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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e 
deduced the hypotheses on how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ffect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
tion. These hypotheses were tested with 362 samples data through SEM analysis. The analysis re-
sult shows that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ich explains 62 percent of variance of intention.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entrepre-
neurial intentio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four dimension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which are separately called th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the opportunity competency, the in-
novation compete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competency. Th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competency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ile the innova-
tion compete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competency indirectly affect it. Actually, the former two 
competencies are mediators for the latter two.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competenc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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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创业胜任力理论视角，提出了创业倾向的胜任力作用模型及其理论假设；然后通过上海松江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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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创业原动力、机会把握力、创新创造力和关系胜

任力四个胜任力对创业倾向具有显著影响，且具有非常强的总体方差解释力(约62%)。模型还显示，创

业原动力和机会把握力对创业倾向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创新创造力和关系胜任力的影响作用是间接的，

主要通过创业原动力和机会把握力的中介作用对创业倾向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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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业倾向被认为是了解创业行为的重要变量，是实际创业行为实施的一个先导[1] [2]。许多研究从不

同的理论视角尝试分析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如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作用[2]，如时间约束、任务难度、

社会压力、社会规范等；或者是人口统计特征和个人特质的影响[3] [4]，如性别、年龄、教育、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等。基于外部情境因素、人口统计特征和个人特质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其缺点是这些影

响因素往往是创业者后期很难改变或习得的属性因素。本文将运用胜任力理论视角对创业倾向的作用机

制进行研究。以绩效为导向所归纳取出来的胜任力因素则更具有实践导向性，并或抽具有外部干预或自

我提升的空间和途径。同时，在理论上将进一步丰富创业倾向研究，并为未来的整合研究提供更丰富的

理论视角。 

2. 理论背景与假设提出 

2.1. 创业胜任力的内涵与维度 

哈佛大学教授 McClellnad 在 1973 年提出胜任力(competency)的理论概念后[5]，胜任力概念被明确地

定义为一系列个人特征，例如动机、态度、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知识和技能等组成要素，这种个人特

征能区分组织环境中和特定工作岗位的绩效水平[6]。胜任力的概念延伸到创业研究领域后，Chandler 和

Hanks(1993)提出了创业胜任力(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7]，并将其定义为“识别、预见并利用机会的

能力”，这种胜任力被看作是创业的核心能力，会随着创业者对市场的熟悉程度而不断加强。 
创业胜任力已成为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外一些文献对创业胜任力的构成维度及特征进行

了深入探讨。如表 1 所示，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来源可能来自于文化

背景，或者是所研究样本具有群体性特征等原因。例如 Man 等人一项以本土成长和国外成长企业家为比

较样本的研究发现[8]，两个文化背景成长的企业家在关系胜任力和组织胜任力的行为要素与属性、以及 
 

Table 1.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s 
表 1. 创业胜任力维度 

胜任力维度 样本 作者 

机会胜任力、关系胜任力、概念胜任力、组织胜任力、 
战略胜任力和承诺胜任力 香港中小企业主 Man & Lau，2000 

机会要素、关系要素、概念要素、组织要素、战略要素、承诺要素、 
情绪要素和学习要素 

浙江和北京中小 
高技术企业创业者 张炜和王重鸣，2004 

主动性、信息寻求、自信、捕捉机遇、组织意识、指挥、自我控制、 
权威导向、影响他人、仁慈关怀和自主学习 家族企业高层管理者 仲理峰和时勘，2004 

机会把握力、创业坚毅力、关系胜任力、创业原动力、创新创造力、 
实践学习力和资源整合力 毕业两年内的大学生创业者 王辉和张辉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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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能上都存在差异。 

2.2. 创业胜任力影响创业倾向理论假设 

基于 Ajzen(1991)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简称 TPB)[9]，倾向(intention)被认为是

一种行为发生的直接前因，其可以有效地预测有计划的行为，并且行为倾向受到态度、社会规范和感知

行为控制的影响。创业是一个有意识和有计划的行为，创业倾向(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得到国外研究的关注，成为创业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 Krueger[10]、Bird[11]、Liñán & 
Chen[12]等人的创业倾向观点，本研究将创业倾向界定为个体创办新企业前的一种心理信念和行为努力，

其最终会导致个体采取实际的创业行动。 
基于前文创业胜任力理论的讨论，本文认为不仅在创业的不同阶段，甚至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群

体中，创业胜任力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作用也将会有所差异，有些是直接影响，有些是间接影响，具体观

点如下： 
首先，创业原动力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一项对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大学生创业现状的调

查研究发现[13]，激发个体创业最重要的动因分别是：追求利润和社会地位；渴望独立；创造一些属于自

己的东西；个人的发展；职业不满(如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王辉和张辉华[14]对十二位中国创业大学生的

案例研究发现，除了满足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具体目标外，能回报社会或给社会带来重要影响，也是一

些中国大学生有志于创业生涯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我们把创业原动力概括为对创业生活方式及

其成果的企望和追求能力。并且有假设 H1：创业原动力对创业倾向具有积极影响。 
第二，机会把握力对创业倾向的影响。创业研究领域把如何发掘和开发创业机会看成是创业的一个

核心问题[15]。因为创业本质上是一个围绕识别、评估和开发市场机会的过程，因此创业机会是整个创业

过程的起始点和关键点。全球创业观察机构(GEM)把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种类型，根据

GEM 的调查数据[16]，随着新经济的兴起，中国从 2006 年起机会型创业的比例开始超过生存型创业，达

到 59.2%，生存型创业为 38.7%。根据 2010 年中国校友会网和《21 世纪人才报》发布的“2010 中国大学

创业富豪榜”显示，大学生创业较集中在 IT 和互联网等新机会涌现的新技术行业。由此可见，在宏观层

面上，创业机会也是一个国家创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如果人们拥有更多创业机会的时候，创业行

为就会更多地涌现。那么，在个体层面上，那些能够识别、发现或开发出市场机会的人，其选择创业的

可能性就越大。即个体的机会把握能力越强，越有可能选择创业。因此，我们有假设 H2：机会把握力对

创业倾向具有积极影响。 
第三，创新创造力对机会把握力的影响。创新创造力是指创新性地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包括创造和改进新的技术、产品、服务和流程的能力[14]。德鲁克认为创新是创业的核心要素或本质所在，

是创业者的一种工具，它能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力，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往往能从产业与市场结构的改变、

出乎意料的情况、新出现的科学知识等诸多来源中发现创业机会[17]。创业机会的发现往往就是创业者能

对市场或环境变化的敏锐把握，并且能用创新的思维和方法去开发这一机会。对于追求机会型创业来说，

创新和创造力是企业家发掘出创业机会，并将其转换成为创业持续成长的一种核心能力。在创业的整个

过程中，包括创业机会的发现与形成阶段，创新与创造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假设 H3：
创新创造力对机会把握力具有积极影响。 

第四，创新创造力对创业原动力的影响。在技术和市场日新月异的今天，创新创造力往往成为创业

者和创业企业成长与成功的一种核心能力。国内高校创业教育甚至把创新能力视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核

心内容。但是，这并不能认为，有创新创造力的人一定会做出创业选择，因为在不同行业领域就业且具

有良好创新创造能力表现的人同样非常多。因此，创新创造力是否会导致最终的创业职业生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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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看创新创造力的实践过程及其所实现目标是否真正满足了个体的某些内在需求。作为一项失败率非

常高的行为，创新与创造是一个不断持续试错的过程，创业者要在累战累败的尝试中能坚持下来，除了

对失败的容忍和正确认识外，还需要创新创造的行为本身是否会满足创业者一种内在的激励性需求，以

激发并维持了其持久的创业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具有创新和创造力的人最终选择和追求创业生涯，是

因为这种创新创造行为引发并满足了个体的一些内在需求，激发其创业的原动力。为此，我们有假设 H4：
创新创造力对创业原动力具有积极影响。 

第五，关系胜任力对机会把握力的影响。社会资本是影响创业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会通过对希

求性感知和可行性感知的作用来对创业倾向产生影响[18]。同时社会资本也是创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

[19]。创业者与朋友、同学、老乡、亲人等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在创业初期也非常重要，尤其在中国文

化背景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关案例研究显示，外部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能有效地激发大学生的创

业灵感，带来创业资源，提供情感支持，以及解决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等[14]。此外，一些文献还

在组织层面上讨论创业企业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特别是聚焦于与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维持[20]。因此，

关系胜任力作为一种建立和维持个人之间、个人和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的能力，在创业倾向形成阶段对创

业机会的识别和评估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对创业机会未来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创业者可以借助自己

的外部关系来获得相关信息和评估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来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因此，在创业

机会选择的初期，创业者除了依靠自身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进行判断，更重要的还需要依靠外部的各种关

系来弥补或加强对机会的识别、评估和把握。为此，我们有假设 H5：关系胜任力对机会把握力具有积极

影响。 
第六，关系胜任力对创新创造能力的影响。创业是一个围绕着创业机会持续创新与创造的过程，该

过程需要创业者能够时刻洞悉环境变化与挑战，成功的创业者就是能不断运用创新和创造性思维来解决

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由此，创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创业者如何与外部环境进行持续有效的互动，

通过这种互动来为各种创业问题的解决，从环境中猎取各类信息、资金、知识、人才等有形和无形资源，

这些资源往往是创业者创新与创造能力发挥的重要源泉和前提基础；否则，创新创造将有可能陷于无米

之炊的境地，创业也可能在纷沓而至的问题中流产。因此，与外部环境中的组织或个人建立和维持良好

的互动关系，不仅能在创业前期帮助创业者识别、评估和选择创业机会，同时也能在创业实施过程中，

帮助创业者不断地提升与发挥其创新与创造能力。因此，我们有假设 H6：关系胜任力对创新创造力具有

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机会把握力和创业原动力是直接影响创业倾向的两个重要胜任力维度；同

时，关系胜任力和创新创造力会通过机会把握力和创业原动力的中介作用对创业倾向产生间接影响。以

上四个胜任力因素在创业倾向的形成阶段将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作用机制及其理论假设关系如下

图 1 所示。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s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图 1. 创业倾向的胜任力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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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样本数据 

在创业倾向研究中运用学生样本数据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12] [21]。本研究的样本数据主要对上海松

江大学城 7 所高校为主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出调查问卷 400 份，收回有效样本 362 份。7 所高

校样本比例分别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36.5%)、东华大学(16.7%)、上海外国语大学(11.9%)、华东政法

大学(12.7%)、上海工程技术大学(13.2%)、立信会计学院(7.8%)和复旦视觉艺术学院(1.2%)。其中男生

40.6%，女生 59.4%；大一 12.4%，大二 33.4%，大三 27.1%，大四 20.7%，硕士研究生 6.4%。 

3.2. 变量及其测量 

因变量主要采用 Liñán & Chen 开发的测量量表[12]，量表主要有 6 个条目组成。该量表充分借鉴了

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测量个体为创业所付出的种种努力，量表得到了跨文化样本数据的支持(包括华人

样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自变量创业胜任力的四个维度主要采用王辉和张辉华开发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测量量表[14]，4 个自变

量分别有 4 个测量条目，共 16 个测量条目。该量表的构建主要基于创业大学生的案例访谈研究，并通过

了大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研究首先运用统计软件 SPSS16.0 对 22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样本适当性系数

KMO(Kaiser-Meyer-Olkin)的指标为 0.930，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 6144(df = 231，P < 0.001)。从探索

性因子分析结果看，22 个条目组成的创业能力维度模型结构较为清晰，各因子载荷在各因子上都大于 0.5，
不存在 0.40 以上的交叉负荷，总体方差解释变异量为 79.085%。同时，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都大于

0.8，总体一致性系数为 0.95。 

然后，运用统计软件 AMOS17.0 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χ2 = 502.431、χ2/df 
= 2.525、RMSEA = 0.087、IFI = 0.907、NNFI = 0.891、CFI = 0.906，各拟合优度指标值均达到可接受的

建议值以上。各变量的因素负载在 0.764~0.942 之间，显著水平都达到 0.001 以上。各变量收敛效度的组

合信度值 CR 均在 0.8 以上，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均达到 0.6 以上。 

以上检验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测量量表收集的数据具备可靠性。 

4. 结果与讨论 

4.1. 数据分析结果 

首先，研究首先运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 5 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数据显示，所有变量间均具有

显著相关关系(P < 0.001)，并且理论假设所涉及变量间的关系均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r 值处于 0.376 至

0.73 之间)。其中，创业原动力与创业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最强(r = 0.73)，机会把握力与创业倾向之

间的相关系数值 r = 0.493，其余几个理论假设所涉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均在 0.5 以上。因此，相关分析

初步验证了前文理论研究提出的关系假设。 

然后，对理论模型及假设进行检验。研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AMOS17.0 对图 1 所示的模型进行拟合

检验，模型主要拟合指标为：χ2 = 503.796、χ2/df = 2.494、RMSEA = 0.086、IFI = 0.907、NNFI = 0.893、
CFI = 0.907，拟合值均达到可接受的建议值以上。各变量间回归系数值如表 2 所示，创业原动力、机会

把握力、创新创造力和关系胜任力四个变量对创业倾向具有显著影响，总体方差解释达到 62%。说明创

业胜任力对创业倾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模型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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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weights and P-value 
表 2. 回归系数与 P 值 

假设 路径 回归系数 P 

H1 创业原动力→创业倾向 0.694 <0.001 

H2 机会把握力→创业倾向 0.196 <0.001 

H3 创新创造力→机会把握力 0.300 <0.001 

H4 创新创造力→创业原动力 0.617 0.001 

H5 关系胜任力→机会把握力 0.437 0.005 

H6 关系胜任力→创新创造力 0.634 <0.001 

4.2. 结果讨论与启示 

本文对创业胜任力影响创业倾向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以上数据分析结果为两者的因果关系提供

了一个坚实的实证依据。分析结果表明，创业胜任力对创业倾向形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方差解释达到

62%)，其解释能力甚至超过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22]和综合理论模型[12]。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创业倾

向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人口统计特征如(如性别和年龄)、个人心理特质(如自我效能)与外

部环境因素(如社会规范)等理论概念相比，胜任力概念在实践操作上更具有外部干预的优势。因此对创业

胜任力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能更好地对创业行为进行预测和干预。以下分别对模型中涉及的四个创业

胜任力维度进行讨论： 
首先，创业原动力。分析结果显示创业原动力对创业倾向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的影响，创业态度成为预测创业倾向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创业态度的缺点是与创业倾向在概念内涵上

非常接近，并且往往受外部情境因素影响较大，例如，一个有良好创业态度的人，由于家人和朋友的反

对等原因而可能放弃创业，但是一个创业态度表现差的人，可能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选择了创业。创业原

动力是对创业生活方式及其成果的一种企望和追求能力，主要测量个体所拥有的创业需求与创业价值观，

与创业倾向的概念内涵能更好地区分，其形成也往往与个人的生活与教育经历相关，具有一定稳定性和

持久性。对于不同的创业群体或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业原动力会存在差异性，因此未来可以拓展到不同

创业群体和创业文化背景进行研究，对其概念内涵进行更丰富和完善。 
其次，机会把握力。创业者如何发现或识别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15]。根据 GEM

的定义[23]，机会型创业是指个人感知到创业机会，并且由于个人偏好而选择了创业，创业机会对创业者

产生了吸引或拉动作用。因此，可以认为那些识别、评估和开发机会能力强的人往往会有更强的创业倾

向。本研究的实证数据不仅很好地证实了这一论点，并且模型还进一步反映机会把握能力与个体的创新

创造力和关系胜任力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即机会把握力实际上还在其他创业胜任力与创业倾向之间起

了中介效应的作用。这也就说明，在激发创业倾向的个体创业能力培养过程中，机会把握力是首先需要

重点关注和培养的创业胜任力维度。 
第三，创新创造力。创新创造力被视为创业的一种核心或本质能力，并且人们相信，只有具备一定

的创新与创造能力的人，才更有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本研究结果显示，创新创造力对创业倾向

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但是创新创造力对创业倾向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其需要通过机会把握力和创业原

动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这点带来启发就是，在创业倾向的形成阶段，创新创业力的培养需要能促进机

会把握力和创业原动力的改善。由此，我们首先应把创新创造力视为一种实践导向的能力，甚至将创新

本身就视为一种实践，因为一些研究表明，许多产品和服务创新完全是在与客户和市场互动的过程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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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4]，这样的创新创造能力才能较好地转换成为真正的市场机会。并且，对个体创新创造能力影响的认

知，不仅要与个人的成长与成就有关，还应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成就等因素联系起来，使之激发出

一种具有社会价值取向的创业原动力，这样个体所获得的创新创造能力就更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创业倾

向和行为。 
最后，关系胜任力。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对创业倾向已有很好的解释力[17]。但中国人的“关系”是与

社会资本相近但又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一个理论概念[24]。与社会资本类似，关系的重要功效是能为行动者

带来目标实现所需的各种信息和资源。而其本土化的特征在于，关系已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价值取

向，是身处其中的行动者会潜在遵循的一种心理和行为取向，并会对其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作用。一

些研究初步发现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对创业倾向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关系胜任力对

创业倾向的重要影响(总体影响系数达到 0.395)，并且发现关系胜任力会通过机会把握力和创新创造力的

中介作用对创业倾向产生间接影响。这初步说明在创业倾向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关系胜任

力存在复杂且重要的作用机制，未来值得做更深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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