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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研究

郭润萍,  李树满,  韩梦圆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 机会是创业的核心要素，机会型创业是为了追求新机会以创造新价值而从事的

创业活动，其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是我国机会型创业活

动的生力军，然而目前对于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机会型创业意

愿的形成源自内生动力，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是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内部动机来源，因此本研究

基于动机视角探索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本文利用我国307名大学生的实证数据分

析结果表明：（1）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以及两者共同作用均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2）成就需要、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从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3）家庭资金支

持的水平越高，将越增强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本文以创业激情作为关键路

径揭示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大学生机会

型创业意愿形成机制的黑箱，为推动我国机会型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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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业是缓解就业压力，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Acs等，

2012；曲海慧和冯珺，2019）。在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2020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

促进创业的政策，如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力度、减免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房租等，并针对2020届高

校毕业生，开发并共享了一批线上创业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指出：大学生不单单是被

动寻找工作的部分，更应该是创造工作岗位的主要力量，因此引导大学生创业是我国的重要政

策取向（肖潇和汪涛，2015）。尽管国家不断建设大学生创业环境，但我国大学生创业率仍远低

于发达国家（李爱国和曾宪军，2018）。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创业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成分

相对较低，创业活动的质量有待提升（李爱国和曾庆，2017）。相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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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性（张玉利和宋正刚，2015）。机会型创业是个体开启机遇之门的钥匙，其以

追求新机会从而创造新的价值为关键动力，对提升创业活动的质量进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

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Liñán等，2013；张玉利和谢巍，2018；Donaldson，2019）。根据2017/
2018年GEM（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分析，在中国60%以上的创业者开展的创业活动属于机

会型创业，该比例仍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正如2013年SARS危机催生了阿里、京东等电商公司，

最终形成当前中国互联网局部领先的优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不断涌现新的机会如医药

电商O2O、在线教育、线上办公等。在此契机下，如何更大范围地激发机会型创业活动对于我国

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尤为重要。我国大学生创业以机会型创业为主，虽然在创业率上与

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近年来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郭必裕，2010；Yan等，2018），在2015年，我

国新毕业大学生创业比例同比增长近一倍（刘刚，2017）。学者们指出在社会群体中，大学生拥

有丰富的知识和活跃的思维，具备独特的机会型创业的优势，成为我国机会型创业活动的生力

军（李爱国，2014；张秀娥和张坤，2018）。已有研究表明，创业意愿作为一种行为意向（behavioral
disposition）对于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解释力（Liñán和Fayolle，2015）。当前我国大学生创业内

生动力缺失，增强大学生创业内生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创业（Giacomin等，2011）。可
见，从动机视角探索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对于推动我国机会型创业活动的蓬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创业意愿研究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仅在少数的创业意愿分类研究中零散地

探讨一些内外部因素如风险倾向、产业经验、创业榜样、地区金融资本、经济自由度、财务资源

可用性等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买忆媛等，2009；朱锋和董晓晨，2013；Van Der
Zwan等，2016；Angulo-Guerrero等，2017）。而针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仍明显

匮乏，难以为促进机会型创业活动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学者们指出动机是形成创业意愿的关

键（李爱国，2014；Dumitru和Dumitru，2018）。不同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意愿源自于个体

追求自我发展的内部需要而非生存压力（李爱国，2014；张玉利和宋正刚，2015；Van Der
Zwan等，2016）。Brunner（1956）提出求成欲与求知欲是个体内部动机的两个主要来源。Yang等
（2015）进一步指出创业的内部动机来源于关乎个体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两方面的需要。《中国

青年报》根据中国科协双创评估调查数据指出，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动机来源于实现个人

理想与丰富人生阅历，分别占71.4%和50.8%①。成就需要是指一个人追求卓越，渴望成功的愿

望，其反映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张秀娥和王超，2019）。个体层面的学习导向是指人们具有更

新现有知识的渴望，其体现了个体自我成长的需要（De Clercq等，2013；宫俊梅和姚梅芳，

2019）。因此，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作为个体两种重要的内部需要有助于形成创业内部动机从

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然而，尚无研究对上述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和检验。

近年来，学者们指出创业激情为理解个体创业意愿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Cardon等，

2013；方卓和张秀娥，2016）。由于机会型创业者希望获得更高的增长回报，其创业意愿的形成

更可能受到渴望寻求机会的积极情绪的驱动，因此机会型创业意愿尤其受到创业激情的影响。

在心理学中，人的每种情绪都反映着背后的内部需要，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创业激情是一种情

绪（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其反映了个体自我实现和成长的内部需要，这将有助于形成创业

动机进而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刘依冉和郝喜玲，2019）。因此，为了

深入揭示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本文将分析创业激情的关键中介

作用。此外，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是内部因素和外部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Van Der Zwan等，

①详见超七成在校大学生创业资金来自家庭积蓄[EB/OL].中国青年报，2016-02-23，11版，http://zqb.cyol.com/html/2016-02/23/nw.D110000
zgqnb_20160223_2-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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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Angulo-Guerrero等，2017）。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对于资金情境尤其敏感（蔡莉等，

2008；李爱国和曾庆，2017）。已有研究指出家庭资金支持具有高可用性和低交易成本的特征，

因而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资金来源”（Steier，2003；Dyer等，2014）。2016年中国科协双创

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贷款附加条款过多，担保贷款政策形同虚设，接近80% 的大学

生创业资金依靠家庭支持或个人积蓄。因此，我们将探索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向大学生机

会型创业意愿转化中的强化作用。

综上，基于动机相关理论，本文探索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

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并深入分析创业激情和家庭资金支持对于上述关系的作用，从而基于动

机视角深入揭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

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以创业激情为关键路径，探索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两类内部需要

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基于动机视角打开大学生机会型

创业机会意愿形成机理的黑箱。第二，本文探索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以及创

业激情在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中的作用，以弥补创业激情前因研究的不足，深化和拓展创业激

情的作用研究。第三，本文将大学生的内部需要与外部情境因素相结合，探索家庭资金支持在

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强化作用，从而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差异性提供

了情境化的理论阐释。

二、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机会型创业是为了追求新机会以创造新价值而从事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动机主要来源于

追求非物质回报的内部需要（Benz，2009）。Woodworth于1918年提出动机理论，认为动机是由

个体需要产生的，当需要到达一定程度时，需要就会转化为动机。对于机会型创业者而言，其创

业动机主要来自于内部自发的需要。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作为个体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

的自发需要有助于形成创业动机从而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

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的情绪产生的根源和基础，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不同的情绪反映不同的需要。动机—分化理论认为“内驱力信号需要一种

放大的媒介才能激发有机体去行动，而起到这种放大作用的正是情绪过程”（Izard，1977）。在管

理学领域中，创业激情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积极情绪（Cardon等，2013；张剑等，2017）。学者指出

创业激情根源于内部需要的满足，当所参加的活动能够满足自我意义时，创业者享受到了积极

的情感体验从而产生创业激情（Murnieks和Mosakowski，2007）。综上，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作

为个体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内部需要是其形成创业激情的基础。Tomkins（1970）的情

绪动机理论指出情绪具有动机性，积极情绪会对动机具有影响（张春梅等，2017）。已有研究表

明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对于机会型创业而言，其创业意

愿尤其受到创业激情这种把握机会以追求梦想的积极情绪的影响。综上，创业激情是成就需要

和学习导向转化为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路径。

此外，创业激情对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De Clercq等，2013；Van
Der Zwan等，2016）。不同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往往需要建立在较

好的经济基础之上（Van Der Zwan等，2016）。对创业风险的担忧是中国大学生放弃创业的重要

因素（Giacomin等，2011），资金支持能够降低个体的风险感知，消除其对机会型创业的心理顾

虑，从而更容易在创业激情的影响下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李爱国和曾庆，2017；周雪和王庆

金，2019）。另外，相比其他来源的资金支持，家庭资金支持可以使大学生感到更安全、更受到鼓

励，其适用于创业的初始过程（Pérez-Macías等，2019）。因此，创业激情对于机会型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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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受到家庭资金支持的影响。综上，如

图1所示，基于动机相关理论及研究逻辑，

本文构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

的研究模型，探索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分别

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两者交互作

用的影响，进而揭示创业激情在上述关系

中的中介作用，最后分析家庭资金支持在

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强化

作用。

（一）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机会型创

业意愿

1961年，McClelland在《The Achieving Society》中，通过对人们存在的需要和动机进行研

究，提出了成就需要理论。他指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后，就会有更高的追求，比如成

就需要。成就需要是追求成功、事业上卓越表现、能够更好地实现目标的主要内驱力，其具体表

现为愿意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张秀娥和王超，2019），并且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解决困难问

题，希望超越他人。机会型创业受自我实现动机的驱动程度显著高于生存型（李爱国，2014）。不
同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更加追求非物质的回报，为了实现自己理念的机会而开展创

业活动（Benz，2009）。高成就需要的个体更渴望成功和自我实现，这些个体进行创业往往不是

迫于生存因素，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机会型创业。此外，高成就需

要的个体会设定更高的目标和追求，更愿意抓住机会，因此他们更可能去追求有冒险性但可以

带来更高成就的创业机会，如进行社会广泛推崇和认可的但风险性更高的绿色创业。此外，相

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更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更适合高成就需要的个体实现超越别人的

目标（Tipu，2016）。与其他群体相比，大学生创业者有着更强烈的追求自我理想的成就需要，而

这正是大学生去选择创业的主要动力源泉（张凯竣和雷家骕，2012）。因此，成就需要对大学生

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追求个人成长是产生创业意愿的主要来源之一，个体层面学习导向表现为不断增长的学

习渴望以及寻求反馈以取得进步的倾向（VandeWalle等，1999）。在社会群体中，大学生的学习

动机效价较高，即认为学习是有意义的，来源于自主需要而进行学习的学习导向较强（高秀梅，

2020）。学习导向强的个体注重不断试错，不怕失败，他们反而希望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将其作

为个体成长的来源。强学习导向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具有高度不确定和高风险的职业（Patrick等，

2011）。对创业失败的担忧是阻碍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素（Giacomin等，2011），而具有较高水平

学习导向的大学生不惧怕失败反而愿意将其作为学习的机会，因此他们从事此类创业活动的

可能性更高。并且，机会型创业以追求与广泛技能开发相关的创业机会为核心（Benz，2009），
由于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更希望在创业过程中学到新的知识和开发新的技能，因此他们具有

更强的机会型创业意愿。此外，获取新知识并将其整合到现有知识中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为当

前问题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从而提高其处理问题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吕兴群和蔡莉，2016）。假如

缺乏学习导向，即使个体具备学习的潜质，学习行为仍然不会发生（刘依冉和郝喜玲，2019）。强
学习导向的大学生更愿意持续获取和整合新的知识从而能够更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发现新的机会进而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

H1a：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均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成就需要

创业激情
机会型
创业意愿

家庭
资金支持

学习导向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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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分析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独立影响是不充分的，在现实中，各因

素不一定是孤立发挥作用的（王建明，2013）。机会型创业者不仅可以在追求创业机会的过程中

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可以从中学习和开发满足自身兴趣的新知识和新技能（Benz，2009）。当
大学生追求创业成功带来的高成就感时，往往也会为创业失败带来的损失感到担忧。若大学生

具有强学习导向，便能够将创业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从而削弱其对于创业失败的忧虑。因此，

在高水平的学习导向下，成就需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将被增强，反之则被减弱。而

当大学生为了学习新知识而进行创业时，若缺乏理想目标则会降低其学习的热情，从而削弱学

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成就需要促使强学习导向的个体在较高的理想目标引领下

更希望从创业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并且更有学习动力以把握新机会，从而更容易形成机会型创

业意愿（Goertzen和Whitaker，2015）。因此，在高水平的成就需要下，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

愿的影响将得到增强，反之则被减弱。综上，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在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

方面具有交互效应。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b：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二）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创业激情

根据Bradley等 （2001） 提出的情绪动机模型，欲求动机系统是情绪的根本来源之一，情绪

状态的唤醒度取决于欲求动机系统的激活强度。因此，创业激情作为一种与创业活动相关的特

殊情绪体验（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会受到个体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这两类重要的内部需要

的影响。Cardon等（2013）认为创业激情是指通过参与符合创业者身份认同的相关创业活动而

体验到的有意识的、可获得的、积极的、强烈的情绪，其包含积极情绪和身份认同两个关键要

素。其中，积极情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积极和强烈的情绪，而不是对环境中的偶然或

直接的触发作出反应，因此，创业激情是相对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Cardon等，2013）。此外，身

份认同是指个体在所从事的活动中发现意义，创业者身份认同体现为个体将社会对于创业者

的看法内化为自身的期望，比如，社会认为创业者具有冒险的偏好，因此，创业者自身就渐渐变

成希望承担高风险的人，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期望会影响个体对于创业者的意义界定（Murnieks
和Mosakowski，2007）。

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个体希望从创业中体验积极的成就感（De Clercq等，2013），并且他们

不断地寻求更大的价值创造以实现目标，因此他们能够将机会商业化这类富有价值的创业活

动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而充满激情。方卓和张秀娥（2016）指出较高的自我价值追求会激

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并且，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个体更愿意挑战自己，不断竞争，这促使其对于

追求创业机会这类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产生持续的积极情绪。此外，由于社会对于创业

成功人士有较高的评价，这种内在的期望定义了成为成功的创业者意味着什么，成就需要将促

使大学生将创业成功作为达成高成就目标并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Murnieks和 Mosakowski，
2007；张凯竣和雷家骕，2012）。因此，成就需要有助于提高创业身份认同感。

机会型创业包含大量的试错和探索新事物的过程以追求和实现新的机会（彭华涛和王敏，

2012）。由于学习导向反映了不断拓展现有知识集的倾向（VandeWalle等，1999），其促使个体为

了获取新的知识更愿意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以追求新机会，从而对创业活动保持强烈的且积

极的情感。此外，由于创业是持续学习的过程，学习导向促使个体渴望通过成为一名创业者从

而学习如何将机会商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对于创业者的身份具有更强的认同感。从创业激

情传染的角度，强学习导向即求知欲更强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人强烈的创业激情传染（Schoorman
等，2016）。而且，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在校园中能够通过多种学习途径如参加创业课程培训、

参与创业大赛等实践活动获取相应的创业知识，从而提升对创业的自信心，这将进一步增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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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激情（Krueger等，2000）。综上，我们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2a：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均对创业激情具有积极影响。

在高水平的学习导向下，强成就需要的个体除对创业成功具有强烈渴望外，同时具有更强

的学习积极性，这将进一步提升个体追求机会的持久性（De Clercq等，2013），这种强烈与持久

的情绪是创业激情的基础。根据自我调节学习理论，强学习导向的个体倾向于将新知识整合到

他们现有的知识中，从而提高他们实现理想的可能性（Vandewalle等，1999；De Clercq等，

2013）。因此，在高水平的学习导向下，大学生感知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从而强化成就需

要对创业激情的激发作用。而在低水平学习导向下，大学生对创业失败的担忧将削弱成就需要

对创业激情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高水平的成就需要下，大学生受到较高的理想目标驱动

可以更明确地了解自身不足与差距，致使学习的需求不容易被满足，有利于创业激情的持续

性，反之则不利于创业激情的持续迸发。此外，根据“峰终定律”，人们只会记得高峰时和结束时

的感觉，高成就需要的大学生更容易忘却学习的压力，只记得学习中的成就感。因此，在高水平

的成就需要下，学习导向将促使个体感受到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附加值，由此激发的创业激情

更为强烈。综上，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在提升创业激情方面具有交互效应，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对创业激情具有积极影响。

（三）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通过创业激情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

创业激情普遍被认为是有意识的、持续的、积极的和强烈的情绪体验，其有助于创业者更

好地认识自身的创业身份（Cardon等，2013；谢雅萍和陈小燕，2014）。如前所述，对于机会型创

业者的创业激情可能出于满足成就感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探索新领域的兴趣，或者两者

兼而有之。内部驱动力能够激发创业激情，而创业激情是形成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方卓和张

秀娥，2016；刘依冉和郝喜玲，2019）。Vallerand等（2010）认为激情是一种动机要素，可以解释个

体参与活动的意愿。创业激情体现了实现创业目标更高层次的承诺，包含对创业保持积极愉悦

的情绪以及对于创业者身份的高度认同感，这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解决创业相关问题的信心

和能力，进而提升创业意愿（方卓和张秀娥，2016）。学者们认为创业激情是不惧创业风险的勇

气来源，其源于快乐的体验和兴趣，这促使个体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向往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或

创建一个企业将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Cardon等，2013；张剑等，2017）。由于机会型创业不是由

于生存压力所迫的选择（Benz，2009；Van Der Zwan等，2016），而更多地来自对创业活动的兴趣

和热爱。因此，具有较高创业激情的个体将更加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创业目

标。并且，创业激情将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坚持完成创业活动所需的毅力，从而增加创业成功的

可能性，激发个体产生机会型创业意愿（Silvia，2013）。创业激情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积极情绪（Cardon
等，2013；张剑等，2017）。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往往是行为动机的激活剂，积极情绪会使个体更

早地接受潜在的商业机会。因此，具有高成就需要和强学习导向的大学生将在追求成就感和新

知识需求的驱动下形成创业激情，这使得他们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可见，创业激情是成就

需要、学习导向转化为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路径，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3：成就需要、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

（四）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之间的强化作用

创业激情作为一种情绪，其作用效果的发挥不可避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周雪和王庆

金，2019）。每年有超过50%的潜在创业者由于缺乏创业所需的资金而抛弃了他们的商业理念

（Farooq等，2018），尤其是对于社会资源更为稀缺的大学生，资金原因是其创业面对的主要困

难。Van Der Zwan等（2016）发现机会型创业行为往往建立在较好的经济基础之上。相似的，蔡

莉等（2008）也认为相比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需要更多的初始财务资金以及资金来源。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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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型创业者并非由于生计所迫，往往拥有明确的创业梦想，因此他们准备得更加充分，资金

也更加充裕。机会型创业大多都是针对崭新的市场或者新的商业渠道（蔡莉等，2008），获得资

金支持有助于获取更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以把握机会。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是个体尤其是大

学生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陈建安等，2019）。机会型创业活动涉及一定程度的风险与压力，这

是大学生放弃创业的重要原因，家庭成员的资金支持具有较强的可用性和低成本性，可以缓解

这些风险和压力（Farooq等，2018）。并且，家庭资金支持为大学生提供了重要创业资源，为机会

实现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促使具有创业激情的个体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倘若缺少家

庭资金支持将对有着饱满创业激情的个体从事机会型创业的主动性造成一定的打击（Schwarz
等，2009；Van Der Zwan等，2016）。此外，成为创业者是个体职业规划的重大决定，尤其对于大

学生而言，创业不单单是一种投资决定，而且是一种职业选择，父母及家庭成员的建议会对其

职业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家庭资金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成员对机会型创业的情感

支持，这将促使具有创业激情的大学生更愿意从事机会型创业活动。可见，家庭资金支持是创

业激情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的催化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4：家庭资金支持正向强化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即家庭资金支持水

平越高，将越增强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2015年，李克强在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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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认真扎实学习、掌握更多知识，也要

投身创新创业、提高实践能力。”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高校毕业生是祖

国建设的新生力量，是祖国的未来，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严重，受到疫情影响，使

得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大学生进行机会型创业不仅可以解决自身就业问题、创造社

会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同时能够探索新领域、开发新机会，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因此，探索如何激发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

且，学者提倡在个体发展的早期阶段研究创业意愿，如针对尚未开始职业生涯的大学生创业意

愿开展研究，这可以得到避免回顾性偏见（retrospective bias）的前瞻性观点（Carter等，2003）。此
外，在校大学生是相对同质的群体，能有效降低个体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有助于深入了解

创业意愿形成机理（Malebana，2017）。综上，本文以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进行实证数据搜集

以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为了尽可能减少地域、文化、教育带来的差异（朱锋和董晓晨，2013），
调查样本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四川、山东、内蒙古、吉林等多个省份

和直辖市，覆盖重点大学（“双一流”）、普通本科、专科等多个层次高校，涵盖管理学、经济学、工

学、理学、法学、文学、医学等多个学科。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

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因此本文并没有仅调研大四毕业生的相关数据，而是以所有年级的大学

生作为调查对象对机会型创业意愿进行研究。在进行正式调研之前，我们开展了预调研，以检

验各潜在变量量表的内部结构和信效度。选取了76名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吉林等地的大学生

作为预调研对象，根据调研结果和调查对象的反馈意见对问卷题项和结构进行完善和调整，预

调研样本不在正式调研的有效样本中。在此基础上，本团队在正式调研中共发放了450份问卷，

去掉填答不完整的23份问卷后，本研究最后得到307份有效问卷作为分析样本，有效问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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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68.22%。在307名大学生中，其中，性别与年龄上，54.07%为男性，女性占45.93%，平均年龄

为20.91岁。年级上，大学三年级以下占52.77%，大学三年级及以上占47.23%。专业上，工学占比

为39.41%，管理学占25.41%，其余专业占35.18%。

（二）指标选择和变量定义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量表，本文研究变量的量表均采用1—5级Likert量表，1表示“完全

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所采取的量表α系数均大于0.8，说明其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测量

题项如下：

1. 成就需要。借鉴相关研究和成熟的量表（Tang和Tang，2007），本文采取4个题项对成就

需要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我想要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我想要取得成就并获得别人

的认可”“我想要实现个人理想”“我想要领导和激励别人”。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78（大于0.80）。

2. 学习导向。借鉴现有研究对个体学习导向的测量（VandeWalle，1999；De Clercq等，

2013），本文采取3个题项对学习导向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我喜欢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以学习新知识”“我经常寻求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的机会”“我经常阅读资料（书籍、文章等）以

提升能力”。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56（大于0.80）。
3. 创业激情。借鉴Cardon等（2013）对创业激情的测量，本文采取4个题项对创业激情进行

测量。具体题项包括“创办一家企业让我很幸福”“创办一家企业让我精力充沛”“我热爱创办一

家新的企业”“寻求和解决未满足的市场需求，并将其商业化是非常令人愉快的”。量表的信度

系数Cronbach’s α为0.926（大于0.80）。
4. 家庭资金支持。借鉴现有研究对资金支持的测量（朱锋和董晓晨，2013；Van Der

Zwan等，2016），本文设计一个判断题项，询问调研对象：“如果您要从事创业活动，您的父母或

家人能否提供资金支持”并将其回答结果设置为虚拟变量，即“是”为1，“不是”为0，以便分析家

庭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

5. 机会型创业意愿。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和量表（李爱国等，2012；Angulo-Guerrero等，

2017），本文采取3个题项包括“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创业者”“我想要实现创办一家企业的

梦想”“我想创办一家企业把握商机”。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92（大于0.80）。
6. 控制变量。已有研究发现性别、年级、风险承担倾向、创业环境、创业教育会对创业意愿

产生影响（方卓和张秀娥，2016；Van Der Zwan等，2016；Angulo-Guerrero等，2017；Nowiński等，

2019），本研究对上述变量进行控制以消除其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借鉴相关测量题项

（Eeckhoudt等，2005），本文采取1个单选题对风险承担倾向进行测量，将选择“获利500万元，成

功概率为20%”“获利200万元，成功概率为50%”“获利125万元，成功概率为80%”的风险承担倾

向程度分别设置为3、2和1。借鉴Reynolds等（1999）与Angulo-Guerrero等（2017）的研究，本文采

取五个题项对创业环境进行度量。测量题项包括“政府对于创业提供很多优惠的税收政策”“企
业登记审批程序简化便捷”“政府为创业提供很多咨询服务”“当地规范创业活动的相关制度和

法规很完善”“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很快”。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886（大于0.80）。借鉴

已有创业教育的量表（Nowiński等，2019），本文设计了5个题项对其进行测量。具体题项包括

“大学提供创业相关培训和指导”“大学开设了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大学经常组织创业实践活

动或创业计划大赛”“大学有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如创客空间等”“大学也经常举办校友、企业

家演讲等有关创业方面的讲座”。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为0.915（大于0.80）。在专业度量

方面，将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归类为理工类，将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

等学科归类为人文社科类，将专业设置为虚拟变量，即“理工科”为1，“人文社科”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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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成就需要与创业激情（r=0.672，p<0.01）、机会型创业意愿（r=0.331，p<0.01）显
著正相关。学习导向与创业激情（r=0.690，p<0.01）、机会型创业意愿（r=0.369，p<0.01）也显著

正相关。此相关分析的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并且，家庭资金支持与机会型创

业意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r=0.052，p>0.05），这表明家庭资金支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

作用不显著，符合本研究对家庭资金支持调节作用的研究逻辑。另外，专业的区别只与性别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与其余研究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专业不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

形成机理产生显著的影响。此时，在分层回归的检验中，可不对这一变量进行控制（高洁等，

2018；王阳等，2018）。
 

表 1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专业 性别 年级
风险
偏好

创业
教育

创业
环境

成就
需要

学习
导向

创业
激情

资金
支持

创业
意愿

平均值 0.450 0.541 2.420 1.443 3.480 3.050 3.582 3.407 3.291 0.515 2.984
标准差 0.498 0.499 0.868 0.646 0.806 0.766 0.728 0.721 0.771 0.501 0.821
性别 0.281**

年级 0.053 −0.081
风险偏好 −0.052 0.126* 0.011
创业教育 −0.013 −0.088 −0.063 −0.071 （0.826）
创业环境 0.049 0.044 0.008 0.032 0.513** （0.787）
成就需要 −0.010 0.073 −0.116* −0.026 0.389** 0.340** （0.805）
学习导向 0.013 0.128* −0.144* 0.049 0.405** 0.390** 0.703** （0.814）
创业激情 0.061 0.163** −0.068 0.060 0.344** 0.381** 0.672** 0.690** （0.817）
资金支持 −0.066 0.086 −0.071 0.162** 0.072 0.092 0.139* 0.045 0.100
创业意愿 0.077 0.250** −0.062 0.108 0.144* 0.232** 0.331** 0.369** 0.606** 0.052 （0.860）
　　注：*p<0.05，** p<0.01（双尾检验），斜对角线带括号为AVE平方根值。
 
 

（二）回归分析

1. 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数据均来调查报告，可能有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通过对研

究涉及的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发现因子分析抽取的第一主成分只解释了

34.93%的方差变异，低于Hair等（1998）所建议的临界点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我们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变量的效度。我们将包括成就需

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创业环境、创业教育的六因子测量模型与五因子替

代模型（分别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的指标或题项看作拥有同一潜变量）进行对比。

然后，我们还对比分析六因子测量模型与一个单因子替代模型（将所有指标或题项看作拥有同

一个潜变量）。如表2所示，我们假设的六因子模型（χ2=647.858，df=237，p<0.01，卡方自由度比

χ2/df=2.734，TLI=0.915，CFI=0.927，RMSEA=0.075）比其他嵌套的五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拟

合数据都要好，具有良好的匹配数据。并且，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且显著（p<0.01）。
上述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中的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创

业环境、创业教育这6个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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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df TLI CFI RMSEA
六因子模型 647.858 237 2.734 0.915 0.927 0.075
五因子模型a 756.965 242 3.128 0.895 0.908 0.083
五因子模型b 928.191 242 3.836 0.861 0.878 0.096
五因子模型c 840.455 242 3.473 0.878 0.893 0.090
单因子模型d 2 987.453 252 11.855 0.466 0.513 0.188
　　注：a表示将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合并为潜在因子；b表示将成就需要和创业激情合并为潜在因子；
c表示将学习导向和创业激情合并为潜在因子；d表示将所有变量合并为一个变量。
 
 

3. 层次回归

本研究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模型，对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

用、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首先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

创业激情、家庭资金支持中心化，然后将中心化的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相乘构成乘积项，将中

心化的创业激情与家庭资金支持相乘构成乘积项。

借鉴交互作用检验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的检验流程（高洁等，2018；王阳等，2018），本文首

先检验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然后检验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最后检验家庭资金支

持的调节作用，构建分层回归模型的流程如下：（1）构建因变量（机会型创业意愿）对控制变量

（性别、年级、风险偏好、创业教育、创业环境）的回归模型；（2）构建因变量对控制变量、自变量

（成就需要、学习导向）、调节变量（家庭资金支持）以及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分析，自变量回归

系数显著，自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3）构建中介变量（创业激情）对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

变量、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分析，自变量与自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4）构建因变量对控

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交互项及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即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若此时自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则其交互作用完全通过中介变量起作

用）；（5）构建因变量对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交互项、中介变量及中介变量与调

节变量的乘积（创业激情与家庭资金支持）的回归模型，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即表明家庭资金

支持的调节效应显著）。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1）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的交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检验

如表3所示，方程2中成就需要（β=0.208，t=2.468，p<0.05）、学习导向（β=0.187，t=2.136，
p<0.05）、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交互（β=0.187，t=2.936，p<0.01）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成就需

要、学习导向两者在提升机会型创业意愿中具有互补效应，结果支持H1a和H1b。
（2）创业激情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3中成就需要（β=0.385，t=6.506，p<0.01）与学习导向（β=0.410，t=6.652，p<0.01）的回归

系数显著，说明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正向影响创业激情。其中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的交互对创

业激情的影响不显著（p>0.05）。结果支持H2a，但并不支持H2b。
方程4中创业激情（β=0.717，t=10.069，p<0.01）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学习导向与成就需要的

回归系数不显著（p>0.05），这表明创业激情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交互作用

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β=0.168，t=3.048，p<0.01），与方程3结论一致，学习导向与成就学习的相

互调节作用不是通过创业激情进而影响机会型创业意愿。结果表明创业激情在成就需要、学习

导向分别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结果支持H3。
为进一步分析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采用系数乘积法进行分析即 Bootstrap法。如表4所

示，使用Bootstrap抽样检验法进行中介作用研究，抽样次数为5 000次，结果显示：针对创业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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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学习导向、成就需要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成就需要（95% CI：0.152—
0.415）与学习导向（95% CI：0.173—0.433）的 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0，这进一步验证了创业激

情在具有中介作用即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通过影响创业激情作用于机会型创业意愿，而对于

两者的交互项 （95% CI：−0.045—0.095）的95%区间包括数字0，这也说明在成就需要与学习导

向交互对于机会型创业意愿影响中，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支持H3。

（3）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

如表3所示，方程5中创业激情与家庭

资金支持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
0.316，t=3.194，p<0.01），证明家庭资金支

持调节了创业激情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

与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

果支持H4。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家庭资金支持如何

调节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

如图2所示，在较高水平的家庭资金支持

下，创业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显

著（β=0.847，t=10.447，p<0.01），而在较低

表 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方程1校标：
机会型创业意愿

方程2校标：
机会型创业意愿

方程3校标：
创业激情

方程4校标：
机会型创业意愿

方程5校标：
机会型创业意愿

变量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常数 1.868** 6.663 0.955** 3.108 −0.042 −0.194 0.986** 3.709 1.025** 3.914
性别 0.388** 4.276 0.286** 3.263 0.120 1.944 0.200** 2.622 0.208** 2.766
年级 −0.038 −0.747 −0.001 −0.017 0.032 0.934 −0.024 −0.564 −0.017 −0.393
风险偏好 0.099 1.432 0.109 1.618 0.044 0.936 0.077 1.322 0.101 1.749
创业教育 0.076 1.172 −0.038 −0.581 0.007 0.152 −0.042 −0.761 −0.047 −0.849
创业环境 0.194** 2.844 0.139* 2.082 0.100* 2.133 0.067 1.153 0.076 1.320
成就需要 0.208* 2.468 0.385** 6.506 −0.069 −0.885 −0.05 −0.656
学习导向 0.187* 2.136 0.410** 6.652 −0.107 −1.320 −0.132 −1.637
资金支持 −0.048 −0.549 0.017 0.271 −0.060 −0.793 −0.059 −0.794
成就需要×
学习导向 0.187** 2.936 0.027 0.592 0.168** 3.048 0.138* 2.509

创业激情 0.717** 10.069 0.689** 9.741
创业激情×
资金支持 0.316** 3.194

R 2 0.123 0.225 0.565 0.423 0.442

F
F（5，301）=
8.408**

F（9，297） =
9.596**

F（9，297）=
42.784**

F （10，296）=
21.693**

F （11，295）=
21.262**

　　注：*p<0.05，**p<0.01。

表 4    间接效应分析

项 Effec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成就需要→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 0.276 0.067 0.152 0.415
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 0.294 0.066 0.173 0.433
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 0.019 0.035 −0.045 0.095

高水平 (+1 SD)

低水平 (−1 SD)

平均值

创业激情

机
会
型
创
业
意
愿

4.25

4.00

3.75

3.50

3.25

3.00
0 1

 
图 2    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

创业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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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相关系数为0.531（t=5.808，p<0.01）。
根据简单斜率的结果，高水平家庭资金支持和低水平家庭资金支持的相关系数都显著，确

保稳健性，本文采用SPSS Process 的Model 14 的Bootstrap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成就需

要与学习导向的调节中介效应的系数（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在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

0（BootLLCI与BootULCI之间），因此证明家庭资金支持对创业激情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结果支持H4。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分组 项 Effect Boot SE BootLLCI BootULCI
高分组

成就需要→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
0.326 7 0.078 9 0.181 4 0.492 5

低分组 0.204 0 0.066 3 0.094 2 0.355 7
中介效应差距 0.122 7 0.059 9 0.009 4 0.246 8
高分组

学习导向→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
0.343 9 0.078 9 0.198 9 0.503 3

低分组 0.214 7 0.065 7 0.107 1 0.367 0
中介效应差距 0.129 2 0.063 3 0.008 7 0.259 4
高分组

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创业激情→
机会型创业意愿

0.023 3 0.040 2 −0.048 9 0.112 4
低分组 0.014 5 0.027 0 −0.031 0 0.079 3
中介效应差距 0.008 7 0.015 7 −0.020 4 0.043 9
 
 

（三）稳健性检验

1. 结构方程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构建了结构方程对原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如图

3所示。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中，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分别为0.274和0.560
（z=3.007，p<0.01；z=5.767，p<0.01），说明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有正向影响；在创业

激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中，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929>0 （z=8.837，p<0.01），因而说明创业激

情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

路径中，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628，p>0.05；z=−1.491，p>0.05），因而说明创业激情在成就

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间为完全中介作用，与原检验方法的分析结果一致。
 
 

成就需要

学习导向

创业激情
机会型
创业意愿

0.274**

0.560**

0.929**

图 3    结构方程模型
 

此外，我们对家庭资金支持进行分组，分为高资金支持组（N=158），低资金支持组

（N=149）。在以创业激情为完全中介的基础上，为了更直观地检验资金支持的调节作用，构建

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的简单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高家庭资金支持组在创业激情与

机会型创业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49（z=10.176，p<0.01），而低家庭资金支持的组为

0.448（z=4.876，p<0.01），结论与原检验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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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不同时期的分组检验

由于不同时间阶段的样本之间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价值性（崔月慧

等，2018）。本文根据收集样本的时间顺序分为前期样本（N=56）和后期样本（N=251），从而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与原模型对比查看异质性，如表6所示。前期与后期样本及进行分组样本的显著

性水平基本一致，可以得到本文原采用的分层回归的相同结论。
 

表 6    按控制变量分组的结构方程

路径 不分组 前期 理工类 男 高年级
高风险
偏好

高教育
程度

高适宜度
创业环境

数量 307 56 138 166 145 110 167 199
成就需要→创业激情 0.274** 0.537** 0.377** 0.511** 0.329* 0.197 0.289* 0.445**

学习导向→创业激情 0.560** 0.447* 0.479** 0.368** 0.535** 0.625** 0.483** 0.419**

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
意愿

0.929** 2.096** 0.952** 0.992** 1.125** 0.967** 0.815** 1.007**

成就需要→机会型创业
意愿 −0.177 −0.902 0.029 0.098 −0.393* 0.003 −0.039 −0.318*

学习导向→机会型创业
意愿 −0.187 −0.688 −0.297 −0.449* −0.117 −0.383 −0.098 −0.109

路径 不分组 后期 社科类 女 低年级
低风险
偏好

低教育
程度

低适宜度
创业环境

数量 307 251 169 141 162 197 140 108
成就需要→创业激情 0.274** 0.201* 0.235* 0.081 0.241* 0.346** 0.292* 0.066
学习导向→创业激情 0.560** 0.611** 0.575** 0.650** 0.589** 0.500** 0.597** 0.750**

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
意愿

0.929** 0.878** 0.825** 0.696** 0.813** 0.953** 1.052** 1.034**

成就需要→机会型创业
意愿 −0.177 −0.166 −0.293 −0.373** −0.323 −0.320* −0.114 0.076

学习导向→机会型创业
意愿 −0.187 −0.143 −0.108 0.044 −0.301 −0.084 −0.464* −0.630*

　　注：*p<0.05，**p <0.01。
 
 

3. 基于控制变量的分组检验

本文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级、风险偏好、创业教育、创业环境。本文按照各控制变量的不

同水平进行分组从而构建如图3的结构方程进行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总体结论与原结论基本

一致。虽然在性别和创业环境适宜度进行分组对比，发现女性调查对象和处于低创业环境适宜

度水平下，创业激情来源主要来自于学习导向，但这些结论进一步证明本文的严谨性，即通过

控制变量从而保证模型的稳健性，同时也为未来学者对该模型的拓展提供思路。

4. 基于不同专业的分组检验

本文采取更为严格的结构方程进一步检验专业的影响。由于专业与性别有关，因此为排除

性别的影响，将性别及其相关变量风险偏好（表1所示）作为该结构方程的控制变量。如表6所
示，不同专业分组的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因此专业的差异并没有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

形成造成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数据分析显示，专业与性别有显著的

关系，因此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专业差异，当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后，专业差异的影响也在一

定程度上被控制，从而致使专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中国大学生填报

志愿具有盲目性与被动性，转专业的意愿占25%以上（丁沁南，2019），所学专业与理想专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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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专业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五、  研究结论、意义和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成就需要、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作用机

理，从而基于动机视角揭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1）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

（2）成就需要、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从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3）家庭资金支持

正向强化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即家庭资金支持水平越高，越能增强创业激

情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但是，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两者交互作用对创业激情的影响

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意识到大学生作为研究创业意愿的样本

虽具有同质性，可以避免个体差异的影响，但提出应该扩大国别揭示文化差异的影响（许昆鹏，

2017）。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学者指出除马斯洛需求层次结构对社会价值观

的影响外，不同性质的社会体制也会导致不同的价值观（Turkina和Thai，2015）。中国人的价值

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追求“平和”和“隐忍”，即积极情绪的波动相对较小（王登峰和崔红，

2008），因此当单一因素如成就需要或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产生显著影响后，两者的交互作用

产生的情绪波动过于细微，导致其对创业激情的影响不显著。所以未来将引入国外大学生的样

本，围绕上述变量关系对国内外大学生进行分组对比分析。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基于动机理论验证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

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这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创业意愿研究，弥补机会型创业意

愿形成机理研究的不足，激发更多学者关注大学生创业研究。Fayolle和Liñán （2014）呼吁未来

学者应该关注不同动机对创业意愿的作用。本文深入分析在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这两种不同

内部需要驱动的创业动机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从需求—动机视角推动了

创业意愿研究的深入发展。尽管一般性的创业意愿得到广泛的关注（Dumitru和Dumitru，
2018），然而针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的研究明显匮乏（李爱国，2014）。本研究以创

业激情为关键路径深入揭示成就需要与学习导向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从而打开大

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制的黑箱。理论界呼吁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更多的关注（Farooq等，

2018；陈建安等，2019），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现有大学生创业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Ismail等
（2015）的实证数据不支持成就需要影响创业意愿的假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其研究结果提供

了阐释，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数据样本为马来西亚单身母亲（生存型样本），而本文以大学生为

样本，表明成就需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第二，本研究发现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具有积极影响以及创业激情对大学生

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显著，这将有助于弥补创业激情前因作用研究的不足，并拓展创业激情

的作用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回应了张剑等（2017）对创业激情来源研究的呼吁以及Cardon等
（2013）提出的“人们需要有特定动机才会进行创业，那么创业激情对创业决定的作用又在哪

里？”的问题。基于“情绪来源于需要”的研究逻辑，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成就需要、学习导向

作为内部需要对创业激情的驱动作用，从而增进了对创业激情来源的认识，弥补相关研究的不

足。尽管已有研究指出创业激情对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Cardon等，2013），然而一些学者如

张剑等（2017）提出“创业激情的作用机制是否适用于中国情景”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更鲜有研
 

14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3期）



究探讨创业激情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的作用。本文验证了创业激情对于中国大学生

机会型创业意愿的积极影响，并基于内部需要—情绪—动机的逻辑将创业激情作为成就需要

和学习导向影响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键路径加以检验，这有助于丰富创业激情的作用研究，并

为未来学者探索创业激情与创业动机的关系提供启示。

第三，本文探讨并检验了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正向调节作用，从

而为大学生创业机会意愿的差异性提供了情境化的阐释。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受到内部因

素和外部情境的共同作用。朱锋和董晓晨（2013）指出缺乏资金支持是困扰机会型创业者的重

要因素。此外，张秀娥和王超（2019）认为需要探讨相关调节变量对成就需要与创业意愿关系的

影响。然而鲜有研究深入揭示资金支持在受内部需要驱动下的创业激情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

化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将外部情境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验证了家庭资金支持在创业激情与

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关系间的强化作用，从而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为大学生机会型创业

意愿形成机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机会型创业活动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进一步促进机会

型创业有助于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张玉利和谢巍，2018；周冬梅等，2020）。而机会

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正是个体开启机遇之门，提升我国创业活动质量的关键前提。相比发达国家

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20%—30%），我国高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率较低（2.86%）（方卓和

张秀娥，2016）。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机会型创业意愿对我国提高创业质量、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基于现实需求，本文从动机视角深入探索机会型创业意愿形成机理，研

究结论表明成就需要、学习导向有助于点燃创业激情，进而激发大学生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

其中家庭资金支持对创业激情作用的发挥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研究结论的管理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校、政府相关机构可以从性格塑造、兴

趣吸引、因需培育三个角度促进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具体地，从性格塑造角度，鼓励

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并激发他们持续学习的热情，通过激发大学生的内在需要，从根本

上促进其形成机会型创业意愿；从兴趣吸引角度，加大对创业成功案例与创业者价值实现和成

长相关主题的宣传力度，吸引具有高成就需要或强学习导向的个体尤其是大学生关注创业，使

其意识到创业活动对国家发展和自身成长的作用，进而提升其机会型创业意愿；从因需培养角

度，需要结合大学生不同内部需要实施创业教育，从而激发其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

第二，高校和创业教育工作者可以将大学生创业激情作为检验创业教育是否与大学生的

内部需要相匹配的指标，并从动机角度对创业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有效设计，以激发大学生创

业激情。本文研究表明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通过提升创业激情从而促进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

成。相比个体的内部需要和意愿，情绪的变化更容易被察觉。因此，创业激情作为个体内在需要

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的“风向标”，可以被用于检验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适用性并对其进行及

时的调整。另外，在创业教育内容和方式设计方面，可以从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两个角度激发

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如在创业课程中选取知名企业家通过创业获得巨大成就的历程和企业家

从创业失败中汲取经验从而获得成功的故事作为教学案例。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快创业文化建设，厚植大众创业文化氛围，使得具有创业激情

的个体尤其是大学生能够得到家庭的资金支持，也可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具有创业激情的大

学生提供创业奖励金计划等。本研究表明家庭资金支持是创业激情向机会型创业意愿转化的

“催化剂”，而家庭资金支持缺失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来源于创业文化的缺失，因此，为了推动机

会型创业，需要重视创业文化培育，并引导相关部门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可获取的多元化融资渠

道，引导适当降低社会创业资金支持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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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一，Brunner
（1956）认为个体内部动机的来源包含求成欲、求知欲与个体间互惠的内驱力，本研究仅探寻了

成就需要、学习导向这两种重要的内部需要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未来研究将进一步

探索互惠动机对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第二，有学者如Cardon等（2013）认为创业激情来源于

热爱产生的兴趣，本文仅从内部需要角度分析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对创业激情的前因作用。在

心理学中，兴趣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情绪，也被认为是一种动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兴

趣与创业激情、机会型创业意愿间的联系，拓展对创业激情概念本质的研究。第三，本文仅采取

截面数据分析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难以检验这些大学生在毕业后是否真正从事机会

型创业活动以及他们的创业成功率。未来研究可以采取跟踪式调研进一步探索成就需要和学

习导向对这些大学生是否采取机会型创业活动及创业成功率的动态影响机理。第四，本文以大

学生为样本，并控制性别、年级、风险偏好、创业教育、创业环境影响的情况下，从动机视角探讨

成就需要和学习导向、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系。未来学者可以在此模型的基础上，

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其他类型的群体，探讨性别、创业环境、风险偏好等因素对上述变量关系的

影响。例如：探索性别差异对成就需要、学习导向与创业激情关系的影响；结合创业环境的差异

分析成就需要、创业激情与机会型创业意愿的关系；讨论风险偏好对成就需要、创业激情与机

会型创业意愿关系的影响等。第五，国内外大学生创业意愿研究较少关注专业差异的影响，本

文虽然对专业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实证检验但缺乏深入的探讨，未来研究可以对此展开进一步

的探索。例如：探索专业对生存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结合性别与专业进行创业意愿研究；结合所

学专业以及理想专业进行创业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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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pportunity serves as the cor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is
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o pursue new opportunities for new value creation. The opportun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technological content and innovation componen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low, so more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knowledge level and passion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innovative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re is a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to  enhance  their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The  specific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he sourc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s relatively rare. Given this, our study integrates Woodworth’s motivation theory,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and the motivation differentiation theory, constructing a model of “internal
needs-emotion-motivatio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needs, including achievement
needs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inancial support, and forming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model.

The research uses the validated scales to obtain variables, and chooses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collecting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Before the formal survey, 76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 variables and structure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improved and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and the feedback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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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amples. Finally, 307 useable samples were obtained through formal investigation, and
empirical tests were carried out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y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was tested b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etho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learning orient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2）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y enhancing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3） Family financial support positively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at is, the more family financial
support,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on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su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inancial support.

Our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ly, taking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s the
key pat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perspective. Second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t
proves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in the formation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antecedents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Thirdly,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internal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external situational factors to explore the strengthening role of family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refore, it
also provides a situational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 words: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need for achievement; learning orientation;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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