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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实证研究*

毛 霞

(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随着国家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社会迫切需要具备创业素质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因此,各高校需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创

业素质和创新精神。本文对重庆市具有代表性的6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研,运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大

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结构方程理论模型,运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创业能力对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影

响最大,创业意识其次,创业知识对大学生的创业影响相对较小。文章基于研究结果给出对策建议:1)加强实践,积累经

验,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2)营造创业氛围,激发学生创业意识;3)优化创业素质课程设置,加强创业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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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

创业新机制。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1]社会迫切

需要具备创业素质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因此,各高校需大力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和创新精神。本文对重庆市

具有代表性的6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研,运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结构方

程理论模型,并运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研究后给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的对策建议。

表1 信度分析表

Cronbach'sα
(克朗巴哈系数)

基于标准化项目的

克朗巴哈系数
项目数

0.860 0.858 15

1样本数据

选取重庆市具有代表性的6所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别为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城市管理学院。通过问卷调研的方法对大学生个人创业素质进行研究[2-5]。问卷共设置

15个问题,包括:机遇把握能力、社交能力、领导力、决策力、抗压能力、耐力、创业教育、家庭环境、创业氛围、创业

流程、专业背景、创新意识、创业意愿、创业态度、规划能力。采用5分制打分,1表示程度最强,5表示程度最弱。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0份,问卷回收率为100%。本研究以SPSS16.0和AMOS17.0
进行资料分析。

2结构方程模型

2.1Cranbach’sα信度分析

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Cranbach’s-α信度分析表,
如表1所示。

由表1中的数据知,Cronbach’sα值为0.860,由此可知,本文的

模型可靠,可进行下一步的实证研究。

2.2检验统计量和Bartlett球度检验

检验统计量又称KMO,一般情况下,KMO的检验值越接近1,说明样本数充分大;Bartlett球度检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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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的结果

KMO衡量抽样充分性 0.871

Bartlett’s
球度检验

近似卡方值 3413
自由度 105

显著性水平 0.000

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的检验方法。一般来说,如果Bartlett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0.05,说明检验模

型可靠。本文两个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知,检验统计量的检验值为0.871,表明调研数据适合用于主成

分分析;Bartelett球度检验中,近似卡方值是3413,相应的概率p接近0,
显著性水平α≤0.05,所以接受原假设,认为本次采集的数据是适用于主

成分分析的。
调用SPSS16.0,对15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结合专家

意见,得出影响高校大学生创业素质的3个主要成分,即创业能力、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力由机遇把握

能力、社交能力、领导力、决策力、抗压能力、耐力体现;创业意识由创新意识、创业意愿、创业态度、规划能力体

现;创业知识由创业教育、家庭环境、创业氛围、创业流程、专业背景体现。
表3 理论模型的变量体系

潜在变量 观测变量 符号

创业能力
机遇把握能力、社交能力、领导力、

决策力、抗压能力、耐力

X11、X12、X13、

X14、X15、X9

创业意识
创新意识、创业意愿、创业态度、

规划能力
X6、X7、X8、X10

创业知识
创业教育、家庭环境、创业氛围、

创业流程、专业背景

X1、X2、X3、X4、

X5

2.3初始SEM整体拟合

为研究重庆市高校对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的现

状,探索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的路径,
文章结合主成分分析及专家意见确定了3个潜在变

量和15个观测变量,如表3所示。在以上变量体系

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6-11],其中

F1表示创业能力,F2表示创业意识,F3表示创业

知识,ei表示路径偏差,如图1所示。

2.4路径系数估计

表4给出了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结构方程理论模型的未标准化路径系数,通过该数据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

潜在变量和观测变量间的关系,但是,需要进一步进行显著性检验从而确定其存在。
通过表4可以看出,本文所有的路径系数都达到0.05的显著水平,临界比的值均大于1.96,概率值均为

p<0.05,说明所有的路径系数总体显著。测量误差均为正数,说明理论模型没有问题。

        表4 修正SEM结构模型中的参数估计

变量 估计值 测量误差 临界比 概率 标签

机遇把握能力 ← 创业能力 1
社交能力 ← 创业能力 1.168 0.063 18.512 0.0000 par_1
领导力 ← 创业能力 1.158 0.07 16.584 0.0000 par_2
决策力 ← 创业能力 1.083 0.066 16.387 0.0000 par_3

抗压能力 ← 创业能力 1.151 0.073 15.672 0.0000 par_4
耐力 ← 创业能力 0.907 0.065 13.963 0.0000 par_5

创新意识 ← 创业意识 1
创业意愿 ← 创业意识 0.872 0.06 14.484 0.0000 par_6
创业态度 ← 创业意识 0.791 0.058 13.606 0.0000 par_7
规划能力 ← 创业意识 0.706 0.063 11.168 0.0000 par_8
创业流程 ← 创业知识 1
家庭环境 ← 创业知识 0.991 0.129 7.69 0.0000 par_9
创业氛围 ← 创业知识 1.396 0.173 8.088 0.0000par_10
创业教育 ← 创业知识 1.329 0.161 8.241 0.0000par_11
专业背景 ← 创业知识 1.4 0.162 8.648 0.0000par_12

 
 图1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结构方程理论模型

2.5SEM模型修正

由图1可知,变量之间的路径偏差较大,需要不断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联系来减小偏差。通过对该理论模

型的不断修正,得到新的修正模型及相关路径系数,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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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标准化估计的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结构方程模型

3研究结论

3.1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创业意识因子与创业能力因子之间

的回归系数是0.62,说明创业意识因子

每提高1%,将导致创业能力因子提高

62%;创业意识因子与创业知识因子之

间的回归系数是0.84,表示创业意识因

子每提高1%,将直接使创业知识因子提

高84%;创业知识与创业能力之间的回

归系数为-0.46,表明他们之间存在负

相关关系,这也许是由于调查对象基本

是在校大学生,随着创业能力的提升,他
们对书本上的创业知识会相应减少,而
实践经验会相应增加。

3.2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分析

1)创业能力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

系。影响创业能力的6个因素均达到0.
05的显著水平,表明6个因素对创业素

质均影响显著。社交能力的影响系数为

0.74,说明社交能力对创业能力的影响最大,领导力(0.72)和决策力(0.68)对大学生的创业素质影响次之,抗压

能力和耐力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表明大学生自身的创业素质如人际交往能力等对创业能力的影响较大,这也

与现实相符。

2)创业意识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分析。在创业意识的4个影响因素中,创业意愿(0.61)和创新意识(0.67)
对大学生创业意识影响较大。创业态度(0.56)和规划能力(0.47)影响较小,说明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意愿

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创业意识。这也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提高创业意愿提供了工作方向。

表5 大学生创业素质影响因素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总指标 影响因子指数 排序 单项指数 排序

57.82

创业能力66.27 1

创业意识57.88 2

创业知识49.32 3

机遇把握能力 56.8 8
社交能力   63.7 5
领导力    67.9 3
决策力    71.7 1
抗压能力   73.9 2
耐力     63.6 6
创新意识   47.0 13
创业意愿   56.2 10
创业态度   61.4 7
规划能力   66.9 4
创业教育   56.7 9
家庭环境   51.1 12
创业氛围   51.2 11
创业流程   45.8 14
专业背景   41.8 15

3)创业知识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创业知识的5个影响因素中,专业背景对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影响系

数为0.57,表明专业背景对创业知识影响最大,说明现在创新创业一定要依托专业知识、学科背景,才能有核心

竞争力。创业氛围(0.51)、创业流程(0.51)对大

学生创业素质也有一定影响,创业教育和家庭环

境对大学生创业素质影响相对较小。在大学生创

业中,具备一定的学科背景,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的

创业活动一般取得的效果比较好。
由此可以看出,修正模型的拟合度明显提高,

结合路径系数可以得出其他变量对创业素质的总效

应(表5)。
由表5可知,大学生创业素质整体总指数为

57.82,与现在目前大学生创业的现状基本一致,
说明本文采取的指标评价体系有效。但是,我们

看到该指数不高,表明大学生对创业持并不乐观

的态度,需要在学生就业培训工作中加强引导。
观察影响大学生创业素质总指数的3个潜在变

量,影响最大的创业能力(66.27),其次为创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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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57.88),最后为创业知识(49.32),这也说明了,大学生若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及意识后,就可以逐步开始创

业了,在创业中可以不断学习创业知识,而最初是否具备很丰富的创业知识对大学生的创业影响相对较小。

4结论及建议

大学生创业素质培养最重要的问题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理念问题。要形成“四位一体”的培养培育机制,需要

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家庭这4个层面对学生创业素质培养形成一致的认识,扫清目前在创业教育方面存在的思

想误区,为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从3个方面探讨

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影响因素,即创业知识、创业意识、创业能力[12]。因此,高校要培养大学生的个人创业素质,加
强创业素质教育,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4.1加强实践,积累经验,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学校应该积极动员和鼓励在校大学生参与各种创业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创业能力。通过各种实践积累创业

经验,比如在实践中提升问题处理能力、社交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在不断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计

划决策能力,提升领导力,通过不断调研和实际工作,摸清市场行情和行业背景,培养自己创业能力和对各种机

遇的把握能力。同时,鼓励并支持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加大政策支持和指导力度,在人力财力物力

上给予保障,引导大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从而提升创业能力。

4.2营造创业氛围,激发学生创业意识

利用学校、政府、社会以及家庭等四个层面的支持,各企业可以开设创业项目或者创业基金,并可以根据情

况设立创业奖励,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营造全社会良好的创业氛围,让一部分有创业想法的同学先尝到“甜
头”,激发他们的创业潜能。政府可以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推动和建立创业文化,做好大学生创业的政策配套和

物资保障;媒体可以充分发挥宣传媒介作用,营造创业氛围,宣传创业政策,并及时为创业大学生提供有效信息,
在全社会营造良好互动有序的创业气氛;学校可以开展大学生创业园区,为创业教育提供实践平台,鼓励支持学

生创业并计算相关学分。

4.3优化创业素质课程设置,加强创业知识储备

学校可以优化各种专业关于创业方面的课程设置,在课堂上注意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梳理出各专业

可以创业的知识体系结构。首先可以采取各专业交叉互学。利用学分制的优势,打破各专业限制,鼓励学生跨

专业听课,并在课程中灌输本专业的创新创业知识点,让学生明白本专业的创业核心竞争力所在,同时,邀请各

行业各专业成功创业的专家学者进校园对学生进行授课,将专业知识和创业实践经验紧密结合,二者相互交流,
共同提高。二是加强第二课堂实践。学校可多开设一些创业协会、创业活动、各种行业社会调研等有利于创新

创业的第二课堂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创业素质并检验自己的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储备情况。
三是增加实习实训时间,注重和行业企业的对接。学校可以加强和行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加学生的实习实训

时间,安排学生参与企业的管理运作,了解企业的运营流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将自己储备的创业知识

通过后期的实践转化为创业实际行动,以此提高学生的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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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theStructuralEquationModeltoCultivate
CollegeStudents’EntrepreneurshipEmpiricalResearch

MAOXia
(SchoolofMathematic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Withtheaccelerationofthepaceofmodernization,societyurgentlyneedtopossesstheentrepreneurialqualityandinnova-
tivetalents.Therefore,everycollegeshouldcultivatetheUndergraduates'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Inthispaper,6repre-
sentativeofthecollegestudentsofChongqingcitybyquestionnairesurvey,usingSPSS16.0statisticalanalysis,structuralequation

modeltocultivatecollegestudentsentrepreneurship,empiricalanalysisusingAMOSsoftware.Throughtheresearchdiscovery,en-
trepreneurialcapabilityontheentrepreneurialqualityofcollegestudentspioneeringconsciousnessandsecondly,theimpactisthe

biggest,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knowledgeoncollegestudentsisrelativelysmall.Thispapergivessuggestionsbasedon

researchresults:1)tostrengthenthepractice,accumulateexperience,enhancetheentrepreneurialabilityofstudents;2)tocreate

abusinessatmosphere,stimulatestudents'entrepreneurshipawareness;3)optimizedsettingofentrepreneurshipcourses,strengthe-
ningenterpriseknowledgereserve.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quality;structuralequationmodel;Tocul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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