向 的影 响 ， 故 自 变量主要是对创业

北地区 ５ ９ 份 、 华 中地区 ５ ３ 份 、 华东地区 ４６ 份 、

目 的 、 创业素质 、 创业能力 以 及创 业环境 的认

华南地区 ４６ 份 、 西細区 ４ ５ 份 。

？ 另外 ， 研究
知 。 本文借用五层次 Ｌｌｋ ｅ ｒ ｔ 量表来测量髙校研

样本分性别 、 专业 、 年级 、 父母创 业经历 以及
究生的创业态度 ， 也就是对创业 目 的 、 创业素

家庭收人神］ ， 赚 ｉｔ前调查样糊触
自 、 触能力 以及

？
业職随巧，

度 的认

态度与创业倾向 的情况 ， 详细内容见表 １ 所示 。

识 。 量表分为五个等级 ： 调査表中
“

５

”

代表程

，
度很高 、

“

４

”

代表程度 比较高 、

“

３

”

代表程度
＊ １ 髓财

”

絲Ｗ辟息
一般 、

“

２
”

代表程度 比较低 、

“

１

”

代表程度很
类别


项 ｇＡ＃ｆｃＳ
．低 。 在本文的分析过程 中 ， 对于从 ５ 到 １ 不同程

性别
＾ １ ７ １６ ８ ． ６ ７％度的结果分别赋予 ５ 到 １ 的分值 ， 以量化相应变



＊


７ ８３ １ ． ３ ３％量的大小 。



创业 目 的 （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ｎｅｕ ｒｉ ａｌＰｕ ｒｐｏｓｅ ） 。 本

贿管理类Ｕ２ ９ ． ７ ２％文认为创业 目 的主要包括解决就业问题 、 积 累

专业类别
纖１ ７６ － ８ ３＾财富 、 实现人生理想 、 锻炼 自 己 、 为社会作贡
理！工类１ ２ ８５ １

． ４ １ ％献 ， 问卷用量表要求调査对象对每种 目 的的重

麵１ ５６ ． ０ ２ ％要性程度进行打分 ， 本文用五种 目 的得分 的均



其他５２屬值表示创业 目 的性的强弱 ， 即创业 目 的 Ｐｗ ｒ
，
。



研一
＾

２ ９ －７ ２ °^创业素 质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ｉａ ｌＱｕａｌ ｉｔｙ

＇

） 。 创业

年级研二７ ９３ １ ． ７ ３ ％素质主要包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 吃苦耐劳的



研＝ ９ ６３ ８ ． ５ ５ ％工作精神 、 良好的心理素质 、

一

定 的文化素养 、

＿有 １
１ ８４ ７ ＇ ３ ９％良好的科学素养 、 社会责任感 ， 同样可 以用量表

父母创业经历




没有１３ １５ ２ ． ６ １％测量调查对象每种素质所具备的程度 ， 也用所有

１ ０ ００ 以下３ ２１ ２ ． ８ ５ ％素质要素得分的均值表示创业素质 的高低 。

１ ０００
？

５ ００ ０８ ８３ ５ ． ３ ４ ％创业能 力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 ｉａｌＣ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ｅ ） 。

家庭月 收人 ５０ ００
－

１ ００００ ６ ９２ ７ ． ７ １％本文定义创业能力包括学习 能力 、 机会识别 与

１ ００００
？

５ ００００３ ９１５ ． ６ ６％把握能力 、 语言表达能力 、 创新能力 、 企业管

５ ０００ ０ 以上 ２ １８ ． ４ ３ ％

① 其中华北地区包括北京 大学 、 淸 华大学 、 对外 经济 贸易大

（
二

） 变Ｓ ：

设计与测 ｌａ
ｔ学 、 中国人 民大学 ； 华 中地 区包 括武汉大学 、 华 中农业 大

（ １ ） 因变量 。 本文分析仓！
Ｊ业 目 的 、 仓

丨

Ｊ业素学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ｈ 华 东地区

铲 办 丨 丨 丨 邰 －ｈ办 丨 丨 丨 ＴＴ ＋＊ 绝 ｍ 杏 科 办 丨 丨 丨 你 卜Ｉ包括浙江大学 ＇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 安徽 大学 ； 华南地 区
质 、

仓Ｊ业能 力 、 仓 Ｊ业环 境４ Ｓ 素 对 仓
Ｊ业倾 向包括 中山大学 、 暨南大学 ； 西南 地区包雛 庆大学 、 酿

Ｉｎｋｎｈｏｎ ） 的影响 ， 故用 因变大学 ，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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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 、 社交与人际沟通能力 、 应变能力 、 决査样本背景因素 的影响 ， 因此在分析创业态度对

策能力 、 团 队合作 能力 、 整 合资源能力 ， 同样创业倾向的影响过程中应考虑背景因素对因变量

通过量表测度调査对象所具备的程度 ， 以得分的影响 ， 故本文引人性别 （ （Ｗｅｒ） 、 专业 （ ＪＶｆａ －

的均值代表创业能力 Ｃｏｗ
，

？ 的髙低 。ｊｏｒ ） 、 父母创业经历

创业环境 （ Ｅｗ ｉ ｒｅｐｍｚｅｗＷａ Ｚ） 。以及家庭收入 （ ／？＜
：
〇？？ £ ） 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

本文从支持主体的角度 定义 创业 环境 ， 包括政各变量均用二分类的哑变量表示 。 性别因素

府支持 、 高校支持 、 金融机构 支持 、 创业培训取 １ 表示男性 ， 取 〇 则表示女性
；
专业因素 Ｍｙ

＇

，

机构支持和社会 网 络支持等 五个 方面 ， 用量表取 １ 表示理工类 ， 取 〇 表示其他专业 ； 父母创业

测度所有分值的均值表示创业环境 Ｅｍ
， 。经历 Ｅｒｐ， 取 １ 表示有创业经历 ， 取 〇 则没有 ；

家

（ ３ ） 控制变量 。 显然创业倾向与创业 目 的 、 庭收人 ／？ｃ
， 取 １ 表示月 收入大于 ５０００ 元 ， 取 ０ 则

创业素质 、 创业能力 、 创业环境等因素均受到调代表月 收人低于 ５０００ 元。

表 ２ 变置基本说明


变量符号＾资料来源

，创业倾向 ，
根 据 间 卷答案 的 程 度高 低分别 赋予 １

？ 范巍 、 王 重 鸣 ，
２〇 〇４ ； 陈 劲 等 ，

２〇０７ ； 李 永强
因变爾：ｉ ｎ

ｔ
，

＾＾？

５ 分 。等 ， ２ ００８

创业 目 的 ，

“

解 决就业 问题 、 积累财 富 、 实现人 生理Ｒｏ ｂ ｉｃｈ ａｕｄｅ
ｔａ ｉ

．

，２００ １
； 顾桥 等 ，

２ ００５ ； 窦 大

Ｐｕｒ，想 、 锻炼 自 己 、 为社会 作贡 献
”

五个 目 标 的 五层 次 海 、 罗 瑾 琏 ， ２０ １ １ ；Ｆａｔｏｋ
ｉ ，２ ０ １０ ； 段 锦 云

Ｌｉ
ｋｅ ｒｔ 量表得分均值 。等 ， ２０ １ ２ 。

创业素质 ，

“

生活态度 、 工作精神 、 心理 素质 、 文化素Ｋ ｒ ｉ ｓ ｌ ｉ ａｎｓ ｃｎ＆Ｉｎｄａ ｒｔ ｉ
，２ ００４

；ＵｎｄｎＣｈｅｎ
，

Ｑｕａ ，养 、 科学素养 、 社会责任 感
”

六种 素质的 五层次 Ｌ ｉ ｋ
－ ２００９

； 叶 映华 ，
２０ ０９

； 姜 海燕 、 余如英 ，
２ ０ １２

；

ｅｎＭ表得分均值 。西凤茹等 ，
２０ １ ２

； 林嵩 、 姜彦福 ，
２０ １ ２

。

自 变量创业能力 ，

“

学习能力 、 机会识别与把握 能力 、 语言表
ｗ〇

丄Ｋｒｕｅｇｅ ｒｅ ｌａｌ
． ， ２０００ ；Ｍａ ｎｅｔ ａ ｌ

．
， ２ ００２ ； 张剑

达能力 、 创新能力 、 企业管 理能力 、 社 交与 人际沟 通
ｆ二 ｏ ｎ ｌ ｌＪ

Ｃｏｍ
，英 、 回姬冬 ，

２００ ７ ； 纪 玉超 、 林海涛 ，
２０ １ １ ； 王

能力 、 应变 能力 、 决策能力 、 团 队合作 能力 、 整合 资
。

源能力
”

十种能力的五层次 表得分均值 。
＾ｍ

创业环境 ，

“

政府支持 、 高校支持 、 金融机构支持 、 创Ｇａｒｔ ｎｅｒ ，１ ９８ ５
；Ｈｅｎｒｉ

，２００４ ；

Ｅｎｖ
ｉ
业培训机构支持和社会网络支持

”

五种环境 的五层次 启 运 、 张 红 ， ２００ ８ ； 叶 映 华 ， ２００ ９ ； 朱 永 跃

Ｌｉ
ｋｅ ｒｔ量表得分均值 。等 ，

２０ １ ２ 。

Ｇｅｎｔ性别因素 ， 取 １ 表示男性 ， 取 ０ 则表示女性 。

Ｍａ３ ｉ专业因素 ， 取 １ 表示理工类 ， 取 Ｑ表示其他专业 。Ｂｒｏｃ ｋｈ ａｕｓ
，
１ ９ ８０

；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ｏｓ ｅｒ
，１ ９９ ６

；

控制变量Ｅｘｐｉ父母创 业经历 ， 取 １ 表示有创业经历 ， 取 〇 则没有 。Ｆｒ ａｎｋｅＬｕｔｈ
ｊ
ｅ

，
２００４ ； 范巍 、 王重鸣 ，

２ ００４ ；

，家庭收人 ， 取 １ 表示月 收人大于 ５ ０００ 元 ， 取 ０ 则代表
陈劲等 ， ２００７ ； 刘海鹰 ， ２０ １０ 。

ＩｒｔＣ
ｉ

月 收人低于 ５０００兀 。

（
三

）
信度与效度分析环境认知 ） 的信度检验结果 ， 显然观测变量数

１ ． 信度分析 。 要确定样本的稳定性 以及可大于 ６ 个的创业态度 、 创业素质 、 创业能力量

靠性 ， 需要进行信度检验 。
Ｈ ａ

ｉ
ｒｅｔａ ｌ ．（ １ ９ ９８ ）表的 Ａ ｌ ｐｈａ 值均大于 ０ ？７ ， 观测变量数小于 ６ 个

认为 Ｃｒｏ ｎｂ ａｃｈ
’

ｓＡ ｌｐｈａ 值大于 ０ ？７ ， 表明可靠性

较高
；
计量指标个数小于 ６ 时 ， Ａ ｌｐ ｈａ 值 大于



〇 ．
６ 也是可信的 。

？ 表 ３ 列示了创业态度 以及其① 如印ｈＦ． Ｈａｉ ｒ ， Ｒ ｏｌ ｐｈＥ．Ａｎ ｄｅｒｓｏ ｎ ，Ｒｏｎａ ｌｄＬ ＿ Ｔ ａ ｔｈ ａｍ ，

．

，
，

．

， ？，ａ
， ？ ， 士ｒｆ

／
ｖ
 ｉ＂ａｕｉ
 ａｖ ｉ． ． ａｎ ｄＷ ｉｌ ｌ ｉａｍＣ ．Ｂ ｌａｃ ｋ

．

，Ｍｕ
ｌ
ｔ ｉ ｖａｒｉａ ｔ ｅｄａ

ｔ
ａ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 Ｐ

＇

ｉ ｆ ｔ ｈｅ
－

构成 （创业 目 的 、 创业素质 、 创业能力 、 创业ｄ ｉ ｔ ｉｏ ｎ ）
．Ｕ ｐｐ

ｅ ｒＳａ ｄｄ ｌ ｅＲｉ ｖｅ ｒ
，
１ ９ ９ ８

，ｐ
． ４ ４ ９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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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 目 的 、 创业环境量表的 Ａ ｌｐｈａ 值也大于若利用线性 回 归模型对定序变量 因 变量进行拟

０ ． ６
。 各变量 的量表信度均在有效范围 之内 ， 表合 ， 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

？ 故应采用定序

明问卷的信度较高 。变量 Ｌｏｇｉ ｔ 模型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 ｓ
，ＯＬＭ ）

。

表 ３ 创 业态度 的信度检验结果定序 Ｌｏ ｇｉ ｔ 模型的累积概率函数为 ：



Ｆ ．（Ｘ
，
）＝ Ｐ｛ Ｙ

，

＜
ｊ ｜Ｘ ，

）
＝

变世观测变撖数Ａｌｐ ｈａ 信度 系数
１ ＇

￣

Ｊ



ｅｘｐ（ ａ
，

＋＾Ｘ ，
）…



Ｍ
＾ ｌ＋ｅＸｐＶ，

）⑴

＿＿

创业
丄３－＾令 Ｌ

ｊ
 （Ｘ ） 表示 Ｙ

ｉ

＜ ｊ 相对于 Ｙ
， ＞

ｊ 的 累积
触雜


？



° － ７ １ ２Ｌｏｇ ｉ ｔ ， 那么 ：

酸能 力
＾

０ ． ９０ １Ｌ
， （Ｘ

，
）＝ ｌｏｇ ｉ ｔ［Ｆ

，（ Ｘ
，

） ］
＝

创 业环塊５ ｜０ ． ８４ ３Ｉ ｉ「ｐ（ ｙ
，

．＜
； ＩＸ ，

） ｎ
〇ｇ［

Ｐ（ Ｙ
，
＞ｊ｜Ｘ，

）

＾
－

２ ？ 效度检验 。 从 内 容效度来看 ， 创业态度 ，
ｐ（ｙ ，

＜
７

－

ＩＸ ，

）

ｎ

的量表是根据国 内外学者 已有研究中常用 的测
〇ｇＬ

ｌ
－

Ｐ（Ｙ
，

＜
ｊ｜Ｘ ，

）

Ｊ
＝

？
，
＋＾（ ２ ）

量项 目设计而成的 （见表 ２ ） ， 并根据专家意见式 （ １ ） 与 （ ２ ） 中 ，
ｉ 表示样 本个体 ，

ｊ
表

进行多次修改 ， 且在预测试后 总结被试者 的意示研究生创业倾向 ，
ｊ 

＝
ｌ

，

２
，３ ，４

；为截距

见基础上 ， 反复考虑 问卷 内容 ， 最后修改而成 ，
项 ； Ｘ表示一系列影响创业倾向的变量 向量集 ，

为此对创业态度的 测量 问卷具有较高 的 内容效如解释变量 ＱＭａ
，

．

、
Ｃ〇ｍ

，
、 和控制变

度 。 从结构效度 来看 ， 首 先对创业态 度 的样本量Ｇｍ
， 、 Ｍａ力 、 ￡ｒＡ 、

ｈｒ
，

；０ 为各影响 因素的

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 （见表 ４ ） ， ＫＭＯ 和回归系数向量 ； Ｐ 为 Ｘ 存在时的 条件概率 。 除

Ｂａ ｒ ｔ ｌ ｅｔ ｔ 的检验结果显示 ， 创业态度 以及其构成特殊说明 外 ， 本文均 采用 Ｓｐ Ｓｓ ｌ ７ ．
０ 与 Ｓｔ ａ ｔａ ｌ ２

（对创业 Ｒ 的 、 创业素质 、 创业能力 、 创业环境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 。

的认知 ） 的 ＫＭ （ ） 值均大于 ０ ． ７ ， 均适合做 因子＾^

分析 。 根据特征 值大于 １ 的 原则 ， 创业 态度变
ｕ ＇

量共 提 取 ４ 个 因 子 ， 累 计 方差 贡 献 率 高 达 （

＿

） 变置描述统计与 Ｐｅａｎｏｎ 相关关系

８ ６ ． ８６ ３％ 。 根据 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检验 ， 表表 ５ 提供了变量描述统计和变量 间 的 Ｐｅａ ｒ
－

明创业态度变量的测量具有较好的效度 ：ｓｏｎ 相 关系 数 。 调查样本创业倾 向 均值达 到

表 ４ 创业态度的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 ｔ 的检验３ ．
２０ １

， 方差较大 ， 表 明高校研究生创业倾向较

Ｂａ ｒ
ｔ

ｌ ｅ
ｔ
ｔ 球形度检验｜

高 ， 但样本 间存在一定的差别 。 总体上 看 ， 自

ＫＭ〇

近似卡方
｜ｄｆ ｜Ｓ ｉ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几乎均没有超过 ０

．
５

， 表明

创业态度 ０ ． ８ １ １３ ６６ ９ ． ０３ ９ ３２ ５ ． （ＸＸ）０？ ０００各 自 司￥存在 的共线性 丨
可？ 。 从相

创业 目 的 ０ ． ７ ２ ５ ２ １ ６ ．
１ １ ５１ ０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关系数可Ｗ 看出 ’ 仓！
｜
业 目 的 、 创业 ？ 素质 、 创 业？

创业素质 ０ ． ７ １ ４５ ４５ ．８ ３ １１ ５ ． ００００． ０００能力 、 仓
！１业环境认知均 与仓

ｉｊ业 丨顷向存在显■著的

创业能力 ０ ． ８８７１ ２ ７３ ．４ ９ ２４ ５ ．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正相关关系 （ Ｐ＜ 〇 ．〇 １ ） ， 这为后 面的 回归分析

创业环境 ０ ． ７ ２ ８５ ６ １
．４ ２ ８１ 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提供 了启 另 夕卜 ’ 性另 丨

】 、 专
＇

业与家庭收人因




素和创业倾向 亦存在较显著 的关 系 ， 说明 把它

（
四

）
模型与数据处理工具们作为控制变量是很有必要的 。

本文的因变量是创业意向 的程度 （ １
＝

“

完

全没有考虑过
”

、
２
＝

“

考虑过 ， 但是不会去创

收
”

３
＝

“

有机会可能会创业
”
４

＝
“

很 可能
①Ｗ ｌ ｎ Ｓｈ ｌ

ｐ ，Ｃ ’
ａｎｄＭａ ｒｅ ’Ｒ． Ｄ．

’Ｒ ｅｇｒｅ 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ｓｗ ｉ ｔ ｈ

１ 、 ０＾ＨＢ ｚ；ｌｉＪ ＪＬｓ＾１Ｒ
Ｗ
Ｊｏ ｒｄ ｉ ｎａ ｌｖａ ｒ ｉ ａ ｂ ｌ ｅ ｓ ，Ａｍｅ ｒ ｉ ｃａｎＳｏ ｃｉ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Ｒ ｅｖ ｉ ｅｗ ，４ ９ （ ４ ） ，

会创业
”

、
５
＝

“
一定会创业

”

） ， 属于定序变量 。 １ ９ ８４ ，ｐｐ
．５ １ ２

－

５２５ ．

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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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变置描述统计与相关关 系


变量ＭｅａｎＳ ． Ｄ ． Ｉｔ ｔ
ｉ
ＰｕｒＱｕａＣｏｍＥｎｖＧｅｎＭａｊＥｘｐ Ｉｎｃ

Ｉｎｔ３ ． ２ ０ １０ ． ９ ２９ １

Ｐｕ ｒ３ ． ７ ９ ６０ ． ７０６０ ． ３９ ６

…

１

Ｑｕａ３ ． ９ ７ １０ ． ６４００ ． ６７ １ 

…

０ ．１ １ ４

＿

１

Ｃｏｍ３ ． ９ ４ １０ ． ７ ７８０ ． ７ ３ ５

…

０ ．１ ０８
＇

０． ５ ２ ３
…

 １

Ｅｎｖ３ ． ３ ６ ５０ ． ９４ ００ ． ７ １ ８

…

０ ．
１ ２ ８

＂

０． ４ ８５

…

０ ． ６９ ３ 

…

１

Ｇ ｅｎ０ ． ６８７０ ． ４ ６５０ ． ４ ９ ２

…

０ ． １ ３ ４
＂

０ ． ３ ７ ２

？ “

０ ． ４ ３ ３ 

…

０． ３ ３ ５
＊ ＊＊

１

Ｍａｊ０ ． ５ １ ４ ０ ． ５ ０ １０ ． ０７ ２ ０ ． ００ ６０ ． ０３ ６０ ． ０８８０ ． ０ １ １０ ． １ ４ ０
＊ ＊

１

Ｅｘｐ０ ． ６ ７ ５ ０ ． ４ ６９０ ． ５ ３

…

０ ．
２ ６ ９

…

０． ３ ２ ４
…

０ ．
２６ ２

＊”

０
．
２ ８ １０ ． １ ５ ９

＊ ＊

０ ． ０８１

Ｉｎｃ０ ． ５ １ ８０ ． ５０ １０ ． ５０ ４

…

０ ． １ ８ ８
…

０ ． ２ ９ ２

…

０ ． ２９０
＇＾

０． ４ １ ３
＊ ＂＊

０ ． ３０２
＊＊ ＊—

０ ． ０５ ３０ ． ２４０
＊＊ ＊

１

注 ：

…

ｐ
＜ ０ ． ０ １

，

■
■

ｐ
＜ ０ ．

０５
，

？

Ｐ＜ ０ ．１ （双尾 ） 。

（
二

）
回归结果中逐渐形成适合 自 身特质的性别角色与承担不

本文基于调査 问卷测量创业倾 向以 及创业同的社会责任 ， 致使在创业倾向方面表现 出 性

态度 、 背景因素等变量 ， 从而利用其截面数据别差异 。

？ 相对而言 ， 男性研究生更愿意把创业

测度创业倾 向 以及影响因素的关系 ， 结果如表 ６作为 自 己未来的职业追求 ， 因此男学生 的创业

所示 。 模型 １ 分析了调査样本背景因 素对创业倾向明显高于女学生也 就不足 为奇 。 同 时 ， 父

倾向 的影响 ；
模型 ２ 是基本模型 ， 测度 了 对创母创业经历有利于培养研究的创业倾向 （Ｍｏｄｅ ｌ

业 目 的 、 创业素质 、 创业能力 、 创业环境等因１
，

｜

３
＝

３
． ３ ８６ ，Ｐ＜ ０ ． ０ １ ） ， 即在控制其他变量情

素 的认知与创业倾 向的关系 ； 模型 ３ 加人背景况下 ， 父母有创业经历 的研究 生创业倾向发生

因素为控制 变量测度各种创业态度与创业倾向风险比其他的高 ２ ８ ．８８％ ， 支持假设 ｌ ｃ 。 这个很

的关系 。 加入控制变量后 ， 模型 ３ 比模型 ２ 的容易理解 ，

一方面父母创业经历能为研究生创

Ｐｓ ｅｕｄｏＲ ２ 有
一

定 的改善 ， 且各 自 变量仍较显业提供辅助条件和必要 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 有

著 。 总体上看 ，
三个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 各模过创业经历的父母能够提供有利创业的家庭氛

型的似然 比卡方值 ＜ＸＲ ｃｈ ｉ２ ） 较大 （ｐ＜ ０ ． ０ １ ） ，围和个性培养 ； 另
一

方面 ， 父母创业经历过程

均通过检验 。中的经济和人脉资源有利于研究生个体感知家

（
三

） 讨论庭资源 ， 从而激发创业倾向 。

②

１ ． 高校研究生 中男性的创业倾向明显高于另外 ， 家庭收人哑变量 同样与创业倾 向 正

女性 ， 父母的创 业经历有利 于研究生创业倾向相关 （Ｍ ｏｄｅｌ１
， ｐ

＝
２ ． ２ ８９

， ｐ＜ ０ ．
０ １ ）

， 支持假

的提升 ， 家庭收人水平较高 的学生创业倾向显 设 １山 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 收人较高家

著高于收人 水平较低 的学 生 。 回 归结果 显示 ，
庭的高校研究生创业倾向 比家庭收人相对低的

性别哑变 量与创业倾 向正相 关 （Ｍｏｄｅ ｌ１
， ｐ

＝研究生高 ８ ．８７％ 。 这个很容易理解 ， 家庭收入

２ ． ５ ５ ，ｐ＜０ ．
０ １ ） ， 明 显支持假设 ｌ ａ ， 说明在控 较髙的研究生经济压力与责任相对较小 ， 而家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 男 性研究生创业倾 向 的 庭收人较低的研究生总会面临一定的经济压力 ，

发生风险 比女性高 １ １
． ８８％ （ ｅ

２ ．
５ ５ —

１ ） ， 即 男性 毕业后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的重任 。 除此之外 ，

研究生的创业倾 向显著高于女性 ， 这是 因 为男


性的创业兴趣 比女性相对持久稳定 ， 女性 的创① 刘敏 ＇ 陆根书 ＇ 彭 正霞 ： 《大学生创 业意向 的性别差异 及影

． ． ＝ｏｎｍ 、
、

Ｔ
？

士
响因素分析 》 ， 《复旦教育论坛 》 ２０Ｕ 年第 ６ 期 ？

业兴趣随时间而递减 （陈劲等 ， ２００ ７ ） 。 还有可
② 叶贤 、 严建笼 、 邢学亮 ： 《民 营企业家创业倾向 的影响 因家

能的解释是 ， 男 性和女性在不同 的社会化过程研究 》 ， 《心理研究 》 ２ 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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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家庭支持模型显示 ， 家庭 的经济收人与但均符合马斯洛五大层次需 求理论 ， 不外乎是

可获得资本是影响个体创业意 向 的一个重要 因个人经济 目 的 与社会 目 的 ， 也可 以理解为短 期

素 。 家庭收人较高 的研究生如若创业 ， 可 以获目 的 与长期 目 的 ， 短期 内 追求个人的经济利 益

得父母或者长辈 的 资金与社会关系支持 ， 这是最大化 ， 长期 内在 追求经济 目 的 的 同 时注重 为

收人较低家庭所无法 比拟的 。 调查样本 内 ， 专社会谋福利 ， 这也是
一

个不断递进的过程 ， 与

业的哑变量对创业倾向 的影响作 用不显著 ， 无企业的生命周期是
一

致的 。
① 正确把握创业 目 的

法验证假设 ｌｂ 真实性 ， 可 能是 因为样本容量不多样性与 多变性 ， 能够激励研究生的创业积极

够大的缘故 ， 但并不说明在创业 的大环境 中专性 ， 从而提高研究 生 的创业 效率 ， 存在
“

动 机

业因素不 同 的研究生创业倾向 不存在差别 ， 这诱导效应
”

。

个问题有待后续 的研究进
一

步完善 。 异质性背３ ． 良好的创业素质能够激励研究生 的创业

景因素对创业倾向 的影响可归结为
“

背景差异倾向 。 结果显示 ， 创业素质 的高低 与创业倾向

效应
”

。正相关 （Ｍｏ ｄｅ ｌ３ ，

（

３

＝

２ ．７ ６ ８ ，ｐ＜ ０ ．０ １ ） ， 假 设

表 ６ 异质性背景 、 触态度与触鹏的关紐究
３賴验证 。 本文＾义创业素质主要包括生活态



１
度 ＇ 工作精神 、 心理素质 、 文化素养等意识与

变量
＿＾

？
＾—精神 ， 这均是高校研究生主观意识形态的体现 ，



Ｐ

－

Ｐ

＾Ｐ

＾ 这种意识形态 的不 断加强能够诱发创业意 向 的
２ ＇ ５ ５０

＂＇

６ － ２°



２ ＇ ４ ６产生与强化 ， 从而导致创业行为 的发生 。 同时 ，

叫 °－ ０ ８７ ２° － ３ １



° － ２ ５９° － ６ ２这种素质之外 的 因 素对创业倾 向 的 影响 ， 均 依

／：＞广 ３ ． ３ ８６

． ＂

６ ．

９ ２



３．
５ ９ １ ４．

９６赖于创业意识与精神的传导机制 。 当 然 ， 创业

／？ （

■２． ２ ８９

－

６ ． ０ ６２ ． ２１ ５

＊ ＂

 ３ ． ８６素质体现在创业的整个过程 中 ， 在创业倾向 的

７８５５

－

 ６^ ５２^

－

６ ．Ｖ萌芽阶段 ， 创业素 质起着 引导与传 导作用 ， 激

＾５ ．＾发创业倾向 的落地生根 ； 创业行 为发 生后 ， 创


Ｍ质为创业者的 经营活动保驾护航 ， 比姉


场风险的预测 与控制等等 ， 这就是创业素质 的

——－－ －－

“

素质强化效应＇
〇ｕａ＿

。 ． 樹 －

１
． ０ ５３２ ． ７２

＿
＂

９ － ２ ２３ １
－ ９ ７

￣
＂

７ ． ７ ２

４ ？ 创业能力 的提升同样能够促进创业倾向
ＣＫ ｔ２１ ． ５ ３７

－

 ４ ． １ ６３６ ． ０２
－ ９ ． ５ ９３７ ． ５ ３

－

８ ． ０９

的强化 ， 存在
“

能力 集聚效 应
”

。 模 型结 果 显

Ｃｕ＾７ ． ４ ３ ９
－

 ９ ． ９５４７ ． ８３
－

９ ． ６ ７５０ ． ７ ３
－

８ ． ３ ７示 ， 创业能力 的高低与创业倾向 呈显著 的正 相

ｃ—９ ． ２ ３ １

…

１ １ ． ５１５ ２ ．

１ ＣＴ
．９ ． ８ ２５ ６ ． ６ １ 

…

８ ． ４ ６关关系 （Ｍｏｄｅ ｌ３ ，

（

３

＝
３ ．０４ ４

， ｐ＜ ０ ．０ １ ）
， 这 明

２ Ｇ９ ． ７

…

３９ ４ ． １

＿ ＂

４ ５５ ． ２
＇ ＂显支持假设 ４

。 创业能力是个体具备完成创业活

Ｐ ｓ ｅｕｄｏ
Ｒ２０． ３ ４００ ．

６３ ９０ ． ７３ ８
￣

｜动的主观条件 ， 其作为个体能力结构 中 的一个

＾ ＾
￣

＾组成部分受到个性心理的 影响 ， 而高校研究 生
￣ 

＾

１心理因素的多元性造就 了 创业能 力的 多样 性 ，

注 ：

＿＂

口＜０ ． ０ １ ，

＂

口
＜ ０ ． ０ ５ ，

＊

？
＜０ ． １ （ 双尾 ）

。
 ，， ＊

＿

但它们凝聚融合表 现为创业实践活动 中研究 生
２ ？ 创业 目 的 明确能够推动高校研究生创业 的创业能 力整体性 （纪玉超 、 林海 涛 ， ２０ １ １ ） 。

意向的增强 。 创业 目 的 的强弱 与创业倾 向呈 明 创业能力在创业实践 中的作用类似于创业素质 ，

显 的 正 向 关 系 （ Ｍｏ ｄｅｌ３
，ｐ

＝
２ ． ６ ３８ ， ｐ ＜—

方面激发创业倾 向 的产生与付诸实践 ； 另
一

０ ． ０ １ ） ， 即创业 目 的性增加 １ 单位 ， 创业倾向将 方面直接影响 创业实践活动的 开展 ， 是决定 创

增加 ２
．６３ ８ 个 Ｌｏｇ ｉ ｔ 单位 ， 支持假设 ２

， 表 明 引

导研丸生培养明确 的创业动机或者 目 的 ’ 有利
① 顾桥 、 梁东 、 赵伟 ： 《创业 动机理论模型 的构建 与分 析 》 ，

于其树立较强的创业倾向 。 创业 目 的 内容广泛 ，《科技进步与对策 》 ２ ００５ 年第 １ ２ 期 。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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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践活动功败垂成的重要因素 。

＋

５ ． 创业环境 的优化有利于研究生创业倾向Ｉ 、

的提升 。 回归结果表 明 ， 创业环境变量 与创业丨

＿

丨

倾向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Ｍｏｄ ｅ ｌ３
，ｐ

＝
２ ．４ １ ２ ，

本文通 过文献 回顾与研究假设 ， 构建异质
ｐ＜０ ． ｍ ） ， 战Ｍ 

５ 。 砸顯作为个性仙丨

性龍下高麵究生砸紐 与创业倾向 的关
、

活动 ， 受
，创业者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 ， 包括ｔ

系模麵说 ， 然后设计 问卷对髙校在校研究生
人特质 、 背景等内驱力 和外 外 １

ｉ
Ｋ

进行调査 ， 提取 数据建立 回 归模型验证假说 ，

响 。 本文定义创业环境主 要包括政府支持 、 鎌
以探析创业 目 的 、 创业素质 、 仓ｉ

ｊ业能力 、 创业
翅＼构 ： 创业培 １）

１

｜机构支持和社会
环境等创业态度以及 背景异质性侧业倾向 的

眺支持等ｉ ｉ －个方面 外細驱动 力因 素 。 政 影响 。 研究发现高校研究生 的创业倾向 的提升
府方面 ， 可以通过创业寅传 、

，

税收优惠与创业扶
符合二力驱动模型 ， 即 内在推动力与外在拉动

擁金的设 、Ａｒ
．段鼓励介：校研兄生创业 ； 高校

力 （见图 ２ ）
。 高校研究 生创业倾向 的 内在推动

力
＇

面 ’ ＃为培＿？人 地 ’ 应大；＾
力主要有创业 目 的 、 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 ， 外

＆
紐动力为雛环境 。 较强酬业 目 的 、 良好

融机构細 ，
｜ ｜了以运用降低融资 ｉ

、

ｊ植 、 简化融冑＿」业素质和较高 的创业能力 能够促进高校研
ｆ续与加 等方法激励研究Ｍ业 ； Ｍ

究生创业倾向 的提升 ； 另 外 良好 的创业环境也
Ｉ培训＿■ ’ 可 以对■生进行针■ 的培

能够拉动高校研究生 的 创业倾 向 。 高校研究生
训 ， 例如创业项 目的选择 、 企业注册 、 融资等等 ；

仓幢倾向存在背景差异效应 、 内 在的动机诱导
社会网络方面 ’｜■给 ｆ

’

研究生粮神鼓励 、 信眉 、

效应 、 素质强化效应 、 能力 聚 集效应 以及外在
共享 、 资金扶持等帮助 。 也就是说 ， 创业环境对的坏揞的击蚀＆

创业倾向存在
“

环境约束效应
”

。
＾ °

图 ２ 异质性 背景下研究生创业倾 向的二力驱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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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对策与建议开设研究生创业教育相关课程 ， 积极加强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 ， 本 文为高校研究生创业 型研究生创业教育的 配套措施 。 创业课程是高 校

人才培养提 出 以下对策建议 。培养研究生创业能力 的主要形式 ， 将创业理论

１
． 高校应强化创业教育 ， 激发研究生 的创的深度 、 实用性 以及操作 性结合起来 ， 同 时 开

业意 向 。
（ １ ） 高校应 当树立正确 的研究生创业设相关 的工商 、 法律 、 经济管理 、 市场营销等

型人才培养观念 ， 转变传统培养就业型研究生课程 ， 激 发研究生创 业 意识 ， 培 养创 业能 力 。

的观念 ， 努 力在提高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 和创 （ ３ ） 加强创业教师队伍建设 ， 积极 开展创业实

业意识的基础上促进研究生获得全面发展 。 （ ２ ）践活动 。 目 前研 究生 导师 多数 没有 创业经历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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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活动为主 ， 理论与实践存在
一定的脱节 。 社会方面 ， 从舆论导 向 、 社会宣传 、 价值观念

闪此高校应 当 加强创业 教育师 资队伍 的 建设 ， 上加大对研究生创业 的 宣传力度以 及为研究生

并枳极开展研究生创业计划或组织创业实践 。提供较多接 触创新 、 创业 的 机会 ， 从而营造培

２ ． 研究生应注重 自 我培养与素质提升 。 研养研究生创业 型人才的 良好社会氛 围 。
企业方

究生作为 创业型人才培养 的 主体 ， 他们 的积极面 ， 建立创业实 习基地 ， 为研究生提 供相应扶

参 １

Ｊ对高校研究生创业型人才培养起着极其重持和创业指导 。

贤的作用 ， 他们应 当注重 自 我培养与素质提升 。

Ｈ体来说 ：
（ １ ） 革新观念 ， 提升创业素质 。 研本 文 是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究生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 自 己 的创业素质 ，（

７ １ ３３ ２００ ７
） ；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优 秀博士学位

如积极参与学校创业学习 、 创业大赛 以及创业论文培育基 金和对外经济贸 易 大学研究生科研

实践来逐步提高创业素质 。 （ ２ ） 自 主学习 ， 提创新基金 （
２０ １ ３ ２ ３

） 资助项 目
；

北京企业 国 际

高创业能力 。 研究生应通过系统学 习 创业相关化经营研究基地资助项 目 。

课程和将 自 己的兴趣爱好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 ，

有针对性地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来锻炼和提高本文作 者 ：
王 玉 燕是 对外 经济 贸 易 大 学 中

自 己的创业能力 。小 企业研究 中 心研 究人 员 ； 林汉 川 是 对

３ ． 完善外部环境 ， 为研究生创业 型人才营外经济 贸 易 大学 国 际 商 学 院 教授 ， 对外

造 良好的发 展环境 。 政府方 面 ， 完善鼓励 大学经济 贸 易 大 学 中 小 企业研 究 中 心 主任 ；

生创业的法律法规 ， 并有针对性 的解决创业 的王建秀是太原师 范学 院经济 系 副教授

失业保险 、 户 口 等问题 ， 制 定鼓励 高校开展研责任编辑 ： 何 辉

究生创业教 育和研究生 自 主创业 的优惠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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