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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创业意向作为创业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焦点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创业自我效能

感是影响创业意向的重要因素ꎮ 目前ꎬ创业自我效能感相关理论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ꎮ 本研究在回顾相关理论的

基础上ꎬ以 ２４４ 名创业者为实证研究对象ꎬ探讨了创业学习、社会网络、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关系ꎮ 研究

结果表明ꎬ包括经验学习、实践学习和认知学习在内的创业学习构念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创业自我

效能感在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ꎬ而社会网络在创业学习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过程中发挥正

向调节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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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面临择业选择时ꎬ为什么一部分人甘愿成为工

薪阶层受雇于人? 而另一部分人却对创办企业并实

现自我雇佣充满热情ꎬ即使多次创业失败也初心不

改? 创业意向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受到了政府、企
业、学者以及创业者的广泛关注ꎬ已经成为创业研究

的基本命题之一ꎬ与此同时ꎬ探索创业意向的影响机

制则成为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必然要求ꎮ Ｃｈｅｎ
等(１９９８)在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做出了里

程碑式的贡献ꎬ他们将自我效能感理论与创业过程

理论相结合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概念ꎬ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证明了创业自我效能

感对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１]ꎮ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创

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ꎬ创业

者的正式学习认知、创业经验和风险倾向会影响创

业自我效能感的观点被普遍接受ꎮ 另一方面ꎬ吴晓

波、张超群和王莹(２０１４)在以高校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研究社会网络、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关

系时ꎬ发现社会网络与创业自我效能感联系紧

密[２]ꎮ

虽然越来越多的创业学者开始重视创业自我效

能感ꎬ并将其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相结合ꎮ 但该领域

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ꎬ这是因为创业自我效能感一

直受到创业者特质论的束缚ꎮ 特质论观点持有者认

为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风险承担性、自信心和容忍

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ꎬ具备高风险承担性、高自信

心和高容忍度的人更适合创业ꎬ不具备这些特质的

人则不适合进行创业活动[３]ꎮ 现阶段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研究便是从特质论的静态角度去回答创业问

题ꎬ而结合创业活动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研究需要

进一步开展ꎮ 创业学习研究者提出了创业学习的目

的在于获取创业知识来提高创业能力这一观点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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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质论的观点形成了突破ꎮ 与创业学习理论相

似ꎬ创业意向研究也关注创业者对自身能力的感知ꎬ
以及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ꎮ 在以

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本研究通过梳理和探索创业

学习、社会网络、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之间的

关系来深化对个体是否会主动创业这一问题的

认知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学习

创业学习理论一直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ꎬ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不少研究突破ꎮ
创业学习是一个集了解、行动、理解为一体的过程ꎬ
与创业者识别和开发机会并创办新企业的行为密切

相关[４]ꎮ 目前学者对于创业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创业学习自身的过程、创业学习模型的构建、创业

学习对创业过程的影响、创业学习的维度与测量这

四个方面ꎮ
创业学习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创业学习的概念及

过程ꎬ创业学习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ꎬ在这个过程

中创业者不断获取知识和技能ꎮ 质性研究成果进一

步说明创业者创业所需要的知识来源于自身的直接

经验ꎬ创业学习过程理论主要侧重于创业者的经验

总结ꎮ
在确定创业学习的初步概念之后ꎬ创业学习研

究的焦点集中在探索创业学习的运行机制ꎬ其中最

为经典的是 Ｒａｅ 和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 (２００１)的创业学习模

型ꎬ该模型是在对 １３ 名创业者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抽

象而成的ꎬ本研究将其抽象绘制如图 １ 所示ꎮ Ｒｅａ
和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１)认为ꎬ创业者进行创业学习的过

程也是创业能力增加的过程[４]ꎬ这一过程需要整合

个体理论、知性理论和关系能力ꎬ并且需要主动学

习ꎬ以此来提高创业者的自信ꎮ 创业者自信的提高

会改变其价值和动机ꎬ从而设定并实现雄伟目标ꎻ实
现目标所带来的成就又会促进创业者信心的增加ꎬ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ꎮ

在创业学习的内部运行机制清晰之后ꎬ创业学

习对创业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成为研究的焦

点ꎮ 与创业机会的联系中ꎬＬｕｍｐｋｉｎ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５)采用实证方法证明创业学习能显著促进创

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５]ꎮ 在创业能力领域ꎬ谢雅萍

图 １　 Ｒａｅ 和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１)的创业学习模型

(２０１４)等国内学者则在关注创业学习与创业能力

的关系的基础上ꎬ使用实证方法将社会网络、企业绩

效等因素考虑进来[６]ꎮ
随着创业学习研究的深入ꎬ创业学习的概念也

在不断发展ꎬ维度与测量逐渐成为研究热点ꎮ 中国

学者对于创业学习维度划分的贡献较大ꎬ陈文婷和

李新春将创业学习与组织学习相联系ꎬ结合创业学

习理论和公司战略理论将企业层面的创业学习分为

创新思考、外部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经验反思和战

略试验五个维度[７]ꎮ 创业者层面ꎬ单标安等学者

(２０１４)在总结之前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将创业学

习分为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维度[３]ꎬ
这三维度不仅全面涵盖了创业学习的方式和内容ꎬ
而且在实际测量中也具有很强的区分性ꎬ获得了广

泛认可ꎮ
(二) 创业学习与创业自我效能感

创业自我效能感理论的基础是自我效能感理

论ꎬ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７７)首先从心理学角度提出自我效能

感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

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的自信程度[８]ꎮ 他在案

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自我效能感应与具体领域紧密

相关ꎬ其源于直接经验、替代学习、社会环境劝导和

身心状态四个方面ꎮ 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则是由

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ｅ 和 Ｃｒｉｃｋ(１９９８)结合创业过程理论首

先提出的ꎬ他们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创业者对

自身能够胜任不同创业角色和任务的信念ꎬ具体可

以分为创新、营销、管理、风险承担、财务控制五个维

度[１]ꎮ 该研究为创业自我效能理论的丰富提供了

基础ꎬ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创业理

论对创业自我效能理论进行了维度的调整和充实ꎮ
在创业自我效能理论发展过程中ꎬＮｏｂｌｅ 等(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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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纳机会识别是创业研究核心问题的基础上ꎬ将
机会识别加入到创业自我效能维度之中[９]ꎬ这一研

究成果对创业自我效能概念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大

意义ꎮ
创业学习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ꎬＭｉｎｎｉｔｉ 和

Ｂｙｇｒａｖｅ(２００１)的文献研究中有所提及ꎬ他们认为创

业者不仅要为了总结成功的经验而进行学习ꎬ而且

还必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ꎬ并且把创业学习定义为

能够增强创业者自信心并提升其知识集合的行为过

程[１０]ꎬ该研究支持了创业学习能提高创业者自我效

能感这一观点ꎮ 从自我效能感基础理论来看ꎬＢａｎ￣
ｄｕｒａ(１９７７)提出自我效能感四个来源中有直接经验

和替代学习ꎬ而直接经验和替代学习都属于创业学

习的内容[８]ꎮ 支持创业学习促进创业自我效能感

的质性研究中ꎬＲａｅ 和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１)的创业学习模

型占有重要地位ꎬ正是该模型指出个体理论与主动

学习能提高创业者的自信[４]ꎮ 对于该模型的解释ꎬ
倪宁和王重鸣 ( ２００５) 认为自尊和自信是 Ｒａｅ 和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 的创业学习模型核心概念ꎬ创业学习的任

务是探究创业自我效能的形成与发展[１１]ꎮ 基于以

上分析ꎬ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Ｈ１:创业学习对创业自我效能具有正向影响ꎮ
(三)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

创业意向不仅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动

力来源ꎬ也是一个国家创新力的重要标志ꎮ 现有的

创业意向概念研究已较为成熟ꎬ它是指创业者追求

某一目标ꎬ而投入大量注意力、精力和行动的一种心

理状态ꎮ 创业意向是导致创业行为产生的关键因

素ꎬ潜在创业者只有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创业意向才

能真正从事创业活动ꎮ 在相似的外部环境下ꎬ拥有

较高创业自我效能的人会重点关注周围的创业机

会ꎬ而有较低创业自我效能的人会主要关注创业过

程的风险[９]ꎮ 正是由于拥有较高创业自我效能的

人对创业的结果有着较高的绩效期望和较低的风险

期望ꎬ所以他们更容易为了创业而投入大量的资源ꎬ
也就是创业自我效能感会对创业意向有正向影响ꎬ
所以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

响ꎮ
(四)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于晓宇(２０１１)的实证研究表明ꎬ在考虑到创业

者自身特点等内部因素之后ꎬ创业学习对创业意向

影响的直接效应往往比较弱[１３]ꎮ 这一统计现象背

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创业者的创业学习活动是通过影

响与创业者相关的内在因素ꎬ进而来实现对创业者

创业意向的影响ꎮ 这种现象与 Ｒａｅ 和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
(２００１)的创业学习模型中“主动学习－信心－价值与

动机”的路径是一致的ꎮ 具体来说ꎬ创业者的学习

行为在使得自身心理状态发生变化后ꎬ才能使得创

业者的动机也就是创业意向发生改变ꎬ而与创业学

习和创业意向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的创业者心理状

态就是创业自我效能ꎮ 因此ꎬ创业学习作为创业者

的一种自身行为ꎬ通过影响创业自我效能这一创业

者心理状态来实现对创业意向的影响ꎬ符合徐二明

和谢广营中介中心度(２０１６)的边界条件[１４]ꎮ 结合

以上分析ꎬ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之

间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ꎮ
(五) 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

社会网络是指个体成员通过与团队成员交往和

互动建立的稳定关系ꎮ 社会学家在社会网络研究领

域成果的不断丰富引起了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关

注ꎬ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取得了较为广泛的认

可ꎬ经过管理学研究者对社会网络概念的研究ꎬ现阶

段社会网络被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强度、网络异质性

和网络信任四个维度[６]ꎮ 在社会网络与创业学习的

联系方面ꎬ陈莉平和万迪昉(２００６)将社会网络区分为

强连接和弱连接ꎬ在此基础上发现创业者总是优先向

与其具有深厚感情的经营者寻求技术、市场以及经营

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１５]ꎮ 实证研究说明创

业学习的效果会受到社会网络强度的影响ꎬ在不同的

社会网络强度条件下ꎬ创业学习的效果也会有所不

同ꎬ这些研究成果支持了社会网络正向调节创业学习

影响创业自我效能的过程[１５][１６]ꎮ 吴晓波、张超群和

王莹(２０１４)以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索了社会网

络、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关系ꎮ 他们的研究

表明社会网络会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ꎬ但各维

度直接影响作用的显著性不强[２]ꎬ也为社会网络在本

研究模型中作为调节变量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结合以

上分析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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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社会网络在创业学习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

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的作用ꎮ

图 ２　 本文研究的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济南、青岛、上海三地的

创业者ꎬ主要分布在济南市留学人员创业园、济南市

历下区山东财经大学创业园、山东青年创业孵化园、
青岛市黄岛区大学生网上创业园、青岛市博士创业

园、上海市徐家汇青年创业孵化园区、上海市张江创

业园等地ꎬ研究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７ 岁到 ４０ 岁

之间ꎮ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ꎬ
共发放问卷 ３００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２４４ 份ꎬ有效回收

率为 ８１.３３％ꎮ
(二)研究工具

问卷的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创业学习、社会网

络、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五个部分ꎮ
个人信息方面ꎬ参照范巍和王重鸣(２００４)对创

业自我效能感中介作用的研究ꎬ采用了其中的性别、
年龄、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１２]ꎮ
创业学习方面ꎬ本研究采用了单标安、蔡莉、鲁

喜凤和刘钊(２０１４)的量表ꎬ该量表是在借鉴 Ｌｕｍｐ￣
ｋｉｎ 和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２００５)的量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

具体语境编写的成熟量表ꎬ区分了经验学习、认知学

习和实践学习三个维度[３]ꎬ共 １２ 道题目ꎮ
创业自我效能感方面ꎬ采用汤明(２００９)借鉴国

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量表ꎬ该量表有创新效能、承
担风险、识别机会、关系协调和组织承诺五个维

度[１７]ꎬ共 ２２ 道题目ꎮ
创业意向则是采用 Ｊｕｎｇ、Ｅｈｒｌｉｃｈ 和 Ｄｅ Ｎｏｂｌｅ

(２００１)的成熟量表ꎬ该量表共 ６ 道题目ꎮ 至于社会

网络的测量ꎬ本研究采用了谢雅萍和黄美娇(２０１４)
在 Ｐａｒｋ 和 Ｌｕｏ(２００１)的量表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

国语境的成熟量表ꎬ该量表区分了网络规模、网络强

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信任四个维度[６]ꎬ共 １３ 道题

目ꎮ 本调查除了个人背景资料外ꎬ其他数据都是采

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记分ꎮ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的量表都是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的

量表ꎬ这些量表不仅在国外经过检验ꎬ也在我国情境

下得到检验和完善ꎬ在变量定义和测量上有效并且

可信ꎮ 创业学习量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创业意向

量表和社会网络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８５、０.９１７、０.８９２、０.８７０ꎬ都大于管理学中常用的 ０.７
的标准ꎬ问卷的信度良好ꎮ 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ꎬ三个量表中各题项的因

子负载在 ０.５５ 到 ０.９５ꎬ各量表的区分效度较好ꎮ 为

了保证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ꎬ本研究选取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ＮＦＩ、ＩＦＩ、ＣＦＩ 和 ＴＬＴ 作为评价标准ꎮ 如表 １
所示ꎬχ２ / ｄｆ 小于 ２ꎬＲＭＳＥＡ 小于标准的 ０.０８ꎬＮＦＩ、
ＩＦＩ、ＣＦＩ 和 ＴＬＴ 都大于 ０.９ 的最低标准值ꎬ模型与数

据拟合程度良好ꎮ
创业学习、社会网络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量表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ＴＬＴ

创业学习 １.４１０ ０.０６２ ０.９１２ ０.９２７ ０.９７７ ０.９３２

社会网络 １.６２０ ０.０７２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８ ０.９６４ ０.９２２

创业自我效能感 １.７０３ ０.０７９ ０.９４８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５ ０.９０４

　 　 (二)相关分析

由表 ２ 可知ꎬ创业学习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年

龄、性别、工作经验和文化程度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

系ꎬ这表明创业学习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不同年龄、
性别、工作经验、文化程度的群体中差异不大ꎮ 而社

会网络和创业意向都和年龄以及工作经验有关ꎬ具
体而言ꎬ随着年龄和工作经验的增加ꎬ社会网络会逐

渐加强和丰富ꎬ而创业意向则会稍微降低ꎮ
(三)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ꎮ 首

先ꎬ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因变量ꎬ依次引入控制变

量、自变量(创业学习)来检验 Ｈ１ꎮ 在此基础上添

加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创业学习∗社会网

络)来检验 Ｈ４ꎮ 然后ꎬ将创业意向作为因变量ꎬ依
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创业学习)、中介变量(创
业自我效能感)来检验 Ｈ２ 和 Ｈ３ꎮ 变量间层次回归

结果在表 ３ 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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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研究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年龄 性别 工作经验 文化程度 Ｘ Ｓ Ｅ Ｙ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１ ３３.７２ ６.５２
性别 ０.０６１ １ １.４４ ０.４９

工作经验 ０.９８３∗∗ ０.０６１ １ １１.３２ ６.６７
文化程度 －０.１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１４９∗ １ ２.９５ ０.７１

创业学习(Ｘ)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２ １ ３.７５ ０.７５
社会网络(Ｓ) ０.６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７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２８３∗ １ ３.９２ ０.８２

创业自我效能感(Ｅ)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１ ０.８６３∗∗ ０.２３７∗ １ ３.６９ ０.８５
创业意向(Ｙ)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８ －０.２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６２６∗∗ ０.６３８∗∗ ０.７４４∗∗ １ ４.０２ ０.８７

　 注:∗∗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ꎻ ∗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ꎮ

　 表 ３ 变量间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 创业意向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３６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７ ０.２０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８
性别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７ －０.３６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９

工作经验 －０.４３３ －０.０２４ －０.３６８ －０.４０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７
文化程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３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９
自变量

创业学习 ０.８６２∗∗ －０.１８８∗ ０.６２４∗∗ －０.０１９
调节变量

社会网络 ０.３３１∗ ０.６０５∗∗

交互项

创业学习∗社会网络 ０.９０２∗∗

中介变量

创业自我效能感 ０.７４６∗∗

Ｒ２ ０.０２１ ０.７５４ ０.９８５ ０.０６０ ０.４４４ ０.５８１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５ ０.７４９ ０.９７７ ０.０４５ ０.４３３ ０.５７１

Ｆ １.３００ １４６.０１０ ３７２.１０２ ３.８４６ ３８.０７７ ５４.８００

　 注:∗∗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ꎻ ∗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

显著ꎮ

从表 ３ 可知ꎬ在年龄、性别、工作经验和文化程

度作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ꎬ创业学习对创业自我效

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Ｍ２ꎬβ ＝ ０.８６２ꎬｐ<０.０１)ꎬ
支持了 Ｈ１ꎮ 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

交互项(创业学习∗社会网络)ꎬ发现交互项系数显

著(Ｍ３ꎬβ＝ ０.９０２ꎬｐ<０.０１)ꎬＨ４ 得到验证ꎮ 为进一步

验证社会网络对创业学习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调

节作用的方向以及深层次影响ꎬ本研究以调节变量

的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为社会网络高分组ꎬ均值减一

个标准差为社会网络低分组ꎬ并进行作图ꎮ 高分组

斜率明显高于低分组ꎬ且斜率为正ꎬ说明了社会网络

增强了创业学习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正向作用ꎬ进
一步验证了 Ｈ４ꎮ

接下来ꎬ将创业意向作为因变量ꎬ加入控制变量

后再添加创业学习ꎬ然后添加创业自我效能感ꎬ发现

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Ｍ６ꎬβ ＝ ０.

图 ３　 社会网络调节作用示意图

７４６ꎬｐ<０.０１)ꎬＨ２ 得到支持ꎮ 在加入中介变量创业

自我效能感之后ꎬ创业学习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系数

从显著(Ｍ５ꎬβ＝ ０.６２４ꎬｐ<０.０１)下降为不显著(Ｍ６ꎬβ
＝－０.０１９ꎬｐ>０.０５)ꎬ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

(Ｍ６ꎬβ＝ ０.７４６ꎬｐ<０.０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ꎬ说明

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学习与创业意向的关系中起

到完全中介作用ꎬＨ３ 得到支持ꎮ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先证实了创业学习是对创业过程有显

著影响的变量ꎬ创业学习能显著提高创业者的创业

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ꎮ 这说明ꎬ创业学习会提高

创业者对自身创新效能、承担风险、识别机会、关系

协调和组织承诺的信心ꎬ并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创业

意向ꎮ 其次ꎬ证实了社会网络在创业学习影响创业

自我效能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ꎮ 再次ꎬ本文通过实

证方法证明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学习与创业意

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ꎬ这一结果揭示了创业

学习与创业意向之间的黑箱ꎬ表明创业学习能通过

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意向ꎮ 部

分学者从创业教育的角度去解读创业意愿的来源与

本研究从创业学习构念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有相似

的结论ꎮ
本文在实践层面进一步说明了创业学习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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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对于整个创业过程的重要作用ꎬ证明了创业学

习能显著提高创业者信心和创业意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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