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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willingness to start a business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College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start a business after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ntrepre-
neurial wil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understands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efei University on the entrepreneurial will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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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提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环境下，高校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创业行为的产生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可由

创业意愿进行影响。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是否愿意创业，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大学生创业

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合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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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不少大学生在毕业后放弃就业，而是选择创业作为其职

业。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201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 820 万

人。急剧膨胀的毕业生数量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极其严峻，而创业则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它在

减少应聘人数的同时，又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

领作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新产品新服务快速成长，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不断注入新的

强劲动力。为了提升未来应届生的创业比例，探究在校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相关影响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理论综述 

本次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计划行为理论 TPB。计划行为理论是 Icek Ajzen 在 Ajzen
和 Fishbein (1975, 1980)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继承发展得出，因为

Ajzen 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因此，他将 TRA 予以扩

充，增加了一项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新概念，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

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1]。计划行为理论把个体的行为意向

和个体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个体的意向通过引导，而产生了可被预测出的个体行为。该理论对个

体行为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理性行为理论的延伸，在原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对自我“感

知行为控制”的新理念。原始理论认为个体的实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行为意愿决定的，而影响行为

意愿的关键因素有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行为意愿指的是个人对于采取某项行动的主观概率的判定，体

现了个人对发起某项行为的意愿程度；行为态度是指个人对该向行为的主观感受，包括对其正面和负面

的评价，它是由决策者本人对行为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和对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决定的；主观规范定义

为个人在决定是否采取某项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即对个体做决定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或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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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亲人、朋友、老师等)对决策者本人的期望。理性行为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人是理性的，在实施

某项行为前会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以及最终结果的价值和意义。这便隐含着一个信息，表明人有完全控制

自己行为的能力。然而，个体与外界是不断联系的，每项行为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

所以需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环境变量，使之对行为的研究更加精准。 
阿耶兹(Icek Aizen)认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意志控制力是一个连续体，一端是完全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

为，另一端是完全不在意志控制之下的行为，而人类大部分的行为落于此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因此，

他于 1991 年在《计划行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感知行为控制”理念，该理念反应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

期的阻碍，是个人对其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受到控制信念与感知促进因素的影响。控制信念包括

决策者对个人能力、外部资源与机会的感知，而感知促进因素指的是对上述资源重要程度的估计。当个

人认为自己的能力足够匹配，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预期阻碍愈少，则对行为的控制力越强。 

2.2. 问题综述 

创新创业的一切都离不开高等教育培育的创新型人才，更离不开高水准、高质量研究型大学对国家

理论创新领域上所给予的巨大支持。由麦可思公司发布的《2018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跟踪数据显示

2017 届大学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2.9%，与 2016 届、2015 届基本持平，从近三届的趋势发现，大

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呈现平稳发展态势，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主创业率仍有较大差距。在国家政策

及高等教育的环境下，大学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中，是否有创业的意愿，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

础研究合肥地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3. 模型构建与理论假设 

3.1. TPB 模型构建 

计划行为理论表明，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了行为意愿，继而影响了行为。

个体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支持越大，感知行为控制力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越可能采取某项行动，

反之，可能性越小。这三个要素的含义虽然各不相同，但三者来源于共同的信念基础，既相互独立，又

相互影响[2]。作为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预测行为的理论模型，TPB 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

面。如今我国针对大学生创业颁布了很多激励政策，创新创业教育在各大高校深入推进，我国的青年创

业者队伍在逐年增加，已经达到了非常庞大的数量。本研究基于 TPB 理论，以安徽省已经接受过创新创

业教育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对大学生创业态度、

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初步形成以下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图 1. 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子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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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理论假设与因素分析 

3.2.1. 创业态度 
对于简单的公式，可以直接以文本方式输入；对于复杂的公式，可以考虑使用公式编辑器，或者将

公式制作成图片后插入文中。编辑公式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减号与连字符的区别，前者较长，后者较短。

March Van Gelderen 等人对大学生创业态度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对创业态度的直接表现为创业具有挑战性、

独立性、工作量的避免[3]。吴凌菲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情为出发点，发现创业者态度直接影响创业者

是否会选择创业，国内外验证结果相符[4]。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1：在校大学生对创业的态度与积极，创业意愿便越强烈。 

3.2.2. 主观规范 
注意 Brayfield 和 Kolvereid 在创业意愿创业事件模型中证实创业意愿受到创业者主观规范的影响[5]。

Bulter & Herring 的研究发现如果某个体的父母参加了创业活动，那么会对个体本人的创业意愿产生很大

影响[6]。齐昕的实证也表明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家人和朋友的态度影响了本人的创业意愿[7]。所以提出以

下假设： 
H2：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主观规范支持越大，创业意愿越强烈。 

3.2.3. 感知行为控制 
感知行为控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Ajzen 认为感知行为控制作为评价行为难易程

度的指标，可以决定行为能否发生或是否继续。Brayfield、Krueger & Dickson 研究发现创业者对创业难

易程度的认知会影响创业意向与创业风险的承担能力。李永强、齐昕等人发现提升创业的感知行为控制

力对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8]。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感知行为控制越强大，创业意愿越强烈。 

3.2.4. 行为意愿 
Thompson 的研究发现创业意愿的强烈直接影响到个体实施创业行动的可能性。Krueger 也发现创业

者的行为意愿是直接预测行为的最好指标[9]。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 

在开始调查前，在合肥高校选取合肥工业大学与安徽大学为调查对象，经过了解学生在校时间和分

布，最终决定在教学楼内随机发放问卷。此次问卷调查，我们共发出问卷 4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78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4.5%，表 1 为样本分布情况的描述。在样本分布上，由于合肥工业大学填写问卷的人数

明显多于安徽大学，且合肥工业大学偏理科，男性比例一般多于女性，而高校学生年龄基本分布在 18~22
岁之间，因此我们认为本次调查样本满足了人口特征要求。 

4.2. 数据处理 

在此次研究中，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4.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了 400 份问卷，收回 389 份，回收率达 97.25%，剔除填写不完整问卷、空白问卷和不

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实际有效问卷为 378 份，有效回收率达 97.12%。样本构成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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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conditions 
表 1. 样本情况分布 

人口统计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地点 合肥工业大学 279 73.8 73.8 

安徽大学 99 26.2 100.0 

年龄 18~22 岁 339 89.7 89.7 

23~28 岁 38 10.0 99.7 

29 岁以上 1 0.3 100.0 

学历 专科 8 2.1 2.1 

本科 355 93.9 96.0 

硕士 15 4.0 100.0 

性别 男 259 68.5 68.5 

女 119 31.5 100.0 

 
Table 2. Sample composition table 
表 2. 样本构成表 

调查方式 发放数 回收数 回收率 有效数 有效率 

现场调查 400 389 97.25% 378 97.12% 

 
本研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构成情况作了详细统计，如表 3 所示。从性别分布来看，男女相差比较

大，男性占比 68.5%，女性占比 31.4%，但考虑到调研高校本身的男女比例，这样可以基本保证数据结消

除性别差异，从而保证数据的合理性和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从年龄分布上来看，18~22 岁的学生占绝大

多数。从学历分布来看，专科生占比 2.1%，本科生占比 93.9%，研究生占比 4.0%。从所学专业上来看,
理工类专业学生占比 81.2%，人文类专业学生 4.7%，经管类专业学生占比 12.4%，其它专业占比 1.7%。

从接受创业教育的角度来看，26.9%的学生从未接受过，68.2%的学生上过一两门创业类课程，4.9%的大

学生经常参与创业类讲座。从参加创业有关的沙龙、社团、活动上看，57.4%的学生从未参加，39.6%的

学生偶尔参加，3%的学生经常参加。从参加创业比赛上看，64.5%的学生从未参加，31.2%的学生偶尔参

加，4.3%的学生经常参加。 
从亲人、朋友、同学对自己创业支持的角度看，14.7%支持，74.8%持中立态度，11.5%不支持。从

企业家的工作对个人的吸引力角度看，30.3%的学生认为有吸引力，44.7%的学生持中立态度，25.0%的

学生认为没有吸引力。从在有机会和资源条件假设下，个人对创业的意愿看，55.5%的学生有意愿，27.7%
的学生持中立态度，16.8%的没有意愿。从成为企业家对个人的利弊看，49.3%学生认为利大于弊，39.1%
的学生持中立态度，2.8%认为弊大于利。从认知自己创业能力角度看，2.6%的学生认为自己非常有创业

能力，16.9%的学生认为自己比较有创业能力，31.2%的学生持中立态度，49.3%的学生认为自己没有创

业能力。从对未来的规划上看，16.9%的学生决心在未来创立一家公司，43.9%的学生持中立态度，29.2%
的学生认为自己未来不可能创立公司。从自身创业经历上看，97.8%的学生没有注册过公司，2.2%的学生

注册过公司。 

4.2.2.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来检验量表所得数据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反映被测特征的真实程度。对所得数据进

行信度分析，4 个潜变量的信度如表 4 所示。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创业意愿均高于 0.8，感知行为控制

和大学创新创业教育高于 0.6。Alpha 系数反映数据内部的一致性，因子载荷反映了各潜变量的内部结构，

总体变量的信度和效用水平符合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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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3. 人口统计变量 

人口统计变量 各变量要素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59 68.5% 

女 119 31.4% 

学历 专科 8 2.1% 

本科 355 93.9% 

研究生 15 4.0% 

专业 理工类 307 81.2% 

人文类 18 4.7% 

经管类 47 12.4% 

其他专业 6 1.7% 

创业教育 从未接受过 102 26.9% 

上过一两门创业类课程 258 68.2% 

经常参与创业类讲座 18 4.9% 

创业有关的沙龙、社团、活动 从未参加 217 57.4% 

偶尔参加 150 39.6% 

经常参加 11 3.0% 

创业比赛 从未参加 244 64.5% 

偶尔参加 118 31.2% 

经常参加 16 4.3% 

亲人、朋友、同学对自己创业支持 支持 39 14.7% 

中立 283 74.8% 

不支持 56 11.5% 

企业家的工作对个人的吸引力 有吸引力 130 30.3% 

中立 169 44.7% 

没有吸引力 69 25.0% 

在有机会和资源条件假设下，个人对创业

的意愿 
有意愿 210 55.5% 

中立 106 27.7% 

没有意愿 63 16.8% 

成为企业家对个人的利弊 利大于弊 187 49.3% 

中立 148 39.1% 

弊大于利 43 2.8% 

认知自己创业能力角度 非常有创业能力 10 2.6% 

比较有创业能力 64 16.9% 

中立 118 31.2% 

没有创业能力 183 49.3% 

对未来的规划 决心在未来创立一家公司 64 16.9% 

中立 166 43.9% 

认为自己未来不可能创立公司 148 29.2% 

自身创业经历 没有注册过公司 370 97.8% 

注册过公司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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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4. 信度分析 

潜变量 测量条目 数量 因子载荷 克朗巴哈系数 

主观规范 

X1 我父母支持我自我创业 

3 

0.652 

Alpha = 0.848 X2 我朋友支持我自我创业 0.847 

X3 我同学支持我自我创业 0.829 

创业态度 

X4 企业家的工作完全对我有吸引力 

4 

0.574 

Alpha = 0.838 
X5 有机会和资源的话我非常愿意创业 0.723 

X6 成为企业家给我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 0.723 

X7 成为企业家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0.678 

感知行为控制 

X8 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创业 

5 

0.727 

Alpha = 0.726 

X9 我能够掌控创业的整个过程 0.584 

X10 若我尝试创业，那么我成功的机会会很高 0.618 

X11 我了解创业所涉及的全部操作上的细节问题 0.661 

X12 超出我控制以外的能够妨碍我创业的意外事情几乎不存在 0.759 

创业意愿 

X13 我职业目标是成为一个企业家 

5 

0.677 

Alpha = 0.871 

X14 我会尽一切努力成立和运营自己的公司 0.561 

X15 我决心在未来创立一家新的公司 0.760 

X16 对于创立一家新公司我有很认真的思考 0.589 

X17 对于将来某天创立一家新公司，我有很坚定的意愿 0.740 

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 

Y1 您是否参加过创业教育课程，讲座？ 

3 

0.513 

Alpha = 0.692 Y2 您是否参加过与创业有关的沙龙、社团、活动？ 0.735 

Y3 您是否参加过与创业有关的竞赛？ 0.612 

4.2.3.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用来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可以将潜变量下的多个题项进行拟合，利用相关性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潜变量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的相关度，同时以大学创新创业教

育的三个题项为控制变量，了解在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大学生的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

相关程度。 
在本次分析中，以参加过创业教育课程为控制变量 k1，参加过与创业有关的沙龙、社团、活动为控

制变量 k2，参加过与创业有关的竞赛为控制变量 k3；自变量为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因

变量为创业意愿。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5 所示。 
在三个控制变量下，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意愿没有表现出正相关性，这说

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在大学校园内大学生拉动同学朋友的创业意愿并不高；大学生创业态度被大学创新

创业教育影响不大；目前大学生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接受度不同，没有很好吸收，提高自身的创业管理

能力。主观规范对创业态度呈正相关，说明当前大学生创业态度受周围人影响还是较大，得到家人伙伴

的支持能改变大学生对创业的看法和喜好程度；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呈低度正相关，说明大学生在考虑

创业时，周围人以及家人支持还是只占据一小部分；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会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这两方面是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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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 5. 相关性系数矩阵 

 k1 k2 k3 主观规范 创业态度 感知行为控制 创业意愿 

k1 1.000       

k2 0.445** 1.000      

k3 0.299** 0.535** 1.000     

主观规范 −0.032 −0.044 0.021 1.000    

创业态度 0.067 0.044 −0.033 0.439** 1.000   

感知行为控制 0.180** 0.229** 0.174** 0.313** 0.302** 1.000  

创业意愿 0.156** 0.203** 0.097 0.343** 0.551** 0.550** 1.000 

5. 研究结论及讨论 

5.1. 研究结论 

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中，参加创业教育课程，参加与创业有关的沙龙、社团、活动，参加与创业有关

的竞赛对大学生创业意愿、主观规范、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没有较大的影响。主观规范、创业态度

和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创业意愿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其中创业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为主要影响因素。 

5.2. 讨论 

1) 目前阻碍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生实际开展创业活动的人不多，学校应该加大

对创新创业的投资、引入更加专业的创业师资团队、创办更有意义的创业活动。 
2) 不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同学，对个体创业的支持度都较小，这也是多数大学生不进行创业的主要

原因，即得不到别人的支持。社会应该加大对创业的宣传以及支持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创业，鼓励更

多的人创业。 
3) 40%的同学认为企业家的工作对他有吸引力；49%的同学认为成为企业家对自己的好处大于坏处，

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同时，54%同学在有机会和资源的条件下愿意去创业，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缺乏机会以及资源，同时这也是导致他们不愿意去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对合肥两所高校的在校生的实证调查，可以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可以解释在校大学生创业意

愿。研究表明在校大学生创业行为态度影响最大，而阻碍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最关键要素是感知行为中的

创业的解决问题能力、资金问题、社会资源问题。但创业的主观规范的影响不大，证明现在在校大学生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高校和政府应该多出台对大学生创业有利的政策并对大学生进行资金扶持，对

其进行相关的训练，才能让大学生投入于创新创业，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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