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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

胡玲玉　吴剑琳　古继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讨创业环境中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对个体创业意

向的影响，并考察创业自我效能对以上影响效果的调节效应。通过对３８４个样本的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越宽松，个体的创业意向越强。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水

平不同的个体，２类环境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创业自我效能正向调节制度规范环境和个体创

业意向之间的关系，而负向调节市场资源环境和创业意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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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推动力量。截至２０１１年，中国中小企业总数

近５　０００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９９％以上，创
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０％，提 供 了 全 国８０％的 城 镇 就 业 岗 位，完 成

了７５％以上的 企 业 技 术 创 新［１］。然 而，中 国 创

业活动在发展中仍 存 在 诸 多 问 题，与 创 业 型 国

家建设之间 有 较 大 差 距［２］，如 创 业 活 动 呈 现 非

均衡性，区域间的创业活跃程度具有明显差异，

且这种差异在逐渐拉大［３］。

对于影响创业活动的因素，国内外学者 已

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４，５］，这些

研究较多关注个人和社会网络因素［３，６］，虽然也

有大量的研究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估［７，８］，但对区

域环境因素的作用机理探讨仍存在不足。而创

业活动的开 展 依 托 于 特 定 情 境［９］，区 域 创 业 环

境能够为个体提供资源和支持。创业环境包括

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 范 环 境［１０］。其 中，市 场

资源环境包含资金、技术、人才等创业必备的初

始资源，是创业活动产生的基础条件；制度规范

环境包含政策、规范等制度要素，影响新创企业

获取资源、合 法 性 以 及 创 业 者 的 社 会 认 同。而

宽松性即资源的充裕和易获程度是创业环境的

重要考量［１１］。基于此，本研究 将 从 宽 松 性 角 度

重点考察这２类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此外，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外部环境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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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作 用 的 过 程 会 受 到 自 我 认 知 特 征 的 影

响［１２］。创业情境中，创业自我 效 能 作 为 个 体 基

于对自身创业行为能力的判断和评估并由此形

成的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或信念［１２］，正是 这 种 认

知特征的重要表现。高创业自我效能者更容易

识别和利用 环 境 中 的 资 源 和 支 持［６］，对 创 业 成

功有良好预期；而低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者 即 使 面 对

良好的 创 业 环 境，也 可 能 表 现 出 谨 慎 的 态 度。

因此，创业自我效能 在 创 业 环 境 影 响 创 业 意 向

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探讨

创业环境中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对个

体创业意向的影响，并 在 此 基 础 上 研 究 创 业 自

我效能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机制。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１　社会认知理论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２］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的

认知、环境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 个 辩 证

的统一体 系。该 理 论 强 调 个 体 所 处 的 社 会 环

境对行 为 的 影 响［１３］，指 出 外 部 环 境 作 为 个 体

加强自我预 测、操 作 或 意 志 控 制 的 资 源，为 个

体提供确切 的 信 息，影 响 其 行 为 方 向 和 强 度。

与此同时，外 部 环 境 影 响 行 为 的 过 程，会 因 个

人认知 特 征 和 水 平 的 不 同 而 变 化［１２，１４］。具 体

来说，外部环境通过各种刺激对人的行 为 施 加

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和强度需要借 助 个 体

的自我调节系统即自我效能而实现，即 个 体 的

自我效能会加强或减 弱“环 境－行 为”之 间 的 作

用强度。

鉴于此，在个体创业意向的形成过程中，创

业环境（外部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认知特征）

具有重要作用。创业环境通过作用于个体对资

源和支持获得 难易 程 度 的 判 断 影 响 创 业 意 向。

对于高创业自我效 能 者，这 种 影 响 的 强 度 可 能

加强；反之，则可能弱化。

１．２　创业环境与创业意向

创业环境指创业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能够利

用的各种外部要素总和［７］。创业环境既包括资

金、技术和人 力 等 市 场 资 源 环 境，也 包 括 政 策、

文化等制度规范环境［１０］。两者具有不同的作用

机理（见 表１）：前 者 依 托 市 场 为 创 业 主 体 提 供

各种生产 要 素 资 源［７，１０］，后 者 依 托 政 府 和 公 众

通过制度和规范为主体更好地获取市场资源提

供保障［１５］。处于经济转型期 的 中 国，创 业 环 境

的塑造更需要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

控中发挥作用［１６］。

表１　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的不同点

相关维度 市场资源环境 制度规范环境

环境主体 市场（生产要素的提供者） 政府和公众

提供的核心要素 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 政策、文化支持、合法性

运行机制 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律 宏观调控和价值观

主要威胁 市场不成熟和市场失灵 政府过度干预

主要功能 直接提供创业资源 保障资源获取、激励创业动机

　　市场资源环境指为创业主体直接提供所需

资源的外部环境，如融资环境、技术环境以及人

才环境等［１０］。根据资源观［１７］，组织通过获取环

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没有组织是自给的，都
需要与环境交换。外部市场资源环境的丰裕程

度对于新企业的创立和成长具有重 要 作 用［１０］。

新企业的创建是 个 体 和 资 源 紧 密 结 合 的 过 程，

若要创立新企业，对 于 没 有 或 缺 乏 资 源 的 创 业

个体，必须从 外 部 环 境 中 获 取 和 整 合 资 源。对

于资源匮乏的新企 业 而 言，如 果 可 从 环 境 中 获

得创业资源，将有利于其存活并取得竞争优势。

不论是市场 资 源 环 境 还 是 制 度 规 范 环 境，

都具 有 相 应 的 状 态 表 现，即 环 境 特 性，如 宽 松

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１８］。其中，宽松性指资源

的充裕程 度 及 获 取 的 容 易 程 度［１８］。环 境 越 宽

松，资源、信息和外部机会的获取数量和质量越

高，潜在创业者 和 创 业 企 业 获 取 所 需 资 源 的 可

能性越大［１１］。环境中资源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

对新创企业的 生 存 和 成 长 具 有 显 著 影 响，同 时

也是 刺 激 个 体 创 业 行 为 发 生 的 重 要 外 部 因

素［６］。

综上，本研究基于中国特殊情境，从宽松性

视角对市 场 资 源 环 境 和 制 度 规 范 环 境 展 开 探

讨。

当个体意识到本地市场发育较成熟、开 放

程度高，表明新 创 企 业 能 够 很 容 易 进 入 新 市 场

且负担得起 市 场 进 入 成 本［８］，个 体 对 创 业 成 功

预期较好，创 业 意 向 较 强；当 地 金 融 环 境 良 好，

获得资金支持比较 容 易，个 体 便 会 预 期 到 创 业

过程中资金 使 用 成 本 相 对 较 小［６］，从 而 创 业 意

向增强；当地技 术 设 施 先 进 以 及 人 才 供 给 状 况

良好，意味着这 些 相 关 环 境 能 够 给 个 体 获 取 外

部资源提供 较 多 的 信 息 和 选 择 机 会［６］，这 会 提

高个体的创业意向；当 地 的 上 下 游 企 业 发 展 状

况较好，新创企业可以利用产业集群优势，节约

生产成本［７］，更容易获得创业成功，这有利于增

强个体的创 业 意 向。基 于 以 上 分 析，提 出 如 下

假设：

假设１ａ　市场资源环境越宽松，个体的创

业意向越高。

制度规范环境指为创业主体间接提供资源

·５８４１·

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胡玲玉　吴剑琳　古继宝



和支持的环境，能够 保 障 创 业 主 体 顺 利 地 从 市

场环境 中 获 取 资 源［７，１０］。根 据 制 度 观，制 度 规

范环境由正式和非 正 式 制 度 构 成，正 式 制 度 指

与创业相关的政策 法 规；非 正 式 制 度 指 与 创 业

有关的社会文化规范［１９］。制度规范要求组织服

从合法性机制，采用 被 广 为 接 受 的 组 织 形 式 和

做法。组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处制

度规范环境的影响，对 于 新 创 企 业 来 说 更 是 如

此。在转型经 济 期，核 心 资 源 往 往 掌 握 在 政 府

手中，政策法规的倾 斜 方 向 对 创 业 资 源 的 可 得

性将产生重要影响［１６］。区域 倡 导 和 尊 重 创 业、

宽容创业失败的文化氛围能够形成良好的创业

风气，促进个体参与创业活动［９］。因此，制度规

范环境宽松程度会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形成。

当个体感知到政府政策法规对创业活动有

利时，如创业 扶 植、申 请 审 批 程 序 简 化、税 务 负

担较轻等，较低 的创 业 门 槛 会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开

办企业［１０］，从而激发个体的创业意向；文化价值

观会通过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影响个体对创业

机会的感知，通过商 业 氛 围 和 文 化 传 承 影 响 个

体创业 知 识 和 技 能［２０］，进 而 作 用 于 创 业 意 向。

比如，当文化鼓励个人创造和创新时，个体长期

受到这类浓厚创业 文 化 氛 围 熏 陶，更 容 易 开 办

自己的企业［１５］。同时，周围人 的 榜 样 作 用 或 者

示范作用，也 会 增 强 个 体 创 业 意 向。基 于 以 上

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ｂ　制度规范环境越宽松，个体的创

业意向越高。

１．３　创业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克服不利条件和

障碍并在将来取得成功的能力的自 我 评 估［２１］，

该评估会影响个体 行 为 选 择、行 为 方 式 以 及 面

对困难 时 坚 持 和 努 力 的 程 度。ＣＨＥＮ等［２１］将

自我效能应用于创 业 领 域，提 出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的概念。创业自我效能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

成功扮演各种创业 角 色，并 完 成 各 项 创 业 任 务

的信念强度。研 究 发 现，高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者 对

待事情积极主动，善于发现商业机会［２２］，具有更

强的风 险 承 受 能 力［２１］，更 倾 向 于 参 与 创 业 活

动［２１］，并取得较好的创业绩效［６］。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对行为、认知与环境 三

者关系的阐释［１２，２３］，个体的创业行为受到创 业

自我效能和 环 境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的 影 响。其 中，

创业自我效能决定了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应对

状态、焦虑反应等心理反应过程，这些心理反应

通过改变思维过程，影 响 创 业 环 境 对 个 体 创 业

意向的作用程度。创业自我效能高的个体会积

极改变或创造新环境，积极地对现状进行挑战，

而非被动地 适 应 当 前 的 环 境［６］，从 而 更 主 动 运

用创业环境中的资源和支持，寻求机会，更能发

挥资源和支持的作用，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发现。

创业自 我 效 能 会 增 强 市 场 资 源 环 境 的 影

响，即正向调节 市 场 资 源 环 境 与 创 业 意 向 的 关

系。高创业自我效能的个体会更加主动地寻找

创业机会［２２］，当所在地区市场成熟度高、市场信

息透明时，他们发现创业机会的可能性越大；高

创业自我效能的个体对管理和利用资金的能力

比较有信心，当 从 所 在 地 区 获 取 资 金 比 较 容 易

时，他们会对创业成功抱有更加良好的预期；高
创业自我效能 的 个 体 倾 向 于 联 想 到 利 润、社 会

认同和自我实现等积极的创业结果［１０］，当 意 识

到技术资源和 人 才 资 源 供 给 充 分 时，他 们 预 期

创业过程更加顺利，从 而 表 现 出 更 加 强 烈 的 创

业意向。而对 于 低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的 个 体，即 便

意识到周围市场资 源 较 好，他 们 仍 然 会 谨 慎 对

待创业活动，此 时 市 场 资 源 对 创 业 意 向 的 影 响

较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ａ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对 市 场 资 源 环 境

和创业意向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创业自

我效能越高，市 场 资 源 环 境 宽 松 性 对 创 业 意 向

的正向影响越强。

同样，相对于创业自我效能水平较低的人，

高创业自我效能者相信自己能够充分利用政府

提供的各种创业政策支持及当地社会的创业支

持［６］，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创业成功的理想，对创

业有良好预期，因 而 制 度 规 范 环 境 对 创 业 意 向

的影响较强。具 体 来 说，高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的 个

体对创业成功更加 有 信 心，当 意 识 到 政 府 提 供

的政策支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较多时，他们

会坚信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较大［１５］，从而 产 生 更

强的创业意向；同时，高创业自我效能的个体会

积极地寻找创业榜 样，增 强 自 身 的 创 业 知 识 和

技能。如果当 地 的 创 业 文 化 氛 围 浓 厚，参 与 创

业的人较多，存在众多成功案例时，他们会有多

种渠道从创业 榜 样 身 上 学 习 到 更 多 的 知 识，从

而拥有较强的创业意向。而对于低创业自我效

能的个体，即便他们意识到政府政策有利、创业

文化氛围较好，仍然会谨慎对待创业活动，此时

制度规范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较弱。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ｂ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对 制 度 规 范 环 境

和创业意向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创业自

我效能越高，制 度 规 范 环 境 宽 松 性 对 创 业 意 向

的正向影响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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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 采 用 问 卷 调 查 的 方 式 进 行 数 据 收

集，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月。问卷采

用纸质和电子２种方式发放。问卷的发放范围

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等地区，发放对象

为组织内的在职员工。为确保高回收率和样本

质量，主要通过两个相对封闭的渠道收集数据：

①在某著 名“９８５”高 校 的 ＭＢＡ课 堂 直 接 发 放

纸质问卷，并当场回收；②利用网络平台发放电

子问卷，并对问卷填答进行设置，只有填写完整

的电子问卷才能够成功提交。

通过上述２种渠道，总计发放问卷４００份，

回收３９３份，有 效 问 卷３８４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９６％。其中，纸质问卷２０３份（占５２．９％），电子

问卷１８１份（占４７．１％）；长三角地区２３７份（占

６１．７％），珠三角地区７９份（占２０．６％），京津地

区６８份（占１７．７％）。样本分布的具体情况见

表２。
表２样本基本信息（Ｎ＝３８４）

人口特征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２３８　 ６２．０
女 １４６　 ３８．０

≤２５　 ５８　 １５．１
２６～３０　 １９９　 ５１．８年

龄
／
岁

３１～３５　 ７１　 １８．５
３６～４０　 ３５　 ９．１

≥４１　 ２１　 ５．５

≤１　 ２４　 ６．３
２～４　 １３６　 ３５．４

工
作
年
限
／
年

５～７　 １０２　 ２６．６
８～１０　 ４５　 １１．７

≥１１　 ７７　 ２０．０

人口特征 人数 比例／％

未婚 ２１３　 ５５．４
婚
否 已婚 １６８　 ４３．８

其他 ３　 ０．８
国有企业 １５２　 ３９．６
私营企业 ８８　 ２２．９单

位
性
质

三类外资企业 ５２　 １３．５
政府及事业单位 ６４　 １６．７

其他 ２８　 ７．３
基层员工 １８７　 ４８．７

职
位 基层管理者 １１３　 ２９．４

中层管理者 ６９　 １８．０
高层管理者 １５　 ３．９

２．２　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尽量采 用

以往研究中已使用 过 的 成 熟 量 表，再 根 据 本 研

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收集实证资料的工

具。在问卷正 式 定 稿 与 调 查 之 前，进 行 了 问 卷

的预调查，以评估问卷设计及用词上的恰当性，

再根据预试者提供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修订。各

个变量的测量均 采 用５点 李 克 特 量 表，从１表

示“完全不同意”到５表示“完全同意”。

（１）创业自我效能 　采用ＬＩＮ 等［２４］编

制的６题项量 表。题 项 为“创 办 并 运 营 一 家 公

司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我 有 能 力 掌 控 公 司 创

立的全 程”、“我 清 楚 创 办 一 家 公 司 的 必 要 细

节”、“我知道如何制定创业计划”、“对于创办企

业，我成竹在胸”、“如 果 我 创 办 企 业，获 得 成 功

的可能性很大”。该 量 表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信 度 系

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９。
（２）市 场 资 源 环 境　来 源 于 ＧＥＭ 等［２５］的

创业环境量表，根 据 本 研 究 特 点 进 行 了 适 当 修

改。包括６个题项，“如果创业，本地市场能够

为我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如果创业，本地市

场能够为我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如果创业，

本地市场能够为 我 提供 良 好 的 人 才 支 持”、“如

果创业，本地市场具有潜在的消费需求”、“如果

创业，本地 市 场 能 够 提 供 相 应 的 商 务 服 务（咨

询、法律、会计等）”、“如果创业，本地市场的原

材料供应充足”。该 量 表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信 度 系

数为０．８５。

（３）制度规范环境　 来源于ＧＥＭ 等［２５］的

创业环境量表，根 据 本 研 究 特 点 进 行 了 适 当 修

改。包括４个 题 项，“本 地 政 府 对 创 业 非 常 重

视，为促进创业出台了多种措施”、“本地文化鼓

励创造和创新”、“本地 政 府 为 创 业 企 业 提 供 较

多订单和政府项目”、“本地文化鼓励自立、自治

和个人主动性”，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数

为０．８５。

（４）创业意向　 本研究以创业意向来表征

个体的创业活动和行为，采用ＣＨＥＮ等［２１］编制

的５题项量表，即“我即将创办我自己的企业”、

“我将全力以赴开办自己的企业”、“开办自己的

公司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 在”、“我 对 开 办 自 己

的公司有过系统深入的思 考”、“我 对 开 办 自 己

的公司已经做了 充 分 的 准 备”。该 量 表 在 本 研

究中的信度系数为０．８４。

（５）控 制 变 量　 根 据 以 往 研 究 结 论，将 性

别、婚否和职位作为控制变量。

表３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区别效度（Ｎ＝３８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１．创业自我效能 ０．６７
２．市场资源环境 ０．５３＊＊ ０．６８
３．制度规范环境 ０．３３＊＊ ０．５６＊＊ ０．７２
４．创业意向 ０．６２＊＊ ０．４７＊＊ ０．３５＊＊ ０．６７
平均值（Ｍ） ２．６５　 ２．９１　 ３．２０　 ３．１１
标准差（ＳＤ） ０．７３　 ０．６５　 ０．７４　 ０．７６

注：对角线值为对应变量ＡＶＥ平方根；＊＊表示ｐ＜０．０１，下同。

３　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对数据进行 分 析。

所有研究变量的均 值、标 准 差 和 相 关 系 数 见 表

３。为验证各变量的区别效度，比较变量相关系

数小于对应变量ＡＶＥ的平方根，可见有良好的

区别效度。同时，由表３可知，市场资源环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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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２．９１，制度规范环境均值为３．２，表明处于

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个 体 感 知 到 的 制 度 规 范 环

境优于市场 资 源 环 境。同 时，市 场 资 源 环 境 与

创业意向（ｒ＝０．４７，ｐ＜０．０１）显著正相关，制度

规范环境与创业意向（ｒ＝０．３５，ｐ＜０．０１）显著

正相关。

根据ＢＡＲＯＮ等［２６］的 做 法，采 用 层 级 回 归

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①将性别、婚否

和职位 控 制 变 量 带 入 回 归 模 型，建 立 模 型１。

②将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带入回归模

型，建立模型２。③带入创业自我效能，建立模

型３。④分别带入创业自我效能与市场资源 环

境、制度规 范 环 境 的 乘 积 项（为 避 免 多 重 共 线

性，乘积项为中心 化 后 的 变 量 乘 积），建 立 模 型

４。由表４可知，市场资源环境对创业意向有显

著正向 影 响（模 型３，β＝０．１２，ｐ＜０．０５），假 设

１ａ得到支持；制度规范环境对创业意向有显著

正向影响（模型３，β＝０．１１，ｐ＜０．０５），假 设１ｂ
得到支持；对于控制变量，婚姻状况对创业意向

有显著影响，相对于未婚个体，已婚个体表现出

更强的创业意向（模型４，β＝０．１１，ｐ＜０．０１）。

关于创业自我效能的调节效应，由表４可

知，创业自我效能和 市 场 资 源 环 境 的 交 互 项 对

创业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４，β＝－０．１０，

ｐ＜０．０５），假设２ａ未得到 支 持，创 业 自 我 效 能

和制度规范环境的交互项对创业意向有显著正

向影响（模型４，β＝０．１９，ｐ＜０．０１），假设２ｂ得

到支持。
表４　层级回归结果（Ｎ＝３８４）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性别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３
婚否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１＊＊

职位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市场资源环境 ０．３７＊＊ ０．１２＊ ０．１１＊＊

制度规范环境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２＊＊

创业自我效能 ０．５６＊＊ ０．５５＊＊

市场资源环境×
创业自我效能

－０．１０＊

制度规范环境×
创业自我效能

０．１９＊＊

Ｒ２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４５　 ０．４７

ΔＲ２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Ｆ　 ５．８２＊＊ ２６．０７＊＊ ５２．５５＊＊ ４３．００＊＊

注：＊表示ｐ＜０．０５。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创业自我效能对市场资

源环境、制度规 范 环 境 与 创 业 意 向 关 系 的 调 节

作用，本 研 究 采 取ＣＯＨＥＮ等［２７］的 方 法，分 别

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

为基准描绘了对 于 不 同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的 个 体，

市场资源环境、制 度 规 范 环 境 与 创 业 意 向 关 系

的差别（见图１）。

图１　交互效应示意图
　

４　结果讨论

本研究以在职员工为调查对象，研究环 境

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有 效 避 免 了 以 往 研 究 主 要

以大学生为样本而造成的研究结论缺乏有效性

的问题。主要有如下研究结论。
（１）市场资源 环 境 和 制 度 规 范 环 境 显 著 正

向影响个体创业意向　 在控制了性别、婚否和

职位等可能影 响个 体 创 业 意 向 的 个 人 因 素 后，
研究表明，市场 资源 环 境 和 制 度 规 范 环 境 对 个

体的创业意向形成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即 个 体

面临的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境对创业越

有利，个体的创业意向越强烈，会更积极地参与

到创业活动中去。

（２）创业环境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因个

体特征的不同而变化 　本研究表明：①创业自

我效能负向调节市场资源环境和个体创业意向

的关系。当创 业 自 我 效 能 较 低 时，市 场 资 源 环

境宽松性对创业意向作用更强；相反，当创业自

我效能较高时，市 场 资 源 环 境 宽 松 性 对 其 创 业

意向作用较弱。②创业自我效能正向调节制度

规范环境和个体创业意向的关系。当创业自我

效能较高时，制 度 规 范 环 境 宽 松 性 对 创 业 意 向

的正 向 影 响 更 大；相 反，当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较 低

时，制度规范环 境 宽 松 性 对 个 体 创 业 意 向 的 形

成影响较小。产生此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方

面：①基于组 织 内 员 工。创 业 自 我 效 能 水 平 不

同个体的社会规范价值偏好与认知稳定性存在

·８８４１·

管理学报第１１卷第１０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差异。本研究 以 组 织 内 在 职 员 工 为 样 本，在 此

情况下，创业自我效能较高的员工，积累的工作

技能较多、知识较丰富［２２］，拥有更多的企业经营

经验和一定的经济基础［２１］；同时，他们重视组织

和社会规范，对社会规范价值偏好较高，且这种

认知具有相对稳定 性，从 而 更 加 倾 向 于 服 从 社

会规范 的 合 法 性 要 求。由 此，在 选 择 由“就 业

者”向“创业者”的转 变 中，相 对 于 经 济 支 持，对

社会规范价值的偏好促使他们更加重视心理和

规范支持，因而 制度 规 范 环 境 对 其 创 业 意 向 的

影响更加强烈，而由 于 对 社 会 规 范 价 值 的 认 知

稳定性，导致市场资源环境的作用弱化。反之，

低创业自我效能员工的经营经验和经济实力相

对不足，对规范化和合法性的意识不强，相对于

制度规范环境，市场 机 会 以 及 要 素 市 场 的 完 善

程度即市场资源环境的宽松度对创业意向影响

更加强烈，因而 市场 资 源 环 境 对 创 业 意 向 的 作

用更加强烈，而制度规范环境的作用相对较弱。

②基于中国特殊情境。创业自我效能水平不同

的个体对２种 环 境 重 要 程 度 的 认 知 存 在 差 异

性。正处于经 济 转 型 期 的 中 国，虽 然 市 场 机 制

发挥一定作用，但政府仍掌握着土地、资金等关

键资源的配置，创业 者 很 大 程 度 上 需 要 依 赖 非

市场体系获取资源和支持［２８］。对于创业自我效

能较高的个体，他们 之 所 以 对 创 业 成 功 比 较 自

信，一个重要原因是 对 中 国 这 种 创 业 形 势 的 认

识较为深刻，即政府 政 策 和 社 会 规 范 对 创 业 活

动的开展具 有 重 要 影 响。此 种 情 况 下，基 于 对

非市场体系在创业过程中重要程度的深刻和理

性认知，使得制 度规 范 环 境 对 创 业 意 向 的 作 用

更强，而市场 资 源 环 境 的 影 响 减 弱；反 之，对 于

创业自 我 效 能 较 低 的 人，知识技能的缺乏 一定

程度上导致他们对创业实际情况的认知不足，可

能未意识到政策规范的重要性，因而制度规范环

境对刺激其创业意向的作用较弱，而市场资源环

境的作用对其创业意向的产生影响较强。

４．１　理论意义

本研究根据中国特殊的转型经济特点，重

点研究创业环境中市场资源环境和制度规范环

境促进个体创业意向产生的影响过程。研究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创业环境对创业意向的

影响作用，帮助人们加深对创业环境的认识，同
时也响应了国内学者进一步探讨中国情境中创

业环境及其对创业意向影响的主张［２９］。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认知因

素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２３］，本研究探 讨 了 创

业自我效能对市场 资 源 环 境、制 度 规 范 环 境 与

创业意向关系的调 节 效 应，填 补 了 以 往 研 究 在

此方面的不 足。值 得 注 意 的 是，对 于 创 业 自 我

效能水平不同的人，市 场 资 源 环 境 和 制 度 规 范

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形成影响不同。低创业自我

效能者，市场资 源 环 境 的 优 化 更 加 有 利 于 创 业

意向的增强；高创业自我效能者，制度规范环境

的提升会促进创业意向的形成。

４．２　实践意义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为了提高个体的创 业

意向，增强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政府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①塑 造 良 好 的 创 业 环 境。一 方 面 政

府要促进市场 资 源 环 境 的 优 化 升 级，积 极 维 持

金融市场秩序，如相关部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提供政策性融资，满足创业者的资金需求，增强

其创业热情。另 一 方 面，政 府 应 营 造 良 好 的 制

度规范环境，制定维护创业者利益的政策，如加

大财政政策优惠，简化创业申报审批程序，设立

创业专门指导机构，为创业者节省创业成本，减
少创业风险。②由于不同的个体对创业环境的

认识和了解存在差 异，政 府 及 相 关 部 门 应 做 好

创业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加深

人们对创业政策的 认 识，提 高 人 们 对 创 业 环 境

的正面评价。③市场资源环境在短期内较难得

到快速提升，而 个 体 的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可 以 通 过

创业教育得到快速提升［２２］。因而对于市场资源

环境较差的地区，政 府 可 以 从 提 高 个 体 创 业 自

我效能的角度，加强创业培训教育，从而增强创

业意向，激发创业热情。

４．３　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研究

存在的不足，但也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①利

用自陈式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采集可能存在共

同方法偏误问题；②由于时间与资源限制，研究

中采用的是横截面 研 究，难 以 反 映 创 业 环 境 的

演化与创业意向 之 间 的 动 态 关 系；③个 体 具 有

多种认知特征，本 研 究 探 讨 了 创 业 自 我 效 能 与

创业环境对创 业 意 向 的 交 互 影 响，未 来 研 究 可

以从其他方面，如认知动机、风险倾向等做进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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