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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大学生典型创业人格观，通过开放问卷对404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共获典型创业

者39人，被提及最多的是马云、俞敏洪、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人；被试更愿意选择男性创业者作

为典型的代表；与大学生相关的行业的创业者更容易被大学生认可；大学生认为的典型创业者应具备的

人格特征包括12个大类64个小类。最后，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讨论，认为大学生创业人格观与国外研究结

果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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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ypical entrepreneurs, 404 col-
lege students wer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39 typical en-
trepreneurs, including Ma Yun, Yu Minhong, Bill Gates, Steve Jobs, etc.; The subjects prefer to 
choose male entrepreneurs as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Entrepreneurs in industries related to col-
lege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pproved by college student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at college students think typical entrepreneurs should include 12 major categories and 64 mi-
nor categories. Finally,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discussed,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per-
sonality has both similar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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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学生创业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个体的自我实现上都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但是，对大学生创业人格特质进行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由于创业人格特质包含的内涵众多，

因此，对这种内涵非常复杂的人格特质进行研究就存在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就大学生的情况而言，一

方面大学生有潜在的创业意愿，另一方面大学生还未真正地实施创业，那么用以往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似

乎并不恰当。同时，由于大学生并未真正实施创业这一前提，对大学生创业特质进行研究似乎有些牵强，

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也会被怀疑。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大学生对创业者人格特质的认识视角来解决

之前的研究困境。也就是说从大学生的主观视角，结合其生活经验或知识储备，从自身的角度来描述创

业人格特质，通过大学生的认知来探索创业人格特质的内涵。 
同时，党和政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大学生自主创业这一渠道成为缓解当前大学生

就业压力的有效方法。因此，通过对创业典型人格特质的内涵进行研究，从而探索符合当前大学生认知

的创业支持或创业教育的路径，无论对社会稳定和大学生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具体的方法选择上，对复杂的人格特征进行研究的重要策略就是对具有这一人格特质的典型人物

进行研究，如马斯洛对杰出者的研究等。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有抽样方面的考虑，可以抽出

最具典型的代表，不需要为样本质量担忧；另一方面，通过对具有这些人格特质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可

以深入地了解这种人格特质，找到共同的特质甚至发现新的特征，有助于对研究主题的进一步实施。因

此，采用典型人格的方法对于大学生创业人格特质这个研究题目来说是可行的，也是很好地了解大学生

对创业者人格特质认知的一个便捷途径。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工具 

本调查采用开放式问卷进行资料的收集。问卷设计的过程中，所有的题目都经过认真的考虑，并通

过试调查进行修改后，形成了《大学生典型创业人格开放式问卷》。问卷的主体问题由以下三个开放式

问题组成： 

你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或文学影视作品中，典型的创业者是谁，请你写出他们的姓名； 

你认为这些典型人物具备哪些人格特征； 

你认为创业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从天津市四所高校选取样本，对 432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404 份。其中，男性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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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 219 人，一本学校 113 人，二本学校 173 人，三本学校 118 人，文科生 157 人，理科生 257 人。 

2.3. 内容分析的过程 

分析单位。在填答问卷时被试基本上以短语或词组来进行回答，也有使用语句的方式，因此分析单

位为短语或词组。 
编录。在对问卷进行反复的阅读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前文所述的关于创业者人格特

质的研究结果，制定概念组。概念组分为两个层级，大的层级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能力、内部控制、

机会识别等。在大的层级下，将被试的回答进行归类。点算单位使用频次统计，根据每一个回答的短语

或词汇所表达含义的复杂程度进行点算，归纳到一个大的层级也可以归纳到多个层级。 

2.4. 评分者信度 

由于测量工具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为了避免在编码的过程中不同的编码者的判断会影响测量的信度，

在正式进行编码之前由笔者和一位项目组成员进行了对概念和短语的含义及归类进行了基本的培训，并

随机抽取 30 份问卷分别进行编码，Holsti 信度系数为 r = 0.81。 

3. 调查结果 

3.1. 典型创业者代表人物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找到大学生被试认为的典型创业者共 39 人，涉及的范围广泛，从结果中可以看到，

对典型创业人物的选择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多样性。一致性体现在被试的选择大多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典

型人物上，如马云、俞敏洪、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李嘉诚、陈欧、马化腾、柳传志等，这些

人物都至少被 20 位被试所提到，他们被提到的频次(641)占到总频次(827)的 77.5%。多样性体现在被提到

20 次以上的典型创业者有 5 位仅占总数 39 位的 12.8%，被提到 20 次以上的典型创业者有 8 位，占总数

39 位的 20.5%，被提到 10 次以上的典型创业者有 15 位，占总数 39 位的 38.5%。大量的典型创业者被提

到的次数不足 5 次或只被提到 1 次，占总数的 46.2%，而他们被提到的频次(36)仅占总频次的(827)的 4.35%。

被提到 10 次以上的典型创业者见表 1。 
 

Table 1. Results of the typical entrepreneur survey (n) 
表 1. 典型创业者调查结果(n) 

姓名 n 姓名 n 

马云 224 王石 18 

俞敏洪 108 潘石屹 17 

比尔·盖茨 89 李彦宏 17 

史蒂夫·乔布斯 79 成东青 16 

李嘉诚 45 马化腾 14 

陈欧 38 马克·扎克伯格 13 

李开复 36 雷军 13 

柳传志 22   

 
当代大学生对典型创业者的认识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首先，被提到的典型创业者所属行业非常广泛，既包括高科技互联网行业也包括房地产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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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演艺明星也有从事教育的励志典范等等，为方便归类，笔者在统计时对行业类别进行了整合，形成

了具有代表性的 8 个目类。大学生提到最多的是来自高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占总体的 41.0%。

虽然房地产金融业综合类中被提到的典型创业者人次排名第二位，占总体 23.1%，但由于这个分类是一

个综合分类，由于行业划分和创业者的经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没有进行细分。实际上排名

第二位的是教育类，和高科技互联网类相同，是一个细分类目，占总体的 12.8% (见表 2)。其余演艺明星

类、旅游类、政治家类、作家类的总和所占比例较小，占总体的 23.1%。 
 

Table 2. Result of typical entrepreneurial figure industry  
表 2. 典型创业人物行业 

行业 代表人物 n 

高科技或互联网 马云、史蒂夫·乔布斯、雷军等 16 

房地产、金融综合 王石、潘石屹、沃伦·巴菲特等 9 

教育 俞敏洪、李阳、李开复等 5 

 
其次，绝大多数的被试选择国内的创业人物作为典型代表，而国外人物的比例很低。国外创业者典

型代表 7人，占总体的 39人的 17.9%，同时国外典型创业者被提到的次数为 84次，占总体 367次的 22.9%。

这表明虽然国外创业者作为创业典型较少的被大学生认可，但一旦得到认可被提及的次数较高。 
再次，大学生对典型创业者的选择上有明显的性别倾向。通过表 3 可以发现，大学生被试对创业者

性别的选择几乎全部集中在男性的创业者上，尽管女性大学生被试的数量与男性大学生相当，但在她们

心中典型的创业者形象是以男性形象出现的。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de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gender 
of typical entrepreneurs (n) 
表 3. 大学生性别与典型创业者性别关系表(n) 

大学生被试性别 

典型创业者性别 

 男 女 总计 

男 185 0 185 

女 218 1 219 

总计 403 1 404 

 
最后，与大学生相关行业的创业者更容易被当作典型人物。大学生被试在对典型创业者的选择上带

有明显的与自身属性相关的特征，大学生对高科技、互联网以及对学业的关注，使得这些行业的创业者

更容易走进他们的视野，也使得他们对这些行业的创业者更加的熟悉和偏爱。 

3.2. 典型创业者的人格特质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大学生被试提到的典型创业者的人格特质很多，将其进行归类有形成了成就动

机、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成熟性、冒险性、创新性、社会资本、独立性、风险承担、学习能力、

包容性、主动性等 12 个大类，在这些大类中成就动机类特质被提到的次数占绝对优势，经营管理能力其

次，而在小类中创新精神是被大学生被试提到最多的特质，市场洞察力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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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Personality traits of the typical entrepreneur 
表 4. 典型创业者的人格特质 

一级编码(n) 二级编码(n) 

成就动机(244) 意志坚定(124)、刻苦(83)、不畏挑战(45)、不畏艰辛(52)、魄力(54)、毅力(117)、不屈

不挠(49)、野心(25) 

经营管理能力(171) 经营管理知识(164)、善于沟通(97)、领导能力(81)、行动力(45)、决策力(9)、责任心(18) 

机会识别(116) 市场洞察力(137)、把握商机(67)、预见性(56) 

成熟性(263) 自信(65)、耐心(36)、睿智(27)、谋略(14)、头脑灵活(38)、从容(11)、权衡(9)、乐观(36)、
自知之明(7)、脚踏实地(16)、理性(4) 

冒险性(243) 胆大(54)、勇于开拓(63)、敢于冒险(126) 

创新性(239) 创新精神(162)、勇于探索(32)、接受新事物(25)、创意(11)、思路广(9) 

社会资本(142) 资金来源(63)、人脉广泛(61)、良好的人际关系(18) 

独立性(126) 自主(38)、果断(33)、独立思考(9)、见解独特(39)、特立独行(7) 

风险承担(122) 勇于担当(36)、冷静(20)、承受打击(66) 

学习能力(78) 学习能力(47)、善于学习(31) 

包容性(78) 胸怀(13)、分享(7)、宽容(11)、开朗(14)、亲和力(16)、想象力(8)、听取意见(9) 

主动性(45) 进取心(25)、自省(11)、积极(9) 

其他(30) 诚实(7)、朴素(9)、才华(6)、纯粹(4)、情商(4) 

4. 讨论 

4.1. 创业者人格特质 

从表 4 可以发现，大学生被试描述的典型创业者及他们的特质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大学生对典型

创业者及其人格特质有一定的共识。虽然大学生被试提到的典型创业者很多，但基本上形成了某种公共

的认同。如以马云、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被大学生认为是典型的创业者和诞生典型

创业者的集中领域。此外，从对典型创业者的特质的内容分析结果来看，这种共识同样存在，创新精神、

市场洞察力、意志坚定等是被大学生认可的创业人格特质。由此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什么样的

人物是典型创业者以及典型创业者具有哪些人格特质是具有基本的共识的。 
其次，大学生被试提到的典型人格特质共 64 个小类，分为成就动机、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成

熟性、冒险性、创新性、社会资本、独立性、风险承担、学习能力、包容性、主动性 12 个大类。一方面，

中国大学生对创业者所应具备的特质的认识与国外的研究有许多吻合之处(德鲁克，2009)，如冒险性、创

新性、成就动机、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风险承担等。这表明东西方文化在对创业者应具备的素质

上存在一定的共识。另一方面，中国大学生对创业者特质的认知具有独特性。如对社会资本，成熟性、

包容性、主动性的要求是国外学者很少提到的。 
最后，大学生被试对典型创业者的描述表现出某种理想化的特点，即将典型创业者人格与理想人格

之间画上了等号。在 12 个大类中，与创业相关的类目有成就动机、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冒险性、

创新性、社会资本、风险承担等 8 类，其余的独立性、包容性、主动性、成熟性等 4 类与创业的关联并

不明显。显然将典型创业者看作是理想人格的代表，将理想人格的种种属性统统附加到他们身上，是国

民社会心理属性在创业人格上的体现。此外，无论大学生被试描述的创业者人格特质都存在相互矛盾的

地方，如谨慎与冒险等，这也许反映了创业行为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对创业者人格特质要求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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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性别与创业行为 

从大学生被试对典型创业者代表人物的选择上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女性创业者似乎不被男性

和女性大学生所认可。从调查结果来看，除了一个被试选择了以为女性人物作为典型创业者代表外，其

余的被试无论性别都选择了男性创业者作为典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解释这一现象，创业领

域竞争激烈，似乎男性更能适应这样的环境，男性更适合扮演创业者这样的角色，因而在成功的创业者

中男性比例占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否性别与创业行为之间存在联系。

从国内外研究来看，一些研究发现创业行为与性别之间存在关联，另一些研究则持相反的观点(Chowdhury 
& Endres, 2005; Wilson & Kickul, 2009; Muller & Conway Dato-on, 2011)对这一疑问我们希望通过后续的

研究加以验证。 

4.3. 学习与创业教育 

大学生被试在开放问卷中多次提到了学习能力，他们所表达的学习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里

面涵盖了很多与创业有关或者无关的东西。如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要学习创新，要学会反思，要向

对手学习等等。这些与学习相关的表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创业行为有关的要素，那就是创业教育，一

些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教育与创业意愿和创业绩效之间存在相关(Lebusa, 2011; Dickson et al., 2008; 
Cooper et al., 2004)。另一方面，对于创业者人格特质来说，通过创业教育进行塑造也就成为了一种可能。 

4.4. 创业自我效能感 

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创业过程中，个体面临复杂的创业环境，创业自我效能

感对于应对压力提高成就认知有一定的帮助(班杜拉，2003)。大学生被试所描述的创业者人格特质包括成

就动机、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成熟性、冒险性、创新性、社会资本、独立性、风险承担、学习能

力、包容性、主动性 12 个类目，在这十二个类目中，成熟性、独立性、包容性、主动性这四类为一般性

人格特质可以归为一个大类。经营管理能力、机会识别、冒险性、创新性、社会资本中的人际关系，可

以归为一个大类，这一大类与创业自我效能感所涵盖的内容基本相符，如 Chen 等(1998)认为创业自我效

能感包括市场、创新、管理、风险承担和财务控制 5 个维度，de Noble 等(1999)认为创业之我效能感包括

风险管理、产品创新、人际网络、机会识别、资源获取、创新环境 6 个维度。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类

整合为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 

5. 总结 

本研究通过访谈方法对大学生心目中的创业者应当具备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描述、归纳和分析。同时，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一方面，采用的横剖研究的模式进行，其局限性导致了无法揭示随时间推移导致

的变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选择纵贯研究的模式，通过多个时间点，充分探讨变量间的关系，构建人

格特质模型。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了描述分析的方法，未来可以尝试更多的解释性分析或因果分析，进

一步探讨大学生创业人格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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