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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双创”背景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人格特质等理论，本文构建了以创业警觉性为中介传导的社会网络影响创

业意向的概念模型。基于 281份大学生样本，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社会网络和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在网络强度、多样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特质正向调

节创业警觉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网络影响创业意向的潜在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对促进大

学生创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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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增加就业岗位供给、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1］，同时也有利于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推动社会蓬

勃发展。创业过程涉及众多风险，在什么情况下愿意选择创业并采取实际行动创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

课题［2］。创业意向作为创业行为的预测器，是反映创业的重要核心指标［3］，创业意向的产生是开展创业活动

的第一步。当前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积极主动、敢于冒险，高校积极推进创业课程实践教育，众多参

与过创业课程学习的大学生本应该是社会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但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就业报告》，2018
年我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率为 2.7%，与发达国家 20%～30%的大学生创业率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因此如何提升我国大学生创业意向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已有部分研究较早地探讨了创业意向的影响

因素，如 Nowiński和 Haddoud［4］研究表明在个体决定开始追求创业生涯前，事先接触身边的创业榜样对增强

大学生创业意向有效；Chen等［5］研究了关系网络能够提高创业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克服创业活动中的障

碍；Henr［6］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影响创业意向，不同的外部因素在不同阶段影响创业意向的发展。然而这些因

素大多从个体支持视角出发，忽略了个体与外部环境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创业意向提升的关键作用。

此外，识别创业机会是开展创业活动的关键环节，创业警觉性又是识别和开发机会的核心。创业警觉性水平

较高的个体能够获取他人经常忽视的机会并能判断机会的价值，对创业机会更敏感的个人更倾向创业，因为

这些被人忽略的新机会为他们提供了更高的成功可能性。但目前研究者对于警觉性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其对

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一般认为警觉力是创业机会识别的核心与基础［7‑8］，创业者在决定创业前如何在动态

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警觉性迅速地辨认出有利机会有待深入研究。可见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与创业警觉性

应当对创业意向的提升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虽然研究已对创业意向的产生过程众多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分析，但是仍旧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以往研

究多从外部环境中的个别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视角相对较为单一片面，缺乏基于个体发散网络的多维度、多

因素研究，忽略了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二是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

从创业榜样、社会支持、创业知识等个别因素来分析，而忽视了创业意向的产生过程中对机会的认知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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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关于社会网络与创业警觉性怎样产生串联交融反应，相关研究也未给出清晰的解释；

三是大学创业意向取决于外界以及大学生个人特征的共同影响，创业人格的相关研究表明人格特质在塑造

创业意图和随后的创业行动过程中至关重要［9］。当代大学生的鲜明性格特征值得深入分析，本研究考虑了

此边界条件，有助于揭示何种人格特质情况下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作用能发挥到最大效应。因此，

本文基于网络理论和人格特质方面的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网络的增强是否能促进创业警觉

性和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提升？创业警觉性在网络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并致力于探

究行动导向型人格特质在网络、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的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概念在 20世纪 80年代被引入经济管理领域，社会网络是不同个体（人或组织）

的多种联系所构建较为稳定的一种关系体系，它是一群人之间的一组独特联系，是获取信息和资源、捕捉创

业机会的重要来源［10］。尤其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资源和经验的匮乏无形中增加了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

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会网络进行了深入研究，Teixeira等［11］从构思、创业和整合等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了

如何利用在整个业务创建过程中动态变化的社会网络获取资源，如从网络关系强弱对社会网络进行探索，强

关系理论认为基于亲密联系和信任感的关系能够提供更多资源与情感支持，弱关系理论则强调了弱关系倾

向于多元化，在提供资源与信息方面会呈现出更丰富多样的状态。Tan等［12］从构成主体视角等来研究社会

网络，根据构成主体性质将社会网络划分为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正式网络，以及与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联

系形成的非正式网络。已有研究多从结构特征视角划分出网络强度、异质性等指标来衡量社会网络［13‑14］，有

利于促进对社会网络的深入了解与把握。网络强度指的是与网络中成员联系紧密程度，联系越深获得资源

的可能性更大，网络异质性是网络中节点的属性的差异和多元化程度，其类别越多可获得的资源和信息种类

越丰富。鉴于本文研究对象在校大学生的特殊性，且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创业准备之前的产生意向过程，该过

程中主要强调社会网络结构特性，因而本文以强度与异质性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对象。

（2）创业意向。创业意向是创业行为的关键预测器，指的是一个人未来开展创业活动的承诺，预测了个

体未来进行创业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创业意向是个体创业的重要动力来源，创业意向的程度越高往往意味

着发生创业行为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者一般从外部环境视角与内部主观视角对创业意向形成机制进行研

究，基于主观视角，Kristiansen和 Indarti［15］从个体主观视角提出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创业意向的最显著的变量，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则对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Pihie和 Bagheri［16］从个人心理特征视角入手，证实自我效

能感在激励个人建立新的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自我调节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学生创业意向之间起

着调节作用。Olmos和 Castillo［17］确定了积极影响创业意向的特征：性格特征和工作价值观，人格特质对创业

意向的影响大于工作价值观。基于外部环境视角，Juan等［18］利用两国大学生创业意向的不同态度进行比较

分析，评价了制度环境对创业意向的影响。Barral等［19］分析了在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公立大学与私

立大学的创业意向，结果表明民办高校学生具有较高的创业意愿。Farooq 等［20］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提出个体

社会网络感知社会支持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正向关系。Francisco等［21］将外部环境因素与主观态度相结合，

在创业教育的基础上引入个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证实创业教育在提升创业态度和意图方面具有

促进作用。本研究将外在网络因素与内在个人性格因素相结合，以探索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提升路径。

（3）人格特质。人格特质理论最早起源于 1940年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奥尔波特的人格特质论认为特

质是人格的基础，人格特质是基于个体的生理基础所发展出的某些性格特征，同时这些性格特征一般持续时

间较长。其在著作《人格：心理学的解释》中强调了人格的定义，认为人格是决定一个人顺应环境变化的心理

组织结构；特质是“生活综合”的代表性测量单元，属于个体适应环境过程中某些特殊习惯逐渐形成的结果，

这种人格特质一般决定引导着个体的行为决策。目前已有研究大多从部分人格类型探究对创业意向或创业

能力的影响，Viinikainen等［22］考察了青少年时期与 A型行为（攻击性、领导能力、责任感和锐气）有关的特征，

以及它们与成年时期创业倾向的关系；ISPIR等［23］通过对护理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了护理专业学生的

个性特征对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影响；陈万明等［24］提出大学生特质对其创业学习方式有着重要

影响，冒险性与主动性较强的大学生与外界交流学习能力更强，更易获得外部成功创业经验；张雪黎和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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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25］指出人格特质是制约创业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大学开展创业教育要重视人格特质的培

养。可见人格特质在决定他们能否发展创业意向方面起着重要影响，是否愿意发展潜在创业机会极有可能

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本研究基于人格特质理论探究个体特质在大学生创业意向提升路径中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内容，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教育、制度环境等个别因素对创业意向进行研究，也鲜少有研究大学

生人格特质与环境因素的相结合，研究视角不够全面。现实中网络环境与人格特质的作用是紧密关联的，二

者共同作用于创业意向的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人格特质理论等，将社会网络作为外在主导

影响因素，经过创业警觉性的中介传导作用影响创业意向，而

人格特质作为内在影响因素，在创业警觉性到创业意向的转变

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二者结合起来探究创业意向提升路径。

因而，提出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1）社会网络与创业意向。社会网络是个体拓展视野、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在校大学生的身份限制，资源与经验

的缺失无形中增加了其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在构建了合

理健全的社会网络后，不同群体的认知偏见会逐渐较少，机会

与信息也跟随网络成员间的沟通交流而涌现，进而促进创业活

动的顺利开展。个体所拥有高强度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基于血缘和亲缘亲密关系，相当于拥有了坚固的资源

后盾，为其提供创业的自信心，事业成功信心的提升是其产生创业相关意向的保障与前提。高度异质性的社

会网络，帮助个体接触到更加多元化资源和信息、捕捉到更有价值的机会，对于创业的相关事项更加熟悉，进

而能够更好地把握住创业机会，并产生开办新企业的想法。Sequeira［26］实证研究指出创业初期创业者的社

交网络对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发展起作用，个人所处的环境对其态度和所作的职业选择有很大

的影响。Hongbo和 Xu［27］认为嵌入式网络作为大学生创业活动的载体，帮助大学生获得独特的网络支持并

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感来增强学生的创业意愿。因此，提出假设 1：
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H1）；

网络强度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H1a）；

网络异质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H1b）。

（2）社会网络与创业警觉性。创业警觉性是个体不需要进行搜索就可以发现他人所忽略的机会的能

力［28］，它与一个人对环境中的事件和物体的信息接收有关。从个人视角而言，对机会是否敏感决定了他的

未来职业道路，警觉性比较强的人往往具有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些被人忽略的、具有某种潜力的机会往往能

够进入他们的视线，并经过评估来判断该机会的价值。创业警觉性作为识别和开发机会的核心，一般是来自

实践学习和经验积淀，而大学生在校身份的限制导致其缺乏充足的经验和实践。在瞬息万变的动态环境中，

社会网络作为大学生获取信息、提升技能的“培养皿”，能帮助个体有效获取多元丰富的信息，进而提升其识

别、评估机会价值的警觉能力。社会网络被认为是促进机会认知敏感和警觉的主导因素，而创业警觉性又对

创业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可见社会网络对个体创业警觉性的决定性作用。Shu等［29］证实了社交网络对创业

者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有价值的机会，利用 212名新生企业家样本证实了网络能力与机

会发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ahar和 Somayeh［30］从国际视角国际交流机会的识别和利用是国际创业的根本，

社会网络、商业以及机构网络对国际机会认知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2：
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H2）；

网络强度对大学生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H2a）；

网络异质性对大学生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H2b）。

（3）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机会以及对机会的感知和利用是创业的核心，因而创业机警性被视为成功

创业思维和行动的关键能力。识别有价值的创业机会是个体开展创业活动的首要前提，警觉性不仅对创业

机会识别至关重要，而且对创新行为以及职业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无价值创新的创业是没有意义的，现实

中许多为了创业而创业的人往往失去创业灵感与机会敏觉，导致创业活动无疾而终。警觉性较高的个体通

过环境中观察搜索所得信息进行深层次评估，判断该机会是否具有足够价值、未来项目利润回报比例是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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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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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行投资创业，进而才会决定是否进行创业。Karabulut［31］认为创业警觉性使创业者具有探索和获得新机

会的优势，有利于发展新的想法、产品和服务。Lee等［32］研究指出机警性作为机会识别的重要前提之一，对

创业意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Siren等［33］利用来自瑞典企业的 92位企业家数据证实了创业者的警觉性与机

会创造过程中的有效决策有着积极的联系。因此，提出假设 3：
创业警觉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H3）。

（4）创业警觉性的中介作用。在校大学生是生活在一定网络环境中的个体，由于身份年龄限制和先前经

验的匮乏，更倾向于从其社会网络中学习技能、获取信息，在信息搜集分析再取舍的基础上识别和评估机会

价值。识别创业机会是开展创业的核心、产生创业意向的前提，创业者在信息搜集与判断后可能发掘出良好

创业机会，增长了创业成功几率，反过来使大学生产生创业的想法，机会警觉性能力在网络环境与创业意向

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传导作用。Hou［34］利用特许经营出租车司机的调查数据研究证实了环境扫描、先前经验、

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创业警觉性，进而影响创业行动的可能性。Obschonka等［35］从教育视角，通过实证研究探

究了创业警觉性在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创造性和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关系，该研究中提及了部分创业警觉性

对创业意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4：
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H4）；

创业警觉性在网络强度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H4a）；

创业警觉性在网络异质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H4b）。

（5）主动人格的调节作用。虽然创业警觉性使个人能够识别机会，但研究发现个体不一定会发挥这些资

源与能力的作用真正履行创业实践活动［10］。人格特质在决定他们能否发展创业意向、追求创业机会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是否愿意追求创业机会可能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主动性人格是指为个人为实现目标而采取

行动和改变环境的倾向，具有高度主动性格的人通常会不受环境约束积极寻找方法来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

部分研究已确定主动性人格是提高工作行为和绩效的前提，具有高度积极主动性的人识别到机会后会表现

出强烈的行动意愿，采取有效行动持之以恒，直到绩效表现或工作成果有显著提升［36‑37］。可见主动人格在预

测个体意图及行为过程中非常重要，积极主动的个人在发现机会的时候往往具有更高的行动力，采取必要步

骤来及时把握住稍瞬即逝的机会，坚持不懈直至实现既定目标。主动性比较高的大学生不易受到环境因素

的被动影响，具有更强的创造力，更倾向于积极计划和行动，来实现他们的学业目标。在创业背景中，创业过

程中的风险与压力成为阻碍大部分人付诸创业行动的障碍，性格主动的人愿意冒风险、对识别的机会积极计

划采取行动以达成创业目标。Neneh［38］考察了机会识别向企业家行为过渡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主动人格在

创业意向与创业行为的关联中发挥积极调节作用。Tolentino等［39］研究表明主动性格的个人可以制定变革计

划来改善他们目前的情况，更倾向于发现改善机会并创造与其工作需求相符的工作环境，而不是一直被动地

接受环情境约束。因此，提出假设 5：
主动人格在创业警觉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5）。

（6）竞争意识的调节作用。竞争意识最早被使用在社会人际交往方面，形容人的求胜心理的人格特质，

通常描述的是一个人想要赢过他人、比别人更好的愿望。已有研究将各种竞争意识与个人价值观、性格风格

和组织感知氛围等联系起来［40］，竞争力对于个人外向性的影响是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学界未有统一定论。

有竞争意识的人总是有一种内在驱动力使他们不断地将自己的成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求胜过别人。竞争

意识高的人总是通过不断地将自己的成就与他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心理往往促使他们尽全力做到最好，内

心胜过别人的欲望驱动着他们努力工作，以实现目标。竞争特质比较强的人在识别机会后会迅速采取必要

的行动，以便在别人发现之前就利用确定好；另一方面创业也是获取财富和提升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创业

成功者能够通过能力与行动达成财富、地位赢过别人的愿望。Brown等［41］研究证实了竞争意识和竞争心理

氛围对销售人员自我设定的目标水平和销售业绩的影响，具有较高竞争意识的销售人员在认为组织氛围比

较具有竞争性时就设定了较高的目标。Buunk等［42］研究表明竞争力与成就需求和职业兴趣显著相关，竞争

意识高的个人对竞争程度较高的工作具有高兴趣，有进取心的人也倾向于具有竞争特征并努力在人际关系

中获胜。因此，提出假设 6：
竞争意识在创业警觉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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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为保障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高，本研究借鉴前人的成熟量表设计出初步问卷题项，结合创业管理等

研究学者的创业相关访谈，针对参与过高校创业课程学习的大学生进行的问卷填写反馈对初步问卷做出调

整和修改。本研究问卷主体内容包括社会网络（Sn）、创业警觉性（Ea）、创业意向（Ei）、主动人格（Pp）、竞争

意识（Tc）5个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5点量表评估方法，1 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一般，4
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不记姓名要求被调查者依据真实经历填写。

根据社会网络的测量主要借鉴于 Scott［43］的量表，从网络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社会网络进行测量，包括

“与我保持交流的组织机构类别较多”“我能够获得来自很多不同行业的消息”“我与同社会网络中的众多人

员交往频繁”“我与能够提供创业帮助的同学、亲戚、朋友联系密切”等 9个测量题项。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强

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9和 0.829。
创业警觉性的测量借鉴于 Tang等［44］和 Fatoki 等［45］的测量量表，共有扫描与搜索、联系与连接以及评估

与判断三个维度，包含“我经常与人交往以获取新的信息”“当我在寻找信息的时候，我总是留意新的商业想

法”“我总是在积极地寻找新的信息”“我看到了看似不相干的信息之间的联系”等 12个测量题项。创业警觉

性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3。
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测量借鉴于 Othompson［46］的量表，包括“我将来打算进行创业”“我会花时间学习创业

相关知识”“我对创业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等 4个题项。创业意向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4。
主动人格的测量借鉴于 Parker和 Sprigg［47］的测量量表，包括“我经常发现新的方法来改善我的生活”“遇

到问题我会去改变而非逃避”“我经常利用更有效率的方法行事”等 6个题项。主动人格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897。
竞争意识的测量借鉴于 Brown等［41］的测量量表，包括“我喜欢竞争，因为它给我一个机会去发现我的能

力”“我喜欢竞争，因为竞争往往能激发出我最好的一面”“我觉得比赛很有趣，因为它让我在比赛中表达自己

的潜力和能力”等 7个题项。竞争意识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1。
为避免其他变量对本研究的不相关影响，本文引入了性别、创业比赛经历、社会实践经历以及父母创业

经历等作为研究中的控制变量。

（二）问卷调查

本研究搜集数据来自江苏省、安徽省、广西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的高校大学生。调研共计投放问卷

380份，收回 348份，经过是否参与过创业课程学习筛选获得有效问卷共计 281份，有效回收率为 73.95%。问

卷特征如下：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占比 40.92%，女性占比 59.08%；在专业分布方面，43.42%的被调查者是

理工专业，31.67%的是经管专业，12.81%是人文专业，12.1%的属于创意设计、法律和农医等其他专业；

35.94%的大学生具有参与创业竞赛的经历，29.89%的大学生在创业竞赛中获得过奖项；82.92%的大学生都

具有社会实践或校外兼职的经历；而父母拥有创业经验的仅占比 22.06%。

（三）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 AMOS和 SPSS软件对预调查所搜集的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1。利用

Cronbach α系数来检验信度，测量结果 Cronbach α值皆大于 0.7；组合信度 CR值均大于 0.8，表明问卷测量题

项信度较高。大部分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0.7，只有 3个问题项的因子载荷位于 0.5～0.7；大多平均方

差抽取量 AVE值大于 0.5，网络强度 AVE值为 0.4842，接近 0.5，表明量表效度良好。以上分析表明本文信度

效度良好可以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

经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问卷信度与效度均通过

相关检验，且不存早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因此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均符合要求可进行正

式调查。

（四）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利用 SPSS软件研究相关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并

表 1 效度检验

要素

网络异质性

网络强度

创业警觉性

主动人格

竞争意识

创业意向

因子分析
适宜性

327.099
424.126
1554.545
473.848
1171.908
443.286

Cronbach’s α系数

0.859
0.829
0.943
0.897
0.961
0.914

CR
0.8598
0.8145
0.9447
0.8978
0.9611
0.9118

AVE
0.6063
0.4842
0.5757
0.5948
0.7799
0.7217

总方差解释

70.277%
79.538%
64.039%
64.815%
76.128%
7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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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皮尔逊系数分析网络强度、网络规模、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意向等变量的相关性，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

的关系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性关分析

变量名

性别

创业比赛经历

社会实践

父母创业经历

网络强度

网络异质性

创业警觉性

主动人格

竞争意识

创业意向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0.043
0.02
0.071
-0.085
-0.028
-0.076
-0.78
-0.78
-0.143*
1.59
0.43

创业比赛经历

-0.055
0.015
0.184**
0.254***
0.245***
0.212***
0.177**
0.296***
1.44
0.648

社会实践经历

0.06
-0.062
-0.129*
-0.104
-0.233**
-0.161**
-0.063
1.17
0.38

父母创业经历

0.032
-0.025
-0.103
-0.122*
-0.115
-0.081
1.78
0.413

网络
强度

0.779
0.656**
0.691**
0.542**
0.561**
0.549**
2.601
0.956

网络
异质性

0.696
0.639**
0.485**
0.475**
0.581**
2.867
0.999

创业
警觉性

0.759
0.737**
0.648**
0.569**
3.097
0.825

主动
人格

0.771
0.745**
0.581**
3.128
0.872

竞争
意识

0.883
0.519**
3.131
0.96

创业
意向

0.850
2.536
1.044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 05（双尾检验）。

根据表 2结果可以发现，网络强度与网络异质性、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意向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表现出

正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变量间复杂关系的讨论。同时，由于模型变量的限制，可能会存在遗漏变量同时影响

社会网络、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等变量，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一般利用 SPSS通过德宾沃森（DW）检验法

对模型各变量进行自相关检验，输出结果 DW=2.066接近于 2，可见该样本间无自相关，即该模型不存在严重

的内生性问题。

（五）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利用 SPSS软件采用 Harmon 单因素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程度，数

据显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47.817%小于临界值 50%，表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是 Harmon单因素法在

验证共同方法偏差时比较宽松，明显充分性不足，因此需要 CFA做进

一步检验，结果见表 3，首先将网络多样性及网络强度、创业警觉性、

创业意向等变量测量项放至同一因子中进行分析并检验其拟合度，测量出的单因子模型拟合指标包括

χ2/df为 5.366，RMSEA值为 0.125显然超过临界值 0.08，同时 IFI、TLI以及 CFI均小于 0.9，可见单因子模型

拟合度不佳，因而本研究数据通过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的四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包括 χ2/df为
2.541，RMSEA值为 0.074，IFI、TLI以及 CFI均大于 0.9，模拟指标良好。其次引入共同方法潜因子的五因

子模型，其拟合度指标包括 χ2/df为 2.338，RMSEA值为 0.069，IFI、TLI以及 CFI均大于 0.9，其拟合度指标

值相较于本研究所应用的四因子模型并没有显著提升。以上数据显示了四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好，即本

研究不存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利用 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容差均大于 0.1，且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小于 10，表明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分析

（一）主效应检验
首先需要检验网络强度与网络规模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在模型 1中引入控制变量，模型 2中再加入网络

强度与网络多样性两个自变量，对社会网络、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意向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见

表 4。表 4中模型 1、2、4的调整后 R2分别为 0.099 、0.413与 0.348，且 F均在 0.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的

拟合度较优；同时模型 VIF值均小于 10，容差均大于 0.1，这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模型 1研究

结果表明社会实践与父母的创业经历对创业意向并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业

比赛经历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模型 2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强度与多样性正向影响着创业意

向（β=0.507且 p<0.001），能够有效解释创业意向变异的 0.413%，表明 H1（H1a与 H1b）假设得到验证；模型 4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单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五因子模型

χ2/df
5.366
2.541
2.338

RMSEA
0.125
0.074
0.069

IFI
0.752
0.915
0.926

TLI
0.727
0.904
0.916

CFI
0.751
0.914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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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作用（β=0.519且 p<0.001），创业警觉性能够解释

创业意向变异的 34.8%，即H3假设得到验证。

（二）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应用逐步检验法和 Bootsrap法共同检验

对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强度、网络多样性与大学

生创业意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表 4中
模型 3与 5的调整后 R2分别为 0.548与 0.432，且 F均

在 0.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优；同

时众模型的 VIF值均小于 10且容差均大于 0.1，表
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由模型 3数据

可知社会网络强度（β=0.483且 p<0.001）与多样性

（β=0.296且 p<0.001）对创业警觉性的产生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该数据表明创业警觉性变异的 54.8%是由社会网络强度与多样性解释，假设 H2（H2a与 H2b）得到

验证。模型 5检验了社会网络强度、网络多样性以及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强度

（β=0.179且 p<0.01）、网络多样性（β=0.290且 p<0.001）以及创业警觉性（β=0.217且 p<0.01）对创业意向都具有

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模型 5与模型 2的数据对比发现网络强度的回归系数由模型 2中的 0.284下降至模

型 5中的 0.179，网络多样性的回归系数由模型 2中的 0.354下降至模型 5中的 0.290，影响系数降低表明正向

作用减弱，该数据显示了创业警觉性在网络强度、网络多样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

H4（H4a 与H4b）均通过了假设检验。

在逐步检验法的基础上，利用 Amos24.0软件进行 Bootstrapping的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抽样值为 1000
且置信区间的 95%的条件下，对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与创业意向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5，检验结果表明 95%的置信区间下，网络强度‑创业警觉性‑创业意向以及网络多样性‑创业警觉性‑创业意向

的中介路径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强度及社会多样性与创业意向之间均

起着中介作用，即假设H4a 与H4b通过检验。

（三）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利用 SPSS来检验主动人格（Pp）和竞争意识（Tc）的调节作用，即将创业警觉性（Ea）、大学生创业

意向、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等变量标准化后再生成

交互乘积项：创业警觉性×主动人格（Ea×Pp）以及创

业警觉性×竞争特质（Ea×Tc），探究主动人格和竞争

意识在创业警觉性和大学生创业意向间是否存在

调节作用。首先根据表 5结果分析得知模型 6到模

型 9 的 调 整 后 R2 分 别 为 0.402、0.417、0.383 以 及

0.432，且 F均在 0.001的水平下表现显著，说明模型

6～模型 9的拟合度较优；同时各模型的 VIF值均小

于 10，容差均大于 0.1，表明研究模型不存在严重多

重共线性问题。

检验主动人格在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意向间的

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6，模型 6表示创业警觉性与主动

人格均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在模型 7中再中

引入创业警觉性与主动人格的交互项 Ea×Pp，表 6
中的模型 7结果分析表明创业警觉性与主动人格的

交互项 Ea×Pp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130且 p<0.01），其参数估计结果中的 t值检验也符

合显著性要求（t=2.784，p=0.006），以上说明主动人

表 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性别

创业比赛经历

社会实践经历

父母创业经历

网络强度

网络多样性

创业警觉性

R2

调整后 R2

ΔR2
F

最大 VIF
最小容差

创业意向

模型 1
-0.125*
0.290***
-0.04
-0.075

0.112
0.099
0.112

8.730***
1.009
0.991

模型 2
-0.098*
0.152***
-0.015
-0.078
0.284***
0.354***

0.426
0.413
0.313

33.860***
1.845
0.542

创业警觉性

模型 3
-0.015
0.081*
-0.024
-0.110**
0.483***
0.296***

0.558
0.548
0.476

57.559***
1.845
0.542

创业意向

模型 4
-0.095*
0.165***
0.003
-0.024

0.519***
0.360
0.348
0.248

30.937***
1.089
0.918

模型 5
-0.094*
0.135**
0.020
-0.054
0.179**
0.290***
0.217**
0.447
0.432
0.087

31.463***
2.306
0.489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 01；*表示 p＜0. 05（双尾检验）。

表 5 Bootstrap中介效应结果分析

中介作用路径

网络强度‑创业警觉性‑创业意向

网络多样性‑创业警觉性‑创业意向

标准化系数

0.187
0.093

SE
0.066
0.042

p

0.000
0.000

95%置信区间

下限

0.067
0.02

上限

0.327
0.179

表 6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性别

创业比赛经历

社会实践经历

父母创业经历

创业警觉性（Ea）
主动人格（Pp）

Ea×Pp
竞争意识（Tc）

Ea×Tc
R2

调整后 R2

ΔR2
F

最大 VIF
最小容差

创业意向

模型 6
-0.089
0.155***
0.059
-0.010
0.266***
0.358***

0.415
0.402
0.055

32.397***
2.330
0.429

模型 7
-0.073
0.149**
0.053
-0.011
0.276***
0.370***
0.130**

0.431
0.417
0.016

29.560***
2.338
1.043

模型 8
-0.089
0.161***
0.026
-0.013
0.360***

0.253***

0.396
0.383
0.036

29.982***
1.784
0.560

模型 9
-0.078*
0.155***
0.026
-0.014
0.367***

0.264***
0.115**
0.447
0.432
0.087

27.013***
1.788
0.559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 01；*表示 p＜0. 05（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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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对创业警觉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间关系发挥着显著调节作用。

检验竞争意识对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意向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6，模型 8结果显示创业警觉性和竞争

意识均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 9中再引入创业警觉性和竞争意识的乘积交互项（Ea×Tc），表 5
中的模型 7结果分析表明创业警觉性与竞争意识的交互项（Ea×Tc）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115且 p<0.01），其参数估计结果中的 t值检验也符合显著性要求（t=2.439，p=0.015），以上说明竞争意识对

创业警觉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显著调节作用。

通过作图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2所示，处于较高水平的主动人格能够促进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的

提升作用，较低水平的主动人格特质对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间的关系调节较弱，即假设 H6通过实证检验。

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情况下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间的关系更显著，竞争意识较弱时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

向的提升作用也减弱，即假设H7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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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动人格与竞争意识对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的调节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 281份有效数据探索了网络强度与多样性对创业意向的作用路径，并研究发现主动人格以及

竞争意识水平影响着社会网络通过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意向的间接作用。

第一，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性别与参与创业比赛经历对创业意向的产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实

践或兼职活动与父母创业经历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不显著。显然，在中国传统社会情境下性别因素仍然

对创业意向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创业比赛经验与经历能够帮助大学生加深对创业活动事宜的了解，提升未

来创业可能性；社会兼职活动与父母创业经历不是影响创业意向提升的关键因素。其次，性别、社会实践以

及父母创业经历均不是影响创业警觉性的因素，创业比赛经历对创业警觉性影响颇为显著。可见创业比赛

经历的增长在大学生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意向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社会网络强度与异质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都发挥着正向影响，表明多元化高强度的人际关系网络

有利于弥补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所欠缺的资源，促进个体创办事业成功信心的提升。首先社会网络异质性

对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比强度显著性更强，表明大学生的多元化网络代表着更丰富的信息资源获取方式，汲

取有效创业资源的可能性更高。其次，网络强度与异质性均对创业警觉性产生正向影响且强度的影响更为

显著，表明多元社会网络帮助个体从更多渠道加强对机会的敏感与警觉，联结强度更高的人际关系网络信息

交流频率高，往往拥有更高的创业机会警觉能力。再次，将社会网络与创业警觉性共同纳入对创业意向的回

归，影响系数降低表明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与创业意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揭示了创业机会发现能力强的

学生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社会网络资源以提升创业意向。可见识别创业机会是开展创业活动过程的核心，个

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与资源时，还需要拥有潜在机会的高警觉能力才能促进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创业

意愿。

第三，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对创业警觉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动人格的

积极调节作用比竞争意识略显著；表明个体在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水平较高的影响情境下，人格特质能促使

创业警觉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形成累积效应。具有强烈积极性格与竞争特质的大学

生往往对自身未来发展具有严格要求，个体的警觉性与积极性格能够对创业意向提升产生更高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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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竞争心理强烈的人对于创业机会的警觉与发现具有更高敏感性，挖掘出成功几率更高的潜在创业

机会。当个体从社会网络提取出一个被他人忽略的优秀创业机会时，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更强烈的人会增

加采取创业行动的意愿，积极应对环境变化以实现既定成就目标。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拓展了社会网络的既定研究范畴，该结论着重强调决定开展创业事业之前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创

业意向的提升作用，突破了以往社会网络在实践具体创业行动过程中作用的研究限制［5，48］，并对社会网络与

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进行了内部深入剖析，探究得出网络异质性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提升作用比网络强

度更强的结论，对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范围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本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创业警觉性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将创业警觉性设定为前因变量的限

制［32‑33］，将创业警觉性纳入社会网络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同时也发展了创业警觉性的

前置影响因素研究，研究显示创业警觉性在网络强度、网络异质性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显示了社会网络与创业警觉性在提升大学创业意向中的作用，拓展了创业警觉性理论研究边际。

本研究开拓性地将人格特质论与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意向研究结合起来，在社会网络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研究基础上引入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等行动导向型个人特质，从主观因素视角阐述了主动人格、竞争意识与

创业警觉性的交互作用对大学生创业意向提升的影响，同时将外在环境因素与内在性格因素相结合，发展了

以往单一的外部环境因素或个体性格因素视角的研究范畴［6］，丰富了创业意向提升路径的相关理论研究。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网络、创业警觉性以及主动人格、竞争意识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对未来开展创

业活动和创业教育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加强社会网络的建设与维护。社会网络是提升创业意向的重要载体，网络强度与异质性对创业警觉性

和创业意向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一是在强调人情关系网络作用的社会，主动提升网络强度，增强与网络节

点的沟通交流以深化网络内的信息资源的分享，优秀的商业机会也跟随沟通涌现出来；网络异质性的提升需

要个体拓宽其关系网络，增加其网络中的节点成员，类型越丰富的社会网络越能带来多元化信息资源。二是

高校要积极搭建良好的大学生社会网络交流平台，通过授课课程深入改革推动大学生跨专业、跨学院选修课

程以深化不同院系学生的知识与信息交流；高校要积极建设学生对外交流平台，联合举办高水平高质量学术

交流会议，通过奖金学分制度鼓励学生参与该类学术活动促进与前沿学者、优秀创业企业家等人的沟通，丰

富学生社会网络多元异质化。

积极提升大学生创业警觉性水平。创业警觉性水平的增强能促进创业意向提升，加强创业警觉性能有

效提升机会识别与评估。一是大学生要自觉地加强日常警觉性和敏感度习惯的培养，在与网络节点的交流

中，提取出具有价值的信息资源，随时保持对商业机会的高度警觉。二是高校的创业教育平台建设需要进一

步完善，建议高校将创业实践学习与理论学习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进一步融入到创业实践过程。强化学生的

创业课程实践活动，增强创业课堂教育与校园创业孵化基地的纽带联系，帮助学生了解创业经历过程并获取

更多创业相关资源；主动引入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至孵化基地内试运行，并主动提供免费场地和创业指导，

帮助学生在实践经历中提升对信息汲取和机会辨别的认知敏感度。

培养创业主动人格特质和竞争意识。发展大学生主动人格和竞争意识有助于提升其创业意向，人格特

质的形成与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密切相关。一是要塑造自主积极的创业人格就必须培育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信息爆炸时代学会辨认信息价值、理智判断分析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独立思考基础上还应培养团

队合作意识以达到资源互补，实现最大价值创造；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性格的重要园地，应当鼓励学生参与

学术交流与创新创业比赛等活动，树立典型创业榜样宣传以推动创业教育引导；政府要增加大学生创业政策

与财政补助额度，降低创业失败的成本损失，多方合作形成创业失败容忍度较高的社会创业文化。二是从竞

争意识的培育来说，适度的竞争心理发展对于创业意愿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参与竞赛活动是提升大学生竞

争意识的重要途径，高校需搭建校园良性竞争平台，组织多类竞赛活动并在参赛过程中设立奖金与学分政

策，引导创业选手积极参与，激发潜在竞争意识，形成校园良性竞争文化氛围。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关注了创业警觉性在社会网络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和个体人格特质对该关

系的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以下研究局限之处：一是本文的调查地域有所限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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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进行问卷发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网络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机理具有较大差别，未来可以进行更广

阔地域的调查。二是问卷调查是基于同一时间调查所得的横截面数据，未能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动态形成

过程机理进行深入研究探析，未来需要进一步改善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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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Traits

Mei Qiang，Gu Jiahui，Xu Zhandong
（School of Management，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00，Jiangsu，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network，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how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s entrepre‑
neurial intention with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s the medium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237 samples of college students，the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which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diversity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and plays apartial medi‑
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strength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trait com‑
petitiveness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on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results
help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regulating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on entrepreneurial in ‑
tention，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entrepreneurship.
Keywords：social network；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proactive personality；trai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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