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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绍兴地区为例 

郑锋 戚正楠
1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浙江 绍兴 312088） 

【摘 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研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结

果表明：绍兴地区农民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创业意愿有

显著影响。最后对如何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来提高农民创业意愿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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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产业则是乡村振兴的基石。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将“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积极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绍兴市委、市政府围绕乡村振兴的政策方针，依托当地产业和文化特色，全力推进农民创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增长点。因此在

国家日益关注农民创业的背景下，研究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创业意愿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1]，故学者们分别从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两方面对农民

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研究。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年龄、学历、婚姻、家庭、收入、经历均对农民的创业意愿具有重要的影

响作用
[2]
，后续研究还发现，社会关系和个体性格也对农民创业意愿有显著的增强

[3]
；环境因素方面，朱红根等

[4]
的研究认为，

创业环境对农民的创业意愿有促进作用。郭军盈[5]、张应良等[6]的研究发现，政府支持有利于农民创业意愿的激发。 

基于前期关于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发发现，少有学者开展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创业意愿的研究。作为创业研究领

域的热点，创业自我效能感被证实是个体创业成功的重要特质[7]。Zhao等[8]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创业课程、先前创业

经历及风险倾向的感知等方面对个体的创业意愿进行影响。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创业自我效能感如何影响农民创业意

愿的作用机制更具理论意义。 

本研究以创业意愿为因变量，探索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从而探寻如何提高农民创业意愿强度的启

示建议，深化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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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创业意愿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以行为意愿为切入点，将其纳入到创业研究领域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研究。Bird[9]研究认为创业是一

种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故创业意愿是一种个体为完成特定商业目标而投入精力、时间并采取系列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

Bagozzi 等[10]的研究发现，创业意愿的高低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可能性有显著效应，创业意愿高的个体更容易倾向于创业。随后，

Krueger等[11]在计划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创业意愿是创业行为的前提，并在后续的研究中提出创业潜力模型，认为创业意愿是潜在

创业个体是否有意愿开展创业行动的主观态度[12]。国内学者对创业意愿的定义和国外学者基本一致，认为是一种潜在创业个体

对创业行为主观倾向的心理状态
[13]
。 

2.2创业自我效能感 

创业自我效能感由 Chen等[14]在自我效能感的定义上引申而来，他们指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一种个体对其自身具备是否可以

成功完成创业的相关能力所具有的信念。史容等
[15]
的研究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自我对能否成功进行创业的能力评估。翁

贞林等[16]在对农民大学生创业意愿的研究中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扮演创业者的角色，并成功完成

各项创业任务的信念强度。王雨濛等[1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创业者自身信心和能力的体现，具体包括

对其能力和预期效果的评估。可见国内外学者在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上基本趋同。 

2.3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 

研究表明，个体通过自我效能感对自身能力进行认知和评估，进而影响其对相关行为的态度和倾向[18]。因此，创业自我效能

感是个体相关创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9]。已有关于创业意愿前因变量的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影响个体的创业

意愿[20]。研究显示，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创业的意愿也越高[18]。Chen 等[14]的研究也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提高

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国外后续研究的结果，均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21]。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

同样也证实，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3]。 

综上所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高低程度与农民创业意愿的强弱有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农民自身创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创业

意愿也越强。基于此，本研究将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实证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影响程

度。 

3 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对绍兴地区农民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份，回收问卷 42份，回收率为 84%；将无

效问卷排除后，获得有效问卷 35份，有效率 83.3%。由表 1可知，有效问卷中，男性人数为 24人，占比为 68.6%，女性人数为

11人，占比为 31.4%；年龄方面，41岁及以上人数最多，为 18人，占比为 51.4%，其次为 26～35岁，为 10人，占比为 28.6%，

36～40岁最少，占比为 20.0%；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的占 14.2%，高中的占 20.0%，大专的占 42.9%，本科及以上的占 22.9%；

婚姻方面，已婚的居多，占比为 85.7%，未婚的次之，占比为 8.6%，其他的最少，占比为 5.7%。 

表 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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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24 68.6 

女 11 31.4 

年龄 

26-35岁 10 28.6 

36-40岁 7 20.0 

41岁及以上 18 51.4 

学历 

初中及以下 5 14.2 

高中 7 20.0 

大专 15 42.9 

本科及以上 8 22.9 

婚姻状况 

未婚 3 8.6 

已婚 30 85.7 

其他 2 5.7 

 

3.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已有文献中被使用以及被验证的测量量表，从而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同时，根据所涉及的特定情境对测

量量表进行个别的表述修改。 

3.2.1农民创业意愿量表 

采用 Davison(2001)设计的创业意愿量表，共计 7道题。量表采用 Likert5分法，计算量表整体的均分，分数越高表明农民

的创业意愿越强。该量表在以往国内外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职业使命感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0.843，表明该量表信度较好。 

3.2.2农民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 Lanero(2016)编制的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共有 10道题。量表采用 Likert5分法，计算量表整体的均分，分数越高表

明农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越强。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0.938，表明该量表信度很好。 

采用 SPSS25.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先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相关分析进行初步探索，再用线性回归方法

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除此之外，本研究采用容忍度、方差膨胀因子等方法，对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

性进行检测和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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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 

本研究先后通过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对农民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内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得到了以下结果。 

4.1农民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总体状况 

从表 2可知，农民创业意愿均分为 4.267±0.753，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分为 4.117±0.664。创业意愿、创业自我效能感的量

表理论中值均为 3，在单样本 t检验时将中值 3作为参照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创业意愿、创业自我效能感和理论中值之间存

在着显著差异。表明农民创业者创业意愿与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呈中等偏上水平。 

表 2农民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总体状况 

 M SD 1 2 

创业意愿 4.267 0.753 1  

创业自我效能感 4.117 0.664 0.582** 1 

 

注：*P<0.05，**P<0.01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创业意愿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有积极

作用。但是上述分析的相关性关系是不确定的函数形式，有必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索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此外，创业

意愿与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 0.7，表明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共线性问题。 

4.2农民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回归分析 

表 3的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R2为 0.264，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可以解释农民创业意愿近 30%的变动。并

且该模型的 Durbin-Watson统计量为 2.359，表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故该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 

表 3模型摘要 b 

模型 R R2 调整后 R2 标准误 Durbin-Watson 

1 0.535
a
 0.286 0.264 0.646 2.359 

 

注：a预测变量为常量、创业自我效能感；b因变量为创业意愿 

表 4 中的拟合后模型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显著性为 0.001(小于 0.05)，说明创业意愿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即因变量创业意愿同自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表 4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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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1 回归 5.517 1 5.517 13.211 0.001b 

 残差 13.782 33 0.418   

 总计 19.299 34    

 

注：a因变量为创业意愿；b预测变量为常量、创业自我效能感 

表 5 中模型系数的 t 检验结果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显著性指标小于 0.05，因此，自变量的系数有统计学意义。即农民

自身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其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07，P<0.05)。此外，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容忍度超过了 0.1最小临

界值标准，并且方差膨胀因子(VIF)低于 10的临界值标准。 

表 5线性相关系数
a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数据 

变量 B 标准误 Beta t Sig 容忍度 VIF 

常量 1.769 0.696  2.542 0.016   

创业自我效能感 0.607 0.167 0.535 3.635 0.001 1.000 1.000 

 

注：a因变量为创业意愿；*P<0.05，**P<0.01，***P<0.001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绍兴地区农民为研究对象，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通过问

卷调查收集数据后，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5.1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总体状况 

对此次调查数据的统计描述可知，农民创业意愿的平均分超过了理论中值 3 以上，说明当前绍兴地区农民的创业意愿总体

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同样，农民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分也超过了理论中值 3以上，说明绍兴地区农民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 

5.2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初步表明农民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

析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农民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农民自身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越强烈，其更倾向于从事创业。 

5.3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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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实证分析，可见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农民创业意愿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为更好地提高农民的创业意愿，本研

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丰富农民创业培训内容。目前面向农民的创业培训大多以生产技能提升为主，后续可以增加创业理论知

识、创业经验交流等方面内容，从而提升农民创业的自信心。二是加强农民创业风险保障。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农民创业优惠扶

持政策时，增加对农民创业风险的补偿与保障，增强农民创业的主动性。三是优化农民创业环境氛围。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进行

创业有关政策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相关的优惠政策及创业必须具备的条件，进而更新农民创业观念以及强化农民创业意识。此

外，还要为农民创业提供有效的专项融资渠道、融资补贴、担保资金等，增强农民创业的能动性。 

当前，国内关于农民创业意愿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故而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样

本量有限，且样本覆盖范围限于绍兴地区，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扩大样本量和覆盖范围；其次，

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较多，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挖掘其他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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