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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创业自我效能为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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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之关系，以43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

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创业意向量表来检视大学生社会支持、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以及创业自我效能在社

会支持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社会支持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预测力；（2）社会支持对创业

自我效能有显著正向预测力；（3）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预测力；（4）创业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创业意

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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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创业不但有利于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

减少就业压力以及缓解大学生毕业群体严峻的就业形势，

还能有提升经济增长、促进技术革新和科技成果转变[1]。做

好创业的研究，对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增进社会经济

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Hobfoll通过心理资源理论来说明，社会支持可以帮助

个人赢得事业上的进展和成功[2]。Krueger指出在进行创业

之前一定要先拥有创业意向，只有具备潜在创业意向的创

业者才可能真正从事创业行为，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影响

因素就是创业自我效能[3]。Kickul等人强调，学生的自信程

度和对于创业的观念能够提高学生对于创业的思考以及可

行性[4]。还有研究在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在不同变量对创业

意向的中介作用[5][6]，但很少有创业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

创业意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探讨创业自我效能、社

会支持、创业意向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创业自我效能

在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是否有中介作用。

2　文献综述

Forbes认为，个体寻找并获得外界帮助的时候，可以增加

个体自身创业的信念以及自信，随后付诸实施创业活动[7]。因

此本研究提出H1：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创业自我效能有显著

正向预测力。Zhao等人的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创业自我效

能越强，对自身创立公司的信心就越高，在未来进行创业

活动的概率就越大[5]；Kickul等指出，学生如果具备较高自

我效能，他们就越能够坚信自身可以成功创业[4]。据此，本

研究提出H2：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

预测力。Lüthje和Franke认为无论是来自学校、家庭还是

社会的影响，阻碍创业的环境会降低个体的创业意向，而

支持创业的环境将会对个体的创业意向起促进作用[8]。因此

本研究提出H3：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向预

测力。

Yang等人研究了社会网络、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向之

间的关系，创业自我效能在其中充当中介变量，并发现情

感支持性的强联系和创业自我效能可以增强创业意向[6]。据

此，本研究提出H4：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创

业意向之间有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海南某高校大学生，采用立意抽样法进行样

本抽取。本研究调查问卷共发放450份，收回问卷450份，

其中有效问卷435份，有效回收率为96.6％。

3.2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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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对样本进行分析的量表工具有：创业自我效能

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创业意向量表，说明如下：

3.2.1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采用严标宾与郑雪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9]，

该量表包含3个维度，共有12题，采用五点计分法，从“1

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05，累积总解释变异量为69.916%，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

3.2.2创业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采用牛雪梅编制的创业自我效能量表[10]，该量

表包含4个维度，共有16题，采用五点计分法，从“1完

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29，累积总解释变异量为67.459%，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

3.2.3创业意向量表

本研究采用Liñán和Chen创业意向量表[11]，该量表为

单一维度，共6题，采用五点计分法，从“1完全不同意”

到“5 完全同意”，分值越高，创业意向越强。该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9，解释变异量为

71.38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2.4资料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Statistics 22.0统计软件对所收集资

料进行分析处理，使用描述性统计、Person积差相关分析

以及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4　结果分析

4.1研究对象描述统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共发放450份， 收回问卷450份，其

中有效问卷435份，有效回收率为96.6％。其中性别：男

生人数为154（35.4%），女生人数为281（64.6%）；是否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102人（23.4%），非独生子女占333

（76.6%）；专业：人文类103人（23.7%），理工类52人

（12.0%），艺术类29人（6.7%），体育类82人（18.9%），

旅馆类75人（17.2%），商学类43人（9.9%），外语类51人

（11.7%）。

4.2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从表1中可得各变量平均数和标准差为：社会支持

（M=3.643，SD=0.618），创业自我效能（M=3.420

，SD=0.598），创业意向（M=3.171，SD=0.788），因为

三个量表均为5点量表，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各变量在现

况的表现均属于中上水平。本研究中的所有变量之间均

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创业自我效能达到显著的

正相关（r=0.473，p＜0.01）；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达

到显著的正相关（r=0.298，p＜0.01）；创业自我效能

与创业意向达到显著的正相关（r=0.639，p＜0.01），

各变量相关系数介于0.298—0.639之间，因此没有共线

性的问题。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摘要表

变量 M SD
社会  
支持

创业自 
我效能

创业
意向

社会支持
创业自我
效能

创业意向

3.643
3.420
3.171

0.618
0.545
0.788

1
0.473**

0.298**

1
0.639** 1

注：**p<0.01

4.3回归分析

由表2的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整体F考验与标准化回归系

数的p值均小于0.001，验证研究假设H1、H2、H3。

4.4创业自我效能中介作用分析

如表2所示，社会支持对创业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解释

力（β=0.473, p＜0.001），社会支持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

的解释力（β=0.298, p＜0.001），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

向具有显著的解释力（β=0.639, p＜0.001），然而同时考

虑社会支持与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之解释力时，社会

支持的解释力不显著（β=-0.005, p=0.909），而创业自我

效能仍然显著（β=0.641, p＜0.001）。根据Baron和Kenny

之判断标准，中介效果成立，创业自我效能完全中介了社

会支持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以Sobel test来复检创业

自我效能对社会支持和创业意向的中介效果：分析结果显

示，中介效果达到显著（z=9.049, p=0.000），显示社会支

持透后过创业自我效能进而影响创业意向，验证研究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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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介效果回归分析摘要表

变量
创业自我
效能

创业意向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社会支持 0.473*** 0.298*** -0.005

创业自我
效能

0.639*** 0.641***

R2 0.224 0.089 0.408 0.408

Adj R2 0.222 0.087 0.407 0.406

F 124.696*** 42.344*** 298.902*** 149.117***

注：***p<0.001

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支持正向显著预测创业自我效能；创业自我效能正

向显著预测创业意向；社会支持正向显著预测创业意向；

创业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

用，表明大学生关键是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来影响创业意

向，证明了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促成主要是因为透过创业自

我效能这个关键要素。

5.2建议

学校应多开展多项创业竞赛活动以及增加创业实训课

程，在此过程中让大学生能够找到和发现自己的创业特长

和方向。政府、学校、企业要加强合作，提供更多的创业

实践机会和条件给大学生，在创业讯息、培训和资金方面

给予大学生更好的保障和服务。学校应积极邀请校友与社

会上的创业成功人士到校交流互动，通过座谈会分享其创

业心得以及创业团队的管理经验。创办多种创业型的学生

社团，可以加强学生的人际沟通，还能培养和激发学生的

协调与管理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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