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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大学生创业意愿。文章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

选取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了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结果表

明，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成就动机、冒险倾向和自我效能均呈正相关关系；传统孝道文化

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既存在着直接作用，也存在以成就动机、自我效能和冒险倾向为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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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cultu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paper use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
ten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risk-taking tendency and self-efficacy;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not 
only has a direct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effect 
with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elf-efficacy and risk-taking tendency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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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今天，创新创业对于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为了鼓励大学生

积极主动地从事创业活动，国家出台了多项支持性政策，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大学生创业环境，但这些

支持性政策的出台并未显著缩小我国与西方国家创业发展的差距，我国大学生的创业参与率和成功率依

然很低。由此可见，当下仍然存在诸多因素制约着大学生创业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除却创业能力、

创业动机等个人因素外，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大学生创业起着制约或促进作用。

在创业环境中，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维度。纵观已有研究成果，诸多

学者对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有部分学

者研究了文化环境与创业的关系，但大都以普通意义上的创业文化、创业氛围等为主要变量，而以中国

传统文化为视角的创业文化研究还不多见。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如今这样拥有

体系完善、内涵丰富的东方文化体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形

成。传统孝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历史不断发展、时代不断更迭，传统孝道皆能

够融会各种文化长久流传，可以说中国孩子是在孝道教育下长大的，其行为模式不可避免会受到孝道文

化的影响。反观当下我国创业研究，多数研究者皆延续了西方研究范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不够充

分，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和制度环境对创业的影响，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力量的存在。也正因为此，本文

以传统孝道文化为背景，选取方便接触和进行调查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个体之间存在明显差

异的个人特质，来分析传统孝道文化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以此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创业意

愿的作用。本段是用来说明为什么选择孝道文化。 

2. 文献回顾 

2.1. 传统文化与传统孝道文化 

传统文化是由各种文化演化聚集而成的一种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汇聚了我国历

史上多种多样的思想文化观念，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多维视野，内涵构成及其复杂。因此，对于传

统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未给出一个统一的定论。本文在总结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认为适

合本文研究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儒教纲常伦理、孝道文化为中心，以宗法

制、中央集权制、科举制等为制度规范，包容各家所言的一种文化。 
传统中国社会，是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所以孝道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孝既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基

石，又是中国政治、法律形成的精神基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已经深深植根

于中华民族之中，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当代思想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对人的行为、

情感的产生、思维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1]。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

构是把家庭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孝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维系家庭的和谐、团结和幸福。随着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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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慢慢演变成了一种为了功名利禄或光耀门楣的个人成就思想。刘汶蓉(2012) [2]研究发现，孝道

观念让，子女更加表现出“显亲”的观念，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爱，也承受了更高的期许，

所以表现出来的回报父母的意愿就更为强烈。综上所述，子女赡养、尊敬其父母是传统孝道强调的行孝

之基础，子女不仅要给父母提供基础的物质需要，还要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在

某一领域有所建树，让父母感到荣耀。 

2.2. 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虽然国内外关于创业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各自研究视角和研究需要的不同，学术

界并未形成创业意愿的统一界定。意愿原是心理学词汇，通常指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看法或想法，并因

此而产生的个人主观性思维。意是指心意、心的方向；愿是指愿望、原动力。因而，意愿就是指想要达

到某个特定的目标和方向，然后用尽自己的能力去达成那个目标和方向。创业意愿的产生是创业研究与

心理学研究融合的产物。随着创业研究的深入，创业意愿逐渐被用来衡量创业个体或组织对创业的志向。

在个体创业研究领域，创业意愿通常是指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 
创业意愿的形成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既包括创业者自身所具备的特质、先前的创业经历等内在

因素，也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等外部因素。Wilken (1979) [3]等人通过分析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个性差别

发现，自我实现需要、个体具有的自信和欲望对创业意愿有着显著影响，个体的自我实现需要、自信越高

越容易产生积极的创业意愿。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很多。个性特征作为一种

行为模式与心理思维相结合的综合体，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创业意愿的产生。同时，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会

体现在个体个性特征的形成方面，所以个性特征作为连接传统文化和创业意愿的桥梁，对其进行研究有着

积极意义。根据对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本文将个性特征归纳为成就动机、自我效能和冒险倾向三个维度。 

3. 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假设 

3.1. 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 

传统孝道文化包含奉养、敬养和继志述事等不同层次。奉养是最低层次的孝，是对孝的基本要求，

保证了父母的物质需求，但奉养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不能体现孝的人文特质。因而，孝不仅是能养，更

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敬，尊重父母。继志述事是孝的最高层次，是对合理之政应当之事的传承，我们常说

子承父业便具有此意。已有的创业研究也表明，父母是创业者的子女将来更可能创业。我国正在经历经

济的转型发展，创新创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诸多促进创新创业、保护企

业家精神的政策和措施，社会对创业的态度和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如今，自主创业不仅是解决大学生

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而且是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成功创业也已经成为一种

光宗耀祖显亲的方式。马云、刘强东、许家印等成功创业者均受到了国家、社会和父老乡亲的认可和尊

重，为各自家族带来了荣耀。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孝道的大学生，为了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父母增光添彩，更愿意尝试创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正相关。 

3.2. 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个性特征 

成就动机作为一种内部推动力量，会激励个体不断努力取得成功。传统孝道对于人们道德修养、行

为准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孝依然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行为准则和衡量

人的重要标准。《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反映出传统孝道所宣扬的重要思想

之一为“显亲”，即个体要不断努力拼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所建树，立业扬名、光耀门庭。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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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影响下，大学生想要获得成功以显扬父母的渴望会较为强烈[4]。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成就动机呈正相关。 
自我效能是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完成某一任务的信心和期望，是个体对于自身能力的一种自我评

定。传统孝道除了宣扬要尊亲、养亲，还强调继亲，即子承父业，主张子女继承父母正确合理的意愿与

事业。子女价值观念的形成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而受到孝文化熏陶的家庭教育，充斥着功名思想，强

调学习的目的就是光耀门楣，导致大多数父母都以社会地位、名利声望来定义一份工作的好坏，这会在

无形中提升子女对完成某一工作的信心和期望。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b：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自我效能呈正相关。 
冒险倾向是指个体在做决策时对于风险的一种接受程度。传统孝道一直宣扬基于血缘关系上的养亲，

而赡养父母最基本的是在经济物质层面给予他们相应的帮助。大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所形成的善事父母的

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中。长大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给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和生活环境的想

法，对于个体冒险倾向的形成具有正面作用，会让他们不畏风险，勇于并且敢于挑战各种各样的困难。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b：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冒险倾向呈正相关。 

3.3. 大学生个性特征与创业意愿 

成就动机是个体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主动坚持不懈地完成某项活动的内驱力。成就动机越强的人，

往往更能够积极主动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他们也更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和革新，并尽自己所能来达成

自己的目标，以此来获得更高的成就和荣耀。刘芳(2016) [5]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与创业效能之间

具有一定的正向关系，大学生所具备的内在动机可以诱导他们做出某种行为。张艺等(2005)研究发现成就

需要对个体创业意愿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吴皖林(2018) [6]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学生的成就动机，可

以激发他们对于成功的渴望，会使他们萌生创业的想法，更乐于投身于创业。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

以下假设： 
H3a：大学生成就动机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自我效能是指相信自己能够达成目标、顺利完成任务的自信程度。许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高的人，

在完成众多类型的任务方面都可产出较高的工作绩效。大学生在创新效能以及机会识别效能上显著高于

其他人群，在高自我效能的引导下，可以更好地完成有挑战性的任务，进而产生更强烈的创业意愿。占

怡(2008)研究证实，自我效能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丁明磊(2009) [7]等研究发现，创

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具有正面、直接的联系。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b：大学生自我效能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冒险倾向是指个体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做出冒险行为的倾向。具有高冒险倾向的个体，更加具

有承担风险的勇气，他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往往是选择接受而不是选择规避。创业作为一项具有高风

险和高收益的活动，如果个体愿意承担创业所带来的高风险，那么他将有机会获得创业所带来的高回

报，他会从事创业活动。Glaeser (2009)认为创业者就是敢于冒险的人。Chye (1996)等调查发现，具备

冒险倾向、创新精神能够接受不确定性的个体，更加具有从事创业活动的意愿。基于此，我们可以做

出以下假设： 
H3c：大学生冒险倾向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 

3.4. 个性特征在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传统孝道对于促进家庭和谐、支撑精神信仰有着很大的作用。孝道信念可以引导个体根据孝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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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则做出某种行动。在孝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大学生渴望给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这就导致他们

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因而具备较为强烈的创业意愿。虽然传统孝道一直以来都宣扬家长本位思想，但

也不提倡愚孝，对父母的指令无论对错都要无条件服从，而是讲究“有策略的孝”，子女可以对父母的

命令提出谏言，对于一些家庭重大事项可以与父母共同商讨。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决策往往会得到父

母的鼓励和支持，导致他们充满自信、积极作为，使得他们对于创业的自我效能感较高，创业积极性较

强。同时，传统孝道强调立身扬名以显扬父母给大学生带来的使命感，使他们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具

有较高的冒险倾向，更愿意进行创业活动。由此可见，个性特征在传统文化与创业意愿之间具有一定的

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成就动机在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自我效能在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间具有中介作用； 
H4c：冒险倾向在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间具有中介作用。 

4.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4.1. 变量测量 

在测量传统孝道文化时，本文借鉴了吴彩荣(2012) [8]、蒋海燕(2013) [9]的研究成果，设置了三个题

目对传统孝道进行测量。关于成就动机的测量，本文借鉴了占怡(2008) [10]研究结论用了四个题目对个体

的成就动机进行测量；对于自我效能的测量，本文参考了汤明(2009) [11]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设

计出了六个题目对个体的自我效能进行测量；关于冒险倾向的测量，本文借鉴了钱永红(2007) [12]的研究

结论，采用了四个题目对个体的冒险倾向进行测量。关于创业意愿的测量，主要借鉴了蒋海燕(2013)和钱

永红(2007)的研究成果，设置了三个题目(详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imensions and measurement items 
表 1. 变量维度与测量题项 

维度 测量选项 

传统孝道 
1.为了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会选择创业 
2.为了家庭幸福，我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创业 
3.父母对我的职业发展有一定要求 

成就动机 

1.我认为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比成为创业家更重要。 
2.对于自己没有把握解决的问题，我会坚持不懈地完成。 
3.完成一项很有难度的工作，我会变得很自信。 
4.如果遭遇失败，我会丧失为实现目标而鼓起的信心和勇气。 

自我效能 

1.我善于分析外部环境来发现机会和潜在问题。 
2.我喜欢用已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3.我易于接受新的事物。 
4.我经常能够提出新的点子和建议。 
5.我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6.我习惯三思而后行，绝不匆忙下决定。 

冒险倾向 

1.我不喜欢墨守成规，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 
2.为了更高的事业成就，我会主动承担一定的风险。 
3.我很喜欢冒险。 
4.对于未来的职业我倾向于高风险的那些。 

大学生创业意愿 
1.我产生过创业的想法。 
2.我了解过创业的相关知识。 
3.我非常渴望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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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收集 

在确定了变量测量题项的基础上，本文编制了调查问卷对传统孝道文化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等信息进

行调查收集，在设计问卷时我们添加了性别和年级两个变量，用以测量大学生的个人信息。本次调查共

计发放问卷 300 份，在发放问卷时最大程度上保证调查对象在性别、年级等方面保持均衡以确保研究结

果的有效。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272 份，回收率为 90.7%。 

5. 信效度检验 

5.1. 信度检验 

运用 SPSS25.0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 Cronbach α 信度系数指标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表 2. 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CITC α系数 

传统孝道 

为了家庭幸福，我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创业。 0.784 

0.877 为了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会选择创业。 0.786 

父母对我的职业发展有一定要求。 0.721 

成就动机 

我认为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比成为创业家更重要。 0.781 

0.902 
对于自己没有把握解决的问题，我会坚持不懈地完成。 0.809 

完成一项很有难度的工作，我会变得很自信。 0.757 

如果遭遇失败，我会丧失为实现目标而鼓起的信心和勇气。 0.776 

自我效能 

我善于分析外部环境来发现机会和潜在问题。 0.796 

0.936 我喜欢用已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780 

我易于接受新的事物。 0.831 

自我效能 

我经常能够提出新的点子和建议。 0.844 

 我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0.835 

我习惯三思而后行，绝不匆忙下决定。 0.777 

冒险倾向 

我不喜欢墨守成规，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 0.806 

0.922 
为了更高的事业成就，我会主动承担一定的风险。 0.799 

我很喜欢冒险。 0.842 

对于未来的职业我倾向于高风险的那些。 0.834 

创业意愿 

我产生过创业的想法。 0.734 

0.865 我了解过创业的相关知识。 0.771 

我非常渴望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 0.732 

 

由表 2 可知，各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8，达到了统计学要求，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5.2. 效度检验 

在通过信度检验之后，接下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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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意愿，下面对其进行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所有题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 0.4，说明题项

信息可以被有效的提取。KMO 值为 0.736，大于 0.6，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392.4693，
自由度为 3，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1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值分别是 79.004%，旋

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79.004% > 50%，意味着题项的信息量可以有效的提取出来。基于此，可以认为

创业意愿效度分析通过。 
 

Table 3.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entrepreneurship willingness 
表 3. 创业意愿效度检验结果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因子 1 

我产生过创业的想法。 0.883 0.779 

我了解过创业的相关知识。 0.902 0.814 

我非常渴望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 0.881 0.777 

特征根值(旋转前) 2.370 - 

方差解释率% (旋转前) 79.004% - 

累积方差解释率% (旋转前) 79.004% - 

特征根值(旋转后) 2.370 - 

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 79.004% - 

累积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 79.004% - 

KMO 值 0.736 - 

Bartlett 球形检验 392.469 - 

自由度 3 - 

 

采用同样方法对其他变量的效度也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均达到了统计要求，在此不再赘述。 

6.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6.1. 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 Person 系数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其结果以 r 来表示，r 值越高，代表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就越高。当 r 值为负时，表明变量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当 r 值为正，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rrelation test results 
表 4. 相关性检验结果 

 传统孝道 成就动机 自我效能 冒险倾向 创业意愿 

传统孝道 1     

成就动机 0.882** 1    

自我效能 0.821** 0.911** 1   

冒险倾向 0.881** 0.860** 0.902** 1  

创业意愿 0.878** 0.853** 0.879** 0.87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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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达到了显著性要求，且均为正值。

说明各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据此，假设 H1、H2a、H2b、H2c、H3a、H3b、H3c 皆得到验证。 

6.2.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为了研究个性特征在传统孝道文化与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 Baron 和 Kenny (1986)所
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对个性特征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6.2.1. 成就动机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检验中介作用，本文对传统孝道、成就动机、创业意愿三者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操作步骤为：

首先对自变量传统孝道文化和中介变量成就动机进行回归分析；再对中介变量成就动机和因变量创业意

愿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加入中介变量成就动机，再对自变量传统孝道和因变量创业意愿进行回归分析，

其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在加入成就动机这一中介变量后，传统孝道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但显

著性明显降低，说明成就动机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表 5. 成就动机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成就动机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第一步 第二步 

传统孝道 0.781**  0.877** 0.566* 

成就动机  0.652**  0.353* 

R2 0.776 0.725 0.768 0.795 

F 939.985** 713.830** 899.740** 528.062** 

*p < 0.05，**p < 0.01。 

6.2.2. 自我效能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同样方法，对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在加入自我效能这一中介

变量之后，传统孝道对创业意愿的作用系数由原来的 0.877 降低为 0.461，影响依然显著，但作用路径系

数和显著性都显著降低，说明自我效能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between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表 6. 自我效能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自我效能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第一步 第二步 

传统孝道 0.722**  0.877** 0.461* 

自我效能  0.878**  0.473* 

R2 0.775 0.771 0.768 0.818 

F 934.964** 912.375** 899.740** 60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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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冒险倾向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效用检验 
为了验证冒险倾向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与上述 5.2.1 相同的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在加

入冒险倾向这一中介变量后，传统孝道对创业意愿的作用系数由原来的 0.877 降低为 0.467，影响依然显

著，但作用路径系数和显著性都显著降低，说明冒险倾向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中起到部

分中介作用。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risk-taking tendency between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an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表 7. 冒险倾向在传统孝道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冒险倾向 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第一步 第二步 

传统孝道 0.881**  0.877** 0.467** 

冒险倾向  0.877**  0.465** 

R2 0.776 0.768 0.768 0.816 

F 938.018** 896.879** 899.740** 602.319** 

*p < 0.05，**p < 0.01。 

7. 研究结论与建议 

创业既是一项个体实践性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会受制于社会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价值观、思维理念和行为，是创业环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着

所有华人的思想和行为，立足中国文化环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更具有实践价值。因而，本文选择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传统孝道文化，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初步探讨了其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传统孝道与大学生个性特征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孝道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产生高的成就动机，

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越渴望获得成功；也会具备更高的自我效能，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对自己

也更具有信心，会激励自己完成更有挑战性的任务；还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会更倾向于从事具有冒险

性的活动，不惧怕失败，也不畏惧风险。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大学生的成就动机、自我效能和冒险倾向等个性特征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具有高成就动机的个体，对于自己所获得的成就具有更高的期待，他们更愿意

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因而他们就更容易成为创业者，希望通过创业来获得物质和精神

上的满足。而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他们对自己更加具有自信，在完成众多类型的任务方面都可产出较

高的工作绩效，从而他们的创业意愿也就更高。具有冒险倾向的个体，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不畏惧风

险，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也更具有创新能力，因此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创业意愿。 
通过上文的多层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传统孝道文化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既具有直接作用，也具有以成

就动机、自我效能、冒险倾向等个性特征为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如果大学生透彻了解传统孝道文化，

并对之认同践行，那么他们就会有更高的创业意愿。同时，传统孝道文化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

生的成就动机、自我效能和冒险倾向，进而作用于创业意愿。因而，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可以适当增加

传统孝道等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修养水平，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强大文化影响力，进而推

动其形成积极个性特征。这样不仅会正向作用于创业意愿，而且对大学生从事其他工作也同样具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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