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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尤其在“互联网

+”时代,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 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三元交互理论

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运用 SPSS24. 0 及 AMOS24. 0 实证分析后发

现: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政府政策支持能够直接对创业意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自我效能感

能够通过行为控制感间接影响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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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当始终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早在 2015 年李克强总理

就做出重要批示: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并在 2020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加强互联网等对创新

创业的支持力度。 大学生群体在互联网技术、创业

投入成本、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

成为互联网创新创业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要驱动

者。 同时,《 2020 年大学生就业报告》 显示,2020
年,接近 900 万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就业形势严

峻,截至目前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75. 8%,同比下降

15. 7%。 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提供创业优惠政

策、注入创业资金等举措鼓励和支持大学生选择创

业。 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到了后工业时代,尤其是互

联网经济浪潮里,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不仅解决了

自身就业问题,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

位,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其社会学意义在于毕

业生自主创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调整

了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但实际调查表明,2020 年

自主创业或其他就业形式的毕业生只有 2. 8%,且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率不到一半,主要集中在教

育行业和零售业① 。 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意向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以利于在“互联网

+”新形势下,鼓励和引导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成
功创业,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文献回顾

　 　 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对于缓解就业压力、促
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

因素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已有文献主要从

个体影响因素和环境影响因素展开广泛探讨。 目前

关于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大体是从个体、环境两

个大的方面展开,具体研究有不同背景、理论切入

点,或加入中介调节变量,基本认为创业意向是创业

行为的先行倾向,并通过相关中介变量进行传导,最
终实现创业行为。

(一)个体影响因素

　 　 个体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性别、专业、自我效能

感、风险承担、人格特质等方面。 例如曹科岩等选取

广东、深圳地区四所高校做抽样调查,发现不同性

别、专业的大学生创业意向有着明显的差别[1] 。 余

虹等研究发现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影响创业

意向,经过进一步探究发现风险容忍效能感、关系协

调效能感和机会识别效能感的影响是正向的,创新

　 　

①
 

数据来源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麦可思研究所联合发

布的《2020 年大学生就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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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2] 。 孙崇文、秦远建以

创业认知、风险感知理论为基础,将创业风险感知作

为创新动机和创业意向的中介变量研究它和创业环

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3] 。 袁旦等建立了研究生创业

意向影响因素关系模型,从中发现研究生的高成就

动机对创业意向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4] 。

(二)环境影响因素

　 　 环境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创业教育、政策支持、社
会关系支持等方面。 例如徐菊、陈德棉以受过创业

教育的人群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探究创业教

育对创业意向的作用机制[5] 。 通过分析发现:创业

教育正向影响创业意向,并且十分显著。 田晓红、张
钰还通过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也是

显著的[6] 。 此外,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将这两个因素

进行了融合,例如范巍、王重鸣以 Deborah&Brazea
(1994)的观点为理论基础[7-8] ,构建了个性特征、背
景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创业意向的理论模型;刘裕

等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创业风险和创业环境也

影响了大学生的创业倾向,创业态度、创业技术与能

力和个人背景、创业特质直接或间接影响创业倾

向[9] ;王未卿、杨瑶从学校、家庭、社会以及个体的教

育和素质五个方面对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影响展开探

究[10] ;疏德明、冯成志参考意识渐进性理论将创业

意向分为内隐倾向、 外显倾向和创业行为三个

层面[11] 。
现有研究对理解当前大学生创业影响因素问题

富于启示,但既有研究依旧存在可资拓展的探讨空

间:对认知层面的探讨相对较少,此外对外部因素如

创业政策、非理性因素影响的探究还不够系统全面。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的进步之处在于:在研究

视角上,一是将认知层面的自我效能感纳入影响模

型,并探讨了行为控制感在两者之间的部分中介效

应,为提升高校学生创业意向提供新思路;二是把

“互联网+”相关政策因素纳入模型,包括“互联网+”
技术、政策对创意技术、创业教育、创业融资等方面

的影响,如互联网+创业融资的税收优惠、互联网+创
意技术来源、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相关政策支持

等,探究了“互联网+”政策背景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

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二、理论框架

　 　 文章以计划行为理论、三元交互理论和自我效

能感理论为探究基础,借鉴范巍、王重鸣从个性特

征、背景因素、环境因素三个层面构建的创业倾向

影响因素模型[7] ,并辅助参考丁明磊、丁素文将行

为控制感作为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意向的中介变

量的做法[12] ,最终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大学生创

业意向的影响因素。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某一个体

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决定着其行为意向,意向是个体

在做出行为前不可或缺的决定,对这一行为的最终

执行直接关联[13] 。 基于此理论初步认为当代大学

生创业意向是有创业行为的前提,提取出创业意向

这一维度并用创业知识储备、金钱精力投入、创业

机会搜寻、创业预期规划等基于互联网技术条件条

目进行测量。 此外,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和自

我效能感理论为文章构建创业意向影响因素模型

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元交互理论认为环境、人的认

知及其行为的互动关系对于人的认知发展与行为

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将从个体环境、社会

环境等方面提取出人格特质、创业教育、创意技术、
创业融资、政策支持五个维度来考察影响创业意向

的因素。 其中,人格特质从开放性、尽责性、外向

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五个方面;其他四个维度除

了“互联网+”元素的运用程度和效用外,具体界定

为创业教育从创业教育频率、质量等方面;创意技

术从创意与技术来源、难易程度等角度;创业融资

从原始资本积累、融资难易、融资优惠政策等方面;
政策支持从“互联网+”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力度、学
生对“互联网+” 创新创业政策了解程度等角度进

行测量,研究认为以上要素相互交互,促进创业意

向的发展。 同时,行为是由互动的环境和认知因素

决定的,但人的心理预期或信念———自我效能感却

起着主导作用,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自我因素对行

为存在中介效应,行为和认知是密不可分的,人的

行为应当以环境、行为、人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来

解释,自我效能感对组织行为的动力过程以及管理

和领导绩效具有重要意义[14] ,因此提取出自我效

能感和行为控制感两个维度。 其中,创业自我效能

感包括创新效能、管理效能和关系协调效能,通过

风险感知化解能力、新鲜事物接受程度、财务管理

和成本控制能力等条目进行测量,行为控制感则通

过创业决策能力、创业条件客观判断能力等条目进

行测量,文章正是基于自我效能感通过中介变量行

为控制感对创业意向产生影响,将认知和行为结合

起来,以期最终实现促进大学生创业热情并付诸于

行动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实践结

合的基础上,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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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

三、“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

素模型实证分析

(一)研究对象

　 　 文章以安徽省四所高等院校(财经类高校 1 所、
理工类高校 1 所、农林类高校 1 所、综合类高校 1
所)的在校生为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

法,共发出 784 份问卷,根据基本逻辑错误排除无效

问卷后共收回有效问卷 752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5. 9%。 其中本科生有 636 人,研究生有 116 人,分
别占总人数的 84. 6%,15. 4%;男生有 236 人,女生

有 516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31. 4%,68. 6%;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有 19 人,18-22 周岁有 427 人,22 周岁

以上有 306 人, 分别占总人数的 2. 5%, 56. 8%,
40. 7%;文科类专业有 484 人,理科类专业有 268 人,
分别占总人数的 64. 2%,35. 8%。

(二)研究工具

　 　 本文以“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

因素问卷为研究工具,问卷由个人基本信息、人格特

质、自我效能感、创业教育、创意技术、创业融资、政
策支持、创业意向、行为控制感共九个部分构成,除
了第一部分采用单项选择形式,剩余部分均采用李

克特量表。 其中人格特质量表主要参考了钱永

红[15]的个人特质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主要参考了

余虹[2]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行为控制感量表主

要参考丁明磊[14]知觉行为控制构面设计;创业意向

量表主要参考孙崇文[3]的创业意向预测试量表。 其

余部分则根据“互联网+”这一特定背景,对创业教

育、技术、融资、政策等进行适当的设计和修改,重新

整合后的问卷效度为 0. 958,大于 0. 7,满足问卷信

度的基本要求。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是目前学术研究中使用相对

较多 的 一 种 结 构 效 度 测 量 手 段, 文 章 借 助

SPSS24. 0 软件加以实现。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之前,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检验。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

验对应的近似 χ2 值为 3643. 216,自由度为 190,显
著性水平小于 0. 001,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

的原假设,即说明 20 个题项存在共同因素,具备因

子分析的必要性;效度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 886,明显高于 0. 6,符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要求。
文章首先进行了初步试探性分析,发现人格特

质中开放性、尽责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相关测量

条目因子载荷系数的绝对值低于 0. 4,这可能是语言

表达歧义或与其他题项意思相近以及主观判断对创

业意向影响不大造成的,本文将这些条目进行剔除,
剔除后将人格特质中的要素进一步概括命名为成就

动机。 之后进行因子分析过程中,将因子个数设置

为 6 个时,创业融资和政策支持两个因子中的要素

无法全面表述。 在调整成 7 个因子后,题项对应关系

符合创业意向影响因素,7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分别

为 17. 267%,31. 801%,45. 803%,54. 880%,63. 938%,
72. 510%,累计解释方差解释率为 80. 539%,这一数值

超过 60%,说明分析效果较好。 同时由于第一个因子

与第七个因子属于自我效能感因子的不同维度,因此

进行合并,最终共提取 6 个因子。 探索性因子分析旋

转后矩阵表格是各个因子与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对应

关系的汇总,如表 1 所示,表中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

标准值 0. 4,表明题项与因子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
最终结合文献分析以及“互联网+”这一特定背景将所

有题项分为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创业教育、创意技

术、创业融资、政策支持六个构念。
(四)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两个变量彼此之间的

相关关系情况,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成就动

机、自我效能感、创业教育、创意技术、创业融资、政
策支持这 6 个因素分别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呈现

0. 01 水平上的显著性,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354、
0. 686、0. 478、0. 172、0. 324、0. 647,基本可以说明这

6 个因素与创业意向间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初步设定的中介变量即行为控制感,与 6 个自

变量及因变量之间均呈现 0. 05 和 0. 01 水平上的显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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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题项
成分

1 2 3 4 5 6 7
1、我觉得创业能给我带来成就动机 0. 169 0. 307 0. 150 0. 853 0. 074 0. 138 0. 163
2、我会享受创业带来的成就动机 0. 127 0. 320 0. 156 0. 860 0. 085 0. 184 0. 090
3、我相信可以为创业的新产品和服务找到新的市场机会 0. 809 -0. 003 0. 216 0. 147 0. 105 0. 059 0. 145
4、我善于从外界环境中识别出机会和存在的潜在问题 0. 873 0. 040 0. 169 0. 032 0. 146 0. 049 0. 131
5、我善于将问题转化为机遇 0. 857 0. 009 0. 185 0. 019 0. 165 0. 025 0. 233
6、我容易接受新观念、新鲜事物,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 0. 792 0. 153 0. 037 0. 140 0. 129 0. 184 0. 108
7、我相信可以有效地财务管理和成本控制 0. 295 0. 150 0. 209 0. 085 0. 099 0. 138 0. 807
8、我相信可以有效地降低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0. 331 0. 080 0. 174 0. 182 0. 225 0. 130 0. 768
9、我接受过质量较高的创业指导课 0. 296 -0. 004 0. 160 0. 053 0. 873 0. 056 0. 114
10、学校有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并且质量较高 0. 167 0. 056 0. 306 0. 083 0. 845 0. 012 0. 151
11、我认为创意非常重要 0. 008 0. 880 0. 060 0. 106 0. 049 0. 122 0. 120
12、我认为技术非常重要 0. 003 0. 797 0. 089 0. 211 0. 032 0. 229 0. 123
13、我认为互联网为创意和技术带来了便利 0. 115 0. 743 0. 161 0. 226 -0. 059 0. 210 -0. 054
14、我认为原始资本很重要 0. 078 0. 535 0. 078 0. 242 0. 075 0. 631 0. 063
15、我认为互联网+创业融资有较多的税收优惠 0. 124 0. 218 0. 440 0. 093 0. 086 0. 650 0. 191
16、我认为银行在融资过程中非常重要 0. 177 0. 400 0. 140 0. 164 -0. 020 0. 730 0. 128
17、我认为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0. 020 0. 318 0. 752 0. 113 0. 068 0. 295 0. 027
18、我对政府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比较了解 0. 333 -0. 123 0. 646 0. 163 0. 290 0. 153 0. 240
19、我认为学校在学生创业方面提供了政策支持、创业基

金、创业场所等方面的支持
0. 161 0. 271 0. 813 0. 086 0. 154 0. 058 0. 115

20、我对学校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比较了解 0. 339 -0. 078 0. 741 0. 085 0. 231 0. 052 0. 170

表 2　 相关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成就动机 自我效能感 创业教育 创意技术 创业融资 政策支持 创业意向 行为控制感

创业意向

皮尔逊相关性 0. 354∗∗ 0. 686∗∗ 0. 478∗∗ 0. 172∗∗ 0. 324∗∗ 0. 647∗∗ 1 0. 751∗∗

显著性(双尾) 0. 000 0. 000 0. 000 0. 004 0. 000 0. 000 - 0. 000
个案数 274 274 274 274 274 274 274 274

行为控制感

皮尔逊相关性 0. 318∗∗ 0. 673∗∗ 0. 557∗∗ 0. 140∗ 0. 318∗∗ 0. 596∗∗ 0. 751∗∗ 1
显著性(双尾) 0. 000 0. 000 0. 000 0. 020 0. 000 0. 000 0. 000 -

个案数 274 274 274 274 274 274 274 274

　 　 注:∗∗ . 表示在 0. 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 表示在 0. 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五)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通过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六因子模型进行拟

合度检验。 由于受到样本量、因子数量等因素影响,
初次适配结果部分指标未能完全达标,但结果十分

接近适配标准,经过 MI 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数

NFI、RFI、IFI、TLI、CFI 均大于 0. 822,χ2 与自由度的

比值为 3. 486,介于理想值 2 - 5 之间,RMSEA 值为

0. 082,小于 0. 09 的普通适配程度,说明模型的拟合

度水平可接受,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然后运用 AMOS24. 0 对六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各个项目与因子间的

估计系数均高于 0. 4,说明了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

度与效度。

(六)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影响关系情况,通常

用于进行假设验证。 本文在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探讨这 6 个因素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情况时,为了尽

量减少或避免样本中个人基本背景信息对模型的干

扰,此部分将性别、年龄、专业这 3 项作为控制变量

一起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 3　 模型摘要b

模型 R R2 调整后 R2 标准估算的误差 德宾-沃森

1 0. 769a 0. 591 0. 577 3. 768 2. 124

　 　 注:a 表示预测变量(常量):政策支持、创意技术、创业教

育、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创业融资,年龄、专业、性别;b 表

示因变量:创业意向。 下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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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 3 可知,模型调整后的 R2 为 0. 577,代表成

就动机、自我效能感、创业教育、创意技术、创业融资、
政策支持这 6 个因素可以解释样本创业意向 57. 7%
的变化原因,即样本的创业意向有 57. 7%的原因是这

　 　

6 个因素,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同时模型的德宾-
沃森值为 2. 124,接近 2,说明无自相关性产生。 另外,
模型的P 值为0. 000,小于0. 01,模型通过F 检验(ANO-
VA 检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回归分析系数b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Beta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1

(常量) 3. 252 2. 350 - 1. 383 0. 168 - -
性别 -1. 273 0. 526 -0. 103 -2. 421 0. 016 0. 855 1. 169
年龄 -0. 284 0. 436 -0. 026 -0. 651 0. 516 0. 947 1. 056
专业 -0. 536 0. 485 -0. 044 -1. 104 0. 271 0. 958 1. 044

成就动机 0. 314 0. 185 0. 088 1. 694 0. 091 0. 579 1. 728
自我效能感 0. 534 0. 063 0. 444 8. 487 0. 000 0. 568 1. 761
创业教育 0. 133 0. 136 0. 048 0. 978 0. 329 0. 647 1. 547
创意技术 0. 007 0. 173 0. 002 0. 041 0. 967 0. 461 2. 171
创业融资 -0. 291 0. 180 -0. 099 -1. 618 0. 107 0. 411 2. 432
政策支持 0. 642 0. 101 0. 360 6. 375 0. 000 0. 486 2. 056

从表 4 可以看出,性别、自我效能感、政策支持

这 3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呈现出显著性, 分别为

0. 016、0. 000、0. 000,P 值均小于 0. 05,因此说明 3
个变量会对样本的创业意向产生影响关系。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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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自我效能感、政策支持这 3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

值分别为-1. 273、0. 534、0. 642,说明性别这个因素

会对创业意向产生负向影响关系,而自我效能感、政
策支持这两个因素对创业意向则产生正向影响关

系。 此外,年龄、专业、成就动机、创业教育、创意技

术、创业融资这 6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的 P 值均大于

0. 05,说明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并不显著,成就动

机、创业教育、创意技术、创业融资与创业意向之间

仅存在相关关系,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七)性别差异分析

　 　 对不同性别下创业意向差异进行进一步分析,
根据表 5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可知,sig( P 值)为

0. 169,大于 0. 05,因此独立样本 t 检验最终的 P 值

以方差相等时对应的 P 值为准,为 0. 000,这说明大

学生创业意向的方差并不相等,即不同性别的大学

生创业意向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男生创业意向明显

高于女生。

表 5　 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F 显著性

平均值等同性 t 检验

t 自由度
显著性

(双尾)
平均值

差值

标准误

差差值

差值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创业

意向

假定等方差 1. 906 0. 169 4. 891 272 0. 000 3. 509 0. 717 2. 096 4. 922
不假定等方差 - - 5. 038 187. 691 0. 000 3. 509 0. 696 2. 135 4. 883

(八)中介效应分析

　 　 本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涉及自变量 X 为自我

效能感(3 个维度),中介变量 M 为行为控制感(2 个

维度),因变量 Y 为创业意向。 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之前,首先对自变量 X、中介变量 M、因变量 Y 分别

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中介效应分析时分别涉及模

型 1:X 对 Y 的回归影响关系,模型 2:M 对 Y 的回归

影响关系以及模型 3:X 与 M 的回归影响关系,回归

分析结果汇总如表 6。

表 6　 中介效应分析系数d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差 Beta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容差 VIF

1

(常量) -4. 993E-16 0. 044 0. 000 1. 000
Zscore(创新效能) 0. 464 0. 054 0. 464 8. 624 0. 000 0. 671 1. 491
Zscore(管理效能) 0. 272 0. 063 0. 272 4. 323 0. 000 0. 490 2. 042

Zscore(关系协调效能) 0. 053 0. 057 0. 053 0. 930 0. 353 0. 600 1. 667

2

(常量) 3. 420E-16 0. 037 0. 000 1. 000
Zscore(创新效能) 0. 180 0. 053 0. 180 3. 410 0. 001 0. 496 2. 017
Zscore(管理效能) 0. 194 0. 054 0. 194 3. 616 0. 000 0. 480 2. 083

Zscore(关系协调效能) 0. 006 0. 048 0. 006 0. 122 0. 903 0. 595 1. 682
Zscore(行为控制感) 0. 533 0. 050 0. 533 10. 567 0. 000 0. 541 1. 848

3

(常量) -1. 577E-15 0. 045 0. 000 1. 000
Zscore(创新效能) 0. 533 0. 055 0. 533 9. 756 0. 000 0. 671 1. 491
Zscore(管理效能) 0. 147 0. 064 0. 147 2. 305 0. 022 0. 490 2. 042

Zscore(关系协调效能) 0. 088 0. 058 0. 088 1. 527 0. 128 0. 600 1. 667

　 　 注:d.
 

模型 1、3 的因变量是 Zscore(创业意向);模型 2 的因变量是 Zscore(行为控制感)

由表 6 可知,模型 1 中的关系协调效能这一变

量对因变量不会产生影响,因此不可能有对应的中

介效应,后文中不作分析,但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
将其纳入模型。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构建使用分层回

归分析,从模型 1 向模型 2 变化时,R2 为 0. 154,ΔF
为 111. 663,并且呈显著性,模型 3 则使用普通回归。
分析创新效能、管理效能在影响创业意向的过程中

的中介效应时,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创新效能、管理

效能分别呈现出 0. 01 水平的显著性,说明这两个变

量会分别对创业意向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在模型 3
中,创新效能、管理效能也分别呈现出 0. 01、0. 05 水

平显著,并且在模型 2 分别同时呈现出 0. 05 水平显

著,说明中介效应存在,而且根据模型 2 来看,创新

效能、管理效能也分别呈现出显著性,进一步说明这

两个变量对于创业意向的影响为部分中介效应,即
说明在创新效能、管理效能分别对于创业意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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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过程中,一部分变化是该变量自身去影响,还有一

部分的变化则是通过行为控制感来实现的。
对于中介效应检验,由于创新效能、管理效能在

模型 1 的系数呈现 0. 01 水平下的显著,同时,在模

型 3 的系数和模型 2 的系数均呈现 0. 01 水平下的

显著,则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加之模型 2 系数也

显著,则说明为部分中介效应,也无需进行 Sobel
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现有文献以及实际的问卷调查结果上,
首先借助 SPSS24. 0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探索

影响创业意向的因子,使用 AMOS24. 0 软件对提取

出的因子进行验证性分析,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回归

分析,然后对行为控制感在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

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和验证,通过对实证结果进

行差异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

其创业意向存在显著直接影响,创业自我效能越高,
学生的创业意向越强烈。 同时,在进一步的中介效

应分析中发现,创新效能与管理效能显著影响高校

学生创业,但关系协调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并不

显著,说明创业者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影响其

创业的重要因素,而高校学生创业规模较小,协调团

队成员之间关系的能力在这一阶段并不是特别

重要。
2.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的创业意向受政

策支持的显著影响,政策支持力度越大,高校学生越

愿意自主创业,这种政策支持包括资金、场所等。 此

外,根据这个部分的具体测量条目可以分析认为,除
了政策本身的支持力度外,政府与高校对政策的宣

传和执行情况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说明在

“互联网+”背景下,良好的政策环境能够助推高校学

生自主创业。
3. 成就动机、创意技术、创业教育、创业融资对

创业意向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

论并不一致,这可能是“互联网+”这一特殊背景所引

起的,也可能由于选取的样本高校在这几个方面采

取的措施不够有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原因有

待进一步考证。

(二)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促进我国大学生“互联网+”
背景下自主创业、成功创业有以下两点启示:

1. 关注互联网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创业的自

我效能感。 “互联网+” 背景下大学生自我效能感

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创业意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

于高校互联网创业教育及人才培养理念滞后、拥有

互联网技术同时具有创业教育技能的师资队伍匮

乏、教育方法手段单一等原因,学生创业自我效能

感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因此,高校首先要顺应

互联网时代发展,及时科学调整学生培养方案,设
置创业教育课程模块,并促进课程学习与“互联网

+”技术的紧密结合,积极推动“新工科” 、“新经管”
等战略。 其次,高校应当为在读学生提供实践教育

场所及平台,高标准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创
业实践基地等创业教育和实践平台。 最后,要着重

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一是充分利用班

级班团两委、学生会及其他学生团体的学生干部岗

位,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二是办好“互联网+” 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一系列创新创业类比赛,并为

学生提供充足的指导支持,同时将创新创业课程纳

入通识课程培养体系中,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
2. 加大政府、高校创业支持力度,优化大学生创

业的政策环境,虽然“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学生的创

业意向受政策支持的影响显著,但创意技术、创业教

育、创业融资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因此,政府和高校

应当持续提供政策支持,同时为大学生提供创意技

术、教育和融资方面的支持。 政府要在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大学生创业优惠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高
校要为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提供创业上的帮助,通
过发放创业补贴等举措激励大学生创业,并设立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创业提供教育和实践的

场所。 同时,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和高校要充

分利用网络、就业网站、微信、微博和线下宣传栏、展
示屏等公共交流平台对大学生创业相关政策和资讯

信息及时有效的宣传,方便大学生能够了解国家相

关的创业政策,使其从政策中获得支持和帮扶,并营

造良好的政策氛围,提高大学生创业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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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a
 

new
 

force
 

in
 

implement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Internet
 

+”
 

intelligent
 

era,
 

college
 

students
 

have
 

advanta-
ges

 

in
 

“Internet
 

+”
 

technology,
 

entrepreneurial
 

investment
 

costs,
 

an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utilization.
 

Encoura-
ging

 

and
 

guid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lieve
 

employment
 

press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efficacy,
 

ternary
 

interaction
 

theory,
 

and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a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SPSS24. 0
 

and
 

A-
MOS24. 0

 

lead
 

to
 

the
 

results
 

that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self-efficacy
 

can
 

indirectly
 

affect
 

entrepreneurial
 

inten-
tions

 

through
 

behavio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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