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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创业是改变高职学生就业难现状的有效途径，微创业意愿对于学生微创业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

基于487名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高职学生微创业意愿进行实证

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特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均对学生微创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同时提

出激发学生微创业意愿应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努力，以便营造更加积极创业氛围，促进更

多高职院校学生将创业意愿变为创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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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entrepreneurship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di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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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Micro-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micro-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487 students from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study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m-
pirically analyze the Micro-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imulate students’ Micro-entrepreneurial willingness from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at-
mosphere and promote mor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turn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to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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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1076 万人，相较于去年增长 167 万人。

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大学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高职学生与本科生或研究生相比，学历竞争力

不强，在就业市场上相对劣势。基于此状，越来越多学生尝试创业，但由于自身创新能力有限，创业知

识储备不足，缺乏企业管理经验以及其他难以克服的资金和资源匮乏等各种问题，成功率并不高。而微

创业具有低投资、低风险等特点[1]，对创业者综合能力要求不高，契合了高职学生精力旺盛，更有激情、

冲劲、时间等特点[2]，已成为大学生创业团队的主流创业模式之一[3]。这种途径被认为是改变当前大学

生就业创业难状况，营造“人人皆可创业，人人皆创业之人”的良好创业氛围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对高职学生就业的作用是积极的。 
关于微创业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2009 年被引入中国，2011 年 1 月“中国互联网微创业计划”

的发布中首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微创业的运营模式[4]。微创业指的是通过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
平台的运用，依靠自身专业优势，利用较低成本进行投资创业[5]。国内外关于微创业的研究领域较广，

研究主题涉及微创业价值[6]、微创业教育[7]、微创业实践[8] [9]、实践平台研究[10]以及大学生微创业现

状调查[3] [11]等。但是关于高职学生微创业意愿的调查研究并不多，且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的先导，是

了解创业行为的切入点[12]。因此，本研究以高职学生微创业意愿为切入点，对其影响因素开展调查研究，

摸索出适合高职学生创业就业的道路，更好地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微创业意愿。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选取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十所浙江省高职院校学

生为样本对象，共发放问卷 550 份，实际回收 493 份。通过对问卷的整体审核，删除不完整的或者答案

有明显重复的问卷后，最终本研究保留问卷 487 份，问卷回收率为 89.64%，问卷有效率为 88.55%。显然，

有效问卷数已高于量表变量数的 10 倍，因子分析结果更具有稳定性。在我们调查回收的有效样本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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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在校女大学生人数较多，有 287 位女同学，占了总样本量的 59%。且在这 487 位学生样本中有 178
位高职学生为大一学生，165 位学生为大二学生，144 位学生为大三学生，分别占样本量的 36.6%、33.9%
和 29.5%。调查样本中文理科生的分布分别为 51.1%和 48.9%，分布均匀；对于高职学生父母职业，以企

业员工居多，占 31.4%，其他 14.2%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26.9%的学生父母经商创业，27.5%为农民。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通过题项“您愿意在大学生期间自主微创业吗？”来测量高职学生的微创业意愿。对于影响

因素题项设计，参考范巍，王重鸣[13]选取的指标和盛亚晶[14]设计的量表，结合大学生特征，选取“您

喜欢冒险、敢于挑战”、“父母支持您的自主微创业”等 20 个题项作为本文关于影响因素的问题项。并且

所有问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为确保量表题项的有效性，课题组对样本对象进行了预调研，结

合调研数据、样本对象的反馈以及专家意见，对原始量表进行修改完善。运用 Cronbach’s Alpha 检验

量表信度，标准化后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76，高于 0.8，说明问卷设计较为合理、信度较高。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高职学生微创业意愿现状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高职学生的微创业意愿总体来说不够强烈。总体微创业意愿一般的学生人数最多，

占总体的 57%；意愿较为强烈的同学占总体的 20%，较弱的同学占总体 11%；对微创业完全没意愿或非

常有意愿都比较少，由图 1 所示。可见，很多学生对于微创业都处于中立、观望状态。 
 

 
Figure 1. Overall willingness of micro-entrepreneurship 
图 1. 微创业总体意愿图 

3.2. 微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3.2.1. 构建因子模型 
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效度检验，从KMO和Bartlett特球形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KMO检验值为0.960，

且在显著水平为 0.05 时，观测的 p = 0.000 < 0.05，说明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使用主成分方法提取

的公因子，由表 1可知，有 4个公共因子特征根在 0.5以上，且前 4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3.343%，

已提取了各原始变量 83%左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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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tal variance of the original variables explained by the factors 
表 1. 因子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序

号 因子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1 创新能力 13.776 68.880 68.880 13.776 68.880 68.880 5.437 27.183 27.183 

2 冒险动机 1.522 7.611 76.491 1.522 7.611 76.491 4.212 21.061 48.245 

3 管理能力 0.850 4.252 80.743 0.850 4.252 80.743 3.686 18.431 66.676 

4 业务技能 0.520 2.600 83.343 0.520 2.600 83.343 3.334 16.668 83.343 

5 团队意识 0.463 2.314 85.658       

6 学习能力 0.414 2.068 87.726       

7 机会识别能力 0.398 1.990 89.717       

8 资源整合能力 0.298 1.491 91.207       

9 稳定资金 0.272 1.359 92.566       

10 创业背景 0.229 1.147 93.713       

11 父母支持 0.206 1.028 94.741       

12 创业课程 0.182 0.908 95.650       

13 创业讲座 0.160 0.799 96.448       

14 创业培训 0.155 0.777 97.225       

15 创业赛事 0.142 0.709 97.934       

16 创业平台 0.109 0.546 98.480       

17 创业氛围 0.096 0.482 98.962       

18 政策支持 0.086 0.431 99.393       

19 资助扶持 0.067 0.334 99.727       

20 行政审批 0.055 0.273 100.000       
 

此外，从图 2 可以看出，第 4 个因子以后，特征值差异较小，折线趋于平缓。综合考虑，本报告认

为可以提取前 4 个公共因子。 
 

 
Figure 2. Gravel diagram 
图 2. 碎石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94


傅赟，蒋佩玲 
 

 

DOI: 10.12677/ae.2023.133194 1229 教育进展 
 

由表 2 可见，各公共因子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1) 创新能力、冒险动机、管理能力、业务技能、团队意识、学习能力、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

力这些因素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将其命名为个人特质因子； 
(2) 稳定资金、创业背景、父母支持因素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家庭环境因子； 
(3) 创业课程、创业讲座、创业培训、创业赛事、创业平台、创业氛围因素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

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学校环境因子； 
(4) 政策支持、资助扶持、行政审批因素在第四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将其命名为社会环境因子。 

 
Table 2. Factor loading matrix after rotation 
表 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序号 因子 
成分 

1 2 3 4 

1 创新能力 0.711 0.196 0.299 0.364 

2 冒险动机 0.795 0.208 0.213 0.220 

3 管理能力 0.757 0.225 0.265 0.336 

4 业务技能 0.764 0.286 0.200 0.380 

5 团队意识 0.731 0.301 0.373 0.182 

6 学习能力 0.732 0.284 0.384 0.196 

7 机会识别能力 0.595 0.360 0.084 0.570 

8 资源整合能力 0.654 0.369 0.197 0.458 

9 稳定资金 0.346 0.192 0.342 0.632 

10 创业背景 0.364 0.257 0.237 0.710 

11 父母支持 0.331 0.322 0.182 0.769 

12 创业课程 0.312 0.556 0.347 0.486 

13 创业讲座 0.304 0.794 0.325 0.266 

14 创业培训 0.313 0.799 0.334 0.267 

15 创业赛事 0.307 0.703 0.445 0.300 

16 创业平台 0.330 0.720 0.430 0.289 

17 创业氛围 0.280 0.537 0.650 0.269 

18 政策支持 0.325 0.456 0.732 0.238 

19 资助扶持 0.361 0.358 0.783 0.240 

20 行政审批 0.352 0.375 0.782 0.237 

3.2.2. 二值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利用 Kendall’s tau-b 检验统计量对总体意愿与四个影响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3 结果显示，微创业

意愿与个人特质因子、家庭环境因子、学校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的相关系数较大，分别为 0.415、0.203、
0.204、0.323，故选择这四个相关系数较大的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将总体意愿进行分类：1~3 为低意

愿，用“0”表示；4~5 为高意愿，用“1”表示。选择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总体压力为因变量，建立

二值 Logisti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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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Kendall’s 
tau-b 

1. 个人特质因子 相关系数 1.000 0.090** 0.090** 0.103** 0.415* 

2. 家庭环境因子 相关系数  1.000 0.201** 0.078* 0.203** 

3. 学校环境因子 相关系数   1.000 0.092** 0.204** 

4. 社会环境因子 相关系数    1.000 0.323** 

5. 微创业意愿 相关系数     1.000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是显著相关，*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于在对某一个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并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因此结果误差偏大。有必要将

多个因素一起考虑，进行多因素分析，其参数分析估计如下表 4 所示。 
 
Table 4. Multi-factor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es 
表 4. 多因素分析参数估计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B) 

步骤 

个人特质因子 1.731 0.196 78.061 1 0.000 5.649 

家庭环境因子 0.630 0.155 16.430 1 0.000 1.878 

学校环境因子 0.831 0.165 25.473 1 0.000 2.297 

社会环境因子 1.336 0.176 57.689 1 0.000 3.805 

常量 −1.634 0.161 103.612 1 0.000 0.195 
 

由表 4 可见，在显著性水平 5%的条件下，瓦尔德检验统计量的 p 值均小于 0.05，说明模型系数显著，

故模型结果如下： 

1 2 3 4ln 1.643 1.731X 0.630X 0.831X 1.336X
1

p
p

∨

∨ = − + + + +
−

                   (1) 

为比较各因子对微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将偏回归系数 Bi 标准化，计算得各因子标准回归系数分别

为 0.1871、0.0538、0.0756 和 0.1296。根据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得到各因子对微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

从大到小排序为：个人特质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学校环境因子、家庭环境因子，这与前述结论和事实

基本一致。个人特质因子对微创业意愿的影响最大，因为大学生良好的个人特质是创业教育和创业政策

真正达到预期目的的前提。只有大学生主动接受创业教育的指导和创业政策的帮助，才能更好地培养先

进的创业思维，促进创业意愿萌发，规范创业活动行为，让大学生不断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养成良好个

人特质，才能真正提升创业意愿。其次是社会环境因子，完善的创业政策、政府简化创业登记审批程序

能够激发高校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再次是学校环境因子，高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创业培训，将

帮助高职学生们正确树立创业观。最后家庭环境因子也不容忽视，如果在一个家庭成员和朋辈群体有着

创业成功的案例，有着创业成功的榜样，有着创业成功的激励，其对形成积极的创业意愿是极大的鼓舞。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总体微创业意愿值受多种因素影响。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总体微创业意愿值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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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分别为个人特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 
(1) 高职学生个人特质对其微创业意愿有着积极影响。从上文数据中可知，个人特质因子的标准回归

系数为 1.731，与微创业意愿值成正相关，说明其积极的个人特质因素对于其微创业意愿的提升也有积极

影响，那些创新能力强、冒险动机强的学生往往更具有主动性，更愿意尝试微创业。 
(2) 高职学生的家庭环境对其微创业意愿都有积极影响。此处家庭环境包括稳定资金、创业背景、父

母支持。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因子标准回归系数为 0.630，与微创业意愿值成正相关。家庭成员

或亲戚朋友的创业经历和态度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包括创业认知、创业风险认识、创业

机会识别等，从而克服其对于不确定未来的认知和恐惧，激发创业意愿。 
(3) 高职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对其微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此处学校环境包括创业课程、创业讲座、

创业培训、创业赛事、创业平台和创业氛围。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学校环境因子标准回归系数为 0.8311，
与微创业意愿值为正相关，说明学校环境越强，高职学生的微创业意愿越强。学校环境越强意味着学校

能够积极开办创业课程以及讲座培训，并且积极拉动学生参加创业赛事，和企业合作进行建立创业平台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4) 高职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微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环境包括政策支持、资助扶持和行

政审批。从数据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因子标准回归系数为 1.336，与微创业意愿值为正相关，说明社会环

境越强，高职学生的微创业意愿越强。社会环境越强意味着政府颁布了有益于微创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对微创业者进行有益的扶持。并且进行了资助扶持，帮助新的微创业者进行微创业，完善行政审批，降

低微创业的门槛，更好地促进高职学生进行微创业。 

4.2. 对策建议 

(1) 学生层面：立足当下明确创业目标，提升微创业素质能力 
对于有意愿微创业的学生而言，应该树立正确的创新型创业观，明确好自己的创业目标，达到一个

怎样的程度，要具备长视的眼光，放眼未来，立足当下，做好应对种种问题的准备，在遇到困难和挫折

时不轻言放弃，想方设法去积极解决问题。同时，理论实践结合，不仅要主动学习储备好理论知识，也

要锻炼自己的综合实践能力，包括各项业务技能、团队协调管理、创新求异能力以及信息价值挖掘能力

等。在平常学习生活中要有主动关注时事热点新闻以及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提高信息敏锐度。 
(2) 家庭层面：树立正确创业就业观念，提供微创业鼓励与支持 
来自家长的鼓励、支持和赞赏或者来自家长的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对孩子积极从事创业类型活动都是

必不可少的。在就业认知上，父母首先应该改变传统的就业观，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鼓励孩子去

尝试，探索和试错。与此同时，家庭环境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条件的家庭可以提供经济和行

动上的支持、鼓励。在微创业过程中，资金问题是影响创业成功的主要因素，在经济方面提供稳定的资

金资助，毋庸置疑是解决孩子创业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基于行动上的支持，帮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人际关系、宣传推广等方面。解决孩子的后顾之忧，那也是给他最大的帮助，确保其奋发图强完全

地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这也是对他的一个支持，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支持。 
(3) 学校层面：强化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打造特色微创业教育体系 
强化专兼职创业师资队伍，鼓励各专业任课教师参与课程体系设计并授课，聘请具有微创业经验的

专家或者成功的校友担任微创业指导老师，分享心得，传授经验的同时，为学生提供一对一指导，帮助

学生建立充分挖掘信息价值的意识，少走弯路，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微创业事业保驾护航。另外，在现有

高职学生创新创业培训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微创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其他高校在创新创业方面

的好经验、好做法，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微创业教育体系，增加有关微创业的课程，对不同年级的高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94


傅赟，蒋佩玲 
 

 

DOI: 10.12677/ae.2023.133194 1232 教育进展 
 

人群做针对性的宣传和培训。 
(4) 社会层面：加大创业扶持政策宣传，营造微创业积极氛围 
在调查中发现较多意愿不强的学生不了解创业相关政策，且害怕创业失败，这说明社会对于微创业

等相关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大。社会应承担起引导消费者对高职学生微创业关注度的责任，增加宣

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优惠政策的基本内容、申请条件、办理流程等，要适时利用互联网或新

兴媒介等途径广泛传播，为高职学生在微创业过程中提供正确引导，从而解除他们后顾之忧，提高其创

业意愿与勇气。同时，加大对微创业成功的个人或团队的宣传，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提高学生创业意愿，

吸引更多有意愿的学生加入微创业队伍，有效引导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不断营造微创业积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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