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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所需要的素质、技能和能力可以通过教育来塑造，相关研究表明，创业是可以教授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在此基础

上研究了短期风险偏好和心理健康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从实证的角度构建高职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还考

察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教育影响高职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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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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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qualities，skills and abilities required for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shaped by education，and relevant research shows

that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taugh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short-term risk

preference and mental health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rom the empirical point of view，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mod-

el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and also explores that the self-efficacy

of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n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en-

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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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和个人进步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创业教育是大学教育

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当前重要的

研究课题。

成功创业受企业创始人的性格、技能和能力

的积极影响。这些素质、技能和能力可以通过教

育来塑造，分析已有的研究，表明创业教育通常

是有效的。笔者试图通过调查什么使创业教育

更加有效这一突出问题，从而提高这一领域的相

关知识。

在基于意向的创业教育模式的文献中讨论

了“是什么让创业教育有效”的问题：“如果创

业意图先于创业行为，那么创业教育者应该从

基于意向的创业研究中获益”。如果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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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创业教育应该调查这种创业意向的驱动

因素。许多专家学者结合创业自我效能感和

计划行为理论进行创业意愿的研究。Ajzen的

计划行为理论（TPB模型）描述了创业意愿的驱

动因素是创业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

制［1］。计划行为理论（TPB）的这些要素也会影

响创业教育的有效性。笔者还探讨了另外两

个背景决定因素：短期风险偏好和心理健康。

有短期风险偏好的个人有可能创业，同样，心

理健康得分高的人也有可能创业。另外，创业

教育促进大学生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提升，

必然会促使其在认知层面的改变，因而创业自

我效能感在创业教育发展和创业活动行为表

现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通过对创业教育进一步调查研究，创业教育

到底怎样才能有效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首

先，笔者研究了大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创业态

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这被认为是成为

企业家的先决条件。笔者不仅调查计划行为理

论结构的直接影响，而且将它们视为创业教育和

创业意愿关系的调节者，并且还在特定研究领域

的背景下研究了这种关系。其次，相关研究表

明，高职大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创业热情，其创业

意愿高于在校本科生的比例，这有助于就业增长

并能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当前，关于本科

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做了

详细的研究，而针对高职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与创

业意愿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也没有相关系统的

文献资料。

综上，本研究试图从实证的角度构建高职大

学生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国内外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有

重要影响，鉴于创业教育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

将其单独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分析其维度，解释

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另外，本研究还考察了创

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的关系中

起积极调节作用。在高职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

成过程中，创业教育是影响创业意愿的客观、外

部、远端变量，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主观、内部、

近端变量。总而言之，本研究将拓宽创业教育的

研究范围，进一步提升我国创业教育体系建设，

加快实现创新型国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短

期风险偏好和心理健康对创业意愿的影响

关于创业教育在创业意愿形成中的作用研

究首先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

论基础。它假定一个人未来的行为先于意图：一

个人参与特定行为的意图越强，实际行为的可能

性就越大。此外，执行特定行为的意图是三个认

知前因的结果：对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感知到

的行为控制。笔者首先根据先前的研究结果假

设计划行为理论对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同时补

充了短期冒险行为和心理健康这两个决定因素。

首先，“行为态度”一词指的是一个人对目标

行为的有利或不利的评价。一个人对创业的结果

的评价越积极，他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就越有利，因

此他开始创业的意愿就越强烈。高职大学生的创

业态度是源于对创业的整体认知和创业结果评价

所形成的态度。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高职

大学生对于创业行为是否顺利实现的评价，二是

高职大学生针对创业行为结果的评价。

其次，“主观规范”一词涉及到一个人对社会

参考群体（如家庭、同学和导师等）对自己是否应

执行某种行为的看法。参考小组对自己创业越

支持，一个人从这个参考小组获得创业的鼓励就

越多，并且遵守它的动机越高，创业意愿也会越

强烈。

再次，“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了感知到的创业

行为的难易程度。它取决于该人是否认为可以

获得所需的资源，以及是否存在执行该行为的机

会［2］。感知行为控制不仅可以预测创业意愿的形

成，而且还可以通过充当实际控制行为的代理来

预测实际行为。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

下，实证结果广泛地证实了计划行为理论关于创

业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之间的积极关

系，以及对创业意愿的预测。

最后，风险偏好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创业

特征。企业家既可以承担风险，也可以规避风

险。喜欢短期风险承担的企业家更关注于他们

目前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长期计划，而喜欢长

期风险承担的企业家则强调对企业的多个方面

的长期评估，例如其增长潜力。Das和Teng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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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具有短期风险偏好的企业家具有较高的风

险倾向和较低的风险感知［3］。这类企业家行动

迅速，能开创一项新事业。另一方面，具有长期

风险偏好的企业家具有较低的风险倾向和较高

的风险感知。他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开始新的

创业。综上所述，风险偏好的时间维度允许我

们预测创业的可能性。除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

三个决定因素的影响外，短期风险偏好对创业

意图的积极影响也可能存在。

总之，心理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自我评价

结构。它包括从六个维度深入理解自我健康：

自我决定感，对个人成长和发展的信心，悦纳自

我，相信一个人生命的目的和意义，良好的人际

关系以及管理周围环境的能力。心理学领域的

研究人员认为，心理健康状态好的人往往有更

高的积极态度，这使他们能够有意义地生活和

解决问题。自我决定的程度关系到控制的需

要，反映了个体的自主性寻求行为。在早期的

研究中，对控制的需求显著增强了创业的意

愿［4-5］。除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三个决定因素的

影响外，与强烈的自我决定相关的心理健康也

可能影响创业意向。根据这些发现，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1a：高职大学生的创业态度对创业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

H1b：高职大学生的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

H1c：高职大学生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H1d：在创业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行为存在

的情况下，短期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H1e：在创业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行为存在

的情况下，自我心理健康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二）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养，以提

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教育活动。而创业意

愿是激发大学生产生创业行为的先导条件。国

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对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创业教育能够显著影响大

学生的创业意愿。创业教育被认为是创业意愿

的强大先导。支持这种关系的理论概念有两个：

人力资本理论［6］和创业自我效能感［7-8］。人力资

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代表“个人通过投资学校

教育，在职培训和其他类型的经验获得的技能和

知识”。它被认为是创业意愿的决定因素。大量

研究资料显示，创业教育跟更高层次的创业意愿

相关联。由以上综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创业教育对高职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创业教育的积极调节作用

创业教育在大学生创业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创业教育、个体

认知、创业行为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一则，创业教育对个体的创业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用；二则，创业教育提高了个体认知，从中获取更

多的创业知识、经验、技能和创业信息，发现机会、获

取资源。大学生通过接受全面的创业教育学习，在

获取基础的创业知识基础之上，通过实践性的教育，

更加清晰地认识创业活动，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创业

意愿。已有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形成过

程基于两种路径发挥作用的影响，一方面是大学生

学习的一些基础性的创业知识，另一方面是实践性

的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研究表明，创业教育对创业

态度起到积极作用，会调节大学生创业态度对创业

意向的影响，通过创业教育，那些具有较高创业态度

的大学生，他们将会更加坚定其创业意愿。在影响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因素中，创业教育是客观因素，而

创业态度则是主观因素，三者之前也许存在内在逻

辑关系。据此分析，通过创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可以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大学生的创业压力是显

而易见的，不仅来源于家庭、朋友，还有学校的老师，

以及为大学生提供激励机制的政府部门等。相关

研究表明，经过创业教育，大学生感受到了来自于学

校、家庭、社会对其创业的支持，随之也会显著提升

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因而，创业教育在主观规范对

创业意愿的关系中有积极调节的作用，三者之间也

有可能存在一定逻辑关系。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创

业意愿的影响因子中感知行为控制是最为重要的，

创业教育可以提升感知行为控制的能力。那么，大

学生接受创业教育程度越高，其感知行为控制的能

力也会提升，其创业意愿也就随之更加强烈。Das

和Teng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短期风险偏好的大学

生行动迅速，能开创一项新事业，其创业意愿更加强

烈［3］。可以通过创业教育来提升大学生的感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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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心理健康的大学生进行创业，自我控制、自我

悦纳能力较强，对控制的需求显著增强了创业的意

愿。通过创业教育，大学生对创业过程充满自信，更

加自如地开展创业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创业教育在创业态度与创业意愿的关

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H3b：创业教育在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的关

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H3c：创业教育在影响高职大学生感知行为

控制对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H3d：创业教育在短期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

的关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H3e：创业教育在自我心理健康与创业意愿

的关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四）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教育与创业意

向的关系影响

创业自我效能是指“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成

功地履行创业的各种角色和任务的能力”。chen

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关

系的积极调节者［9］。创业教育可以促进创业意愿

的产生，这可以通过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来实

现。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在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形

成过程中，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创业意向的近

端变量，而创业教育则是远端变量。基于已有研

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

关系中起积极调节作用。

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创业态度

主观规范

创业自我效能

短期风险偏好

自我心理健康

创业教育

创业意愿
感知行为控制

H1

H2
H3

H4

图1 假设模型

三 、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量表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西安某一高职院校。

选择了20位学生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结

果，对相关题项进行了修改和删减，以有助于大

学生的理解，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本次调研

采用了线上电子版《问卷星》的方式进行。总共

发放问卷465份，剔除无效问卷，包括遗漏题目

过多的问卷，以及没人认真作答的问卷，去除无

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有459份，有效问卷回收

率为 98.7％。本研究应用 AMOS 7.0 软件和

SPSS 16.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如

下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相

关分析、回归分析。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样

本总数的 33.33%；女性占样本总数的 66.67%；

19-20岁所占比例最大，占总样本的55.59%；来

自陕西的所占比例最大，占总样本的82.78%；大

学二年级的学生占比最多，占52.29%。大多数

学生之前没有创业经历，占比达到92.59%，如表

1所示。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性别

年龄

地区

年级

创业经验

分类

男

女

18岁以下

19-20岁

21-25岁

26岁及以上

北京

吉林

宁夏

安徽

山西

广东

江苏

河南

浙江

湖南

甘肃-

重庆

陕西

青海

大一

大二

大三

无

有

频率

153

306

13

257

187

2

2

1

35

1

6

1

1

5

9

1

2

1

380

14

98

240

121

425

34

百分比(%)

33.33

66.67

2.83

55.99

40.74

0.44

0.43

0.21

7.625

0.21

1.30

0.21

0.21

1.08

1.96

0.21

0.43

0.21

82.78

3.05

21.35

52.29

26.36

92.59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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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效度分析

所有量表采用Likert 的 5点评分（1-非常不

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好确定、4-比较同意、

5-非常同意）。主要涉及的变量如下：

创业态度是大学生对待创业活动的感知、偏

好和评估，这是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键因

素。本研究参考Azjen，Krueger，李永强等的前

期研究成果。量表包括4个题目，从内生态度和

外生态度两个层面去分析大学生对创业活动的

偏爱以及看法。

主观规范指的是大学生对于重要参考群体

（老师、同学、朋友、家人等）是否支持其创业的感

知。根据Autio等的研究，量表包括4个题目，从

四个方面（老师、同学、朋友、家人等）对大学生开

展创业活动进行评价。

感知行为控制指的是大学生在创业过程

中，自身对创业所需的技能和才能的信心程

度。根据 Levenson 构建的控制源量表进行测

量，量表包括8个项目［10］。虽然感知行为控制侧

重于更具体的行为，但控制源反映出一个更为

普遍的观点，即一个人是否可以积极地影响其

生活。 控制源不太适合预测特定行为，但它是

数据集的一部分。

本研究开发了测量短期风险偏好的项目。

这些项目是：“做我喜欢的事情比制定长期计划

更重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比对长期风险进行评

估更重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比评估长期的发展

更重要。”，以及“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做我喜欢

做的事情上，而不是长期规划。”。

根据Ryff 等［4］的研究，本研究从自决的维度

中选择了三个项目来测量自我心理健康。它们

是：“我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即使它们与普遍共

识相悖。”“即使他们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也

不怕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我的决定通常不受

其他人所做事情的影响”。

根据Autio等［11］的研究，创业教育的量表包

括10个题目，从三个维度来衡量创业教育。创

业知识性教育主要指高校通过开设形式多样的

创业课程、讲座培训等，使大学生获取相关的创

业知识；创业实践性教育更加注重学生参与创

业实践活动或项目；创新文化建设主要指培养

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为之搭建创新平台、并完善

创新制度等。

创业自我效能是指大学生对自己开展创业

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完成各项创业任务并取得成

功的观念或信心。根据Autio等、汤明［12］和张志

芸［13］的研究，设计了22个测量选项，主要从创新

思维、风险承担、机会识别、关系协调、组织承诺

等五个方面来设计量表。

本研究参考德国心理学家 Martin Obschonka

开发的量表，设计了6个题目，从两个维度（无条

件的创业意向、有条件的创业意向）测量大学生

创业意向。

对本研究中的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如表2所

示。SPSS分析的结果表明，创业态度等8个变量

的α系数均在0.7以上，这说明本研究中各个变量

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信度水平达到统计上的要

求。同时，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分析结果显示变

量展现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具体的测量指标

和信效度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测量指标

变量

创业态度

Cronbach α=0.7956

主观规范

Cronbach α=0.8883

测量指标

作为一名企业家对我来说是利大于弊

作为企业家的职业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如果我有机会和资源，我将成为一名企业家

成为一名企业家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我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支持我创业

我最熟悉的老师和其他同学支持我创业

我最好的朋友支持我创业

其他对我重要的人支持我创业

因子载荷

0.5607

0.7700

0.7291

0.6736

0.7246

0.8190

0.8325

0.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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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行为控制

Cronbach α=0.7282

短期风险偏好

Cronbach α=0.8304

自我心理健康

Cronbach α=0.8293

创业教育

Cronbach α=0.9433

创业自我效能

Cronbach α=0.9379

当我得到我想要的，通常是因为我很幸运（反向计分）

我认为，只要我愿意，自己能创业（反向计分）

对我来说，计划太远的事情并不是很明智，因为最后证明很多事情是看运气的。（反

向计分）

我的人生主要被有权力的其他人所控制（反向计分）

我感觉发生在我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是被有权力的人决定的（反向计分）

为了让我的计划得以实施，我会确保它们不会和那些比我有权势的人的要求冲突

通常情况下，我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我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将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

做我喜欢做的事比计划长远更重要

做我喜欢的事情比评估长期风险更重要

做我喜欢的事情比评估长期的发展更重要

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上，而不是长期规划

我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即使它们与普遍共识相悖

我不害怕表达我的观点，即便他们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我的决定通常不受其他人所做的影响

大学里开设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创新创业、创业实践指导等与创业相关的课程

大学里经常开设与创业相关的培训或讲座，对学生进行创业指导和咨询

大学里经常提供与创业相关的信息

大学里成立了与创业有关的社团

大学里为学生提供了创业实习实践条件

大学里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创业设计大赛类的创业比赛

大学里大力倡导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氛围

大学里为学生搭建创业实践平台，支持学生创业

大学里经常提供与企业家、风险投资家、法律专业人士等交流的机会

大学里为鼓励学生创业制定了相关扶持政策

我不喜欢墨守陈规,喜欢突破现有事物

我喜欢多角度思考问题,灵活解决问题

我经常能提出新的点子和建议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自身创造力强

对新任务中的挑战能自如应付

我通常在压力和冲突下会不知所措

我总是担心事情的结果不是所预期的那样

喜欢冒险

我总是喜欢用已有的方式处理问题

我善于发现细分市场

0.5542

0.4534

0.6012

0.6532

0.6035

0.5119

0.2667

0.3474

0.6451

0.8166

0.8225

0.6329

0.7576

0.7579

0.7504

0.5211

0.7994

0.8218

0.7710

0.8487

0.8286

0.8457

0.8575

0.8100

0.8025

0.6925

0.7172

0.7771

0.6552

0.7790

0.7751

0.1298

0.2399

0.6497

0.4840

0.7615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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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自我效能

Cronbach α=0.9379

创业意愿

Cronbach α=0.8953

我善于分析外部环境发现机会和潜在问题

我能够识别一个创意的潜在价值

我能准确感知到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要

我经常主动与别人交流

我能有效的说服与其意思不同者

觉得同别人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在与别人交往中遇到障碍，也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它

我有长期计划实施自己的承诺

我为实现目标开始了实际准备行动

愿意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失败会丧失为实现目标而奋起的信心和勇气

我有很强的意向，大学毕业后创办一个企业

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创业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开始有意识的了解新企业创建的流程、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如果我的创意有发展前景，我会去创业

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会去创业

如果我有适合的合作伙伴，我会去创业

0.7796

0.7600

0.7050

0.7183

0.7205

0.6330

0.7088

0.7466

0.7095

0.7247

0.3668

0.7626

0.7736

0.7495

0.8077

0.8024

0.7714

（三）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的相

关性采用了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来表示，结

果如表3所示。表3中显示，创业态度与创业意

愿正相关，相关性较强（0.500***），主观规范与创

业意愿正相关，相关性较强（0.497***），感知行为

控制与创业意愿正相关，相关性中等（0.280***），

短期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正相关，相关性中等

（0.161***），自我心理健康与创业意愿正相关，相

关性较强（0.524***），大体上初步支持了本文的

假设。通过相关性分析表明本研究中的变量有

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并且大多数相关性在统计上

达到了0.05以上的水平，均是显著的，这与本文

的研究思路和假设是一致的。
表3 相关分析表

变量

创业态度

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控制

短期风险偏好

自我心理健康

创业教育

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意愿

Mean

3.708

3.322

2.938

3.135

3.399

3.533

3.461

3.371

S.D.

0.802

0.890

0.635

0.840

0.841

0.940

0.625

0.861

1

1.000

0.403***

0.223***

0.222***

0.319***

0.300***

0.480***

0.500***

2

1.000

0.259***

0.159***

0.388***

0.328***

0.477***

0.497***

3

1.000

0.405***

0.278***

0.108**

0.345***

0.280***

4

1.000

0.231***

0.149***

0.290***

0.161***

5

1.000

0.232***

0.548***

0.524***

6

1.000***

0.437***

0.331***

7

1.000***

0.626***

注：*，p<0.1; **，p<0.05; ***，p<0.01

（四）回归分析

以创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短期

风险偏好，自我心理健康自变量，以创业意愿为

因变量，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相关假

设进行实证检验。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相关变量

的VIF值均小于2，因此，并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

线性的问题。回归结果见表4。该模型中拟合优

度的判定系数R2为0.453，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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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自变量对创业意愿的回归分析

变量

创业态度

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

控制

短期风险

偏好

自我心理

健康

创业教育

常数

系数

0.294

0.209

0.118

-0.059

0.325

0.095

-0.014

标准误

0.042

0.039

0.053

0.039

0.040

0.034

0.201

T值

6.940

5.300

2.220

-1.500

8.110

2.750

-0.070

P值

0.000

0.000

0.027

0.133

0.000

0.006

0.945

置信区间

［0.211, .377］

［0.131, .287］

［0.014, .223］

［-0.137, .018］

［0.246, .404］

［0.027, .162］

［-0.409, .381］

64.20，对应的P值接近于0，说明该线性模型是

显著的。创业态度（beta =0.294，p=0.000），主观

规范（beta =0.209，p=0.000），感知行为控制（be-

ta =0.118，p=0.027），自我心理健康（beta =0.325，

p=0.000）对创业意愿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自变

量对因变量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假设1a，假设

1b，假设1c，假设1e得到了验证。创业教育（be-

ta =0.095，p=0.006）对创业意愿的回归系数显

著，说明假设2得到了验证。根据调节效应的检

验方法，当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连续变量时，

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进行多层回归分析：

（1）做Y对X和M的回归，得测定系数R21；（2）

做Y对X、M和X*M的回归得R22，若R22显著

高于R21，即R2的变化量（△R2）是显著的，则说

明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采用多层回归分析的

方法检验解释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首先将自

变量、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且相乘得到

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为了避免潜在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涉及到交互作用的变量

全部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5。该

模型中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R2为0.527，有显著

的提升。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40.30，对应的P值

接近于0，说明该线性模型是显著的。创业态度

*创业教育（beta =0.086，p=0.026），感知行为控

制*创业教育（beta =0.093，p=0.051），自我心理

健康*创业教育（beta =0.064，p=0.078）对创业意

愿的回归系数在 0.1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假设

3a，假设3c，假设3e得到了验证。创业教育*创

业自我效能的回归系数显著（beta =0.096，p=

0.047），假设4得到了验证。
表5 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变量

创业态度

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控制

短期风险偏好

自我心理健康

创业教育

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态度*创业教育

主观规范*创业教育

感知行为控制*创业教育

短期风险偏好*创业教育

自我心理健康*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创业自我效能

常数

系数

0.210

0.148

-0.006

-0.093

0.205

0.030

0.480

0.086

-0.090

0.093

-0.002

0.064

0.096

-0.086

0.042

0.038

0.052

0.038

0.041

0.034

0.067

0.038

0.036

0.047

0.038

0.036

0.048

0.207

T值

4.980

3.890

-0.120

-2.480

5.000

0.890

7.140

2.240

-2.460

1.960

-0.050

1.770

1.990

-0.420

P值

0.000

0.000

0.902

0.013

0.000

0.375

0.000

0.026

0.014

0.051

0.960

0.078

0.047

0.676

置信区间

［0.127，0.293］

［0.073，0.222］

［-0.109，0.096］

［-0.167，-0.020］

［0.124，0.285］

［-0.036，0.096］

［0.348，0.612］

［0.010，0.162］

［-0.161，-0.018］

［0.000，0.186］

［-0.077，0.073］

［-0.007，0.136］

［0.001，0.191］

［-0.493，0.320］

本研究中调节效应较多，下图 2 展示了创

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教育的调节效应图示。从

图2可以看出当学生具备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

的时候，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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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教育的调节作用

四 、启示和讨论

应用计划行为理论使创业意愿的早期研究

受益匪浅。该理论概述了我们应该研究的三个

决定因素：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然

而，在创业领域，实证结果并不一致。我们继续

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还研究了短

期风险偏好和心理健康对创业意愿的影响。经

过上述实证分析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创业教育

对高职大学生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

自我效能对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正

向的调节作用，这说明要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应切实地提升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成效，进而激发大学生的

创业意愿。

第一，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程

教学质量。从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创业教育课

程的系统开设，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显著

的影响。一方面，高职院校创业课程的设置应

当与专业课有机结合，丰富创业课程体系，强化

创业导师制度建设。加强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教师的培养，可以邀请校内外优秀的创新创业

导师开展学术交流指导，建立创业导师制度，加

强校企合作，制度化的选派专职教师到企业进

行实践教学，同时遴选优秀企业家走进校园进

行创新创业实践指导；另一方面，在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应当丰富大学生的创业

实践机会。加强对创业教育任课教师的实践培

训，鼓励教师多关注、多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在

丰富阅历、开拓社会视野的同时，引导教师深入

考察企业对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求方向，这样

可以有效的将创新创业的理念、方法及专业技

能融入课堂教学。创立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学

生参加创业实践大赛，通过理论联系实践，极大

提升大学生的创业知识教育。

第二，塑造大学生积极创业心理品质。基

于上述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心理健康对于提

升其创业意愿起到积极作用。创业活动过程

中，总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诸如市场目标定位不

准确、创业团队不和谐、创业资金短缺、控制力

不强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大学生在创业中出

现认知偏差、情绪化、盲目化、热情不高等心理

问题。那么，在创业教育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创

业心理教育，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独立自主、

敢于承担的创业精神。高职大学生的创业心理

辅导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展开，比如创业心理专

题讲座、团体创业心理训练、创业心理问题咨

询、朋辈心理互助、标杆示范等，对大学生进行

人际交往、沟通协调、团队协作、挫折调试、抗压

能力的培养，并着重开展大学生意志品质、自我

效能感、领导组织能力的训练，引导大学生在更

加自信地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第三，为大学生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

创新文化是崇尚竞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

化价值观念，而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出发点在于

培育创新文化。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

下，高职大学生表现出了较高的创业意愿和创业

积极性，那么，更应当去培养他们积极进取、主动

创业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造性品格，大力弘

扬以创新文化为主导的大学创业文化。高职院

校的创新文化营造应当从鼓励尝试新鲜事物、宽

容失败、宣传创业名人，弘扬创业精神，激发大学

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意愿。

第四，激发大学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提升

其创业意愿。上述实证调查发现，创业自我效能

在创业教育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积

极调节作用。我们通过创业意愿来预测大学生

的创业行为，而创业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大学生

的创业意愿，所以高职院校必须大力培养大学生

的创业自我效能感，不断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

情。大学生也要注重提升自我效能的水平，通过

创业知识技能的学习，树立创业信念；通过对创

业典型、创业榜样的观察、模仿与学习，塑造创新

意识、创新思维，培养积极乐观、战胜挫折的信

心，树立为社会做贡献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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